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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从思想与言说两个角度论述庄子美学、分导论、上篇和下篇三分部分。
本书下篇尤其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即言说的角度审视庄子思想，对庄子不可说领域和说不可说方式进行
了系统研究，以此深化和明晰庄子道的世界的建构，回应和补充了上篇的庄子生存论美学的思想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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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面对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虚无意识与痛苦，庄子不得不以审美“游”的方式与这个世界照面，以
暂时回避虚无和搁置痛苦，但这种回避虚无和搁置痛苦的办法仅是权宜之计，对于天赋和才情极高的
庄子不会满足于此，他还想在思辩层次上认识它们的根源，廓清这个问题的实质。
    庄子认为，现象世界是有限的。
现象世界的有限性一方面体现在“物”上，“物”的存在不具确然性，同一物在不同时势、不同条件
下会有不同的性质、不同的意义，而条件、时势却是可以无限变化的，因此，这一物的意义、性质也
是无限多样，“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
⋯⋯由此观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之域!”(《秋水》)现象
世界的有限性还体现在“人”上，对于同一对象，由于观察者角度不同——如“以道观之”、“以物
观之”、“以俗观之”、“以差观之”，得出的结论也不同。
    而比起现象的有限，宇宙却是无限的，“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
”(《盗跖》)“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来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
，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
由此观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之域!”(《秋水》)世人没有
认识到这一有限与无限的矛盾，偏偏要寻找事物的规定性和确然性，这就导致了痛苦。
    庄子由此反对“我执”，提倡“真知”。
所谓“真知”就是指没有“我执”的知，它是经过对认识可能性的批判之后重新建立起来的认识论学
说。
在《大宗师》篇庄子较好论述了知与真知的关系以及真知的主要内涵：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
，至矣。
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
者，是知之盛也。
虽然，有患。
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大宗师》)庄子认为真知是知的更高一个层次，它首先是“知人之所为者”，即知道人的作为是可
以用自己的智力所知的，这也是知的主要作用和内涵；其次，它也知道天的所为是出于自然的，“知
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人知天所了解的范围也仅仅在这些方面，因为知仅限于物现象的范围，对
于宇宙的真谛、人的命运、痛苦的根源更需要认知之外的东西去把握。
真知包含了上述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对真知来讲都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人只有知道理性认知
的范围才能给信仰(直觉)体认以合法的地盘，庄子的真知就是“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
。
可见，庄子的真知既是一个认识论概念(对知的有限性进行反思)，也是体认世界和命运的一种方式，
他要在“人之知也少，虽少”的情况下“恃其所不知而后知天之所谓也”(《秋水》)。
    那么，庄子直觉到宇宙万物的真谛是什么呢?庄子认为是“天”(“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也
就是“自然，咽，是物之“自生”，“物之生也，若骤若驰。
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
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白化。
”(《秋水》)物之“白化”，就是指天地万物生生白化，它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如其所是的显现。
它给我们人生的启示是，万物虽在现象层面上有成毁、生死，但它们在无待而白化的这一层面上是相
同的，即所谓“道通为一”。
若我们的实践行为和心灵也能达到无待而白化的境界，那么我们就可以“游乎天地之一气”(《大宗师
》)，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从而痛苦和悲伤现象也就自然而然地得以消解，因为人类之所以有痛
苦和悲伤，就是有“我执”有牵挂，而一旦我们理解和认识了万物变化乃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我们就
没有必要执着某物，而是随其所化，这样，因没有牵挂，也就没有为之痛苦和悲伤的现象，人在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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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可“以应无穷”、“体尽无穷”和“游无穷”，从而现象的有限性与宇宙的无限性在与“上与造
物者同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天下》)的过程中悄然消解和统一。
    经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庄子最终走向以审美的方式处理和解决人生问题是必然的。
面对社会的昏暗，人生的虚无以及万物的变化，他在找不到信仰的情况下，最终采用了“化”的办法
和“游”的策略来获得人生的解脱，安顿生存的困苦。
    “冷性”一词出自王国维对南方学派的评价。
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称南方学派为“冷性派”、“个人派”、“遁世派”，“知实践不
可为能，而即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无闷，嚣然自得以没齿者矣。
”该词评价人时主要指认他对生活没有一个正面的建设性的态度，比起儒家来，该学派的人缺少一种
承担社会苦难的意识，对社会公共事物冷漠，甚至怨恨。
    庄子的怨恨我们在前文中已论述过，这里补充庄子对社会公共事业的冷漠。
    《人间世》篇有这样一段描写：“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风兮风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
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
方今之时，仅免刑焉。
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
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却曲却曲，无伤吾足!”’这里虽然描写
的是楚国隐土接舆以归隐作为保护自己的场景，但实际上写的也是庄子自身，他跟接舆一样，也以避
世的方式保护自己，不参与社稷，以传统隐者的态度和方式处理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关系。
在《徐无鬼》中，庄子所推崇的神人，对众人所持的态度也是带有冷漠态度，“无所甚亲，无所甚疏
”，而对“舜举乎童土之地，年齿长矣，聪明衰矣，而不得休归”的为社稷奉献精神却持贬低态度，
称之为“卷娄”。
这些都说明了庄子对社会公众事业存在着一定的冷漠态度。
    可见，庄子悲凉气质里有冷性成分，正因为是冷性的悲凉，他没有太多的满腔热血和“知其不可为
而为之”的献身精神，因此，我们不能用其他相近的词如悲壮、慷慨悲凉等描述他。
    庄子重在关注道本身而不是自然之天在《田子方》篇“孔子见老聃”段孔子与老子对话中也有所体
现，“老聃曰：‘吾游心于物之初。
’孔子曰：‘何谓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
尝为汝议乎其将⋯⋯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
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
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归，始终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穷。
非是也，且孰为之宗!’孔子曰：‘请问游是。
’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
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
’”(文中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老子在游天地宇宙过程中体悟到了美和快乐(“至美至乐”)，这种快乐
和美主要来自于他对道的领悟，道是自然之天背后的运作者，我们不知道它的形状，也不能穷尽它的
所有。
    《庄子》中自然、社会、人事往往融为一体，庄子用“物”字概括上述三者，这也是大自然在庄子
那里还没有完全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的另一原由，也就是说，当庄子以审美眼光审视“物”时，大自
然仅作为审美对象的一部分而包含其中。
《庄子》中描写人与物这样审美关系的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逍遥游》)、“与物
有宜”(《大宗师》)、“与物为春”(《德充符》)，等等。
    以上对“自然”的使用是在纯自然范围内的，这是从狭义的意义上使用“自然”。
我们认为，从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自然的话，自然还应包括宇宙鸿蒙。
    《庄子》中描写宇宙鸿蒙的很多，代表性的有：    藏乎无端之纪，游乎万物之所终始。
(《达生》)    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
⋯⋯芒然仿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庄子生存论美学研究>>

(《大宗师》)    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琅之野。
(《应帝王》)    游于四海之外。
(《逍遥游》)从上述引文明显看出，庄子在提到宇宙鸿蒙时，往往把它与“游”并列在一起，而“游
”是超越性的，在这超越的过程中他所“游”的对象成了他审美的对象，宇宙鸿蒙自然也成了庄子审
美对象的一部分。
    知性不仅与事物所包含的认知意义一面相关联，它也是对象在建构整个意义域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
节，庄子也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对解释和认知的漠然态度阻碍了他所表达的对象的意义的进一
步展开，如，他以形而上学(或价值界)代替形而下实在世界的方式来回避对形而下实在世界的理解和
阐释，通过这种替代，他不仅回避了对形而下实在世界的阐释，同时因偷换话题化约和扭曲了言说对
象，遮蔽了言说的对象自身所蕴涵的意义，也阻碍了对象向自身意义的进一步开启。
这方面的典型个案具体表现在庄子与惠子的“濠梁之辩”以及对公孙龙“物莫非指，指非指”命题的
随意性解读上，对于前者，本文在第三章第三节第一部分已有详论，不再赘述，这里着重分析后者。
    “物莫非指”本来的意思指凡有物都有物指，物和物指是相互存亡的，即所谓“天下五指物，无可
以谓物。
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谓指乎?”(《公孙龙子·指物论》)冯耀明先生具体解释了物与物指的关系，“由
于物之存在乃是物指之存在的充分条件，也是必要条件，所以凡有一物，既有该物中之物指；有一在
某物中之物指，亦必有该物。
由于我们可以设想在某一可能世界中没有某些物，也就可以设想在该一可能世界中也没有那些物中之
物指；因此，无论是物或物指都不是在所有可能世界中存在的。
即是说，它们都不是必然存在者，只是偶然存在者。
”那么，“指非指”又是什么意思呢?恰当的解释应该是前一个“指”指“物指”，后一个“指”指“
独指”。
“独指”和“物指”的区别在于“独指不是感觉之所对，是独立自存的不变者，而物指乃是感觉的对
象，不是独立自存而为不变者。
物指之不为独立自存，是因为物指只是物中之指或在物之指，它虽是可感觉的成分，却不成独立的存
有单位。
在感觉世界中，独立的存有单位是物不是物指。
离开了物，便没有物指，而只有独指。
换言之，依定义，物指是不离物之指，自然没有存有的独立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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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赵宪章兆会的博士学位论文入选“南京大学博士文丛”，就要正式出版了，可喜可贺。
回想起他为写好这篇论文所付出的努力——本来就很消瘦身体更加消瘦，长满胡须的小脸蛋没时间修
理——至今历历在目，使我难以忘怀。
特别是当他的写作已过大半，所有文件突然在电脑里丢失，电话另一端传来的那种颤抖声，音犹在耳
。
沮丧、懊悔、落魄、烦躁，一起向他袭来。
我和他一样难受，担心他能否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
他终于挺过来了，挺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到达理想的彼岸。
他的论文受到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评价，并获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嘉奖。
    兆会生性敏锐，热爱新事物，硕士就读于王一川教授的门下养成了“关注当代”的问学品格，当代
的和外国的理论是他的优长。
但是，1998年来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他却选择了“庄子美学”这一传统论题。
中国古典美学并非我之学长，难有针对性很强的指导。
所幸颜世安教授和许结教授不辞重托，帮我把关。
值此，我不仅对兆会本人表示祝贺，还要特别向颜、许二位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    一直喜好当代的兆
会却选择了庄子作为博士学位论文，这不仅使我联想到近年来学界所鼓吹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
换”，担心他将庄子写成一个现代人或外国人，或者简单地用现代的或外国的理论概念比附中国古代
美学。
我是一个做死学问的人，对潮起潮落的“热门话题”不辨菽麦，只是朦胧感到这并非一个新话题。
多少年来，我们已经为这种“转换”付出了太多的努力。
例如，关于《文心雕龙》中的“神思”概念，我们就将其解释为“形象思维”。
诸如此类，是否意味着中国古代文论被“现代转换”了很值得怀疑。
    “形象思维”是现代外国文艺理论中的一个常用的概念。
尽管早在19世纪初别林斯基就有诗是“寓于形象的思维”之说，而这一概念得以广泛使用是20世纪的
事。
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文艺界开展了一场关于文艺特征问题的讨论，“形象思维”一词才
被作为文艺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而确定下来。
因此，把外国20世纪以后才形成的理论同中国6世纪之前产生的学说作对等类比，很难避免生拉硬扯之
嫌。
这是其一。
其二’“形象思维”作为外国文论中的概念，从别林斯基开始便是相对“逻辑思维”提出来的，是在
论述艺术思维的特征时用来和科学思维(或称“逻辑思维”、“抽象思维”等)相比较而言的。
别林斯基说：“诗人用形象来思考；他不证明真理，却显示真理⋯⋯呈现于诗人心中的是形象，不是
观念”，因为“艺术和科学不是同一件东西⋯⋯它们之间的差别根本不在内容，而在处理特定内容时
所用的方法。
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
”①我国理论界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同样是环绕艺术思维和科学思维的区别而展开的。
但是，《文心雕龙·神思》篇中之“神思”概念的提出与论述，根本就没有涉及到艺术思维与科学思
维的区别，也没有寻到一个与“神思”相对而言的参照物，譬如“人思”或“鬼思”之类。
这说明，《文心雕龙》中的“神思”与西方文论中的“形象思维”；在立论的方法上根本就不是一回
事：“形象思维”将人类的思维分解为两种不同的方式，“神思”则没有这种分解工作，是一种浑整
的把握。
    更重要的是，《文心雕龙》之《神思》作为创作论的首篇，是对此前所论各种文体(包括政论和实用
等34种文体)写作规律的总概括，决非单指狭义的文学创作之“思”，是一种广义的“为文之思”。
也就是说，刘勰是从“大文学”的角度来“论文叙笔”的，《神思》篇之“神思”更接近“美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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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思。
在刘勰看来，无论何种文体，只要是美文，都是一种“神思”。
因此，我们决不能将“神思”与“形象思维”两个概念等同起来：“形象思维”是与“逻辑思维”相
对而言的狭义的关于艺术思维的概念，而“神思”则是对政论文、应用文等一切文体写作在内的广义
的关于美文写作思维的总概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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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书从思想与言说两个角度论述庄子美学、分导论、上篇和下篇三分部分。
本书下篇尤其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即言说的角度审视庄子思想，对庄子不可说领域和说不可说方式进行
了系统研究，以此深化和明晰庄子道的世界的建构，回应和补充了上篇的庄子生存论美学的思想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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