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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人的认识活动,一般是从感觉、知觉、到表象，进而

形成概念、判断和推理。人的各种不同的感官，只能对事物

某些特定的属性加以认识，因此在人们从感觉、知觉到表象

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各种感觉器官相通的过程。人类艺术

活动的“通感”实际上就是人们的认识活动的一种艺术表现

形式。 审美是人类特有的活动。通感，就是在人们的审美活

动中使各种审美感官，如人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多

种感觉互相沟通，互相转化。钱钟书先生说过，“在日常经

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

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线

⋯⋯”。可见，通感广泛的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感受之中

，就象你看着满园的春色，会哼起“春之歌”一样。现实生

活的文字的印记也不可避免地打下了“通感”的印记。例如

，“摇曳的音调”、“表情冷漠”、“一弯寒月”等词语中

，视觉、听觉、触觉构成了通感。人们常用“甜美”形容歌

声，“甜”本属于味觉印象，“美”属于视觉印象，“歌声

”则属于听觉感受。人的五种感官，“通”得最普遍的，是

视觉与听觉。运用通感，可突破人的思维定势，深化艺术。

通感哲学基础就是自然界普遍相通的原则，客观事物都不是

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感同样也可

以用声音和色彩等等手段去表达人类的感情，它成为了写作

实践中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段。在现代文学作品中，通感



的使用，可以使读者各种感官共同参与对审美对象的感悟，

克服审美对象知觉感官的局限，从而使文章产生的美感更加

丰富和强烈。 朱自清先生在《荷塘月色》中有关通感的句子

，一般人只是注意到了“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高

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和“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

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岭上奏着的名曲”两句。这两句，

历来被奉为近代文学应用通感的典范。第一句中，感官对“

清香”的嗅觉和“歌声”的听觉构成了通感。由比喻构成的

通感，要有相似点，那就是“隐隐约约”、“断断续续”，

因为是“缕缕”和“渺茫”。作者在描写时打破了常规，把

“声”、“香”联系起来，使嗅觉与听觉沟通。这样，就会

调动起读者的生活经验，使之充分发挥想象和联想能力。作

者用“远处高楼上”飘来的“渺茫的歌声”的时断时续，隐

隐约约的体验，来品味微风送来的时有时无、如丝如缕的荷

花散发的“清香”，唤起人内心微妙地情感，使两种作用不

同的感官知觉，在心理反应上得到了自然地沟通。第二句中

，视觉的“光和影”与听觉的“的旋律”、“名曲”构成了

通感。用“旋律”、“名曲”喻指光和影疏密起伏和轻重浓

淡的色调，作者的艺术感受已不满足于单纯的视觉勾画而诉

之于听觉，因为小提琴有着高低起伏的音律和轻重缓急的节

奏，它的和谐与光影的和谐有其相通之处。不能把通感简单

理解为感官的转移，这种理解没有什么意思，更不足于说明

人在审美活动中获得的美感。“塘中的月色”的光和影的和

谐，本来就是在满足现有的视觉体验之外，同时还满足着审

美主体的听觉体验，这两种审美体验是同时交互着进行，而

不是由一端到另 电子商务资料库&amp..6/6,,$:8-94#5一端的静



止不动。 实际上在《荷塘月色》中还有几处通感的句子。比

如：“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

。”这个句子的本体应该是在分号之前的那个分句。“叶子

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的视觉，和朦胧的梦境构成通

感。联系前边的“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篇叶子

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朦胧的月光、薄薄的

青雾，使月下荷塘如同世外梦幻的仙境，作者的心才能够暂

时得到宁静，才能排遣内心的彷徨和苦闷，从而透露出淡淡

的喜悦。还有，“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

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

也别有风味的。”“满月”的“朗照”是“酣眠”，痛快淋

漓；“淡淡的云”遮月，是别有风味的小睡。在这里，视觉

和妙不可言的生理感受构了通感。在这奇妙的意境里，作者

表达了暂得“宁静”的心理体验，既表现得委婉含蓄，又表

现得淋漓尽致。夜游荷塘、观赏月色本身就是作者“小睡”

时的解脱。生活中有了景致，才会有了情思；有了满怀的情

思，才会有如此的妙笔。《荷塘月色》及其神妙的通感手法

，在读者的期待视野中早已成为永久的文学存在，也就是说

，作者能调动读者长期积累起来的各个生活方面的经验，让

我们去揣度、体会那难于直接描述的事物，达成一种更高层

次的共鸣，让我们在欣赏过程中产生如临其境、如睹其物、

如闻其香、如聆其声的真切、深刻的艺术感受。《荷塘月色

》多处通感的运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典型范例，它有

着的深厚的心理学和美学理论的基础。人的视、听、嗅、味

、触等各种感官虽有分工，但是它们感受能够相通，人类的

形象思维是一个整体，同时也离不开抽象思维。文学艺术是



间接造型的语言艺术，我们的感官去感知它塑造的艺术形象

时，理当可以彼此相通。朱自清先生在感受“月下的荷塘”

和“荷塘的月色”的美景时，调动了自己的诸多感官，全身

心的投入到“独处”的心灵感受和现实与内心构成的独特意

境之中，当直觉到一种感官不够用时，就自然地借助于其他

感官的帮助和补充。 作者把嗅觉感受的"清香"和视觉感受的

“和谐的光与影”都移之于听觉，把朦胧的月色和透着薄纱

的景物的奇特视觉，移之于梦境，而这种梦境又如此的依稀

和酣畅⋯⋯。可见，朱自清先生对生活与艺术有自己的独特

的体验和见解，但他并没有把个人的观点、趣味强加于读者

身上，而是给读者以广阔的想象空间，凭借读者每个人不同

的生活经验和生活体验去形成独特的艺术形象。 总之，朱自

清的散文《荷塘月色》，以通感的多处独特的运用，给人以

奇丽的心灵感受，美哉！ 然而，我们更深一步的探讨，文艺

作品的“通感”手法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艺

术魅力？它的认识论和心理学的基础是什么？有人把不太懂

音乐的人戏称“乐盲”，音乐是用来听的，怎么不叫“乐聋

”呢？看来，这里强调了听觉和视觉是相同的，并且强调了

视觉的形象在理解音乐的上重要性。张爱玲在《谈音乐》中

说：“气味总是暂时，偶尔的，长久嗅着，既使可能，也受

不了。所以气味到底是小趣味。而颜色，有了个颜色就有在

那里 了，使人安心。颜色和气味的愉快也许和这有关系。不

像音乐，音乐永远是离开了它自己到别处去的，到哪里，似

乎谁都不能确定，而且才到就已经过去了，跟着又是寻寻觅

觅，冷冷清清。”这段话，给我们的启示，音乐的记忆和理

解需要靠视觉形象的记忆。人的感官，人的感觉和知觉，在



形成表象时，就是一个互相感应的相通过程。“瞎子摸象”

的寓言故事，就说明了各个感觉器官，如果不能“通感”，

就不能对一个事物作出正确的全面地反映。而文学、音乐等

艺术形式，就是把这种“通感”有意识的自觉地运用，从而

使各种感官着达到全面的心理感受，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

实际上，人的审美体验，也必须调动各种感官并且要使他们

相通，否则就不能产生美感。有人常常说，看景不如听景，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现实的景物不美，而是我们缺少领悟

“美”的“通感”。审美活动研究人的感性的活生生的整体

形象，突出地强调“通感”。所以，研究艺术，人们往往喜

欢让感官们弥漫一气，探究起色、味、音，眼、鼻，耳的“

通感”关系来。讨论大都离不开对“通感”的阐释。许多时

候，我们把通感看作是一种修辞手法，譬如我们上文分析的

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通感往往和比喻相连结，一个“像

”字就是一座桥，使听觉、视觉、嗅觉和梦境之间得以自然

而自如的转化，转化的基础在我们的智力结构。爱伦坡说，

光谱中的橙色光线和蚊蚋的嘈嘈之声，给他的感觉几乎相同

，只因我们的感官就是一个共鸣腔。由此可见，“通感”不

仅是一种艺术手法，而且是我们感知世界的最本然的规律，

以至于成为我们理解世界的万能钥匙。实际上，一切优秀的

文学艺术，都具有 “通感”情结，在强烈的摄人魂魄的审美

形式外，其作品的形式美在人们心理上造成的联觉通感，可

以使人们在审美愉悦中完成观念变革的洗礼这是一种在艺术

欣赏中完成的哲学顿悟升华。这种思维范式首先要求艺术创

作者进入忘我的凝神静思状态，然后，以意象思维的方式在

审美心理时空再造一个理想化的意义世界。所以，所谓意象



思维，就是一种“通感”思维。 总之，先有人类认识事物的

感官相通，才有人们心理感知的“通感”，然后有修辞手法

的“通感”，“通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形式，是一种

普遍的认识活动和心理现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