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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诗歌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其他艺术密不可分。可以说诗歌的本 质 便 是 跨 艺 术

的，诗学的本质也是跨艺术的，从跨艺术的视角进行诗歌研究是诗学的应有之义。欧美跨

艺术诗学的源头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莱辛的《拉奥孔》，但深入的批评实践和

理论研究是随着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兴起而发展的。跨艺术诗学在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兴起，９０年代发展为一门显学，其核心概念“艺格符换”一直是研究热点，有学者亦

称之为“艺格符换诗学”。论文梳理了欧美跨艺术诗学半个多世纪来的发展变化，考察“艺

格符换”一词从修辞学用语到诗歌体裁进而到文艺批评术语在内涵和外延上的演变，并对

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比较评析，为学界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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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其他艺术密不可分。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指出，从人类学和社

会学的证据来看，“诗歌与音乐跳舞是同源的，而且在最初是一种三位一体的混合艺术”。① 如

古希腊的诗舞乐起源于酒神祭典，中国古代的颂诗也是歌舞乐的混合。在西方，诗与画很早便

被视为姊妹艺术，公元前６世纪的古希腊诗人西蒙尼德斯（Ｓｉｍｏｎｉｄｅｓ）曾言“画是无声诗，诗是

有声画”②；西方最早的文艺理论著作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便言及诗与剧以及诗与画的关系，贺

拉斯的《诗艺》开启了“诗如画”（ｕｔ　ｐｉｃｔｕｒａ　ｐｏｅｓｉｓ）的创作传统和批评传统。中国南朝文人刘勰

所谓“文心雕龙”，宋代文人苏轼赞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③，均有如是之论。可以说诗歌的

本质便是跨艺术的，诗学的本质也是跨艺术的。
中文“诗学”一语常对应着英文“ｐｏｅｔｉｃｓ”一词，而英文“ｐｏｅｔｉｃｓ”释义有二，一为“诗艺”，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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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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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艺术”一说在１８世纪被英国文人德莱顿（Ｊｏｈｎ　Ｄｒｙｄｅｎ）引入英国，他在１６９５年翻译发表法国画家杜弗雷斯

诺（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　ｄｕ　Ｆｒｅｓｎｏｙ）的《论绘画艺术》（Ｄｅ　ａｒｔｅ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１６６８）一文。在译者序中，德莱顿声称“诗

画为姊 妹，它 们 彼 此 相 像，故 常 名 实 互 鉴。“画 为 无 声 诗，诗 为 有 声 画”。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Ｄｕｆｒｅｓｎｏｙ，Ｊｏｈ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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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云：“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 中 有 诗”，见 苏 轼 著，屠 友 祥 校 注．《东

坡题跋校注》［Ｍ］．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６：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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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当其释义为“诗学”时，既可以指狭义的“诗歌研究”，也可指广义的“文学研究”④。本

文所用“诗学”概念相当于英文“ｐｏｅｔｉｃｓ”的第二个释义，侧重于以诗歌批评为核心的跨艺术诗学

范畴，有时也会涉及广义的文学研究或更广泛的跨艺术研究（Ｉｎｔｅｒａｒｔ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故此，“跨艺术

诗学广义上就是指打破文学和其他艺术界限，研究文学和其他艺术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

及相互转化；在诗歌批评领域，跨艺术诗学关注诗歌与绘画、音乐等非语言艺术的相互影响以及

诗歌文本与绘画、音乐等非诗歌文本之间的转换或改写。”⑤

英语“博物馆”（ｍｕｓｅｕｍ）一词，源于拉丁语“ｍūｓēｕｍ”，更 早 可 追 溯 到 希 腊 语“ｍｏｕｓｅｉｏｎ”，
而希腊词源则与“缪斯”（ｍｏｕｓａ）有关，“ｍｏｕｓｅｉｏｎ”即指“缪斯之所”（Ｓｅ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ｓｅｓ）。⑥ 在罗

马时期，九位缪斯界限分明地置身于九种艺术之列，每一位女神对应一种艺术。但在古希腊时

期，每位缪斯的统辖范围并不是很明确，时有重合。擅长神话思维的希腊人往往将各类艺术混

杂合一，在他们看来，艺术的载体并非自成一体，而是在总的艺术领域内稍有偏向。美国学者赫

弗南（Ｊａｍｅｓ　Ｈｅｆｆｅｒｎａｎ）以“语词博物馆”作为其跨艺术诗学著作（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Ｗｏｒｄｓ，１９９３）的

主标题，着实别具匠心。⑦ 从跨艺术批评的视角进行诗歌研究，就是回到“博物馆”的本意，回到

诗歌的原生状态———诗乐舞合体，诗画交融，就像现代博物馆通过声色光影达到多模态、多媒介

的传播效果。读者在欣赏诗歌的时候，学者在进行诗歌研究的时候，可以像在博物馆参观一样，
调动视听多种感觉，充分发挥想象力，获得更丰富的审美体验和研究成果。

一、学术史回顾

欧美跨艺术诗学的源头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Ｐｏｅｔｉｃｓ，ｃ．３３５ＢＣ）和莱辛的《拉奥

孔》（Ｌａｏｃｏｏｎ．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ｅｔｒｙ，１７７６），但深入的批评实践和

理论研究是随着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兴起而发展的。
比较 文 学 美 国 学 派 的 奠 基 人 韦 勒 克（Ｒｅｎé Ｗｅｌｌｅｋ）虽 然 在《文 学 理 论》（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１９４８）中把“文学和其他艺术”的研究视为外部研究，但肯定了文学和其他艺术之间

“包含着偶合和分歧”的复杂辩证关系。⑧ 其后，雷马克（Ｈｅｎｒｙ　Ｒｅｍａｋ）批评“法国学派”基于实

证主义的影响研究过于狭隘，对比较文学的研究范畴进行了重新界定，倡导“美国学派”的平行

研究。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ｔ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１９６１）一文中确立了跨艺术批评的学理基础：“比较文学超越一国范围的文学，并研究文学跟其

他知识和信仰领域，诸如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

学、社 会 学），其 他 科 学、宗 教 等 之 间 的 关 系”。⑨ 玛 丽·盖 塞（Ｍａｒｙ　Ｇａｉｔｈｅｒ）在《文 学 与 艺 术》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ｔｓ”，１９６１）一文中高度肯定了跨艺术批评的意义和价值，她提醒学者注意文

学与艺术研究的复杂性，如术语的共通性问题，归纳了文学与艺术比较研究的三种基本途径即“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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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出版委员会．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Ｎｅｗ　Ｏｘｆｏｒ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Ｋ］．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２００７：１６３６．
欧荣．当代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热点述评［Ｊ］．外文研究，２０１４（２）：６９．
编译出版委员会．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Ｎｅｗ　Ｏｘｆｏｒ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Ｋ］．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２００７：１３９９．
赫弗南在书中对论著标题进行了阐释，言某 种 程 度 上，书 中 收 入 的 艺 格 符 换 诗 歌 就 组 成“一 个 语 词 博 物 馆，一 个

仅由语言 建 构 的 艺 术 馆”。Ｊａｍｅｓ　Ｈｅｆｆｅｒｎａｎ．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ｋｐｈｒａｓｉｓ　ｆｒｏｍ　Ｈｏｍｅｒ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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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Ｍ］．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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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与内容的关系、影响以及综合”瑏瑠，对跨艺术批评实践具有指导性意义。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欧美学者关注文学与其他艺术之间的比较、影响和转换，跨艺术批评

成为人文学科的一个新视角。受此影响，美国现代语言学 会（ＭＬＡ）在跨学科研究分会下设立

了“文学与其他 艺 术”研 究 小 组，学 会 于１９６８年 出 版《文 学 与 其 他 艺 术 关 系 的 参 考 书 目》（Ａ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Ａｒｔｓ）一书，其中列出了１９５２—１９６７
年文学研究的跨艺术批评成果。

１９５５年，美国 学 者 斯 皮 策（Ｌｅｏ　Ｓｐｉｔｚｅｒ）发 表《〈希 腊 古 瓮 颂〉，或 内 容 与 元 语 法 的 对 峙》
（“Ｔｈｅ‘Ｏｄｅ　ｏｎ　ａ　Ｇｒｅｃｉａｎ　Ｕｒｎ’，Ｏ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ｖｓ．Ｍｅｔａｇｒａｍｍａｒ”）一文，反驳莱辛的诗画异质说。
他把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Ｊｏｈｎ　Ｋｅａｔｓ）的名篇《希腊古瓮颂》作为“艺格符换诗”加以考察，将

“艺格符换”概念引入当代跨艺术诗歌批评。瑏瑡 １９６５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上，默
里·克 里 格（Ｍｕｒｒａｙ　Ｋｒｉｅｇｅｒ）宣 读 了 题 为《艺 格 符 换 与 诗 歌 的 静 止 运 动：〈拉 奥 孔〉再 探》
（“Ｅｋｐｈｒ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ｉｌ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ｅｔｒｙ；ｏｒ　Ｌａｏｃｏｏｎ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的论文，引起极大反响。
该文于１９６７年发表，从此“艺格符换”（ｅｋｐｈｒａｓｉｓ）成为当代跨艺术批评的一个 核心 概念。１９８６
年第十届国际诗学研讨会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艺格符换”成为会议的主题。同年，首届“语言

与图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荷兰召开，“艺格符换”是分议题之一。１９８７年语言与图像国际研究

学会（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ｄ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简称ＩＡＷＩＳ）在荷兰成立，学会

“致力于在广阔的文化语境中，促进广义的艺术领域内语图关系的研究”，把跨艺术研究拓展到

跨媒介研 究。学 会 定 期 举 办 国 际 研 讨 会，出 版 会 议 论 文 集，并 与《语 言 与 图 像》（Ｗｏｒｄ　＆
Ｉｍａｇｅ）期刊联系紧密，该期刊１９９９年第１５期为“艺格符换”诗学研究专刊。瑏瑢

１９９５年瑞典隆德大学比较文学系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国际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跨艺

术研究：一个新视角”（“Ｉｎｔｅｒａｒ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提倡跨艺术／跨媒介视角的 开

拓性研究，艺格符换也是其中重 要 的 议 题。会 议 期 间，来 自２２个 国 家 的２００多 位 学 者 齐 聚 一

堂，就文学史、音乐学、舞蹈学、戏剧影视、传播学等领域如何开展跨艺术研究展开热烈的讨论，
并酝酿成立跨媒介研究学会。瑏瑣 美国学者格林布莱特（Ｓｔｅｐｈｅｎ　Ｇｒｅｅｎｂｌａｔｔ）在会上指出，文学批

评已经到了“跨艺术转向”的时刻，他呼吁文论家、艺术史家、音乐学研究者和媒体研究者之间要

加强合作。瑏瑤 １９９６年北欧跨媒介研究学会（Ｎｏｒｄ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在瑞典成立，
学会定期举办国际研讨会，并出版论文集刊。２０１１年，北欧跨媒介研究学会更名为国际跨媒介

研究学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简称ＩＳＩＳ）。学会章程明确提出，“跨媒

介研究关注艺术形式和媒介／媒体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些联系在广阔的文化语境中被加以研究，
并应用于更为广泛的艺术形式上”，学会宗旨是“通过举办会议、讲座及项目合作促进跨媒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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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瑣

瑏瑤

Ｍａｒｙ　Ｇａｉｔｈｅｒ．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ｔｓ［Ｃ］／／Ｎ．Ｐ．Ｓｔａｌｌｋｎｅｃｈｔ　ａｎｄ　Ｈ．Ｆｒｅｎｚ，ｅｄ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ａｒｂｏｎｄａｌ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ＵＰ，１９６１：１５３．
Ｌｅｏ　Ｓｐｉｔｚｅｒ．Ｔｈｅ‘Ｏｄｅ　ｏｎ　ａ　Ｇｒｅｃｉａｎ　Ｕｒｎ’，Ｏ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ｖｓ．Ｍｅｔａｇｒａｍｍａｒ［Ｊ］．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１９５５（７）：２０７．
学会的法语名称为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ｐｏｕｒ　ｌ’Ｅｔｕｄｅ　ｄｅｓ　Ｒａｐｐｏｒｔｓ　ｅｎｔｒｅ　Ｔｅｘｔｅ　ｅｔ　Ｉｍａｇｅ（ＡＩＥＲＴＩ），该学会

的工作语言是中英双语。学会每三年举办一次国际研讨会，２０２０年将举办第１１届国际研讨会，已出版相关会议

论文集１０部。参见学会网站ｈｔｔｐｓ：／／ｉａｗｉｓ．ｏｒｇ（２０１９－９－３）。

１９９７年该会议的部分论文结集 出 版，编 者 在 前 言 中 介 绍 了 此 次 会 议 的 盛 况。参 见 Ｕｌｌａ－Ｂｒｉｔｔａ　Ｌａｇｅｒｒｏｔｈ，Ｈａｎｓ
Ｌｕｎｄ　ａｎｄ　Ｅｒｉｋ　Ｈｅｄｌｉｎｇ，ｅｄｓ．Ｉｎｔｅｒａｒｔ　Ｐｏｅｔｉｃｓ：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 ［Ｃ］．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Ｒｏｄｏｐｉ，１９９７．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Ｇｒｅｅｎｂｌａｔｔ．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ｒｔ　Ｍｏｍｅｎｔ［Ｃ］／／Ｕｌｌａ－Ｂｒｉｔｔａ　Ｌａｇｅｒｒｏｔｈ，Ｈａｎｓ　Ｌｕｎｄ　ａｎｄ　Ｅｒｉｋ　Ｈｅｄｌｉｎｇ，ｅｄｓ．
Ｉｎｔｅｒａｒｔ　Ｐｏｅｔｉｃｓ：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Ａｒ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Ｒｏｄｏｐｉ，１９９７：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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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及研究生教育”。瑏瑥 之后 学 会 在 欧 洲、北 美 洲 和 亚 洲 成 功 举 办 了 四 届 学 术 会 议（罗 马 尼 亚，

２０１３年；荷兰，２０１５年；加拿大，２０１７年；中国，２０１８年）。瑏瑦

１９９７年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召开首届“语言与音乐研究”国际研讨会，探讨和确立该领域的研究

范畴、研究重心、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核心概念等。会议期间还成立了语言与音乐国际研究学会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Ｗｏｒｄ　ａｎｄ　Ｍｕｓ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简称ＷＭＡ），该学会提倡跨越文化边界，
拓展学科范畴，致力于文学／语言文本与音乐互动关系的研究，为音乐学家和文学研究者提供跨媒

介研究的交流平台。瑏瑧 学会成立后每两年举办一次学术会议，至２０１９年在欧美和澳大利亚共举办

了１２届国际研讨会，出版集刊和编著１８部，成果丰硕，在欧美学界影响力很大。
据笔者了解，欧美现有２０多个跨艺术／跨媒介研究学会和研究院所。这些研究团体通过创

办学术刊物、举办国际研讨会和工作坊、出版会议论文集，为国际跨艺术／跨媒介研究提供了广

阔的交流平台，不但顺应了跨艺术／跨媒介研究全球化和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还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学者参与到跨媒介研究的学术盛会 中。２０世纪下半叶相继出版的一些开拓性著述，如哈格

斯特鲁姆（Ｊｅａｎ　Ｈ．Ｈａｇｓｔｒｕｍ）的《姊妹艺术》（Ｓｉｓｔｅｒ　Ａｒｔｓ，１９５８）、伦德（Ｈａｎｓ　Ｌｕｎｄ）的《作为图

像的文本》（Ｔｅｘｔｅｎ　Ｓｏｍ　Ｔａｖｌａ，１９８２）、斯 坦 纳（Ｗｅｎｄｙ　Ｓｔｅｉｎｅｒ）的《图 画 罗 曼 司》（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Ｒｏｍａｎｃｅ，１９８８）、米 切 尔（Ｗ．Ｊ．Ｔ．Ｍｉｔｃｈｅｌｌ）的《图 像 学》（Ｉｃｏ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６）和《描 绘 理 论》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１９９４）、克里格的《艺格符换》（Ｅｋｐｈｒａｓｉｓ，１９９２）、赫弗南（Ｊａｍｅｓ　Ｈｅｆｆｅｒｎａｎ）
的《语词博物馆》（１９９３）、潘惜兰（Ｓｉｇｌｉｎｄ　Ｂｒｕｈｎ）的《音乐艺格符换》（Ｍｕｓｉｃａｌ　Ｅｋｐｈｒａｓｉｓ，２０００）
等为跨艺术诗学奠定了研究基础，有力地推动了跨艺术诗学的发展。

二、核心概念辨析：艺格符换（ｅｋｐｈｒａｓｉｓ）

在当代欧美跨艺术诗学论述中，艺格符换是个频繁出现的关键词，对这个术语的界定和汉

译，学界争议很大，故有必要在此交代清楚。
古希腊智者派（ｓｏｐｈｉｓｔｓ）把“文法、修辞学、辩证法”确立为教育三艺，其中修辞学是非常 重

要的教学内容。作为一门艺术，修辞可分为五个部分：谋篇、布局、遣词、记忆、演讲。修辞艺术

的主题以三类演说为主，即法律演说、商议演说、颂赞或炫技演说。瑏瑨 炫技演说对中世纪文学影

响相对深 远，其 表 现 技 巧 之 一 便 是“艺 格 符 换”（εκφρασιｓ）。艺 格 符 换 这 一 概 念 源 于 希 腊 语

ｅｋｐｈｒａｚｅｉｎ，意为“说出来”，是智者派很强调的一种修辞手段，指语言表述中生动而又逼真的敷

陈，是“对人物、地点、建筑物、艺术作品的细致描绘，在古代晚期和中世纪诗歌中所用极 多”，瑏瑩

相当于中国文学中“铺采摛文，体物图貌”的“赋”的表现手法，而智者派常用的教学案例就是荷

马史诗《伊利亚特》第１８篇中对“阿基里斯之盾”的细致描述。大菲洛斯特拉托斯（Ｐｈｉｌｏｓｔｒａｔｕｓ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和小菲 洛 斯 特 拉 托 斯（Ｐｈｉｌｏｓｔｒａｔｕｓ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ｅｒ）都 写 过 题 为《画 记》（Ｉｍａｇｅｓ）的 文

集，对许多神话题材的艺术品作出 诗 意性 描 述，卡利斯特拉托斯（Ｃａｌｌｉｓｔｒａｔｏｓ）以Ｅｋｐｈｒａｓｉｓ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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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学会章程Ｓｔａｔｕ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ＥＢ／ＯＬ］．（２０１１－１２－１２）［２０１８－
１１－３０］．ｈｔｔｐ：／／ｉｓｉ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ｉｅｓ．ｃａ／ａｂｏｕｔ／ｓｔａｔｕｔｅｓ／．
笔者２０１４年成为国际跨媒介研究学会会员，自２０１５年 起 参 加 了 三 届 国 际 研 讨 会，２０１８年 笔 者 带 领 团 队 承 办 了

国际跨媒介研究学会在亚洲的第一次学术会议。

参见学会网站Ｃｕｒｒｅｎｔ　Ｖｏｌｕ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ａｎｄ　Ｍｕｓ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ｏｏｋ　ｓｅｒｉ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Ｂｒｉｌｌ／Ｒｏｄｏｐｉ［ＥＢ／ＯＬ］．
［２０１９－８－２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ｏｒｄｍｕｓ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ｅｔ／ｗｍａ＿ｂｏｏｋ＿ｓｅｒｉｅｓ．ｈｔｍｌ．
［德］恩斯特·Ｒ·库尔提乌斯．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Ｍ］．林振华，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７８．
Ｅ．Ｒ．Ｃｕｒｔｉｕ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ｔ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Ｍ］．Ｗ．Ｒ．Ｔｒａｓｋ（ｔｒａ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ｎｔｈｅｏｎ
Ｂｏｏｋｓ，１９５３：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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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其 描 述 １４ 座 雕 像 的 文 字。瑐瑠 也 有 学 者 强 调 罗 马 帝 国 时 期 的 《修 辞 学 初 阶 训 练》
（Ｐｒｏｇｙｍｎａｓｍａｔａ）的口头文化语境，艺格符换修辞追求话语“栩栩如生的效果”（ｅｎａｒｇｅｉａ），以

激发听众的想象，“把描摹对象带至听众的眼前”。瑐瑡 这一修辞传统在拜占庭时期得到进一步的

发展，于文艺复兴时期在欧洲传播开来，演变为以艺术品为描摹对象的诗歌体裁，也是艺术史中

常用的文体，如彼特拉克（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Ｐｅｔｒａｒｃｈ）的《歌集》（Ｒｉｍｅ　Ｓｐａｒｓｅ，１３２７—１３６８）中 的 肖 像

诗和 瓦 萨 里 （Ｇｉｏｒｇｉｏ　Ｖａｓａｒｉ）的 《名 人 传》（Ｔｈｅ　Ｌ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Ｐａｉｎｔｅｒｓ，

Ｓｃｕｌｐｔｏｒｓ，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ｓ，１５５０）。十八世纪晚期之后，艺格符换作为修辞学术语逐渐淡出人

们的视野。
二十世纪中后期，艺格符换重新引起西方学人的关注，但自此学界对艺格符换的讨论不再

限于修辞学研究，而是联系到早期的诗如画传统，并将其放到更广阔的跨艺术诗学的语境中来

考察，加以新的阐释。笔者曾就西方学界有关艺格符换的界定进行过梳理，如斯皮策、塞因茨伯

里（Ｇｅｏｒｇｅ　Ｓａｉｎｔｓｂｕｒｙ）、哈格斯特鲁姆将艺格符换看作语言媒介对艺术品的文学性描绘，克里

格强调艺格符换 是“文 学 对 造 型 艺 术 的 模 仿”，体 现 诗 歌 语 言 的 特 殊 空 间 性瑐瑢；瓦 格 纳（Ｐｅｔｅｒ
Ｗａｇｎｅｒ）认为艺格符换既为沉默的图像代言，又通过改变和改写图像，与图像形成竞争，具有悖

论性；米切尔和赫弗南把艺格符换理解为“对视觉表征的语言再现（ｔｈｅ　ｖｅｒｂ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瑐瑣 不同于以上学者把艺格符换概念局限于诗画关系和语图关系，克卢

弗（Ｃｌａｕｓ　Ｃｌüｖｅｒ）提出：“艺格符换是对一个由非语言符号系统构成的真实或虚构文本的语言再

现”（Ｅｋｐｈｒａｓ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ｖｅｒｂ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ｒｅａｌ　ｏｒ　ｆｉｃｔｉｏｕｓ　ｔｅｘｔ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ａ　ｎｏｎ－ｖｅｒｂａｌ
ｓｉｇｈ　ｓｙｓｔｅｍ），并补充说明该定义中的“文本”（ｔｅｘｔ）为符号学中所指，“包括建筑、纯音乐和非叙

事性舞蹈”。瑐瑤 由此，潘惜兰将艺格符换概念拓展到音乐研究，她关注音乐与语言、视觉艺 术的

联姻，提出艺格符换从广义上可以理解为“用甲媒介创作的一个真实或者虚构的文本在乙媒介

中的再现”。瑐瑥

虽然以上表述均涉及“不同艺术文本之间的转换或改写、互动与交织”瑐瑦，但这个古老的 概

念还在不断引发新的阐释。２００８年罗马尼亚巴比什－波雅依大学创办了名为Ｅｋｐｈｒａｓｉｓ的网

上期刊，刊发的文章已不限于语言与图像研究，而是涵盖“图像、电影、理论、媒介研究”。瑐瑧 该期

刊主编多鲁·鲍珀（Ｄｏｒｕ　Ｐｏｐ）在创刊号中指出：“艺格符换应该包括所有形式的视觉叙事（再现

无止尽），它不仅是描述，也是一种叙述，使事物‘可见’”；鲍珀提倡把艺格符换作为一种方法，应
用到摄影、电影、戏剧、视频等所有视觉艺术中，“制造影像，描述、阐释现实和人类行为”，然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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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影像会转换为另一层次的阐释，成为记录历史的“视觉人类学”（ｖｉｓｕ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瑐瑨 有学

者指出：“有别于传统艺术品的独特性与静止性，摄影作品的广泛传播和无限复制的可能性……
为艺格符换模式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路易莎·肖那（Ｌｏｕｉｓａ　Ｓｌｌｎｅｒ）称之为“摄影艺格符换”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ｋｐｈｒａｓｉｓ），并深入研究古巴裔美国文学中“摄影艺格符换”的作用。瑐瑩 罗马尼亚

电影和媒体研究学者艾格尼斯·派舍（ｇｎｅｓ　 Ｐｅｔｈ）借用米切尔在《描绘理论》中的艺格符换概

念，探 讨 法 国 导 演 让 －吕 克·戈 达 尔（Ｊｅａｎ－Ｌｕｃ　Ｇｏｄａｒｄ）的“电 影 艺 格 符 换”（ｃｉｎｅｍａｔｉｃ
ｅｋｐｈｒａｓｉｓ）。瑑瑠 美国学者格拉 维（Ｂｒｉａｎ　Ｇｌａｖｅｙ）提 出 了“同 性 艺 格 符 换”（ｑｕｅｅｒ　ｅｋｐｈｒａｓｉｓ）的 说

法，使艺格 符 换 得 以 摆 脱 赫 弗 南 的 观 与 被 观 的 性 别 对 峙 模 式：艺 格 符 换 不 仅“有 关 观 看

（ｓｅｅｉｎｇ），还涉及展示（ｓｈｏｗｉｎｇ）与分享（ｓｈａｒｉｎｇ）”。瑑瑡

简而言之，在历史的长河中，艺格符换经历了由修辞学术语演变为文学体裁／艺术史写作，
再成为文艺批评术语的一个衍生过程。其内涵和外延曾经非常宽泛，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逐渐

变窄，主要指入物发声或对视觉艺术的描绘和评论，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跨艺术诗学的发展，
又变得很宽泛，如鲁斯·韦伯（Ｒｕｔｈ　Ｗｅｂｂ）所指出的：“古代修辞 学 意 义 上 的 艺 格 符 换 可 以 是

任意篇幅，任何主题，诗 体 或 散 文 体，使 用 任 何 话 语 策 略，只 要‘能 把 描 摹 对 象 带 至 听 众 的 眼

前’……‘把听众 变 为 观 众’；话 语 被 赋 予 魔 力，主 导 听 众 的 想 象，使 缺 席 之 物 如 在 眼 前”，而

“其现代用法经历了一系列渐进或跳跃的演 变，结 果 是 同 一 时 期 的 学 者 可 能 用 其 指 代 不 同 的

意义。瑑瑢

国内学者因研究领域的不同，对ｅｋｐｈｒａｓｉｓ的理解和翻译也各有不同。在艺术史研究 领域

以范景中先生的“艺格敷词”为主瑑瑣；在符号学和图像学研究领域，胡易容译为“符象化”，沈亚丹

译为“造型描述”，王东译为“图说”瑑瑤；在小说批评领域，王安、程朝翔译为“语象叙事”瑑瑥；在诗歌

批评领域，刘纪蕙译为“读画诗”，谭琼琳将其译为“绘画诗”，钱兆明译为“艺术转换再创作”瑑瑦，
等等。但如国外研究现状所示，随着现代跨艺术、跨媒介、跨学科研究的兴起，ｅｋｐｈｒａｓｉｓ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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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易容．符号修辞视域下 的“图 像 化”再 现———符 象 化（ｅｋｐｈｒａｓｉｓ）的 传 统 意 涵 与 现 代 演 绎［Ｊ］．《福 建 师 范 大 学 学

报》，２０１３（１）：５７－６３；沈亚丹．“造型描述”（Ｅｋｐｈｒａｓｉｓ）的复兴之路 及 其 当 代 启 示［Ｊ］．江 海 学 刊，２０１３（１）：１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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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程锡麟．西方文论关键词：语象叙事［Ｊ］．外国文学，２０１６（４）：７７－８７．
谭琼琳．重访庞德的《七 湖 诗 章》———中 国 山 水 画、西 方 绘 画 诗 与“第 四 维—静 止”审 美 原 则［Ｊ］．外 国 文 学 评 论，

２０１０（２）：１８－２９；刘纪蕙．故宫博物院ＶＳ超现实拼贴：台湾现代读画诗中两种文化认同建构之模式［Ｊ］．中外 文

学，１９９６（７）：６６－９６；钱兆明．艺术转换再创作批评：解 析 史 蒂 文 斯 的 跨 艺 术 诗《六 帧 有 趣 的 风 景》其 一［Ｊ］．外 国

文学研究，２０１２（３）：１０４－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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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不断扩大，已经不局限于“对艺术作品的语言描述”或语图之间的关系。笔者因此提出，“现

代意义上的ｅｋｐｈｒａｓｉｓ可 以 用 来 指 代 不 同 艺 术 媒 介 和 不 同 艺 术 文 本 之 间 的 转 换 或 改 写”，把

ｅｋｐｈｒａｓｉｓ译为“艺格符换”，“指不同艺术文本、不同符号系统之间的动态转换，而上述译法则无

法涵盖不同艺术文本之间相互影响转换以及持续的、动态的双向／多向影响的内涵。”瑑瑧

裘禾敏从术语翻译批评的角度提出，学术概念的翻译有多重维度的考量，通过反复比较分

析，他认为“艺格符换”这一译名更为妥帖，“更 符合 当 今图 像 转向时 代对于 语 图 关 系 的 研 究 趋

势”，“它不但兼顾了文学、艺术史、艺术评论等领域，而且容纳了影视作品、广告设计等不同艺术

门类。这样，涉及的领域可以大大地拓宽”；他进而分析道：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艺格符换”一词可以这样理解：“艺”表示各类媒介、艺术，有文字

媒介、造型艺术、绘画艺术等可视艺术，也有音乐、说唱等可听艺术，同时也有影视等可视可

听的综合艺术；“格”表示格范（典范、标准）、格尺（标准）、格令（法令）、格法（成法、法度）、格
样（标准、式样、模样）；“符”表示语言、线条、图画、声音等各种符号；“换”表示“转换、转 化、
变换”等。合在一起就表示“不同艺术媒介通过一定的形式可以互相转换”，这在当今人文

艺术界，无论是借助人脑的智力转化，还是凭借高新技术的机器转换，还是通过人脑技术的

合成转变，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瑑瑨

如此看来，“艺格符换”的确体现了艺术家之间、文艺作品之间的持续互动，由绘画、雕塑、音
乐、舞蹈等艺术蓝本转换而成的艺格符换诗就组成一个语词博物馆，一个由语言建构的艺术博

物馆，而跨艺术诗学研究就是揭示这个语词博物馆的奥秘。

三、国内外跨艺术诗学成果比较

半个多世纪以来，欧美跨艺术诗学研究成果丰硕。截止２０１９年１０月笔者在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图书馆网站以“ｅｋｐｈｒａｓｉｓ”为关键词查找到用英、法、德、西等语言撰写的２９９部专著、论

文集；在剑桥大学 图 书 馆 网 站 以“ｅｋｐｈｒａｓｉｓ”为 关 键 词，查 到 著 作、论 文 集２８０部，论 文６　３６４
条瑑瑩，分布于艺术史研究、修 辞 学 研 究、音 乐 学 研 究、影 视 研 究、小 说 研 究 和 诗 歌 批 评 等 各 个 领

域，足见“艺格符换”已成为西方当代文艺批评的核心概念。除了笔者前面提到的一些奠基性著

述，跨艺术诗学已在诗歌批评领域得到 广 泛的应用，如鲁宾斯（Ｍａｒｉａ　Ｒｕｂｉｎｓ）对俄罗斯和法 国

诗歌的“艺格符换”分析（２０００）、苏米（Ａｋｉｋｏ　Ｍｏｔｏｙｏｓｈｉ）对阿拉伯古典诗歌的“艺格符换”解读

（２００４）、巴蓓蒂（Ｃｌａｉｒｅ　Ｂａｒｂｅｔｔｉ）对欧洲中世纪诗歌作为“艺格符换”之源的考察（２０１１）、格丽莫

丝（Ｔｅｒｅｓａ　Ｋｅａｎｅ　Ｇｒｅｉｍａｓ）对 西 班 牙 诗 歌 中 的“艺 格 符 换”阐 释（２０１０）、劳 佐（Ｂｅｒｇｍａｎｎ
Ｌｏｉｚｅａｕｘ）对二十世纪英国诗歌与视觉艺术之关联的 探 讨（２００８）以及米勒（Ａｎｄｒｅｗ　Ｄ．Ｍｉｌｌｅｒ）
对１９世纪以来摄影作品与欧美诗歌创作之间互动关系的探讨（２０１５）等。

美国学界跨艺术诗学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尤其体现在现代派诗歌批评领域。美国现当代诗

歌研究的泰斗玛乔瑞·帕洛夫（Ｍａｒｊｏｒｉｅ　Ｐｅｒｌｏｆｆ）在《智力的舞蹈》（Ｔｈｅ　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

１９８４）中探讨现代主义艺术对庞德（Ｅｚｒａ　Ｐｏｕｎｄ）等现代主义作家创作的影响，并在《未来主义运

１３２

瑑瑧

瑑瑨

瑑瑩

欧荣．说不尽的《七湖诗章》与“艺格符换”，英美文学研究论丛，２０１３（０１）：２４４．
裘禾敏．《图像理论》核心术语ｅｋｐｈｒａｓｉｓ汉译探究［Ｊ］．中国翻译，２０１７（２）：９１．
２０１３年笔者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在其图书馆网站以“艺 格 符 换”为 关 键 词 查 找 到 专 著、论 文 集 和 博 士 论

文只有１４０多部。时 隔５年 多，艺 格 符 换 研 究 成 果 已 经 蔚 为 大 观。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笔 者 在ｇｏｏｇ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搜 索

“ｅｋｐｈｒａｓｉｓ”，找到３５　２００个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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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１９８６）和《激进的技巧》（Ｒａｄｉｃａｌ　Ａｒｔｉｆｉｃｅ：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ｅ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ａ，１９９１）中进一步展现了跨艺术诗学对现当代诗歌和艺术作品的阐释力度，尤

以约翰·凯奇（Ｊｏｈｎ　Ｃａｇｅ）的 创 作 为 例 分 析 诗 歌 与 新 媒 体／多 媒 体 的 关 系。她 在《非 原 创 性 天

才》（Ｕ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Ｇｅｎｉｕｓ：Ｐｏｅｔｒｙ　ｂｙ　Ｏｔｈｅｒ　Ｍｅ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ｒｙ，２０１０）中从历史和科技发

展的角度追溯了“非原创性”的诗学传统，并继续关注媒体革命，即“在超信息化的环境中，一种

新的引文型、受限诗歌的写作”（ａ“ｎｅｗ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ｏｆｔｅｎ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ｂｏｕｎｄ　ｐｏｅｔｒｙ”）。瑒瑠

从事现代主义跨艺术批评的还 有 查 尔 斯·奥 提 耶 瑞（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ｌｔｉｅｒｉ）、麦 克 里 奥 德（Ｇｌｅｎ
Ｍａｃｌｅｏｄ）、琳达·里沃尔（Ｌｉｎｄａ　Ｌｅａｖｅｌｌ）等，他们把现代主义 诗 歌 创 作 置 于 同 时 代 的 文 化 语 境

中加以考察，分析了美国现代派诗歌与先锋 派 艺 术 之 间 的 互 动 关 系，论 证 了 现 代 派 诗 人 吸 收

视觉艺术的 创 作 原 则 以 实 现 诗 歌 艺 术 新 突 破瑒瑡；比 尔 曼（Ｅｍｉｌｙ　Ｂｉｌｍａｎ）在《现 代 艺 格 符 换》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ｋｐｈｒａｓｉｓ，２０１３）中借鉴神经科学的理论从认知的视角深入分析了美国现当代诗人

创作的“艺格符换诗”。钱兆明在《中国 美 术 与 现 代 主 义》（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ｔ：Ｐｏｕｎｄ，Ｍｏｏｒｅ，Ｓｔｅｖｅｎｓ，２００３）中 论 证 了 美 国 现 代 派 诗 人 从 中 国 美 术 作 品 中 领 略 儒 释

道 精 神，并 将 其 运 用 于 现 代 派 诗 歌 创 作，作 者 后 又 发 表《东 西 交 流 与 后 期 现 代 主 义》（Ｅａｓｔ－
Ｗｅｓ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Ｌａｔ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Ｍｏｒｅ，Ｐｏｕｎｄ，２０１７）通 过 考 察 威 廉 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ａｒｌｏ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摩 尔（Ｍａｒｉａｎ　Ｍｏｏｒｅ）与 庞 德 晚 期 作 品 的 再 突 破、再 创 新，论 证 了

文 字（东 方 文 化 译 著 或 专 著）、图 像（水 墨 画 等 东 方 美 术 品）和“相 关 文 化 圈 内 人”都 能 作 为

东 西 文 化 交 流 的 媒 介。这 两 部 论 著 都 是 跨 艺 术、跨 文 化 批 评 实 践 的 典 范。丹 尼 尔·奥 尔 布

赖 特（Ｄａｎｉｅｌ　Ａｌｂｒｉｇｈｔ）的 批 评 视 野 更 宽 广。他 在《解 开 盘 蛇》（Ｕｎｔｗｉ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ｒｐｅｎｔ：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　ｉｎ　Ｍｕｓ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ｒｔｓ，２０００）及《泛 美 学》（Ｐａｎ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ｓ，２０１４）等 力 作 中，深 入 探 讨 了 现 代 派 音 乐、绘 画、戏 剧、电 影

和 诗 歌 之 间 的 相 互 影 响。
语言派诗学的理论家和创作者查尔 斯·伯恩斯坦（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在编著《细听：诗歌

和表演的文字》（Ｃｌｏｓｅ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Ｗｏｒｄ，１９９８）里着重探讨了诗 歌

朗诵和表演。在前言中，伯恩斯坦指出，诗歌表演与诗歌本身一样历史久远，就现当代诗歌的实

践而言，表演非常重要，但评论界对此有所忽略。瑒瑢 通过伯恩斯坦、帕洛夫、苏珊·豪等１６位 学

者的深入论述，该文集梳理了诗歌表演的历史，反思了现代诗歌朗诵、口头诗学和抒情诗的 历

史，考察了二十世纪诗歌中语言媒介的建构 性 原 则 以 及 个 体 诗 人 的 表 演 风 格，以 此 论 证 诗 歌

实在是门表演艺 术，鼓 励 读 者 不 仅 要“细 读”诗 歌 的 印 刷 文 本，也 要“细 听”诗 歌 的 录 音 和

表演。瑒瑣

中国台湾学者刘纪蕙较早把欧美跨艺术研究与文化批评相结合，并将其用于分析台湾先锋

派诗歌（１９９９）。中国大陆跨艺术诗学研究起步较晚，有学者较早关注到欧美诗歌与音乐、美术

等其他艺术形式的跨艺术比较（吴笛，２００４），近年来学界翻译引进了少量的国外著述，如米切尔

１３３

瑒瑠

瑒瑡

瑒瑢

瑒瑣

Ｍａｒｊｏｒｉｅ　Ｐｅｒｌｏｆｆ．Ｕ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Ｇｅｎｉｕｓ：Ｐｏｅｔｒｙ　ｂｙ　Ｏｔｈｅｒ　Ｍｅ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ｒｙ［Ｍ］．Ｃｈｉｃａｇｏ：Ｕ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

２０１０：ｘｉ．
详见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ｌｔｉｅｒｉ．Ｐａｉｎｔｅｒｌ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ｅｔｒｙ：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
［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Ｐ，１９８９；Ｇｌｅｎ　Ｍａｃｌｅｏｄ．Ｗａｌｌａｃｅ　Ｓｔｅｖｅｎ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ｒｔ：Ｆｒｏｍ　Ａｒｍｏｒｙ　Ｓｈｏｗ　ｔ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ｍ［Ｍ］，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Ｙａｌｅ　ＵＰ，１９９３；Ｌｉｎｄａ　Ｌｅａｖｅｌｌ．Ｍａｒｉａａｎｅ　Ｍｏｏ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ｒｔ
［Ｍ］．Ｂａｔｏｎ　Ｒｏｕｇｅ：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Ｐ，１９９５．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ｅｄ．Ｃｌｏｓｅ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Ｗｏｒｄ［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Ｐ，１９９８：３．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ｅｄ．Ｃｌｏｓｅ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Ｗｏｒｄ［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Ｐ，１９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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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绘理论》瑒瑤、帕洛夫的《激进的艺术》（聂珍钊等译，２０１３）等，但至今未有系统的专题 研究。
截止２０１９年１０月，笔者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ＣＮＫＩ跨库检索）中以“跨艺术”为关键词检索到

１２篇文献，以ｅｋｐｈｒａｓｉｓ（因中文翻译不同）为关键词检索到７０篇文献，去除重复和无关文献，有
效文献７３篇，其中期刊论文６１篇，硕士论文１０篇，博士论文１篇，会议论文１篇。文献可视化

分析图如下：

总体趋势分析

图１　ＣＮＫＩ检索文献指标分析和总体趋势

　　如上图所示，２０１０年之 前 只 检 索 到 两 篇 文 献，２０１０年 之 后 有 逐 渐 增 加，缓 慢 上 升 的 趋 势，

２０１６年发表文献显著增加。根据指标分析来看，虽然总体成果不多（７３），但从总被引数（２１０）、
下载数（总下载数１８　１９２，篇均下载数２４９．２１）来看，影响力比较显著。虽然总体成果不多，但从

被引数和下载数来看，其影响力比较显著。其中，７３篇论文中有１０篇有关艺术史研究，如李宏

的《瓦萨里〈名人传〉中的艺格敷词及其传统渊源》（２００３）、王东：《抽象艺术“图说”（Ｅｋｐｈｒａｓｉｓ）
论》（２０１４）、李骁的《艺格敷词的历史及功用》（２０１８）等。有修辞学角度的研究，如段德宁 的《试

论语图修辞研究———兼谈两种语图互文修辞格》（２０１７）；有 将 其 用 于 小 说 批 评 的 研 究（多 译 为

“语象叙事”，如王安，２０１２；龙艳霞、唐伟胜，２０１５）。大部分论文还是关于跨艺术诗歌批评的，如
笔者和同事近年来发表期刊论文１３篇，指导硕士论文３篇，是国内跨艺术诗学研究的主力军。
谭琼琳、钱兆明是较早把跨艺术诗学引介到国内并进行批评实践的学者，如谭琼琳的《西方绘画

诗学———一门新兴的 人 文 学 科》（２０１０）、钱 兆 明 的《艺 术 转 换 再 创 作 批 评》（２０１２）等。威 廉 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的跨艺术诗歌创作亦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如李晓洁、王余，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王华伟将跨艺术批评用于分析“贾平凹的语象叙事”、孔德馨将艺格符换诗学用于分析有关音乐

主题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都是西学中用的有益尝试。瑒瑥 也有学者虽然没用艺格符换的 概念，
但在进行跨艺术诗学研究，如张跃军、周丹解读叶芝的《天青石雕》一诗对中国山水画及道家美

学思想的表现（２０１１），罗良功建构美国非裔诗歌中的“声音诗学”（２０１５），王卓关注诗歌中舞蹈

的多重文化功能（２０１７），龚晓睿有关奥登诗歌中的绘画艺术研究（２０１８）等。
数字人文技术的发展，让我们可 以 对国 内 外 跨 艺 术 诗 学 成 果 进 行 更 直 观 的 比 较。笔 者 以

ｅｋｐｈｒａｓｉｓ为关键词，通过超 星 发 现 数 据 库 的 中 外 文 搜 索 文 献 对 比，差 异 更 加 明 显。截 止２０１９

１３４

瑒瑤

瑒瑥

陈永国、胡文征译为《图像理论》（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６）。［美］米 切 尔 在Ｐｉ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前 言 中 明 确 指 出，“这

是一部强烈的否定之书。我的目的不是要生产一种‘图像理论’（更不是关于图像的理论），而是要将理论描述为

形成表征的一种实践活动。”英文原文是“Ｍｙ　ａｉｍ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ａ“ｐｉ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ｍｕｃｈ　ｌｅｓ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ｂｕｔ　ｔｏ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ａｓ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见：Ｐｉ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Ｕ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１９９４，６），笔者认为书名翻译不太确切，故译为《描绘理论》。

孔德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音乐艺格敷词［Ｄ］．上海：上海师范大学，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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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０月，在超星发现数据库中，笔者搜索到中文文献７３条，外文文献４　６３９条。瑒瑦 中外相 关文

献的学术发展趋势、期刊论文分布、学位论文类型、学 科 分 类、刊 种 统 计、发 表 渠 道 都 有 可 视 化

图式。

图２　中文学术发展趋势曲线图

图３　外文学术发展趋势曲线图

将图２和图３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国内文献以期刊论文为主，每年发表量在个位数；外文文

献也以期刊论文为主，２００３年以来年发表量均在上百篇，国外学位论文数则远超国内。另 外，
从硕博士论文统计图对比来看，国外博士论文研究远远超出国内博士论文数（图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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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瑦 笔者把超星发现和ＣＮＫＩ数据库检索到的文献进行了比对，大部分文献两个数据库都有，有少量文献各有 出 入，

如ＣＮＫＩ检索到硕博士论文１０篇，超星只检索出５篇，但中山大学钟 碧 莉 的 硕 士 论 文《但 丁 的 视 觉 之 旅：论〈神

曲〉中的Ｅｋｐｈｒａｓｉｓ》ＣＮＫＩ数据库却没有收入，《大观》《山花》等刊物上的论文ＣＮＫＩ也没有收入。虽然超星发现

的数据统计并不完全准确，但其可视化分析还是能体现总体的研究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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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期刊论文分布示意图

图４更加直观地显示国际期刊发文量与国内中文期刊发文量的悬殊。
从文献所属学科分类来看，文学研究在国内外学界都几乎占“半壁江山”，国内其次是艺术

史领域的研究，占到２５．６％，而国外只占到１２．７％；比较而言，国外的艺格符换研究学科分布更

广。从论文发表刊种统计来看，国外主要有Ｅｋｐｈｒａｓｉｓ专刊，发文量占到７７％，其次是《语词与

图像》（Ｗｏｒｄ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ｅ）等。国内发文还是以外国文学研究类刊物为主，其次是艺术类期刊。
从发表渠道来看，国内外学界发表都以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为主，但国外图书发表占２．７％，国

内尚没有专题论著（图略）。

结语

总体而言，我国的欧美跨艺术诗学研究还比较薄弱。与欧美学界相比，国内的跨媒介、跨艺

术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究其原因，主要存在学科壁垒尚未打破、个人学养有所不足等障碍。欧

美跨艺术诗学研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即缺乏对亚非跨艺术诗学和创作的了解和观照，如伦德

提出的影响甚广的“组合型、融合型和转换型”的跨艺术研究范式并非完全适用于中国诗书画印

合一的文艺现象。可见，要推动跨艺术诗学的发展，既 需 要 学 者 综 合 素 养 的 加 强，也 需 要 跨 院

系、跨学科甚至跨国界的合作研究。欧美跨艺术诗学内容庞杂，方法多样，向跨媒介、跨学科方

向的发展趋势明显加快，表现出与人工智能、数字人文等研究领域的结合。中西跨艺术诗学的

比较研究也是一大空白。本文旨在为国内学界勾勒一幅当代跨艺术诗学的广阔图景，供后来者

在具体的研究领域深入探究，共同促进跨艺术诗学的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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