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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
象｣

是
中
國
古
代
常
用
的
一
個
語
詞�
但
二
三
十
年
代
的
中
國
學
者
曾
一
度
認
爲
它
是
西
方
文
論
的
一
個
概
念�
即｢�����｣ (

１)

。

可
以
説�｢
意
象｣

是
因
爲
中
國
現
代
新
詩
的
寫
作
者
接
觸
西
方
的

｢

意
象
主
義｣

(�������
)

之
後
纔
被
注
意
到
的
。
當
代
學
者
對

中
國
古
詩
的

｢

意
象｣

分
析�
便
是
在
這
樣
的
背
景
下
展
開
的
。

實
際
上�
古
人
常
説
的

｢

意
象｣�
與
｢�����｣
有
著
明
顯
的
語
義
差
異
。
雖
然

｢�����｣
這
個
概
念
也
完
全
適
合
用
來
分
析

中
國
詩
歌�
但
是
對
於
我
們
來��
中
國
傳
統
詩
學
中

｢

意
象｣

批
評
的
獨
特
性�
纔
是
最�
得
關
注
的
。

一
、｢

窺
意
象
而
運
斤｣

解

劉�
《

文
心
雕
龍
・
神
思
篇》

有

｢

窺
意
象
而
運
斤｣
一
語�
這
是
中
國
古
文
論
中
最
早
出
現
的

｢

意
象｣

一
詞
。
上
世
紀
二
十

年
代
末
出
版
的
范
文
瀾
注
本
開
始
以
王
弼

《

易
略
例
・
明
象
篇》
來
訓
釋

｢

意
象｣

。
范
注
固
然�
示
了
劉�
的

｢

意
象｣

一
詞
源
本

于
易
學
的
事
實�
但
是
問
題
在
於�
它
與
易
學
本
義
的
明
顯
差
異
更
不
能
被
忽
視

(

２)

。
不
論
是

《�
辭》

還
是

《

明
象
篇》�
都
不
能
作

爲
訓
釋

｢

意
象｣

的
直
接
依
據
。

王
元
化
開
始
明
確
指
出
劉�
之
所
謂

｢

意
象｣�｢
相
當
於
藝
術
的
境
界
或
形
象

(

３)｣

。
也
就
是
説�｢
意
象｣

之
義
主
要
落
實
在

｢

象｣

字
上
。
那
麼�｢
境
界｣

又
是
什
麼
？
王
元
化
認
爲�
無
論
是
劉�
的
心
物
交
融
説
還
是
王
國
維
的

｢

境
界｣

説�
都�
及
審
美
的
主

客
體
關
係
問
題
。
從
這
個
角
度
來
説�｢
意
象｣

不
只
是
指
形
象�
而
且
是
主
客
體
的
統
一
。
這
樣

｢

意｣
(

主
體)

和

｢

象｣
(

客
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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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都
可
以
在
訓
釋
中
得
到
落
實
。
可
以
看
出�
王
元
化
理
解

｢

意
象｣

的
依
據�
除
了
發
祥
於
歐
洲
的

｢

形
象
思
維｣

理
論
之
外�
主
要

的
是�
格
爾
的
哲
學
思
想
。
八
十
年
代
以
來
人
們
在
闡
釋

｢

意
象｣

、｢

意
境｣

、｢

境
界｣

等
中
國
美
學
範
疇
時�
往
往
是
以
主
客
體

哲
學
爲
基
礎
的
。
這
個
傾
向
可
以
説
是
從
王
元
化
開
始
的
。

不
過�
錢
鍾
書
對

｢

意
象｣

做
出
了
不
同
于
上
述
諸
家
的
解
釋
：

劉�
用

｢

意
象｣

二
字�
爲
行
文
故�
即
是

｢

意｣

的
偶
詞�
不
比
我
們
所
謂

｢�����｣�
廣
義
得
多
。
只
能
説
劉
的

｢

意
象｣

即

｢
意｣�
不
能
反
過
來

(

４)

。

這
是
第
一
次
不
僅
把

｢
意
象｣

同

｢�����｣�
而
且
也
同

｢

象｣

分
割
開
來
給
以
解
釋
。
那
麼�｢

意
象｣

之
義�
既
不
可
落
實
於

｢

象｣

而
釋
爲
藝
術
形
象�
亦
非

｢

意｣

與

｢

象｣

兼
得
落
實
而
謂
爲
主
客
體
之
統
一
。
在
談
到

｢

意
象｣

時�
錢
鍾
書
還
舉
了
一
些

｢『

象』

似
乎
沒
有�『
意』

卻
無
窮｣

的
詩
句�
並
且
説
：｢

詩
文
不
必
一
定
有

『

象』�
而
至
少
應
該
有

『

意』

。｣

此
説
不
惟
可
以
突

破
長
期
困
擾
古
詩
品
鑒
的

｢

形
象
思
維｣

之
論�
更
有
助
於
我
們
重
新
理
解
古
代
詩
學
常
用
的

｢

意
象｣

概
念
。

敏
澤
接
受
了
錢
鍾
書
對
於

《

神
思
篇》

中

｢

意
象｣

一
詞
的
解
釋�
隨
後
楊
明
也
表
示
贊
同�
列
舉
了
大
量
文
獻�
證
明

｢

意
象｣

的
詞
義
多
有
偏
於

｢

意｣

字
者�
並
且
具
有
多
義
性

(

５)

。
但
是

｢

意
象｣

即

｢

意｣�
如
此
解
釋

｢

窺
意
象
而
運
斤｣

一
語
固
然
可
通�

而
將

｢

意
象｣

釋
爲
文
學
形
象�
這
句
話
也
未
嘗
不
可
理
解
。
究
竟
如
何�
我
們
還
需
做
進
一�
的
探
討
。

當
時
玄
學
有
一
個
基
本
論
題�
即

｢

言
意
之
辨｣
。
從
陸
機
的

《

文
賦》

到
鍾�
的

《

詩
品》�
我
們
都
可
以
看
到
這
個
論
題
的
影

響
。
劉�
的

《

神
思
篇》

實
際
上
同
時
吸
收
了

｢

言
不
盡
意｣

和

｢

言
盡
意｣

兩
家
學
説
。
比
如

｢

思
表
纖
旨�
文
外
曲
致
；
言
所
不

追�
筆
固
知
止｣

云
云�
講
的
主
要
是

｢

言
不
盡
意｣

。
至
如

｢

窺
意
象
而
運
斤｣�
則
是
從

｢

言
盡
意｣

的
方
面
説
的
。
其
次�《
文

心》

中
往
往
有

｢

言｣

與

｢

意｣

對
舉
者
。｢

尋
聲
律
而
定
墨｣
中
的

｢

聲
律｣

與
其
駢
句

｢

窺
意
象
而
運
斤｣

中
的

｢

意
象｣�
也
是

包
含
了

｢

言｣

與

｢

意｣

的
對
應�｢
聲
律｣

與

｢

意
象｣

各
屬

｢
言｣
和

｢

意｣

的
層
面
。�
外�《
神
思
篇》

有

｢

言
授
於
意｣

一

語�
其
意
實
與

｢

窺
意
象
而
運
斤｣

相
近�
講
的
都
是
如
何
以

｢

言｣
達

｢
意｣

的
問
題
。

我
們
再
來
看
劉�
的
心
物
交
融
説
與

｢

意
象｣

的
關
係
。
按�
侃

《�
記》

釋

｢

神
與
物
遊｣

曰
：｢

此
言
内
心
與
外
境
相
接
也
。｣

可
知
劉�
所
説
的
心
物
交
融
其
實
是
一
種
内
與
外
的
主
客
體
關
係�
而
作
爲
文
學
形
象
之
特
質
的
主
客
觀
統
一
則
是
内
在
性
的�
二
者

不
當
一
概
而
論
。
也
就
是
説�
心
物
交
融
説
不
能
推
出

｢

意
象｣

有
主
客
統
一
之
義

(
即
所
謂

｢

意｣

＋

｢

象｣)

。
劉�
説

｢

意
授
於

｢

意
象｣

詞
義
考
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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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言
授
於
意｣�｢
思｣

即

｢

神
與
物
遊｣�
由
此�
生

｢

意｣�
即
所
謂

｢

意
授
於
思｣

；
根
據
構
思
所�
生
的

｢

意｣

來
進
行
創
作

的
過
程�
即
所
謂

｢

言
授
於
意｣

。
這
當
中
劉�
并
未�
及
形
象
如
何
生
成
的
問
題�
我
們
也
不
能
因
爲

｢

思｣

的
過
程
存
在
著
主
客

體
關
係�
就
推
斷

｢

意
象｣

是
指
主
客
觀
融
合
的
形
象
。

實
際
上�
形
象
性
並
不
是

《

文
心
雕
龍》

所
要��
的

｢

文｣

的
特��
因
爲
它
本
來
就
不
是
一
部

｢

純
文
學｣

的
理
論
著
作
。

《

神
思
篇》

中
分
析

｢

人
之
稟
才�
遲
速
異
分｣

時
所
列
舉
的
作
家
如
桓
譚
、
王
充
等�
均
非
我
們
今
天
所
説
的

｢

文
學
家｣�
他
們
寫

作
中
所

｢

窺｣

之

｢
意
象｣�
毋
寧
説
是
一
種

｢

理｣

。
顯
然�《
神
思
篇》

所
論
述
的
心
物
關
係�
並
非
只
是
一
種
審
美
的
關
係�
因

此
把

｢

神
與
物
遊｣
簡
單
地
理
解
爲
一
種
美
學
理
論
是
不
正
確
的
。
劉�
説
：｢

物
以
貌
求�
心
以
理
應
。｣

作
爲

｢

内
心
與
外
境
相
接｣

的
結
果�
在
物
則
得
其
貌�
在
心
則
得
物
之
理�
這
些
都
是
文
章
所
要
表
達
的
内
容
。｢

物
以
貌
求｣�
是

｢

盡
物｣

；

｢

心
以
理
應｣�

則
是

｢

盡
理｣

。
這
其
實
是
受
了
歐
陽
建

｢

言
盡
意｣

論
的
影
響
。
歐
陽
建
説
：｢

誠
以
理
得
於
心�
非
言
不
暢
；
物
定
於
彼�
非
言
不

辯
。｣

(《

藝
文
類
聚》

卷
十
九
引)
劉�
所
説
的

｢

物
無
隱
貌｣�
即
指

｢

盡
物｣

而
言
。
要
之�｢
言｣

之
所
盡
者�
有

｢

理｣

有

｢

物｣�
這
也
是
歐
陽
建

｢

言
盡
意｣
論
的
内
容
。
歐
陽
建
説
：｢

名
逐
物
而
遷�
言
因
理
而
變�
此
猶
聲
發
回
應�
形
存
影
附�
不
得

相
與
爲
二
。｣

大
意
是
説
語
言

(｢

名｣

和

｢
言｣)

能�
傳
達
事
物
和
道
理

(｢

物｣

和

｢

理｣)

。
我
們
已
經
指
出�｢

窺
意
象
而
運
斤｣

之
説�
其
實
是
表
現
了

｢

言
盡
意｣

論
的
立
場
。
因
此�｢
意
象｣

所
指�
既
包
括
了
歐
陽
建
所
説
的

｢

物｣

和

｢

理｣�
而
文
學
創
作

所
依�
的
情
感
、
形
象�
實
亦
涵
於
其
中
。
所
以�
就

《

神
思
篇》

而
言�
正
如
錢
鍾
書
所
説�｢
意
象｣

也
要
比

｢�����｣
｢

廣
義

得
多｣

。事
實
上�
在
易
學
中

｢

意｣

和

｢

象｣

是
兩
個
獨
立
的
概
念
。
東
漢
王
充

《

論
衡
・
亂
龍
篇》

曰

｢�
貴
意
象�
示
義
取
名｣�

又
曰

｢

立
意
于
象｣�
大
意
是
説
儀�
通
過
形
象
來
象�
某
種
意
願
。｢

象｣

爲
擬
象
義�
同
于

《

周
易》

之

｢

象｣�
則
此

｢

意
象｣

的
基
本
含
義
與

《�
辭》

相
去
不
遠
。｢

意｣

與

｢

象｣

分
指
儀�
中
所
表
達
的
意
願
和
所�
擬
的
形
象�
故
又
可
分
而
用
之
曰

｢

立

意
於
象｣

。
應
該
説�
劉�
完
成
了

｢

意
象｣

的
詞
性
轉
換�
使
之
成
爲
一
個
合
成
詞
。
那
麼�
其
中
是
否
存
在
著
某
種
合
成
特
點�
？

無
獨
有
偶�｢
言
象｣

一
詞
也
是
在
南
朝
時
由
易
學
概
念

｢

言｣

與

｢

象｣
所
連
綴
而
成
的
合
成
詞
。《

梁
書》

卷
三
十
七

《

陸�
傳》

載
任�

語
：｢

言
象
可
廢�
蹄
筌
自
默
。｣

按
此
語
典
出

《

莊
子
・
外
物
篇》

。｢
蹄
筌
自
默｣�
即
莊
子
説
的

｢

忘
筌｣

｢

忘
蹄｣

之
意�

而

｢

言
象
可
廢｣�
亦
即
莊
子
所
謂

｢

忘
言｣�
然
則
所
謂

｢

可
廢｣

者

｢

言｣

也
(

６)
。
由
此
可
知�
雖
然
根
據

｢

象｣

的
顯
現
義�
可
將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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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言
象｣

訓
爲
言
之
跡
象�
但
事
實
上

｢

象｣

字
的
表
義
作
用
較

｢

言｣

字
爲
弱�｢

言
象｣

直
訓
爲

｢

言｣�
更
爲
簡
明
。

以
此
爲
參
照�
我
們
可
以
推
斷
出

｢

意
象｣

一
詞
的
合
成
方
式
。
根
據

｢

象｣

的
顯
現
義�
意
念
行
於
心�
爲
物
象
、
物
理
、
情

志�
可
感
可
知�
可
謂
之

｢

意
象｣

。
但
因
爲

｢

象｣

字
的
表
義
作
用
較

｢

意｣

字
爲
弱�
我
們
也
就
可
以
説

｢

意
象｣

是
以

｢

意｣

成
義
的
。
總
之�
由

｢

言
象｣

一
詞
的
偏
義
性
特��
可
以
間
接
推
斷

《

神
思
篇》

的

｢

意
象｣

的
偏
義
性
。

二
、
偏
義
性
的
完
成

如
上
所
述�｢
言
象｣
一
詞
在
南
朝
已
經
表
現
出
明
顯
的
偏
義
性
。
我
們
再
來
看
唐
人
的
使
用
。�
競

《

貞
觀
治
要》

卷
三
曰
：

｢

綜
覈
前
王�
雖
至
道
無
名�
言
象
所
紀�
略
陳
梗
概
。｣

所
謂

｢

言
象
所
紀｣�
即
文
字
所
載
之
義
。
張
懷�《

書
斷》

卷
上
曰
：｢

鬼

出
神
入�
追�
捕
微�
則
非
言
象
筌
蹄
所
能
存
亡
也
。｣

｢

言
象
筌
蹄｣

一
語
已
見
於

《

梁
書》

卷
三
十
七
。
張
弘
靖

《

應
乾
聖
壽
太
上

皇
冊
文》

又
曰
：｢

上
聖
玄��
超
乎
希
夷
；
強
名
之
極�
猶
存
乎
言
象
。｣

｢

存
乎
言
象｣

與

｢

言
象
所
紀｣

同
義
。
要
之�
唐
人
所

用
的

｢

言
象｣�
已
經
成
爲
一
個
偏
義
詞
。
同
樣�
在
唐
代
我
們
也
能
發
現

｢

意
象｣

作
爲
偏
義
詞
使
用
的
例
證
。
玄
則

《

大
般
若
經》

第
十
會

《

般
若
理
趣
分
序》

曰
：

《

般
若
理
趣
分》

者�
蓋
乃
覈
諸
會
之
旨
歸�
綰
積
篇
之
宗
緒�
眇
詞
筌
而
動
眷�
燭
意
象
以
興
言
。

按

《

般
若
理
趣
分
序》

是
西
明
寺
僧
人
玄
則
爲
玄
奘
譯

《
大
般
若
經》

所
寫
的
序
文
之
一
。
所
引
一
段
的
行
文
特
點
是
前
後
交
錯
呼
應�

即

｢

眇
詞
筌
而
動
眷｣

與

｢

綰
積
篇
之
宗
緒｣

呼
應�
而

｢
燭
意
象
以
興
言｣

則
與

｢

覈
諸
會
之
旨
歸｣

呼
應
。
最
後
二
句
是
説
細
讀

｢

積
篇｣

之
文
辭�
而
動
留
連
之
心
；
洞
悉

｢

諸
會
之
旨
歸｣�
而
爲
殊
勝
之
言
。
可
知

｢

意
象｣

即

｢

旨
歸｣�
以

｢

意｣

爲
義�
而

｢

象｣

大
抵
只
起
一
種
陪
襯
作
用�
正
如

｢

言
象｣

中
的

｢

象｣

一
樣
。

又�
唐
道
氤

《

御
注
金
剛
般
若
波
羅
蜜
宣
演》

卷
上
曰
：

蓋
般
若
之�
鍵�
大
經
之
開
軸�
文
句
盤
錯�
意
象
精
微
。

按

《

宣
演》

是
道
氤
爲
唐
玄
宗
注

《

金
剛
經》

所
做
的
疏
釋
。
此
謂

｢

意
象
精
微｣�
是
就
玄
宗
御
註
的
内
容
而
言
。
此

｢

意
象｣

的

偏
義
性�
清
晰
可
見
。

｢

意
象｣

詞
義
考
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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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劉�
一
樣�
玄
則
與
道
氤
在
行
文
上
仍
沿
用

｢

言｣
｢

意｣

偶
對
的
方
式�
這
可
以
表
明
他
們
所
使
用
的

｢

意
象｣�
也
是
源
出

《�
辭》
。
以

《

周
易》

爲
源
的

｢

意
象｣�
我
們
且
稱
之
爲

｢

周
易
系
列｣

。
在
此
系
列
之
中�
劉�

的

｢

意
象｣

是
在
創
作
論
上
説
的�

用
以
概
指
構
思
所
産
生
的
意
識
之
種
種�
而
玄
則
等
則
開
始
用

｢

意
象｣

來
分
析
作
品�
指
經
文
的
旨
意
、
意
義
。
對
於

｢

意
象｣

來

説�
這
是
一
種
新
的
語
義
。

特
別�
得
關
注
的
是�
玄
則
説
的

｢

燭
意
象
以
興
言｣

一
語�
與
劉�
説
的

｢

窺
意
象
而
運
斤｣�
不
僅
行
文
句
法
相
同�
而
且

表
述
的
内
容
也
相
近
。
即
使

｢

意
象｣

一
詞
所
指
有
異�
其
構
詞
之
法
卻
也
相
似�
均
以

｢

意｣

成
義
。
玄
則
是
否
直
接
承
借
劉�

之

語�
固
未
可
臆
定�
但
是
劉�
對
於

｢

意
象｣

一
詞
的
偏
義
性
的
完
成
及
其
語
義
的
衍
生�
很
可
能
是
起
了
實
際
性
的
作
用
的
。

劉�
的
影
響
似
乎
在
唐
張
懷�
的

《

文
字
論》

中
也
依
稀
可
見
。
張
懷�
曰
：

僕
今
所
制�
不
師
古
法�
探
文
墨
之
妙
有�
索
萬
物
之
元
精�
以
筋
骨
立
形�
以
神
情
潤
色
。
雖
跡
在
塵
壤�
而
志
出
雲
霄
。

靈
變
無
常�
務
於
飛
動
。
或
若
擒
虎
豹�
有
強
梁
拿
攫
之
形
；
執
蛟��
見��
盤
旋
之
勢
。
探
彼
意
象�
如
此
規
模
。(《

書
法

要�
》

卷
四
引)

此
最
後
二
句�
與
劉�
的

｢

窺
意
象
而
運
斤｣
以
及
玄
則
的

｢

燭
意
象
以
興
言｣

句
法
相
似
。｢

探｣

意
近
於

｢

窺｣

和

｢

燭｣�｢

規

模｣

是
指
字
的
布
局�
相
當
於

｢

運
斤｣

和

｢
興
言｣

。
我
們
正
不
妨
借

《

神
思
篇》

來
理
解
張
懷�
的
這
段
話
。
他
説

｢

雖
跡
在
塵

壤�
而
志
出
雲
霄｣�
近
于
劉�
所
説
的

｢

形
在
江
海
之
上�
心
在
魏
闕
之
下｣�
意
指

｢

神
遠｣

。
由
此
而�
生
的

｢

意
象｣�
不
是
虎

豹
蛟�
之
形�
而
是
由

｢

萬
物
之
元
精｣

而
悟
出
的
筆
意�｢
元
精｣

者�
萬
象
之
神
勢
也
。
也
就
是
説�｢
意
象｣

的
内
容�
要
比
具

體
的
形
象
抽
象
得
多
。
書
家
雖
可
觀
萬
物
而
悟
筆
法�
但
書
法
的
特
質
並
不
在
於
擬
象
性�
正
如
王
羲
之
觀
鵝
而
知

｢

之｣

字
筆
法�

張
旭
見
公
主
擔
夫
爭
路
而
悟
筆
意�
恐
怕
是
要
先
化
去
形
象�
始
得

｢

意
象｣

。
因
此
所
謂

｢

探
彼
意
象｣�
並
非
是
要
將
萬
物
之
象
形

諸
書
法�
而
是
説
根
據
所
領
悟
的
筆
法
筆
意
來
進
行
創
作
。
同

《
神
思
篇》

一
樣�
此

｢

意
象｣

義
當
直
訓
爲

｢

意｣ (

７)�
屬
于
創
作
論

範
疇
。又�

張
宏
靖

《

蕭
齋
記》

中
有
這
樣
一
段
文
字
：

蓋
壁
字
奇
蹤�
乃
爲
希
寶
；
意
象
所
得�
非
常
域
也
。(《

書
法
要�

》
卷
三
引)

按

｢

壁
字
奇
蹤｣

是
指
梁
朝
蕭
子
雲
的
壁
書
飛
白

｢

蕭｣

字
。
張
宏
靖
以
爲
此
字
乃
蕭
氏
精
心
構
思
而
寫
成
。｢

意
象
所
得｣

也
可
説

�
��

中
国
文
学
論
集

第
三
十
八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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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意
之
所
得｣�｢
意
象｣

即

｢

意｣

也
。｢

意｣

有
意
識
思
量
義
。《�
舍
論》

卷
四
曰
：｢

思
量
故
名
意
。｣

這
裏
可
以
理
解
爲
創
作
構

思
。

易
學
概
念

｢

意｣

和

｢

象｣

經
由
劉�
的
連
綴
而
轉
換
爲
創
作
論
的
意
義�
此
義
爲
唐
代
張
懷�
和
張
宏
靖
所
沿
用
。
至
於
他
們

所
用
的

｢
意
象｣

是
否
直
承

《

神
思
篇》

而
來�
或
者
説�
是
否
屬
於

｢

周
易
系
列｣�
尚
未
可
知
。
這
個
搆
思
義
的

｢

意
象｣�
在
宋

代
已
使
用
得
較
多�
不
過
其
直
接
的
來
源
卻
是
比
較
獨
特
的
。
杜
甫

《

丹
青
引
贈
曹
將
軍
霸》

詩
曰

｢

意
匠
慘
澹
經
營
中｣�｢

意
匠｣

典
出
陸
機

《

文
賦》

｢
意
司
契
而
爲
匠｣

一
語�
宋
人
多
引
作

｢

意
象｣�
則

｢

意
象｣

可
與

｢

意
匠｣

同
訓

(

８)

。
如
參
寥

《

觀
宗
室
曹
夫

人
畫》

中

｢

意
象
冥
將
造
化
同｣

(《

參
寥
子
詩
集》

卷
十)

一
語�
即
謂
其
畫
構
思
精
妙�
堪
比
造
化

(

９)

。
宋
人
常
説
的

｢

意
象
經
營｣

或

｢

意
象
慘
澹｣�
都
是
承
借
杜
詩
的�
用
以
指
精
心
構
思

(�)
。
此
後
亦
多
有
沿
用
此
語
者�
並
且
也
通
常
用
於
評
畫

(�)

。

實
際
上�
當

｢

意
象｣
成
爲
一
個
偏
義
詞
時�｢
意｣

字
本
身
的
許
多
義
項
都
會
轉
授
於
它
。
這
使
得

｢

意
象｣

一
詞
的
使
用�

更
爲
靈
活�
也
更
具
多
義
性
。
尤
其
在
宋
代�｢
意
象｣

一
詞
得
到
了
普
及�
其
語
義
的
擴
展�
常
常
基
於

｢

意｣

字
的
諸
義
項
。
比

如

｢

意｣

有
思
量
義�
所
以

｢

意
象｣
在
創
作
中
可
以
指
構
思�
也
可
以
指
意
想
、
想
像�
如
郭
若�
稱
張�
畫
松

｢

特
出
意
象｣

(《

圖
畫
見
聞
志》

卷
五

《

張�》)�
沈
作�
也
稱
張�
畫

｢

多
出
意
象
之
表｣

(《

寓
簡》

卷
九)�
所
指
都
是
超
乎
想
像
的
意
思
。
心

學
家
楊
簡
則
以
思
量
義
的

｢

意
象｣

特
指
意
念

(�)
。

三
、｢

漢
書
系
列｣

之

｢

意
象｣
的
語
義
生
成

｢

意
象｣

一
詞
的
流
行
始
于
宋
代�
而
其
所
承�
則
主
要
是
班
固
的

《

漢
書》

。
其
卷
五
十
四

《

李
廣
蘇
建
傳》

曰
：

廣
不
謝
大
將
軍
而
起
行�
意
象
慍
怒
。

按
唐
顏
師
古
注
曰
：｢

言
慍
怒
之
色
形
於
外
也
。｣

蓋

｢

意
象｣

作
爲
合
成
詞�
初
見
於
此�
且
與

《�
辭》

｢

立
象
盡
意｣

之
説
義
不

相��
因
此
顏
氏
特
意
注
出
加
以
區
別
。｢

形
於
外｣

是
對

｢

象｣

的
解
釋
。
司
馬
遷

《

史
記》

卷
一
百
九

《

李
將
軍
傳》

作

｢

意
甚

慍
怒｣

。
此
外�《
新
唐
書》

卷
七
十
八

《

宗
室
傳》

曰

｢

意
象
自
若｣�《
舊
唐
書》

作

｢

神
意
自
若｣

。《

新
唐
書》

卷
一
百
四
十
二

《

李
楊
崔
柳
韋
路
傳》

曰

｢

意
象
殊�

｣�《
舊
唐
書》

作

｢

聲
色
殊�

｣

。
比
較
起
來�
同
樣
都
是
指
人
的
神
情
、
神
態�｢
意｣

、｢

神

｢

意
象｣

詞
義
考
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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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是
偏
於
内�｢
聲
色｣

是
偏
於
外�
而

｢

意
象｣

則
是
内
外
相
兼
。

按
《

新
唐
書》

所
用
諸

｢

意
象｣�
如

｢

意
象
軒�｣

(《

房
杜
傳》)

、｢

意
象
軒
毅｣

(《

三
王
魯
辛
馮
三
李
曲
二
盧
傳》)

、｢

意
象

晏
然｣

(《
列
女
傳》)

等�
句
式
和
語
義
都
與

《

漢
書》

完
全
相
同�
而
此
前
史
書
並
未
使
用

｢

意
象｣

一
詞�
因
此
我
們
可
以
推
斷

《

新
唐
書》
的

｢

意
象｣�
是
直
接
繼
承

《

漢
書》

的
。
宋
人
所
用
神
態
義
的

｢

意
象｣�
其
句
式
或
同
於

《

漢
書》�
或
同
於

《

新
唐

書》�
則
又
可
知�
凡
指
人
之
神
態
、
神
情
的

｢

意
象｣�
均
本
源
於

《

漢
書》�
而
其
普
及
于
宋
代
可
能
與

《

新
唐
書》

有
關
。
我
們

稱
之
爲

｢

漢
書
系
列｣
。

｢

意
象｣

一
詞
在
唐
代
就
完
成
了
其
偏
義
性�
而

｢

漢
書
系
列｣

的
語
義
生
成�
與
此
關�

尤
大
。
宋
人
即
常
用

｢

意
象｣

來
偏

指
情
感
。
王
安
石

《

宿
土
坊
驛
寄
孔
世
長》

詩
曰
：｢

殘
年
意
象
偏
多
感�
回
首
風
煙
更
異�
。｣

大
意
是
説
多
愁
善
感
本
是
老
年
的
心

境�
更
何
況
又
是
身
在
異�
。
程�

《

春
日
寫
懷》

曰
：｢

秋
飆
起
蘋
末�
一
華
初
未
墜
。
幽
懷
獨
先
覺�
意
象
已
淒�

。｣
(《

北
山

集》

卷
三)

是
説
感
覺
到
秋
意
初
萌
而
心
中
有
些
淒
涼
。
二
例
略
爲
不
同
的
是�
王
安
石
所
寫
是
一
種
相
對
穩
定
的
心
理�

態�
我
們

通
常
稱
之
爲
心
境
。
程�
所
寫
是
一
種
當
下
暫
時
的
心
理
反
應�
相
當
於
我
們
現
在
所
説
的
情
緒
。

自
宋
學
興
起�
學
者
多
以

｢

氣
象｣
論
人
。｢

氣
象｣

就
内
而
言�
是
指
一
種
穩
定
性
的
心
理�
態
；
就
外
而
言�
是
指
風
度
、

風
貌
、
氣
質
。
宋
人
也
常
常
稱
爲

｢

意
象｣

。
程
頤
説
：｢

子
厚
謹
嚴�
才
謹
嚴
便
有
迫
切
意
象�
無�
舒
之
氣
。｣

(

眞�

秀

《

西
山
讀

書
記》

卷
三
十
一
引)

其

《

答�
渠
書》

説
的

｢
有
苦
心
極
力
之
象�
而
無�
裕�
柔
之
氣｣�
即
此
所
謂

｢

迫
切
意
象｣

。
朱
熹
解
釋

孟
子

｢

我
善
養
吾
浩
然
之
氣｣

之
説
道
：｢

孟
子
之
意
只
是
説�
事
做
得
是�
當
即
自
然
無
可
愧��
意
象
雄
豪�
所
以
雖
當
大
任
而

無
所
畏
懼
耳
。｣

(《

晦
庵
集》

卷
四
十
七

《

答
呂
子
約》)
所
謂

｢

意
象
雄
豪｣�
正
是
畜
養

｢

浩
然
之
氣｣

所
敞
現
的
人
格
境
界
。
理

學
中
人
以
爲
最
具

｢

聖
人
氣
象｣

者�
莫
過
於
孔
門
的
顏
曾
二
子�
故
元
劉
因
有

《

顏
曾》

詩
曰
：｢

萬
古
顏
曾
留
意
象��
爐
春
滿

聖
門
風
。｣

(《

靜
修
集》

卷
十
七)

程�
被
稱
爲
有

｢

得
道
者
氣
象｣�
故
明
王
立
道
曰
：｢

座
上
春
分�
意
象
渾
厚
。｣

(《

具
茨
集
・
遺

稿》)

這
些

｢

意
象｣

都
帶
有
明
顯
的
理
學
色
彩
。
又�
陳
亮
稱
人
曰

｢
意
象
軒
聳�
而
胸
次
疏
豁｣

(《

龍
川
集》

卷
二
十
八

《

何
茂

宏
墓
誌
銘》)�
元
劉
岳
申
稱
人
曰

｢

胸
次
平
和�
意
象�
廣｣

(《

申
齋
集》
卷
六

《

遠
復
唐
記》)�
又
曰

｢

胸
次
意
象
靄
如｣

(

同
上

卷
十
一

《

元
故
從
仕
郎
吉
水
州
判
官
馮
君
墓
誌
銘》)�
皆
以

｢

意
象｣

｢

胸
次｣
對
舉�
其
義
互
明
。

｢

意
象｣

的
氣
象
義
與

《

漢
書》

所
指
的
神
態
義�
自
有
抽
象
、
具
體
之
別
。
此
義
之
生
成�
實
爲

｢

意
象｣

語
義
的
一
大
變
化�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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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對
於
詩
文
評
論
來
説�
尤
其
重
要
。

宋
代
描
寫
山
水
所
用

｢

意
象｣

一
詞�
由
宋
代
衛
博

《

最
勝
齋
記》

中

｢

清
逸�

窕�
有
禪
房
道
院
意
象｣

(《

定
庵
類
稿》

卷
四)

一
語
可
知�｢
意
象｣

即

｢

氣
象｣

。
陸
游
有

｢

山
城
意
象
自
蕭
然�
況
是
高
壘
作
雪
天｣

(《

劍
南
詩
稿》

卷
十
八

《

夜
坐》)

、｢

昔
聞

若
耶
村�
意
象
乃
物
外｣

(

同
上
卷
五
十
五

《

若
耶
村
老
人》)

等
詩
句�
其
中
的

｢

意
象｣

都
是
將
人
的
神
態
、
氣
象
擬
之
於
山
水
物

象�
指
某
種
景
象
氛
圍�
非
指
具
體
的
實
象
實
景�
其
義
雖
偏
於

｢

象｣�
而

｢

象｣

也
只
是
顯
現
義�
其
中
不
能
無

｢

意｣

。
如
晁
補

之

《

和
關�
遠
雪》
詩
所
寫

｢

形
容
樗
櫟
隱�
意
象
岱
嵩
添｣
(《�
肋
集》

卷
十
五)�
雪
後
岱
嵩
所�

添
的
只
是
一
種
獨
特
的
風
致

而
已
。
又
如�
震

《
萬
山
樓
記》

曰
：｢

起
居
習
服
在
山�
周
覽
縱
觀
亦
在
山�
近
之
既
得
其
趣
味
之
眞�
遠
之
復
不
失
其
意
象
之
大
。｣

(《 �
氏
日
抄》

卷
八
十
七)
此
以

｢

意
象｣

與

｢

趣
味｣

對
舉�
其
義
互
參�
無
待
贅
述
。

四
、
書
畫
評
論
中
的

｢

意
象｣

｢

氣
象｣

一
詞
在
當
時
理
學
語
境
中
已
成
爲
有
特
定
内
含
的
概
念�｢
意
象｣

的
概
念
化�
正
與
此
相
關
。

從
評
價
人
物
的
概
念
轉
爲
品
論
詩
文
書
畫
的
概
念
是
順
理
成
章
的
。
朱
熹
説
：｢

學
者
涵
詠
其
言�
足
以
識
其
氣
象
。｣

(《

四
書
或

問》

卷
十
三)

蓋
人
之
有
此

｢

氣
象｣�
發
而
爲
言�
也
是
有
此

｢

氣
象｣

。
詩
文
書
畫
之

｢

氣
象｣�
宋
人
也
同
樣
説
成

｢

意
象｣

。
劉

學
箕

《

宋
畫
士
張
道
人
序》

中
稱
古
之
畫
士
皆

｢

襟
度
灑
落�
望
之
飄
然｣�｢
故
發
爲
毫
墨�
意
象
蕭
爽｣

云
云

(《

方
是�
居
士
小

稿》

卷
下)�
即
謂
爲
人
與
作
畫�｢
意
象｣

同
一
。

｢

氣
象｣

本
是
兼
指
内
外�
文
藝
評
論
中
氣
象
義
的

｢

意
象｣�
也
可
以
從
内
外
兩
個
方
面
來
理
解
。
其
就
内
來
説�
指
文
藝
作
品

之
意
趣
境
界
；
就
外
而
言�
指
作
品
之
風
貌
、
風
格
。
朱
熹
説
：

今
觀
湍
石�
公
所
書�
法
度
謹
嚴�
而
意
象
蕭
散�
知
彼
爲
法
縛
矣
。(《

晦
庵
集》

卷
八
十
二

《

跋�
湍
石
所
書
相
鶴
經》)

按
朱
熹

《

答
鞏
仲
至》

嘗
稱
韋
應
物
的
律
詩

｢

自
有
蕭
散
之
趣｣

(《

晦
庵
集》
卷
六
十
四)�
這

｢

蕭
散
之
趣｣

便
是
作
品
透
出
的
一

種
從
容
自
在
、
雍
容
清
淡
的
精
神
氣
度
。
此
所
謂

｢

意
象
蕭
散｣�
亦
作
同
解
。
那
麼�｢
意
象｣

也
便
是

｢

趣｣�
是
偏
於
内
來
説
的
。

朱
熹
又
論

《

焦
山�
鶴
銘》

下

《

冬
日
泛
舟
詩》

曰
：｢

句
法
既
高�
字
體
亦
勝�
與
銘
文
意
象
大
略
相
似
。｣

(《

晦
庵
集》

卷
六
十
四

｢

意
象｣

詞
義
考
釈

13



― ―

《
答
鞏
仲
至》)

此

｢

意
象｣

乃
偏
於
外
而
言�
指
字
體
的
風
格
特�
。
朱
熹
稱
之
與
銘
文
風
格
相
類�
蓋
指
其
氣
象
高
古
。

古
人
品
鑒
書
法�
強
調
的
是
筆
意�
比
如
劉
子�
稱

｢

魯
公
得
法
屋
漏
雨�
意
象
咄
咄�
千
古｣

(《

屏
山
集》

卷
十
一

《

臨
池

歌》)�
范
成
大
稱
御
書

｢

意
象
自
然�
筆
跡�
泯｣

(�
震

《�
氏
日
抄》

卷
六
十
七

《

讀
范
石
湖
文》

引)�
宋
珂
稱

《

春
聚
帖》

｢

意
象
軒
昂�
足
稱
其
名｣

(《

寶
眞
齋
法
書
贊》

卷
二
十
一

《

薛�
門
春
聚
帖》)�
都
是
基
於
這
樣
的
一
種
美
學
觀
點
來
使
用

｢

意
象｣

的
。
即
使
是�
及
具
有
形
象
性
的
繪
畫�
如�
伯
思
稱
臨�
謝
赫
畫

｢

意
象
高
古｣

(《

東
觀
餘
論》

卷
下

《

跋�

輦
圖
後》)��

椿
稱

劉
浩
畫

｢

意
象
幽
遠｣

(《

畫
繼》

卷
七

《

小
景
雜
畫》)�
也
並
非
就
所
畫
的
形
象
而
言�
而
是
指
各
種
藝
術
因
素
所
共
同
表
現
出
的
境

界
。
至
此�｢
意
象｣
已
作
爲
一
個
風
格
論
概
念
而
得
到
使
用
了
。
又�
趙
蕃

《

題
舊
日
所
藏
晉
陶
淵
明
采
菊
東
籬
下
悠
然
見
南
山

畫》

寫
道
：未

必
形
模
似�
良
由
意
象
高
。(《

淳
熙
稿》

卷
八)

此
以

｢

形
模｣

｢

意
象｣

對
立�
那
麼

｢

意
象｣

指
的
不
是
形
象�
這
一
點
是
毋
庸
置
疑
的
。

不
過�｢
意
象｣

也
有
偏
於

｢

象｣
義
的�
如
元
鄭�《
書
要
篇》

云
：

書
肇
于
自
然�
陰
陽
生
焉�
形
勢
立
焉�
勢
來
不
可
止�
勢
去
不
可
遏�
若
日
月
雲
霧�
若
蟲
食
葉�
若
利
刀
戈�
縱�

皆

有
意
象
。(《

衍
極》

卷
上)

這
段
文
字
是
轉
述
蔡�

《

筆
論》
(

宋
陳
思

《

書
苑
菁
華》

卷
一
引)

的
大
意
。｢

縱�
皆
有
意
象｣�
即
轉
用
蔡�
的

｢

縱�

有
可
象

者｣

一
語
。
如
此
説
來�｢
意
象｣

應
該
便
是

｢

象｣�
再
由
所
舉
之

｢

象｣

觀
之�
則
不
能
説
其
義
與
形
象
無
關
。
但
是
蔡�
説

｢

爲

書
之
體�
須
入
其
形｣�
並
非
是
要
書
法
表
現
出
具
體
的
形
象
性
來�
而
是
強
調
書
法
文
字
要
有
一
定
的
形
態
。
這
種
形
態
與
其
説
是

具
體
的
形
象�
不
如
説
是
抽
象
的
體
勢
。《

晉
書》

卷
八
十

《
王
羲
之
傳》

曰
：｢

尤
善
隸
書�
爲
古
今
之
冠�
論
者
稱
其
筆
勢�
以
爲

飄
若
浮
雲�
矯
若
驚
龍
。｣

蓋
筆
勢
妙
微�
只
可
意
會�
莫
可
名��
故
論
者
擬
爲

｢

浮
雲｣

｢

驚
龍｣

之�
。
蔡�
所
謂

｢

有
可
象
者｣

正
是
此
意�
是
説
筆
勢
可
以
想
像
爲
人
物
之
種
種
神
態
。
此

｢

象｣

作
動
詞�
想
像
之
意
。
而
所
想
像
的
内
容�
有
有
形
者�
有
無
形

者�
只
能
説
都
是
可
以
訴
諸
感
覺�
而
不
必
都
是
指
有
具
體
形
象
的
。
至
於
鄭�
説
的

｢

縱�
皆
有
意
象｣�
我
們
可
以
理
解
爲

｢

縱

�

皆
有
象｣�
但
此

｢

象｣

指
的
也
是
抽
象
的
筆
勢�
而
不
是
通
常
所
理
解
的

｢�����｣
。
元
人
杜
本
有
一
段
關
於
書
法
的
議
論�
也

是
本
于
蔡�
的

《

筆
論》�
内
容
與

《

書
要
篇》

一
樣�
只
最
後
二
句
作

｢�
悟
其
幾�
則
縱�
皆
有
意
象
矣｣

(《

書
史
會
要》

卷
九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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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引)�
意
思
卻
更
爲
分
明
。
蓋
品
鑒
書
法�
要
非
觀
其
文
字
之
形
跡�
惟
悟
其
幾
微�
方
得

｢

意
象｣

。｢

意
象｣

之
不
同
於

｢�����｣�

由
此
可
知
。

所
以�
雖
然

｢

意
象｣

也
有
以

｢

象｣

爲
義
者�
但
斷
不
可
以
為
此

｢

象｣

即
形
象
。
按
古
語
中

｢

象｣

本
與

｢

形｣

不
同�

｢

形｣

有
體�
而

｢

象｣

無
體
。
天
之
陰
陽
寒
暑�
不
可
謂
之

｢

形｣�
如
李
之
儀

《

與�
禹
功
主
簿》

云
：｢

氣
候
益
暄�
有
暑
天
意

象
。｣

(《

姑
溪
居
士
前
集》

卷
三
十
一)

｢

意
象｣

以

｢

象｣

成
義�
但
並
非
指
具
體
的
物
象
。
又
如
元
劉
因

《

維
諾
論》

所
云
：

凡
物
無
無
對
者�
無
無
陰
陽
者�
而
聲
亦
然
。
其
意
象
之
清
濁
闔
闢�
亦
莫
不
合
也
。(《

靜
修
集》

卷
七)

則
聲
調
語
氣
的
清
濁
抑
揚�
也
可
稱
爲

｢

意
象｣

。
以
此
推
之�
書
法
之
種
種

｢

意
象｣�
不
是
指
一
點
一
劃
之
形
跡�
而
是
點
劃
所
透

出
的
體
勢
筆
意
。
體
勢
乃
偏
於
外
者�
故
可
稱
之
爲

｢

象｣�
筆
意
乃
偏
於
内
者�
故
可
稱
爲

｢

意｣�
實
則
二
而
一
也
。

繪
畫
評
論
中�｢
意
象｣
除
了
指
整
體
的
境
界
意
趣
之
外�
也
指
具
體
形
象
的
神
態�
用
的
是

《

漢
書》

的
本
義
。
比
如�
蘇
頌

《

次
韻
蘇
子
瞻
題
李
公
麟
畫
馬
圖》
詩
曰

｢

三
馬
意
象
能
言
之｣

(《

蘇
魏
公
文
集》

卷
五)�
不
是
説
蘇
軾
的
詩
能
描
寫
出
李
公
麟
所
畫

之
馬
的
形
象
。
蘇
軾

《

次
韻
子
由
書
李
伯
時
所
藏
韓
幹
馬》

一
詩
主
要
的
還
是
著
眼
于
馬
的
神
態
氣
勢�
而
蘇
頌
説
的

｢

意
象｣�
也

正
是
指
其
神
態
。
清
人
王
毓
賢
稱
陳
善
擅
場
畫
花
果�
所
畫

｢

意
象
逼
真｣

(《

繪
事
備
考》

六)

。
此
語
也
最
容
易
讓
人
誤
解�
實
際

上
還
是
指
神
態
而
言
。
明
代
項
元�
爲
僧
法
常
圖
卷
所
作
識
語
云
：｢

其�
物
寫
生�
殆
出
天
巧�
不
惟
肖
似
形
類�
並
得
其
意
象
。｣

(

郁
逢
慶
編

《

續
書
畫
題
跋
記》

卷
三
引)

既
以

｢
肖
形｣

與

｢

意
象｣

對
舉�
則

｢

意
象｣

非
形
象
義
可
明
。

五
、
詩
學
中
的

｢

意
象｣

自
宋
代
以

｢

氣
象｣

論
人
的
風
氣
興
起�
氣
象
義
的

｢

意
象｣
也
就
隨
之
出
現
在
詩
學
之
中
了
。
唐
庚
在
解
釋
謝�
的
詩
句

｢

寒

城
一
以
眺�
平
楚
正
蒼
然｣

時
説�｢
平
楚｣

當
是
平
野
之
意�
而
呂
延
濟
訓

｢

楚｣

爲
木
叢�｢
便
覺
意
象
殊
窘｣

(《

唐
子
西
文�

》)

。

以
平
野
來
解
釋
謝�
詩
句�
顯
得
視
野
開
闊�
因
此
如
果
把

｢

意
象
殊
窘｣
理
解
爲
形
象
狹
窄
局
促�
似
乎
也
通
。
然
而�
我
們
也
可

以
常
常
看
到
類
似
的
表
述�
比
如

｢

才
謹
嚴
便
有
迫
切
意
象�
無�
舒
之
氣｣

(
眞�
秀

《

西
山
讀
書
記》

卷
三
十
一
引
程
頤
語)

、

｢

粗
心
浮
氣�
意
象
匆
匆�
常
若
有
所
迫
逐｣

(

李
幼
武

《

宋
名
臣
言
行�
外
集》
卷
十
二
引
朱
熹
語)

、｢

詩
人
吟
詠
情
性�
故
意
象�

｢

意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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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
老
儒
執
守
訓
詁�
故
意
象
窄
狹｣

(

元
陳
植

《

木
錘
集》

卷
二)

等
等
。
諸

｢

意
象｣

均
指
人
之
氣
象
。
此
外�
宋
人
還
説

｢

氣

象
迫
狹｣

(《

朱
子
語
類》

卷
一
百
一)

、｢

氣
象
迫
促｣

(

樓
鑰

《

攻�
集》

卷
六
十
八

《

上
宰
相
書》)

、｢

氣
象
窄
狹｣

(

眞�

秀

《

西

山
讀
書
記》

卷
二
十
一
引
張�
語)

等
等�
均
可
作
爲
唐
庚

｢

意
象
殊
窘｣

一
語
的
參
證
。
所
謂

｢

意
象
殊
窘｣�
也
當
與

｢

氣
象｣

相
關�
可
以
理
解
爲
詩
句
讀
起
來
讓
人
感
到
胸
襟
不
開
的
意
思
。

同
書
畫
論
一
樣�
詩
學
中
所
謂

｢

意
象｣�
偏
於
内
則
曰
意
趣
境
界�
偏
於
外
則
曰
風
格
體
貌
。
朱
熹

《

楚
辭
後
語》

卷
一
評
劉

邦

《

鴻
鵠
歌》

曰
：

此
詞
卒
章
意
象
蕭
索�
亦
非
復

《

三
侯》

比
矣
。

按
劉
邦

《

大
風
歌》

亦
名

《
三
侯
之
章》�
朱
熹
嘗
評
曰
：｢

自
千
載
以
來�
人
主
之
詞
亦
未
有
若
是
其
壯
麗
而
奇
偉
者
。｣｢

意
象
蕭
索｣�

是
説

《

鴻
鵠
歌》

別
有
一
種
淒
涼
落
寞
之
意
境�
而
不
復
見

《

大
風
歌》

的
雄
心
壯
志
了
。
朱
熹
又
説
：

西
山
長
句
及
還
家
四
言�
意
象
蕭
散�
吟
玩
不
能
去
心
。(《

晦
庵
別
集》

卷
二

《

與
劉
子
澄
書》)

按
此

｢

意
象
蕭
散｣

四
字�
已
見
於
其

《
跋�
湍
石
所
書
相
鶴
經》�
也
是
指
作
品
所
表
現
出
來
的
一
種
從
容�
俗
的
境
界
。｢

氣
象｣

其
實
是
朱
熹
在
理
學
和
文
學
之
間
所
發
現
的
契
合
點�
故
其
論
詩
文
往
往
着
眼
於
此
。

宋
末
劉
克
莊
以

｢

意
象｣

論
詩�
指
的
也
是
氣
象
。
他
稱
讚
岑
參
作
詩

｢

詞
語
壯
浪�
意
象
開
闊｣

(《

後
村
詩
話》

後
集
卷
二)

；

借
游
九
言
語
批
評
江
西
末
流
之
詩

｢

音
節�
牙�
意
象
迫
切｣

(

同
上)

。
前
者
是
説
岑
參
的
作
品
辭
氣
豪
放�
顯
示
出
開
朗
壯
闊
的
境

界
；
後
者
則
指
音
調
不
暢�
顯
得
氣
象
窘
迫
。｢

意
象
迫
切｣

與
唐
庚
説
的

｢

意
象
殊
窘｣

意
思
相
近

(�)

。
實
際
上�
嚴
羽
雖
未
以

｢

意

象｣

論
詩�
但

｢

氣
象｣

論
卻
是
其
詩
學
的
重
要
内
容
。｢
氣
象｣

是

《

滄
浪
詩
話》

所
列
詩
法
之
一�
也
是
其
唐
宋
之
辨
的
依
據
。

他
還
稱
李
杜
詩

｢

如
金�
擘
海�
香
象
渡
河｣�
而
郊
、
島
詩
則
如

｢

蟲
吟
草
間｣�
實
則
亦
以

｢

氣
象｣

立
論
。
明
人
浸
染
嚴
氏
詩
學

甚
深�
而
又
多
以

｢

意
象｣

論
詩�
實
與
嚴
氏

｢

氣
象｣

論
一
脈
相
承
。

總
之�
宋
人
以

｢

意
象｣

論
詩�
與
其
以

｢

意
象｣

論
書
畫�
均�
于
宋
人
以

｢

氣
象｣

論
人
的
風
氣
。
它
已
成
爲
一
個
具
有
相

對
明
確
之
内
含
的
抽
象
概
念�
主
要
指
由
作
品
的
語
詞
、
音
節
、
内
容
等
綜
合
因
素
共
同�
生
的
審
美
境
界
。
若
就
詞
源
來
説�
此
概

念
可
歸
于

｢

漢
書
系
列｣�
作
爲
合
成
詞�
它
們
都
是
不
能
分
開
解
釋
的
。
而
在
詩
學
中
出
現
的

｢

周
易
系
列｣

的

｢

意
象｣�
其

｢

意｣

｢

象｣

二
字
則
往
往
表
現
出
相
對
的
獨
立
性
來�
往
往
以
對
舉
的
方
式
使
用
。
這
是
一
個
很
大
的
區
別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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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唐
皎
然

《

詩
式》

有

｢

興
即
象
下
之
意｣

一
説�
這
是
以

《

周
易》

的

｢

立
象
盡
意｣

之
説
來
解
釋

｢

興｣

。
詩
有

｢

内
外
意｣�

此
説
由
託
名
白
居
易
的

《

金
針
詩
格》

一
書
所�
明�
而
皎
然
實
也
道
出
大
意
。《

詩
格》

曰
：｢

詩
有
内
外
意�
内
意
欲
盡
其
理�
外

意
欲
盡
其
象
。｣

(《

詩
人
玉
屑》

卷
九
引)

此
將
詩
歌
的
内
容
分
爲

｢

意｣

和

｢

象｣

的
兩
個
層
面�｢

意｣

内

｢

象｣

外�｢

意｣

在

｢

象｣

中�
正
同
於

《

周
易》

｢

立
象
盡
意｣

之
説
所
確
立
的
二
者
之
關
係
。

明
人
以

｢
意
象｣

論
詩�
受

｢

内
外
意｣

之
説
的
影
響
較
大
。�
敬
釋

｢

比｣

云
：｢

比
者�
意
之
象
。
…
…
意
象
附
合
曰
比
。｣

(《

談
詩
・
毛
詩》)
此
與
皎
然
所
論
相
近
。｢

意
象
附
合｣

則
是
明
人
所
強
調
的
詩
學
主
張
。
又
如
潭
浚
云
：｢

内
意
欲
盡
其
義�
性
情

之
隱
微
、
言
行
之
樞
機
也
；
外
意
欲
盡
其
象�
風
景
之
奇
偉�
氣
度
之
盤�
也
。｣

(《

説
詩》

卷
上

《

總
辨
・
意
志》)

王
世
貞
云
：

｢

外
足
於
象�
而
内
足
于
意
。｣

(《�
州
四
部
稿》

卷
六
十
四

《

於
大
夫
集
序》)

所
論
均
源
出

《

詩
格》�
其
要
義
即
在

｢

意｣

與

｢

象｣

合
。
王
世
貞
尤
其
重
視
這
一
點�
所
以
他
反
復
説

｢

務
使
意
足
於
象｣

(《�
州
四
部
稿
續
稿》

四
十
一

《

徙
倚
軒
稿
序》)

、｢

其
色
聲

�
矣�
意
象
協
矣｣

(

同
上
卷
四
十
三

《

汪
禹
乂
詩
集
序》)

、｢

象
必
意
副｣

(

同
上
卷
四
十
四

《

胡
元
瑞�
蘿
館
詩
集
序》)

、｢

余
讀
新

集�
則
情
事
劑
矣�
意
象
合
矣｣

(

同
上
卷
五
十
五

《

文
起
堂
新
集
序》)

如
此
等
等
。

但
明
人
對

｢

意｣

與

｢

象｣

合
的
理
解�
並
不
一
樣
。
其
中

｢

象｣

字
大
多
可
以
理
解
爲
形
象�
其
義
由

《

周
易》

之

｢

象｣

引

申
而
來�
但
何
景
明
所
説
的

｢

意
象
應
曰
合�
意
象
乖
曰
離｣

(《

何
大
復
集》

卷
三
二

《

與
李
空
同
論
詩
書》)�
並
不
是
這
個
意
思
。

按
何
氏
評
李
空
同
丙
寅
間

｢

扣
其
音�
尚
中
金
石｣�
是
爲

｢

合｣

；
江
西
以
後
詩

｢

辭
艱
者
意
反
近�
意
苦
者
辭
反
常｣�
是
爲

｢

離｣

。

可
知
其
所
謂

｢

象｣�
是
文
辭
、
音
調
等
外
在
各
種
因
素
的
綜
合
表
現
。

大
體
而
論�
宋
代
以
來
詩
學
中
所
用

｢

意
象｣

一
詞�
多
出
於

｢

漢
書
系
列｣�
其
中
又
以
氣
象
義
爲
主�
此
與
宋
學
以

｢

氣
象｣

論
人
的
風
氣
關
係
密
切
。
而
此
系
列
的

｢

意
象｣�
均
無
形
象
義
。
凡

｢

意｣
｢

象｣

各
自
成
義�
且
與
形
象
有
關
的�
則
歸
於

｢

周
易

系
列｣

。
兩
個
系
列
的

｢

意
象｣

在
明
代
都
用
得
很
多�
其
背
景
有
待
探
究
。

｢

意
象｣

詞
義
考
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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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１)

參
見
敏
澤

《

中
國
古
典
意
象
論》�《
文
藝
研
究》�
一
九
八
三
年
第
三
期
。

(

２)
楊
明
曾
具
體
分
析
過
作
爲
易
學
範
疇
的

｢

象｣

與
作
爲
文
論
範
疇
的

｢

象｣

的
差
別
。
參
見
其

《〈

文
心
雕
龍
・
神
思〉

中

｢

意
象｣

、

｢

象｣
辨
析》�《
學
術
月
刊》

二
〇
〇
〇
年

《

中
國
古
典
文
學
研
究
專
輯》

。

(

３)

王
元
化

《
文
心
雕
龍
創
作
論》�
第
一
四
一
頁�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四
年
版
。

(

４)

轉
引
敏
澤

《
錢
鍾
書
先
生
談

｢

意
象｣》�《
文
學
遺�》
二
〇
〇
〇
年
第
二
期
。

(

５)

參
見
楊
明

《
古
籍
中

｢

意
象｣

語
例
之
觀
察》�《
漢
唐
文
學
辨
思�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二
〇
〇
五
年
版
。

(

６)

又
如

《

南
齊
書》
卷
五
十
四
：｢

若
夫
神
道
應
現
之
力�
感
會
變
化
之
奇�
不
可
思
議�
難
用
言
象
。｣

謝
赫

《

古
畫
品�

・
陸
探
微》

：

｢

窮
理
盡
性�
事�
言
象
。｣
沈
約

《

桐
柏
山
金
庭
館
碑
銘》

：｢

若
夫
上
玄
奧
遠�
言
象
斯�
。｣

(《

會
稽
志》

卷
二
十
引)

又

《

均
聖
論》

：

｢

豈
唯
言
象
莫
窺�
良
以
心
慮
事
絶
。｣

(《

廣
弘
明
集》

卷
五
引)

諸
例
中

｢

言
象｣

均
可
訓
爲

｢

言｣

。

(

７)

陳
伯
海
認
爲
張
懷�《
文
字
論》
説
的
｢

探
彼
意
象�
入
此
規
模｣�
以
及
杜
本
論
書
法
所
説
的

｢

縱�
皆
有
意
象｣�
都
是
指
書
法
的

藝
術
形
象
。
此
説
不
確
。
其
説
見

《
釋
｢

意
象｣》�《
新
華
文
摘》

二
〇
〇
五
年
第
五
期
。

(

８)

惠
洪

《

冷
齋
夜
話》

卷
二
以
及
宋
人
編
纂
的
類
書

《

古
今
事
文
類
聚》

前
集
卷
四
十
一
、《

記
纂
淵
海》

卷
八
十
七
等�
均
引
作

｢

意

象
慘
澹
經
營
中｣

。
按
：
舊
題
王
昌
齡

《

詩
格》

(《
吟
窗
雜�

》

載)

有

｢

未
契
意
象｣

一
語�
也
是
本
于

《

文
賦》�
但
稱

｢

意
匠｣

爲

｢

意
象｣�
當
是
宋
人
的
習
慣
。《

四
庫
提
要》

卷
一
百
九
十
七
稱
其
出
於

｢

依
託｣�
要
非
無
據
。

(

９)

舊
題
司
空
圖

《

二
十
四
詩
品
・
慎
密》

篇
有

｢

意
象
欲
出�
造
化
已
奇｣

一
語�
意
思
與
參
寥
詩
句
相
近
。
但

《

詩
品》

是
否
爲
司
空

圖
所
作�
今
人
意
見
不
同�
故
此
存
疑
。

(

10)

如
蘇
軾

《

跋
晁
無
咎
畫
馬》

曰

｢

晁
無
咎
所
藏
野
馬
八
出
沒
山
谷
間�
意
象
慘
澹｣

(《

五
百
家
注
柳
先
生
集》

附�
卷
二
引)�
王
叔

簡

《

奉
題
太
丞
丈
龍
眠
騎
射
圖》

曰

｢

意
象
慘
澹
研
精
微｣

(《��
部
詩
話》

引)�
釋
居
簡

《

長
興
獄
記》

曰

｢

眇
而
索
之�
慘
澹
意

象｣
(《

北�
集》

卷
三)�
陸�

《

和
奚
宰
春
風
樓
即
事》

曰

｢

意
象
經
營
九
仞
工｣

(《

至
元
嘉
禾
志》

卷
三
十
二
引)

等�
皆
指
搆
思
。

(

11)

如
元
貢
性
之

《

南
湖
集》

卷
上

《

題
楊
文
昭
爲
劉
敬
思
畫》

：｢

精
神
恍
惚
奪
造
化�
意
象
慘
澹
含
雲
煙
。｣

魏
初

《

青
崖
集》

卷
二

《

宋
上
皇
詩
意
圖》

：｢

可
憐
意
象
經
營
日�
不
到
蒼
生
未
了
心
。｣

鄒
一
桂

《

小
山
畫
譜》

卷
下
：｢

結
構
時
意
象
慘
澹�
圖
成
後
落
落
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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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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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
。｣

明
楊
基

《

眉
庵
集》

卷
三

《

春
江
雪
霽》

：｢

意
象
經
營
自
逼
真�
按
圖
索
駿
風
斯
下
。｣�

佐

《

將
仕
郎
翰
林
院
待
詔
衡
山
文
征
仲

先
生
墓
誌
銘》

：｢

意
象
經
營�
神
氣
盈
軸
。｣

(《

明
文
海》

卷
四
百
三
十
二
引)

陳
鳳

《

戴
文
進
溪
山
春
雨
圖》

：｢

意
象
經
營
何
太
奇�

空
堂
素
壁
迥
含
姿
。｣

(《

禦
定�
代
題
畫
詩
類》

卷
一
引)

何
景
明

《

畫
鶴
賦》

：｢

想
意
像
而
經
營�
運
精
思
以
馳�
。｣

等
等
。

(

12)
楊
簡

《

家
記》

批
評

《

大
學》

｢

必
曰

『

正』
『

在』

者�
正
意
象
之
凝
結�
孔
子
所
謂
止�
學
者
之
意
者�
謂
是
類
也｣

(《

慈
湖
遺
書》

卷
十
三)
。｢
意
象
之
凝
結｣

即
指
意
念
的
産
生
。

(

13)

陳
伯
海

《
釋

｢

意
象｣》

以
爲
劉
克
莊
所
説

｢

意
象
迫
切｣

是
從
詩
歌
形
象
立
論
的
。
此
説
不
確
。

｢

意
象｣

詞
義
考
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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