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符号与传嫌 （
２２

）

意象符号 ｉＢ ： 当代艺市中国范式的
一

个符号

学＿薛
＞

于广 华

摘 要 ： 本文基于皮 尔斯符号 学提 出 意 象符号论 ， 探究意 象符号对现 实

对象的再现 ，
以及对

“

存在
” “

道
” “

理念
”

等意义的创造性

再现
；
此外基于意 象符号再现体物质媒介的 自 然性与 关联性 ，

探究意 象符号 的
“

自 我再现
”

。 意 象符号 的 意 义在媒介物质 、

现实世界再现对象 、 创造性再现对象等层面来回流动 ， 形成意

义动势 ， 营造 出 一个生命气息流转 、 整一性氛 围 感知的 意境意

义空 间 。 本文通过意 象的符号 学分析 ， 增 强传统 美 学在 当 代 艺

术的 阐释效力 ， 为探究 当代艺术的 中 国性 问题提供理论借鉴 。

关键词 ： 意 象符号 ， 意境 ， 中 国 当代艺术 ，
水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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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 中 国 当代艺术不断地从传统艺术中探寻可借鉴的资源 ， 展开当代

艺术的民族性与中 国性实验 ， 如张羽 、 李华生 、 周京新的当代水墨实验 ，
王

冬龄的现代书法水墨实验 ， 张艺谋 《影 》 的水墨电影实验 ，
王澍的 中 国乡 土

建筑设计 ，
吕敬人融入东方美学的书籍设计 ， 等等 。 中 国 当代艺术在看似二

律背反的传统与现代之间 ，
不断打破既往艺术话语体系 ， 在西方现当代与 中

国传统艺术话语体系之外 ， 提出 了新 的美学问题 。 本文基于皮尔斯符号学 ，

试图对
“

意象
”

作符号学分析 ， 提出 中 国 当代艺术的意象符号论 ， 为探究当

代艺术的 中国范式提供另一条思路 。

一

、 意象符号的对象与创造性再现

皮尔斯将符号分为再现体 、 对象与解释项 ， 如将艺术所生成的意象视为

符号 。 显然 ， 意象始终有着再现对象 ， 如书法可以通过语言文字的规约性来

再现 ， 水墨画通过皴擦勾染再现树木山石 、 溪流云烟 。 周京新的当代水墨仍

然描绘园林、 白鹭与芙蓉 ， 刘庆和的水墨仍然再现都市人物与景观 ， 中 国 当

代艺术的意象符号始终离不开
“

再现
”

与
“

对象
”

这两个问题 。 与此同时 ，

与水墨 、 书法相关的中 国当代艺术实验又始终追求超越性 ， 试图超越现实物

象与符号规约 ， 追求物象背后的
“

道
” “

意境
” “

气韵
”

。 这种超越性并无具

体的再现对象 ， 集中探究水墨的物质性本身 。 当代艺术追求在场性 、 具身性 、

物质性与行为性 ， 中 国 当代艺术聚焦物质媒介本身 ， 有着强烈的 自 指性 ， 强

调艺术符号出场所带来的人 、 物 、 场的整一性 ， 强调艺术符号与观者 、 场域

的互动性 。 我们难以言说当代艺术作品 的具体再现对象。 如果采用符号
“
一

物代一物
”

的说法 ， 意义在他者 ， 而不在符号媒介本身 ， 符号媒介被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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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可能成为空洞的能指抑或再现体。

对西方当代艺术而言 ，
西方抽象艺术将意义指 向艺术媒介本身 ， 行为艺

术将意义指 向过程性与时间性本身 ， 装置艺术将意义推向观者 、 场域与空间 ，

极少主义将意义推向
“

剧场性
”

（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 （ 弗雷德 ，
２０ １ ３

，ｐ ．１ ７２
） 。 表面

上看 ， 皮尔斯艺术符号
“

再现体
”

与
“

对象
”

之说失去了理论现实意义 ， 因

为西方当代艺术实践就是在不断地否定这些具象性 、 现实性 、 对象性因素 ，

由此走 向某种形而上的理念抑或观者与场域的剧场性 。 但是 ， 中 国 当代艺术

始终不排斥具象与现实问题 ， 始终不以艺术内容的空洞来追求形而上的观念

意义。

“

如何进行
‘

中 国表述
’

？ 除了
‘

中 国立场
’

， 还要面对
‘

中 国 问题
’

。

在中 国美术界 ， 最大的现实问题是什么 ？ 也就是以写实为特征的一个普遍的

造型现象 。

”

（ 郑工 ，

２０ １ ３
） 中 国 当代艺术实践不断地探究艺术与现实对象的

关联 ， 这是中国当代艺术实践与西方现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区分 ， 我们不得

不面对中 国当代艺术提出 的符号对象与再现体问题。

现代艺术一直存有对传统艺术的客观主义写实 、 具象的偏见 ， 认为西方

传统艺术只是在处理如何再现客观 自 然的问题。 ２０ 世纪的现代艺术强调个体

和主体性 ， 强调艺术的媒介性意义 。 艺术家彰显个性 ， 媒介性 、 观念性与具

象 、 现实之间仿佛出现了割裂 ， 梅洛
－

庞蒂反对这些艺术史宏大叙事的割裂

性 ， 认为
“

不应该把可见世界交给古典方法 ，
也不应该把现代绘画藏在个人

小天地里 ， 不必在世界和艺术之间 ， 我们的感官和绝对绘画之间进行选择
”

（
２００３

，ｐ ．５７
） 。 现代艺术并不是要求我们与现实对象决裂 ， 艺术的现代性也

不是艺术史叙述的割裂性 。 中 国的当代艺术
“

并非采取从概念到概念的方法

和角度 ， 相反 ， 可能更倾向 于用有形 的 、 甚至形象夸张的方式去表达观念 。

所以 ，

‘

识
’

和
‘

形
’

并不发生冲突
”

（ 高名潞 ，

２００９
） 。 中 国 当代艺术就是

在处理现实 、 具象 、 写实的过程中触及了理念 、 真理 、 观念 ， 而不是西方绝

对分裂的观念艺术 、 行为艺术 、 抽象艺术等当代艺术范式 ； 中 国的当代艺术

始终是人 、 物 、 场的整一 ， 形式 、 具象 、 行为 、 理念 、 观念 、 时间的整一 。

中 国 当代艺术意象符号始终处理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 。 以
“

对象
”

与
“

再现体
”

两个概念论述意象符号 ， 皮尔斯符号学三分法具有了 当下的意义 ，

可用于探究中 国 当代艺术意象符号的写实与再现 。 中 国 当代艺术始终没有陷

入概念与观念的抽象演绎与论说 ， 任何形而上的意境 、 道 、 理念的生发均 以

现实世界物象为根基 。 这是一种生活化的美学观 ， 意象符号对美的真理或境

界的探寻
“

并不像西方的实体
－

区分型思维那样 ，
要完全排除功利快感 、 概

念快感 、 道德快感 ， 方能呈现出美感 ， 而是并不排除功利 、 概念 、 道德 ， 如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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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要求则将之升华为美
”

（ 张法 ，

２０２０
） 。 意象符号并不绝对抽离 出观念 ， 然

后形成观念艺术 ； 并不绝对抽离出物质媒介本身 ， 形成抽象艺术 ； 并不绝对

抽离过程性与时间性本身 ， 形成行为艺术。 意象符号始终不排斥我们所生存

的这个世界的功利 、 概念 、 道德 ， 始终在现实世界对象的含混性之中 ， 在
“

恍兮惚兮
”

的意象符号之中升华为美 。 中 国 当代艺术实践要求我们探究意

象符号的对象与再现问题 。

中 国当代艺术的意象符号通过造型完成对现实世界的再现 ， 但是 ， 意象

的
“

象
”
一旦形成 ， 其符号的对象就不仅仅指 向现实世界 ， 而是始终以意象

的在场性征召未在场之物 ， 即解释项与观者 ， 由此重建意象符号的意义 。 这

里的再现 ， 应当是某种积极再现 ， 抑或某种创造性再现 。 赵毅衡提 出符号的
“
一物引一物

”

论断 （ 赵毅衡 ，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０５
） ， 是对以往

“
一物代一物

”

的

重大修正 ，
以意象符号在场性引 出某种不在场的意义 ， 意象符号可 以创造性

再现和征召道 、 理念、 存在等意义 ，

“

为 了使
‘

道
’

有可能处于光的沐浴之

下 ， 就必须有一系列可见或可感知的形象 ， 把它从其深刻的不可见性中牵拉

出来 ， 这些形象已经不是客观的存在 ， 而是变成 了符号所再现的部分品质
”

（李桂全 ，

２０ １ ８
） 。 意象符号的再现引 出某种不在场的意义或对象 ， 这种对象

可以是显性的客观现实世界 ， 也可以是隐性的道与理念 。

意义与符号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没有同时在场 ， 意象符号本身仍然是以某

种在场性 ， 或以某种彻底的物质 自指性 ， 来征召某种不在场或
“

待在
”

的意

义 。 现代艺术的创造性之谜始终是未 曾被言说的某种创造性的表达 ， 而艺术

创造性始终指向意义的未来向度 ， 指向某种
“

待在
”

的意义 ， 艺术的 目 的不

是单纯再现现实世界的现有意义 ，
而是某种创造性再现 。 艺术家基于个体生

命体验 ， 将诸多物质材料 、 艺术传统 、 当下感知 、 社会语境 、 既往话语等风

格化 ，
生成另外一些意义维度 。 艺术家偏离既往的 固化意义空间 ， 在世界的

不可见部分 ， 在意义的裂缝之处
， 发现具有价值的维度 ， 然后通过感知将其

风格化 ， 做一致性变形 ，
以艺术符号再现出来 。 中 国 当代艺术意象符号的意

义始终处于某种
“

待在
”

状态 ， 始终是一些未曾被言说的创造性维度 。 但与

此同时 ， 中 国当代艺术意象符号又不是通过形而上的理论演绎与抽象形式构

成的 ， 而是始终不脱离现实世界的
“

象
”

的在场 ，
以完成对意境 、 存在 、 道

等不在场意义的征召 。 这就是意象符号的现实世界对象与超越性 、 创造性意

义的整一性 。

中 国当代水墨画家刘庆和仍然坚持以水墨的方式表现都市图景 ， 仍然坚

持具象艺术 ， 依旧描绘他所接触的现实社会的人和事 ， 其水墨创作始终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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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生活存在 。 刘庆和
“

早在美院时期就对
‘

意象表现
’

产生 了特殊情感
”

（
２０ １ ４

） ， 他的人 、 物象 、 自 然 、 都市等都是意象性 的存在 ， 这些意象符号指

向现实物象形体 ， 但更为重要 的是再现和征召某种超越性意义 ， 这种超越性

是意境 ， 是存在 ，
抑或是片段化的记忆或感知 。 刘庆和 的 《夜游》 系列 出现

水 、 女性 、 夜色等意象 （ 图 １
） ， 近处水纹波动 ，

远处水幽深不可测 ， 女人表

情虚无 ， 夜色深沉 ， 这
一切在水墨与宣纸的晕染皴擦 中变得斑驳起来 。 在模

糊 的黑夜 ， 我们陷人了无穷的
“

黑
”

，
人对

“

夜游
”

的本能的
“

畏
”

及一系

列复杂情感逐渐被征召 出来 ， 但
“

畏
”

又不等同于害怕 ， 因 为
“

畏
”

之所畏

者 ， 是在世本身这种人存在于世的情绪体验。

图 １ 刘庆和 《 Ｃ 夜游
——浮 》 （

１３６ ｃｍ 
ｘ ６８ ｃｍ

， 纸本水墨 ，
２００３ 年 ）

刘庆和的意象符号并不排斥人在世间存在的诸多含混性 ， 不排除现实的

功利性 ，
不排除具象性 ， 其

“

存在
”

意义的生发正是基于其上 。 刘庆和绘画

中 的意象符号既有着明确 的现实再现对象 ，
又指 向现实背后 的存在性 。 刘庆

和始终在具象现实 、 存在 、 水墨形式之间 纠结 ， 直到他的水墨能够真实再现

和征召 当下存在与现实世界 。 刘庆和矛盾的性格 、 对当下生存与 自 我在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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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调 ， 却意外地为具象现实与游离性水墨的融合提供 了一条路径 。

周京新以 同样的方式处理
“

眼
”

与
“

心
”

的关系 （ 图 ２
） 。 他极其注重

笔墨之
“

工
”

和技术问题 ， 要将他眼前的 自然全部画下来 ， 要 以笔墨表达 自

然所具有的深度与空间 。 周京新始终关心 自 然物象如何呈现的 问题 ， 以笔墨

解答事物被我们看见的
“

可见性之谜
”

。 他真正关心 的是意象符号 的再现问

题
，
不 回避具象与写实 ，

认真探究如何通过水墨 、 雕塑与造型再现眼前的 自

然 。 与此同时 ， 在处理具象与造型 的过程 中 ， 他让我们看到某种 中 国式当代

意味的生发 。

图 ２ 周京新 《 鹭鱼 》 系 列 （ 局部 ） （
１ ５２ｃｍ 

ｘ ８３ ｃｍ
，
宣纸水墨 ，

２０ １６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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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

西方的当代艺术试图将艺术符号完全抽象化 ， 脱离 日 常生活与现实世界 ，

在观念 、 物质性 、 行为性 、 社会议题等诸多分裂维度进行创作 ， 或者割裂地

处理艺术符号与对象的像似 、 规约与指示意义 ， 然而 ，

“

像似 、 指示 、 规约

尽可能均匀混合的符号 ， 才是最完美的符号
”

（
Ｐｅｉｒｃｅ

，１９３３
，Ｐ ． ４４８

） ， 意象

符号或许能够体现皮尔斯所言的符号三分的混合性。 刘庆和 当代水墨不排斥

符号的像似性 ， 周京新也不排斥具象造型 ， 而王冬龄的
“

乱书
”

则不排斥文

字的规约与指示 。 中 国 当代艺术的意象符号能够将符号的像似 、 指示 、 规约 ，

具象 、 现实 、 日 常 ， 与玄远之道 、 理念 、 存在整合起来 。 中 国 的 当代艺术打

破了西方当代艺术模式 ， 打破了西方传统艺术的具象写实与现代艺术个性化 、

媒介化等问题的对立 。 艺术的发展并不完全是突进式的 ， 也不是断裂性的 ，

艺术内部呈现出历史与 当下的交错 ， 有着 内在发展逻辑 。 任何艺术的现代性

或当下性问题 ， 都需要落实到艺术家对世界的创造性表达 。 艺术家处理人的

感知觉与世界存在的关系 ，
艺术始终是人的感知觉对世界存在的某种重塑和

变形 ， 始终是某种与现实世界相关联的像似 ， 始终是某种创造性的再现 。 由

此 ， 中 国 当代艺术实践将艺术符号拉回现实世界 ， 在处理具象 、 现实 、 世界

的过程中 ， 生发出 中 国式的当代性。

二 、 意象符号的 自然关联性与 自我再现

中 国传统艺术通过意象符号探究
“

道
” “

意境
”“

气韵
”

， 讲求
“

象外之

象
”“

韵外之致
”

， 张法认为中 国艺术遵循
“

虚实
－

关联型
”

美学 ， 通过意象

符号来关涉 自然 、 宇宙与人生 ，
以现有的意象来征召其他元素 。 如意象符号

可以通过水墨画关涉 自然山水 ，
通过文字书法关涉文学与观念 ， 通过园林造

型关涉 自 然山川 。 中 国的意象符号始终追求超越性意义 ， 但其超越性意义并

不穿透意象符号再现体的物质本身 ， 再现体的物质本身并非透明 的符号介质 ；

传统艺术符号的物质媒介
“

主要不是由个物 自 身决定的 ， 而是 由个物与他物

的关联 ， 最终由与宇宙整体的关联决定
”

（
２０２０

） 。

中 国传统艺术的物质媒介本身就与 自然 、 宇宙 、 元气分不开 。 中 国 当代

艺术一方面探究意象符号写实与具象的现代性问题 ， 另
一方面集中探究传统

艺术媒介的物质性本身 ， 如中 国 当代水墨通过水墨物质性探究 ， 获取水墨物

质本身与 自 然 、 世界 、 人生的联系 。 当代水墨聚焦水墨物质性本身 ， 展开

“

水墨 ＋

”

的诸多实验 ， 形成
“

大水墨
”

概念 ， 以水墨集中体现传统艺术物

质媒介的 自然性特质 。 墨以 自然植物为原料 ， 墨中渗透着松与碳的 自然气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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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透着手工制墨人的温存 ， 这种温存来源于人与 自 然物的 日 常生活化打量与

观照 。 墨与水结合 ， 谓之
“

水墨
”

， 其本身就是
一种 自 然化 、 生命化的物质

材质 。 单纯的水与墨的相遇就能造化出多重有机效果 ， 水为生命之源 ， 墨进

人水中 ， 并未消解水的流动性与随机性 ， 水墨的晕染与随物赋形与西方浓稠

的油画颜料形成了对比 。 毛笔的笔杆取材于 自 然植物根茎 ； 动物毛发聚合成

的笔头有着天然的含水性 ； 宣纸来源于 自然草本植物 ，
通过多道工序 ， 我们

仍能在宣纸中感受到植物纤维的肌理与其固有 的渗水性 ， 宣纸与水墨相遇 ，

形成变化无穷的效果。

意象符号物质性本身呈现出柔性的 自然化力量 ， 当代水墨集中探究水墨

自身的物质性 ，
不断地走出水墨画传统 ， 去除既往的士大夫文化 、 政治 、 宗

教 、 道德等语境 ， 意象符号的物质性不断被还原 ， 最终 ， 水墨纯粹的物质性

力量凸显出来 ， 传统艺术物质媒介本身逐渐获取了另
一层面的意义关联 ： 水

墨物质本身所关联的不再是传统文化 、 宗教 、 道德 ，
而是基于其 自 然性关联

着 自 然 、 宇宙 、 元气等活化元素 。 中 国传统艺术的物质媒介 ， 即意象符号的

再现体本身 ，
强调人与物的关系 ， 强调在 自然物 自身肌理物质特性的基础上 ，

探究 自然物质本身的
“

形
”

和
“

质
”

， 保持 自 然物的活化状态 ， 将物质所关

联的
“

气
”

与其生长的有机 自然性一同提取出来 。 意象符号再现体的物质媒

介本身仍然保有与大地 、 自然的联系 ， 意象符号对 自 然物的取用并不消磨 自

然物的固有肌理特性 ，
而是在艺术的视域下让 自 然物本身得到 凸显 。 现代社

会的物件已经被现代科技理性化 、 系统化 ，
逐渐丧失了与 自 然的联系 ， 而中

国传统艺术的当代转化实践集中探究传统艺术物质媒介的 自 然性 ， 这是对人

与 自然关系的重新开启 。 意象符号始终在人与物之间 留有余地 ，
我们仍然能

够感知到生命气息的流转 ，
这是一个充满生命张力的意义空间 。

当代艺术所强调的物质媒介性也是 回 向物质本身的努力 ， 该
“
一物

”

之

引发另
“
一物

”

，
基于媒介的物质性 ， 在某种程度上可 以说是媒介的

“

自 我

再现
”

，

“

实际上艺术再现的重点是 自 身再现 （
ｓｅｌｆ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 再现的他

者对象既然已经被虚化 ， 它的再现对象 ， 除了符号的意指对象之外 ， 尚有艺

术文本本身
”

（ 赵毅衡 ，

２０ １ ９
） ， 该

“
一物

”

所再现的对象鲜明地指 向艺术符

号物质本身 。 而中 国 当代艺术意象符号的物质媒介 ，
基于其 自 身与 自然的有

机关联获得了宽广的 自我再现 、 自 我指 向 的意义场域 ； 中 国意象符号的 自 我

再现更是某种创造性再现 ，
以其物质媒介 自 然有机的关联性 ， 指 向意义宽广

的未来向度与交互性向度 。

传统艺术物质媒介的 自然关联性意义重大 ， 中 国 当代艺术意象符号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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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媒介本身 ， 就能够关联和征召 自 然 、 宇宙 、 元气 、 存在等意蕴 ，
通过意象

符号物质性的在场 ， 不断地征召诸多不在场的意义 。 如张羽的 《上墨 ？ 对话

郭熙》 （ 图 ３
） 以水墨物质的在场征召历史 、 观念 、 文化等诸多意义。 张羽首

先将数百张宣纸置于水墨玻璃盒 内 ， 在长达一年的水汽 自 然蒸发过程中 ， 水

墨不断染到宣纸上 ， 浸染宣纸的草本纤维 ， 留下水渍与墨溃 ， 这一切的生发

和空气 、 湿度 、 温度 、 空间有关 ， 也有时间有关 。 然后 ， 张羽再将这些颇似

抽象绘画的作品层层叠叠地悬挂起来 ， 某个瞬间 ， 张羽联想到北宋郭熙 的
“

三远法
”

， 宣纸层叠犹如远山平远 ； 数百张宣纸从展厅顶端倾斜而下 ， 营造

髙远气韵 ； 宣纸上的墨迹由背面向正面浸染 ， 正面又被其上层的宣纸反 向浸

染 ， 宣纸物质的空间化拓展可谓深远 。 这些艺术作品意义的生成源于意象符

号物质本身 ， 是 自然物质的现象学还原所带来的启发性意义 。 这是意象符号

再现体物质层面的
“
一物引一物

”

， 意象符号以物质性在场的
“
一物

”

引 出

存在 、 道 、 象外之象等另
“
一物

”

， 这就是意象符号物质本身 的 自 我再现 ，

又是创造性的再现 。 基于意象符号的 自然关联性与有机性 ， 物质媒介关联起

宇宙 、 人生 、 历史 、 传统等元素 ， 以物质性的在场引发不在场的意义 ， 指 向

意义的再阐释与未来。

意象符号的现实对象再现层面与物质媒介 自 我再现层面
， 既相互关联又

各 自独立 ， 具有丰富的展开可能 。 （ 张法 ，

２０ １ ８
）
—方面是每个层面的单独

关联性 ， 意象符号的再现不仅体现在意象符号对现实世界对象的显性再现 ，

更为重要的是 ， 意象符号的物质层面本身也能够 自我再现和征召诸多阐释意

义。 中国当代艺术实践中 ， 意象符号再现体物质媒介本身就已获得了宽广的

意义关联场域 ， 意象符号的物质媒介直接关联起大地 、 自然 、 感性 、 宇宙等 ，

甚至直接关联道 、 美 、 存在 、 元气等玄远之境 。 另
一方面 ， 现实对象的再现

与物质媒介 自我再现的两个层面再次关联起来 ， 意义在这两个层面之间 回环

往复 ， 构造成一个意境式的意义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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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Ｔ^

參，

图 ３ 张羽 《上墨 ： 对话郭熙 》 （ 宣纸 、 水 、 墨 、 亚克 力 、 影像 ，

２０ １ ９ 年 ）

三 、 意境空 间符号意义的动势与整一性

意象符号多个层面的单独关联性与相互关联性决定 了意境式意义空 间 的

非封闭性 ，
意境空 间不断地在人 、 物 、 自 然 、 天地之间建立诸多联系 ， 与此

同时 ， 意象符号的意义阐释者也共同参与意境式意义空 间 的建构 ， 意境式意

义空间 向创作主体 、 自 然 、 宇宙 、 阐释者等多个维度开放。 意象符号将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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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 自然有机的活性保存下来 ， 意象符号的 自 然活化物质与意象符号的像

似 、 指示 、 规约 、 再现等作用相融合 ， 进一步激发出意义交汇融贯的意境 。

意境在空间意义上的交互与流动必然产生某种动势 。 这种动势并非机体

内部机械的规律性运转 ， 而是元气的有机流转 。 中 国古代以
“

气韵生动
”

概

括意境空间的意义动势 ， 强调意境意义动势与元气 、 自然 、 生命节奏的关联 。

“

动势之源就是贯穿 自 然和生命的
‘

气
’

， 所谓
‘

气韵
’

， 就是体现于艺术作

品 的律动节奏中的
‘

气
’

之精神 ， 是一种 中国思想精神的
‘

生命节奏
，

的形

式表现 。

”

（ 赵毅衡 ，

２０２０
） 意境空 间的意义流动与

“

气韵生动
”

， 之所以不

是封闭而机械的运动 ， 原因就在于其物质媒介是 自 然有机的活化元素 ，

“

来

自艺术从 自然承接过来的根本存在方式 ， 即
‘

元气
’ ”

（
２０２０

） 。 这是从 自 然

承接而来的富有生命节奏的律动 ， 有着 自 然
“

元气
”

的支撑 。 意象符号再现

体的媒介取 自活化的 自然物 ， 保有 自 然活性 ， 基于此而与现实再现对象进行

意义交互 ， 造成意义的流动 。 意境意义空间有着某种向心力 ， 诸多意义元素

围绕一个核心运转 ， 但这不是一个封闭 的 内部循环 ， 作为活化有机 自然的意

象符号 ， 意境空间的边界与周边的 自 然 、 文化 、 观者等诸多要素进行意义交

换 ， 意境内核不断获取有机物质 ， 由此 ， 核心逐渐散开 ， 价值转移 ， 多元歧

生
， 形成一个活化的意义空间 。

意象符号建构的意境意义空间 ， 并无清晰的 内部与外部的界限 ， 如张羽

通过每 日重复摁压而成的 《指印 》 （ 图 ４
） 、 李华生的重复线格子 （ 图 ５

） ， 都

没有构图 中心 ， 作品始终向外延展 ， 始终追求某种超越性的意义 ， 即使单幅

作品也能够承接无限的空间 ， 宣纸的物理边界已经不复存在 。 张羽的指印与

李华生的格子本身可能不重要 ， 因为作品指 向某种超越性意义 。 但与此同时 ，

我们又难以言说他们的作品意义 ， 因为作品没有任何确切的意义指 向 ， 任何

意义的阐释又回到了张羽的重复摁压指印与李华生重复画线组成格子的行为

本身 。 这种行为又并非西方的行为艺术 ， 西方行为艺术只看重行为过程本身 ，

而行为留下来的结果并不重要 ； 也不同于只注重观念与概念的西方观念艺术 ，

其观念的物质承载与内容表达并不重要 。 张羽 、 李华生所 留下来的行为痕迹

与视觉化结果相当重要 ， 其作品本身已经有着充足的 内容分量 ， 有着某种抽

象的形式构成 ， 有着水墨与宣纸 自 足的物质构成。 意象符号所建构的意境空

间 ， 其内部是活化而富有生命节奏的意义流动 ， 这种意义并不单独停留在某

个层面 ， 而是始终在有机运转 ， 意境空 间始终是人 、 物 、 场的交互 ， 观念 、

物质媒介 、 形式的意义交融 。 意象符号建构的意义空间是整一性的 ， 从而未

曾落入任何物质媒介性 、 观念 、 行为等单个层面的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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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 ．

图 ４ 张羽 《指印作品 ２ 》 （
６８ ｃｍ 

ｘ ６８ ｃｍ
，
宣纸水墨 ，

１ ９９ １ 年 ）

意象符号基于柔性有机的物质基底 的 自 我再现 ， 指示 、 像似 、 规约所指

涉的云烟 、 山川 、 大地 ， 抑或创造性地再现和征召 的道 、 观念等诸多层面关

联起来建构意境空间 。 意义在这些层面 回环往复 ， 不断地延伸根系 ， 汲取所

需的有机质 ， 有着与时间 、 历史 、 存在 、 理念等意义维度联结的可能 。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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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系统的复杂性 ，
意义的生长是没有穷尽的 ， 如

一个不断扩张的宇宙
”

（谭

光辉 ，
２０ １ ２

） ，
显示了意境式意义空间的有机性 、 多元性与复杂性 。

刘庆和让我们看到水墨介人现实的毫无疑问 的必要性 ， 他的水墨作品显

示了水墨物质媒介与现实再现对象的意义整
一性 。 刘庆和 《夜游 》 所描绘的

女性 、 水、 河流等意象以具象造型的方式指向现实世界 ， 但水墨物质的 自 然

性与宣纸的渗透性又被不断放大 ， 使作品呈现出游离性和随机性 。 我们看到

刘庆和作品画面上的墨色晕染与线的浮动模糊了意象再现对象的写实性 ， 让

意象符号的再现对象逐渐漂浮与流动起来 ，
而刘庆和所做的 ， 就是去处理女

性 、 水 、 夜色与水墨游离性 、 流动性 、 晕染性之间 的关系 。 刘庆和 的 《夜

游》 所构造的意境式意义空间 ， 在意象符号的物质媒介层面凸显水墨的物质

性 ， 极力扩展
“

水
”

物质与 自 然 、 河流 、 人生 、 女性的隐形关联 ， 扩展墨与

黑夜 、

“

畏
”

的生存情绪的隐形关联 ， 征召水墨物质本身的 自 然关联性意义 。

另外 ， 在意象符号的现实指向层面 ， 刘庆和直接将人物推人水中抑或置于岸

边 ， 人物裸体抑或仅身着 吊带 ，
人物形象 目 光呆滞 。 年轻女性与夜色中 的水

联系起来 ，
此时 ， 女人 、 夜色 、 水与水墨的物质的整

一性氛围感就出现了 ，

水墨晕染的随机性正与女性、 水 、 夜色等现实主题相契合 ， 也与他那段夹杂着

过往记忆的模糊感知抑或某种空虚的
“

畏
”

相契合 ， 水墨物质的游离性反而有

着触及存在的本己性的可能 。 在刘庆和意象符号所建构的意境式意义空间 中 ，

意义在水墨的物质层面与现实再现层面来回穿梭 ， 每个层面相对独立 自足 ，
又

与其他层面紧密关联在一起 ， 最终形成意义感知融贯的意境式意义空间 。

意象符号组建的是一个活化的空 间 ， 是人与 自 然相互开启 的可居空间 。

意境空间的意义流动形成生命节奏 ， 意义动势离不开意象符号与世界 、 宇宙 、

人生的关联 ， 离不开与周边元素的意义关联与交换 。

“

中 国古代的
‘

气韵生

动
’

论 ， 把艺术与世界和人生联系起来 ；
现代的

‘

负熵
’

论 ， 讨论的是艺术

动势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

”

（赵毅衡 ，

２０２０
） 意象符号

“

气韵生动
”

的艺术动

势 ， 在物质媒介 、 创作主体 、 阐释者 、 场域空 间等诸多意义维度之间穿梭 ，

“

拒绝文化交流的拥堵 ， 给社会添加了大量新鲜信息 ， 使人生重新获得敏锐 ，

获得新奇
”

（
２０２０

） ， 在意象的恍兮惚兮之际引发当下性意义 。

结 语

当代艺术的中 国范式中 ， 现实具象并不与艺术现代性对抗 ， 艺术仍然是

一项关乎 自然和再现的工作 ， 这重新将艺术拉回如何再现和表达的问题 。 意

１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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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符号学分析是对中 国当代艺术现实与造型现代性的探讨。 中 国 当代艺术

通过意象式的艺术符号 ， 再现显性现实对象 ， 并通过意象符号的在场征召存

在 、 道 、 理念 、 美感等 ， 这是
“
一物引一物

”

的创造性再现。 此外 ， 意象符

号在回 向物质媒介本身的过程中 自 我再现 ，
以强烈的物质性在场引发不在场

或待在的诸多意义 ， 这里的再现指 向艺术符号的未来向度 ，
指 向开放的意义

阐释。 中国当代艺术不排斥具象与现实 ， 不排斥符号的指示 、 规约与像似 ，

在意象符号的含混性 、 关联性 、 整一性之中生发出 当代艺术的中 国范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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