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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是想象 想象是人对头脑中已有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创造出

新形象的心理过程。对此概念我们应做如下的理解。 第一，

想象是以感知过的事物形象为基础，即以记忆表象(储存在脑

中的已有的表象)为原材料进行加工改造而形成的。例如，我

们没有去过草原，但当我们读到《敕勒歌》中的诗句“天苍

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时，头脑中就会浮现出一幅

草原牧区的美丽景象：蓝蓝的天空，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微

风吹动着茂密的牧草。不时露出牧草深处的牛羊。这幅我们

从未感知过的图景，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蓝天、草地、微风、

牛羊等记忆表象的组合构成的。 第二，人的头脑不仅能够产

生过去感知过的事物形象，而且能够产生过去从未感知过的

事物形象。例如，吴承恩在写《西游记》时，他头脑中出现

的孙悟空、猪八戒等形象并不是他所感知过的；读者在读《

西游记》时头脑中出现的孙悟空、猪八戒等的形象也是读者

未曾感知过的；法国科幻小说家凡尔纳在他小说中出现的霓

虹灯、潜水艇、坦克、电视机等也是他当时未曾感知过的；

还有音乐家谱写一首新曲子时头脑中出现的音乐形象，建筑

设计师设计一座新的建筑物时头脑中出现的新建筑物的形象

等等，这些他们没有感知过的但又出现在头脑中的新形象是

想象的结果。 第三，想象过程所产生的新形象称为想象表象

。想象表象有四种类型： (1)在现实中存在着但主体未曾感知

过的事物的表象； (2)历史性事物的表象； (3)未来会有的事



物的表象； (4)在现实中不可能有的事物的表象。 由于构成想

象表象的加工、改造过程是通过思维活动进行的，所以，想

象是思维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形象思维。 (二)想象的构

成方式 想象过程是一个对已有形象(表象)分析、综合的过程

。想象的分析过程，是从旧形象中区分出必要的元素或创造

的素材；想象的综合过程是将分析出来的元素或素材，按照

新的构思重新组合，创造出新的形象。想象的分析、综合活

动有以下几种形式。 1．黏合 黏合是把两种或两种以上客观

事物的属性、元素、特征或部分结合在一起而形成新形象的

过程，如孙悟空、猪八戒、美人鱼、飞马等的形象。黏合方

式是想象过程中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多用于艺术创作和科技

发明。 2．夸张与强调 夸张与强调是改变客观事物的正常特

征，使事物的某一部分或一种特性增大、缩小、数量加多、

色彩加浓等在头脑中形成新形象的过程，例如，人们创造的

千手千眼佛、九头龙，及《格列佛游记》中的大人国、小人

国等形象。还有，我们常看到的一些人物的漫画就是绘画者

对人物特点进行夸张或强调的结果(如图51)。 这种方式是各

种创作的一种重要手法。 3．拟人化 拟人化是把人类的形象

和特征加在外界客观对象上，使之人格化的过程。例如，《

封神演义》《西游记》《聊斋》等古典名著中的许多形象，

都采用了拟人化想象的创作手法。雷公、风婆、花仙、狐精

、白蛇与青蛇等均是拟人的产物。拟人化也是文学和其他艺

术创作的一种重要手段。 4．典型化 典型化就是根据一类事

物的共同的、典型的特征创造新形象的过程。这是一种在文

学艺术创作中普遍采用的方式。例如，鲁迅笔下的阿Q的形

象、祥林嫂的形象的创造，就是鲁迅综合某些人物的特点之



后创造出来的。 二、想象的作用 想象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1．想象是促使人的心理活动丰富和深化的重要

因素 想象是智慧的翅膀，是思维的特殊形式。就深刻性而言

，想象不满足像知觉那样只反映事物外部的和表面的联系，

也不满足像记忆那样只再现过去的认识，而是人脑对已有的

感知材料经过加工改造后进一步深化的认识；就其广阔性而

言，想象不像感知觉只限于个人狭窄的直接认识的范围，而

具有更丰富的内容。借助想象，人们可以驰骋于无限的现实

世界和神奇的幻想世界之中，可以追溯上至几千年的过去，

也可以展望几万年以后的未来。常言到，想象可以使人“思

接千载，视通万里”，就是说想象可以打破时空的界限，使

人的心理更为丰富充实。 2．想象是促使人们创造性地进行

各种实践活动的必要条件 试想，如果没有想象，人们的活动

就无法进行和提高，也不可能事先在头脑中构成关于活动本

身及其结果的各种表象。人们对未来的预见，一切科学上的

新发现、新发明，新的艺术作品的创作，各种科学知识的学

习等等，都是和人的想象活动密切联系的。列宁说过：“以

为只有诗人才需要想象，这是没有道理的，这是愚蠢的偏见!

甚至在数学上也是需要想象，甚至微积分的发现没有想象也

是不可能的。” 3．想象有助于调节人的情感和意志活动 想

象的形象会引起人的情感体验，从而调节人的情绪。这一点

在人们阅读文学作品时体会最深，我们借助想象与故事里的

人物一起欢笑、流泪，一起紧张、悲愤；借助想象还可以从

书中的英雄人物身上获得精神的陶冶，发展具有积极倾向性

的情感；同时，想象也是构成人的意志行动的内部推动力的

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苏联学者鲁宾斯坦认为，每一种思想



，每一种情感，哪怕是在某种程度上的改变世界的意志行动

，都有一些想象的成分。事实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想象的作

用，人就不可能预瞻活动的结果，不可能确定清楚的目标，

不可能预定具体的计划，因而就不可能进行意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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