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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历史存在，它不仅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再度辉煌，也昭示了个体
性情的自由解放。
文艺批评是这一时期的亮丽风景，与当时的思想对话交相辉映，彰显出了审美智慧，产生了《文心雕
龙》与《诗品》这样的文论巨典，泽被后世，彪炳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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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济喜　1956年出生，上海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学会常务理事。
发表有《六朝美学》、  《古代文论的人文追寻》、  ((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等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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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王弼好论儒道，善于寻求二者之间的共同点与可以互补的地方。
王弼在应答别人所问孔老同异时回答得很巧妙，也很智慧。
自古以来，孔老学说的同异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中心话题。
孔老学派作为不同的流派，固然在自然观与社会人生观上面有许多差异，但是从总的背景来说，又有
许多共通的地方。
比如它们都是植根于中华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学派，对于天人合一的人生与文化追求都是认同的，只
不过在途径与方法上有着许多不同的主张。
它们都不反对阶级社会的存在，孔子的大同社会与老子的小国寡民可以互补，都是以人际社会的和谐
相处为前提的。
从文化出身与来历来说，孔老俱出于西周王官，这一点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得很清楚。
甚至有人指出他们有着师承关系。
①但是在理想之治与理想人格的建构方面，孔老确实有着很大的差异。
老子与庄子主张将天道自然置于社会人事之上，力主在自然无为的状态下，实现人生的自由与人格的
解放。
而孑L子与儒家则将礼法之治作为天道秩序的最好体现。
因此，“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
当然，名教与自然并不是不可以调和的。
老庄的自然之道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可以从更高的哲学层次来为名教立法，使名教即阶级社会的政治
与意识形态获得本体论上的支撑，从而更加稳固。
聪明的统治者与哲学家怎能对如此丰厚的思想资源弃置不顾？
这岂非愚不可及？
因此，王弼以其天才与早慧，在回答裴徽时提出，无是最高的自然与人生境界，圣人以无为体，处处
体现出以无为贵的境界，因而他们无须多说。
而老子未免于有，还不能到达无的境致，因此倒是常常以无为训，告诫世人要重视无的作用。
这种调和的作用，在于使对立的双方找到沟通的渠道，而不至于产生对抗与窒塞。
《易传》上说，阴阳发散，变动相和。
对话的作用在于促进这种阴阳互补、和而不同的思想智慧的生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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