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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西大学建校110周年学术文库：花鸟画和题画诗的意象研究》从花鸟画与题画诗出发来研究意
象，论述了中国诗画“意象”说的发展。
从中国古代诗画意象手法及哲学思想的影响分析花鸟画和题画诗意象营构的传统性。
结合花鸟画作品创作，从题材、构图、画材、艺术表现形态等方面论述花鸟画意象传达，并对花鸟画
意象进行分类。
从题画诗书写意象及题画诗意象两部分论述花鸟画题画诗意象。
以中国诗画关系为研究背景分析花鸟画和题画诗的意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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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宏云，女，山西万荣人，山西大学美术系中国画专业本科毕业，美术学硕士、文学博士，日本
女子美术大学访问学者、东京艺术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高访学者。
现为山西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省工笔花鸟画会副会长。
荣获“山西省跨世纪文艺新星”称号，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创作大型工笔花鸟画《朝鹤图》。
《秋赋图》获“当代中国青年书画展”三等奖，在《文艺研究》《新美术》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5篇，
曾获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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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比喻型　　比喻是常见的修辞手法，就是通过不同方式将一物（情思）比作他物，把心意
、情思本身喻为人或物。
比喻由被喻体、喻体和喻词三部分组成。
比喻通常分为明喻、借喻、隐喻。
借喻虽然不出现喻词和本体，但可以变换为有喻词和本体的明喻、暗喻。
不管是哪一种比喻，始终都有喻体，情志就是这个意象的表现意义，即渗透、包蕴、体现在喻体和被
喻体中的主体情感、心意等等内在生命律动的精神内涵。
　　比喻一般用来比喻形状、色彩、声音、动态等。
还用来比拟神态、感情以至理趣。
比喻型意象有以下几种手法。
　　1.明喻法　　明喻是比喻之一，又名“直喻”。
用彼物比此物，而且喻体、本体、比喻词均出现，通常用“像、好像、如、如同、好比、好似”等比
喻词来联结本体和喻体，表明相似关系。
　　明代画家徐渭自题《牵牛花》：“叶似青云剪，花如碧玉凌。
鸟来栖不响，朵朵巧垂铃。
”用“似”这一比喻词来连接“叶”与“青云剪”，用“如”这一比喻词来连接“花”和“碧玉凌”
，用“青云剪”、“碧玉凌”来比喻牵牛花的叶和花之美。
　　恽寿平题《枯木竹石》：“老树如奇士，修篁似美人。
嵌崎一片石，相伴岁寒身。
”诗的首句写“枯木”，次句写“竹”，以“如”、“似”比喻词，作者把画面上枯树.竹两种植物比
喻成“奇士”、“美人”。
到第三句写“石”，三者组成一个完美的统一体。
紧扣主题，其目的是比喻在困境中能保持节操，巧妙地衬托出诗人高尚的情操。
“老树”与“奇士”、“修篁”与“美人”是被喻体和喻体的对应。
“嵌崎”形容山石高峻，《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因此这里的“岁寒”比喻在困境中能保持节操的人。
　　2.借喻法　　借喻为比喻之一，本体和比喻词都不出现，直接由喻体来代替本体，借喻中本体与
喻体的关系十分密切，在特定的言语环境中，从喻体可想到本体，这种比喻含义丰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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