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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艺术创作的通感与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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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感是艺术创作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通感作为一种人类思维的“共通语言”，可以使不同事

物之间在彼此关联的基础上实现互通有无，在艺术创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感现象是人类思维和审

美活动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于艺术创作有着重要的作用。艺术家在艺术创作时，由于各种感官

经验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艺术家就是通过感觉经验之间的某种联

系来进行创作。但是，由于艺术作品中各种感官经验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性，因此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

作时不可能对各种感官经验进行“平均化”处理。在某些情况下，艺术家还需要对各种感官经验进行取舍、

取舍或重组，从而使不同感官经验之间实现一定程度的错位。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通感现象在艺术创作

中也会存在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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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感的含义

通感现象是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艺

术创作中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

式并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概念，它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之间都会

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差异。比如，中国古代

诗人在描写“落花”这一题材时，往往会通过

“落花流水春去也”这一感觉来表达自己对于

时光流逝、岁月易逝之感，但在西方古代诗

人描写“落花”时，他们往往会通过“落花流

水春去也”这一感觉来表达自己对于时光流

逝、岁月易逝之感。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

看，这种差异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

成的一种“共通性语言”，这种语言具有普遍

意义。正是由于这种共通性语言在不同国家

和民族之间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普遍性，因此

我们可以说通感是一种人类思维的“共通语

言”。

二、通感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

艺术作品的创作是一项复杂的劳动，在

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会面临诸多问题。其

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特别突出。

一个方面是艺术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

何创作出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而

另一个方面是艺术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

才能使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具有较高的审美

价值。前者需要艺术家对艺术作品进行创造

性地构思和想象，后者需要艺术家在创作时

将其创作灵感与自己已有的感觉经验进行关

联。由于每个人对事物感知时所建立起来的

联系是不同的，因此，对于同一事物，人们

通常会有不同的感受。这种不同感受之间的

差异性就构成了通感的基础。在通感的基础

上，艺术家就可以根据自己已有的感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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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艺术作品进行创造性地构思和想象，从而

使自己创作出具有较高审美价值、能够引起

读者强烈共鸣和引起读者丰富想象力的艺术

作品。

三、通感现象中的“错位”问题

通感在艺术创作中的运用，主要有两种

方式：一是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将某种感官

经验进行“置换”，使不同感官经验之间实现

了某种程度的“错位”，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

感觉，如听觉与视觉、嗅觉与味觉、触觉与

视觉等；二是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对各种感

官经验进行“重组”，使不同感官经验之间实

现了某种程度的“错位”，如视觉与听觉、听

觉与触觉等。通感现象在艺术创作中的运

用，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艺术家如何将不同

感官经验进行“置换”或“重组”。由于在艺术

创作时各种感觉经验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

性，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不同的感觉

经验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错位。当然，这

种错位也是有限度的，否则就会产生一些负

面效果。对于艺术创作中的通感现象而言，

如果不对各种感觉经验进行“置换”或“重

组”，那么就会造成一种感官体验上的不和

谐和不完整。这种不和谐和不完整体现在感

官体验上就是一种感觉上的“错位”或“缺

失”。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感觉体验都是与

一个人所处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的。由于每

个人所处的生活环境是不同的，因此，每个

人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感官体验也是不同

的。对于艺术家而言，如果只是对各种感觉

经验进行“置换”或“重组”，而没有对其进行

一定程度上的“置换”或“重组”的话，那么就

会使这些感觉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变得不完整

或不完全。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艺术家在艺

术创作时必须要对各种感觉经验进行一定程

度上的“置换”或“重组”。此外，如果艺术家

在艺术创作中仅仅是对各种感觉经验进行了

一定程度上的“置换”或“重组”的话，那么就

会使这些感觉经验失去一些原有的特征或意

味。

四、对“错位”问题的几点思考

通过对艺术创作中的通感现象的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在某些情况下，通感现象并

不是对不同事物之间进行“平均化”处理的结

果，而是要对某些事物进行取舍、取舍或重

组，从而使不同事物之间实现一定程度的错

位。这一过程，一方面是由于艺术家在艺术

创作中要从艺术作品中选取最能表达自己审

美情感的部分来进行创作；另一方面也是由

于艺术家在对这些部分进行选择时，会受到

各种因素的影响而造成这种错位。由于不同

的艺术家在艺术创作时受到各种因素的影

响，因此他们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就需要对各

种因素进行“平均化”处理，以使各种因素都

能够得到充分表现。此外，由于不同事物在

艺术作品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因此艺术家

还需要对各种因素进行适当地取舍、取舍或

重组。

五、结语

在艺术创作中，通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

现象，它可以使不同事物之间在彼此关联的

基础上实现互通有无，但它又不可能对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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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经验进行平均化处理，这就需要艺术家

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对各种感官经验进行取

舍、取舍或重组，从而使不同感官经验之间

实现一定程度的错位。这种错位是一种艺术

创造中的现象，它是艺术作品产生审美价值

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在进行艺术创

作时，不仅要充分认识到通感在艺术创作中

的作用和价值，还要深入了解通感所导致的

各种错位现象及其原因，这样才能有效地避

免这种错位现象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作为一

名艺术家，只有充分认识到这种错位现象所

产生的不良影响，并努力避免这些问题的发

生，才能更好地进行艺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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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ynesthesia and dislocation of artistic creation

Sun Kunfei

Linyi University, Shandong Linyi 276000

Abstract: Synesthesia 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artistic creation. As a "common language"

of human thinking, it can make different things exchange needed goods on the basis of mutual

correlation,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rtistic creation. Synesthesia phenomen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uman thinking and aesthetic activities,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rtistic creation.

When an artist creates art, there are countless links between various sensory experiences, so in a

sense, it can be said that an artist creates through a certain connection between sensory experiences.

However, due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various sensory experiences in the artistic works,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artists to "average" the various sensory experiences in their artistic crea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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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cases, artists also need to make trade-offs, choices or reorganize various sensory experiences,

so as to achieve a certain degree of dislocation between different sensory experiences.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se reasons that synaesthesia also has some problems in artistic creation.

Key words: synesthesia; synesthesia phenomenon; dislocation; artistic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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