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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滿銘其人其書

陳滿銘（1935-），臺灣苗栗縣頭份鎮

人。去年自臺灣師大國文系教授退休後，現

為《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國文天地》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專長含

儒學、詞學、章法學、意象學、國文教學

等。出版有二十幾種專著，編撰十餘冊。曾

被遴選入《中華名人大典》、英文版《世界

專業人才名典》〈美國ABI〉、《21世紀2000

世界傑出思想家》〈英國IBC〉等典籍，殊榮

無數。

21世紀意象學研究正蔚為學術上新貴，

而融貫《意象學廣論》這部書中層次邏輯與

意象系統的核心理念，是做為一種「現代性

哲學體系的美學觀」。近10年來，臺灣在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陳滿銘教授及其高足仇小

屏、陳佳君等的引導下，不但建立了「辭章

章法學」等新學科，提供了中國文學研究的

精神向度，也把漢語章法學的研究轉向科學

的道路，備受海峽兩岸研討會矚目。他們孜

孜以求的就是為意象學、辭章章法學構築一

個宏大的闡釋框架，期能透過豐富的審美視

野與邏輯理念相融合，最大極限地呈現文體

的變化規律，從而得出某種結論。

從這個意義上說，作者對意象學的思

想模型中，它是有廣義與狹義之別的。這之

中，當我們構思或閱讀時，經過觀察、審思

與美的醞釀階段，如何成為有意境的景像的

創造，就成為進入文學領域的焦點；而探索

《意象學廣論》，就是開始對詩文藝術最高

境界的一種探尋。由於思維在經與外界的物

象相交會時，有一個聯想、想像的過程，其

間可能會發生抽離出「意象系統」；所以，

當本身設計其表現技巧的，都屬於「形象思

維」，而愈發呈現有關「措詞」等問題。是

故，如以此為研究對象的，即為狹義意象

學。再者，如以「形象思維」與「邏輯思

維」合而為一，繼而探討與「綜合思維」此

三方面，如何統合等相關問題，而以此為主

要研究對象的，即為廣義意象學。這些思想

在當代的哲學或美學等學科研究，既取決於

意象學自身的內容，也取決於中國儒家的哲

學範疇以及與語文螺旋結構的關係。

✿ 審美視野中的意象學廣論

《意象學廣論》涵蓋思想的基本方式，

有著深奧的哲學與美學形態，對中國詩歌意

象觀念的理解與意象藝術形成了一種鮮明的

影響力。中國先賢對詩歌創作常強調情景相

融的整體思維，其意象詩學觀，向來都主張

「意」與「象」的應合，主客體和諧一致。

而此書對傳統詩歌情志的感發、邏輯和思維

的闡釋，都有著承載作用。作者論述的重點

陳滿銘與《意象學廣論》研究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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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述如下：

（一）邏輯層次，通常都由多樣的「二

元對待」為基礎，經「移位與轉位」之過程

與「多」、「二」、「一（0）」螺旋結構」

之終極統合，形成其完整系統；這可由《周

易》與《老子》等哲學典籍中找到它的理論

根源。個別意象擴展到整體意象，以呈現

「意象系統」，有的甚至推本於「思維」，

加以統攝、融貫；是反映宇宙人生生生不息

的基本規律，用以探討其哲學意涵、辭章表

現與美學詮釋。

（二）「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

為「二」，「主題」、「文題」、「風格」

為「一（0）」。由「（0）一」而「二」而

「多」，凸顯的是創作〈寫〉的順向過程；

而由「多」而「二」而「（0）」，凸顯的是

鑑賞的逆向過程。

（三）辭章乃結合「意象」之形成、

表現、組織與統合而形成的一個綜合體。其

中，意象之形成與表現是由「形象思維」加

以呈現的；意象之組織是由「邏輯思維」加

以呈現的；意象之統合是由「形象思維」與

「邏輯思維」和而為一加以呈現的。這些都

可以由「多、二、一（0）結構加以統一，形

成一個綜合體。」這「0」（風格、韻律、氣

象、境界）之美，統

合了「多」（層次、變化）、「二」

（陽剛、陰柔或調和、對比）、「一」（統

一、和諧）所形成的。

（四）「意象」是一切思維（含形象、

邏輯、綜合）的基本單元，原有著「二而

一」、「一而二」的關係，藉以形成「思維

系統」或「意象系統」。作者用「景」與

「景」〈同形同構〉、「景」與「事」〈異

形同構〉、「景」與「情」〈異質同構〉的

結構類型為實例，解說甚詳。

綜合而言，《意象學廣論》不僅表現為

詩歌的意象營構從古典詩詞開始就一直沿著

「意隨象出」的方向展開，也形成一種感物

寄興的思維研究模式。另─方面，它自覺地

接受了中國文學美學與西方現代美學的表現

策略。書中每種研究都能概括出某種規律；

每一種實例或闡釋，也都能得出一種結論。

而這些意象學進程的經驗描述與邏輯思維，

是思想性與審美性的交融與互動。其中第八

章，在「意象包孕式結構的美學詮釋」章節

裡，作者引用中國諸家美學概論，表達了意

象學也追求中國傳統的最高境界的美。這種

美的形成都可溯源到《周易》與《老子》的

哲學層面，它根植於宇宙的元氣和作者的思

維本體。

✿ 結合科學與人文的辭章學泰斗

《意象學廣論》思想是陳滿銘教授在臺

師大40年教學過程中，經他觀察、分析、研究

而得的碩果，也是當代意象論中一個重要範

疇。它包括了辭章意象論的寫成和意象與聯

想、想像互動論、意象「多」、「二」、「一

（0）螺旋結構論」以及意象包孕式結構論等

共十章論述。此書從文本的角度精闢地以中

國古典詩歌實例解析，並印證了作者所說的

以「構」連結「意象」成篇的理論基礎，以見

它們在辭章上所造成的變化與奧妙。

我很慶幸，由作者手中收到這本書。我



92 ．Knowledge is of two kinds: we knew a subject ourselves, or we knew where we can find information upon it. ◆ Samuel Johnson

作 家 與 作 品

們知道，任何一種理論對古典詩詞的闡釋

都意味著對既定規律的詩思；意象學也不例

外。在2002年5月的一場由蘇州舉辦的《海峽

兩岸中華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研討會》上，中

國知名的學者鄭頤壽教授就在其論文發表中

讚許：「臺灣的辭章章法學體系完整、科學

⋯⋯陳滿銘研究成果豐碩。」而我從書中，

深刻地瞭解到，這位辭章學學者的儒者風範

及獨特的思維方式。他一生都在不斷地豐富

自己，對求學問的細審深論，是極有見地的；

但很少人知道，他的古詩也寫得神韻悠然。

比如《停雲》詩友選集這本書裡，作

者寫下這首〈訪烏衣巷古址〉：「赫赫烏衣

古，尋常屋幾重，橋邊追勝跡，燕子杳無

蹤。」描繪出對詩人劉禹錫的懷古詩情、融

合對自然、社會、歷史的感觸。再如〈舟遊

維也納近郊人工湖〉：「輕舸入迷津，神工

歎絕倫。清歌聲不住，漾就一湖春。」描繪

出一幅富有詩情畫意的圖景。詩人以心去擁

抱自然，回顧這美麗的音樂之都，當年於二

次大戰期間，遭受戰火嚴重破壞，戰後更被

美、英、法、蘇聯四國共同占領了十年之

久。這段歷史的滄桑，使詩人心物交融，眼

前也呈現出人工湖儀態萬千的風姿。彷彿

中，綠樹環遶、維也納清歌餘音綿長⋯⋯我

們也感覺遠離了塵世的煩囂、見到天鵝在憩

息的湖畔。這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滿銘老

師為什麼是學界的瑰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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