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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论坛    

加入我的最爱  

道教与六朝山水绘画美学的建构
 

雷小鹏
 
魏 晋 六 朝 1 是 审 美 意 识 自 觉 的 时 代 。 宗 白 华 先 生 指
出 ： " 汉 末 魏 晋 六 朝 是 中 国 政 治 上 最 混 乱 ， 社 会 上
最 苦 痛 的 时 代 ， 然 而 却 是 精 神 史 上 极 自 由 、 极 解
放 、 最 富 于 智 慧 、 最 浓 于 热 情 的 一 个 时 代 、 因 此
也 就 是 最 富 有 艺 术 精 神 的 一 个 时 代 。 " 2 魏 晋 六 朝
之 时 ， 天 下 大 乱 ， 政 局 动 荡 ， 战 争 频 仍 ， 无 论 下
层 民 众 还 是 " 名 士 " 们 都 性 命 如 蚁 ； 儒 家 正 统 经 学
繁 琐 迂 腐 ， 趋 于 没 落 ， 因 而 玄 风 大 振 ， 不 仅 以 道
家 老 庄 思 想 为 根 底 的 玄 学 成 为 时 代 风 尚 ， 而 且 宗
教 也 大 行 其 道 。 佛 教 初 入 中 土 ， 尚 依 托 于 玄 学 " 格
义 " ， 道 教 则 经 过 葛 洪 的 上 层 化 改 造 ， 很 快 成
为 " 名 士 " 即 知 识 分 子 逃 避 世 俗 沉 闷 ， 养 生 养 神 、
逍 遥 物 外 的 良 好 途 径 。 在 新 道 家 的 玄 学 和 道 教 的
影 响 下 ， 六 朝 人 的 审 美 意 识 和 美 学 理 论 都 发 生 了
重 大 而 深 刻 的 变 化 ， 从 《 世 说 新 语 》 一 书 人 物 品
藻 的 记 载 中 ，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到 魏 晋 六 朝 的 人 格 美
理 想 ， 已 经 从 实 用 的 、 道 德 的 角 度 转 到 审 美 的 角
度 3 。 因 为 政 治 上 的 高 压 和 道 教 炼 养 的 需 要 ， 自 然
山 水 成 为 " 名 士 " 亲 近 的 对 象 ， 傲 啸 山 林 ， 炼 养 岩
穴 。 自 然 山 水 的 独 立 美 被 发 现 出 来 ， 而 不 再 仅 仅
束 缚 于 先 秦 以 降 孔 子 " 比 德 " 的 伦 理 化 框 架 。 六 朝
人 对 于 自 然 山 水 ， 不 再 是 从 中 比 附 人 的 伦 理 ， 而
是 要 欣 赏 自 然 山 水 本 身 的 美 了 4 。 自 然 山 水 独 立 审
美 意 识 的 觉 醒 ， 也 促 使 了 艺 术 表 现 的 自 觉 ， 以 山
水 作 内 容 的 绘 画 ， 虽 在 秦 汉 已 不 是 鲜 事 ， 但 独 立
的 山 水 画 却 是 在 六 朝 出 现 。 在 哲 学 美 学 观 念 和 艺
术 实 践 两 条 不 同 却 又 相 关 的 路 线 的 认 识 基 础 上 ，
六 朝 山 水 画 论 勃 然 兴 盛 ， 在 所 谓 的 六 朝 四 大 画 论
家 中 ， 除 顾 恺 之 以 外 ， 宗 炳 、 王 微 、 谢 赫 对 山 水
绘 画 美 学 均 有 深 刻 的 论 述 ， 奠 定 了 以 后 中 国 古 典
山 水 绘 画 美 学 的 基 本 框 架 。 因 此 ， 探 索 六 朝 山 水
绘 画 美 学 ， 对 于 研 究 中 国 古 典 山 水 绘 画 美 学 乃 至
整 个 古 典 美 学 ， 都 有 极 为 重 要 的 意 义 。 而 当 致 力
于 这 一 课 题 的 时 候 ， 就 会 发 现 ， 魏 晋 新 道 家 的 玄
学 和 道 教 思 想 ， 对 于 六 朝 山 水 绘 画 美 学 的 建 构 实
有 深 刻 的 意 义 。 因 为 前 贤 时 杰 对 玄 学 与 六 朝 美 学
包 括 山 水 绘 画 美 学 的 关 系 已 有 宏 议 妙 论 5 ， 而 对 道
教 思 想 包 括 其 美 学 思 想 与 六 朝 山 水 绘 画 美 学 的 关
系 却 未 有 触 及 ， 因 此 本 文 就 对 道 教 对 六 朝 山 水 绘
画 美 学 理 论 建 构 的 意 义 略 为 阐 释 。  

一 、 澄 怀 观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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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 怀 观 道 " 是 六 朝 刘 宋 时 画 家 宗 炳 对 山 水 ( 画 ) 美
学 的 本 体 论 建 构 。 魏 晋 之 时 ， 虽 然 山 水 画 已 广 为
流 行 ， 十 分 繁 荣 。 但 对 山 水 绘 画 美 学 的 本 体 体 认
还 没 有 达 到 像 人 物 绘 画 美 学 那 样 自 觉 。 六 朝 四 大
画 论 家 之 首 的 顾 恺 之 在 人 物 绘 画 美 学 上 提 出 了 " 传
神 写 照 " " 以 神 写 形 " ， 确 认 " 神 " 是 人 物 ( 画 ) 的 内
在 生 命 本 体 ， 一 幅 人 物 画 必 须 表 现 对 象 的 内 在 神
韵 ， 而 不 拘 泥 于 外 在 形 貌 ， 方 是 一 幅 成 功 的 美 的
人 物 画 。 据 《 世 说 新 语 ・巧 艺 》 记 载 ： " 顾 长 康 画
裴 叔 则 ， 颊 上 益 三 毛 。 人 问 其 故 。 顾 曰 ： 裴 楷 俊
有 识 具 。 看 画 者 寻 之 ， 定 觉 益 三 毛 如 有 神 明 ， 殊
胜 未 安 时 。 " 顾 长 康 即 顾 恺 之 画 人 物 ， 并 不 重 形
似 ， 而 且 不 惜 破 坏 原 始 形 貌 ， " 益 三 毛 " 来 表 现 对
象 内 在 的 神 韵 " 识 具 " ， 可 见 ， 对 于 人 物 绘 画 ， 其
美 的 来 源 在 " 神 " 而 非 " 形 " 。 但 与 此 同 时 ， 对 于 山
水 绘 画 ， 顾 恺 之 却 说 ： " 凡 画 人 最 难 ， 次 山 水 ， 次
狗 马 ； 台 榭 一 定 器 耳 ， 难 成 而 易 好 ， 不 待 迁 想 妙
得 也 。 此 以 巧 历 不 能 差 其 品 也 。 " 6 可 见 ， 在 顾 当
时 看 来 ， 人 物 画 需 表 现 内 在 神 韵 ， 而 山 水 却 是 无
生 命 的 存 在 物 ， 所 以 只 能 作 为 " 器 " 写 耳 ， 不 必 也
不 能 传 其 神 。 唐 代 张 彦 远 在 《 历 代 名 画 记 》 解 释
顾 恺 之 的 这 段 话 时 也 是 这 样 认 为 的 ： " 至 于 台 榭 ，
树 石 ， 车 舆 ， 器 物 ， 无 生 动 之 可 拟 ， 无 气 韵 之 可
侔 ， 直 要 位 置 向 背 而 已 。 " 7 但 经 过 哲 学 美 学 思 想
的 长 期 熏 染 ， 以 及 对 自 然 山 水 的 赏 会 和 山 水 绘 画
创 作 的 实 践 ， 山 水 绘 画 逐 渐 形 成 了 自 己 的 本 体 论
体 认 ， 集 中 就 体 现 在 宗 炳 提 出 的 " 澄 怀 观 道 " 的 命
题 上 。  

据 《 南 史 ・隐 逸 传 》 载 ： 宗 炳 " 好 山 水 ， 爱 远 游 ，
西 涉 荆 、 巫 ， 南 登 衡 岳 ， 因 结 宇 衡 山 ， 欲 怀 尚 平
之 志 ， 有 疾 还 江 陵 ， 叹 曰 ： ' 老 疾 将 至 ， 名 山 恐 难
遍 睹 ， 唯 澄 怀 观 道 ， 卧 以 游 之 。 ' 凡 所 游 履 ， 皆 图
之 于 室 ， 谓 之 " 抚 琴 动 操 ， 令 山 水 皆 响 " 8 。 可
见 ， 在 宗 炳 当 时 ， 山 水 ( 画 ) 审 美 的 对 象 已 确 定 为
山 水 ( 画 ) 其 中 的 " 道 " ， 山 水 ( 画 ) 本 身 只 是 提
供 " 道 " 展 现 的 载 体 ， 必 须 进 入 到 山 水 ( 画 ) 中
的 " 道 " ， 方 才 获 得 巨 大 的 审 美 感 受 。 所 以 宗 炳 又
说 ： " 夫 圣 人 以 神 法 道 ， 而 贤 者 通 。 山 水 以 形 媚
道 ， 而 仁 者 乐 " 9 。 山 水 ( 画 ) 的 美 就 在 于 其
以 " 形 " 蕴 涵 着 " 道 " ， 而 " 圣 人 " " 贤 者 " " 仁 者 " 就
是 以 主 体 之 " 神 " 即 审 美 的 主 观 心 理 与 山 水 ( 画 ) 中
的 " 道 " 融 通 合 一 ， 就 能 " 乐 " ， 即 获 得 审 美 快 感 。
因 此 ， 山 水 绘 画 美 的 本 体 即 在 于 " 道 " 。  

一 般 认 为 ， 确 认 山 水 绘 画 美 学 的 本 体 在 " 道 " ， 在
哲 学 观 念 和 思 维 方 法 上 都 受 了 玄 学 特 别 是 王 弼 " 贵
无 " 论 的 影 响 1 0 ， 这 是 正 确 的 。 王 弼 玄 学 以 道 家
哲 学 为 基 干 ， " 以 无 为 本 " " 举 本 统 末 " 。 他 认
为 " 天 下 之 物 ， 皆 以 有 为 生 。 有 之 所 始 ， 以 无 为
本 。 将 欲 全 有 ， 必 返 于 无 也 。 " 1 1 。 " 有 " " 无 " 本
是 老 子 着 重 从 宇 宙 发 生 论 上 讲 的 一 对 范 畴 ， 王 弼
将 其 提 升 到 本 体 论 上 ， 以 " 无 " 这 种 超 感 性 、 超 事
象 、 超 分 殊 的 绝 对 抽 象 、 无 限 和 一 般 ， 为 " 有 " 即
感 性 、 事 象 、 具 体 的 形 象 、 特 殊 事 物 的 本 体 论 依
据 。 在 老 子 那 里 ， " 有 " " 无 " 皆 统
于 " 道 " ， " 道 " 具 有 " 有 " " 无 " 不 分 的 浑 沌 境 界 。
而 于 王 弼 而 言 ， " 道 " 等 同 于 " 无 " ， 而 " 有 " 则 降 低



到 感 性 的 层 次 。 这 样 ， 王 弼 的 " 贵 无 " 论 使 哲 学 思
维 形 式 超 越 了 感 性 、 具 体 、 有 限 、 相 对 、 偶 然 等
现 象 界 ， 上 升 到 理 性 、 抽 象 、 无 限 、 绝 对 、 必 然
的 本 体 界 。  

在 王 弼 " 贵 无 " 玄 学 思 维 形 式 的 方 法 论 流 风 下 ， 六
朝 美 学 较 秦 汉 美 学 而 言 " 化 实 为 虚 " ， 侧 重 于
以 " 无 " 诠 释 美 的 本 体 。 人 物 品 藻 重 神 韵 而 不 重 形
貌 ， 顾 恺 之 论 定 人 物 画 也 是 " 传 神 写 照 " ， 重
在 " 无 " 的 精 神 性 的 内 在 神 韵 ， 而 非 " 有 " 的 物 质 性
的 外 在 形 貌 。 因 此 ， 宗 炳 为 六 朝 山 水 画 美 学 奠 定
本 体 论 依 据 时 ， 既 继 承 王 弼 的 " 贵 无 " 方 法 论 ， 又
祖 述 王 弼 道 家 哲 学 的 基 本 观 念 ， 以 " 道 " 作 为 " 澄
怀 " 审 美 观 照 的 对 象 。  

但 如 果 仅 仅 认 为 是 玄 学 影 响 了 宗 炳 的 美 学 论 断 ，
似 乎 答 案 又 稍 嫌 简 单 了 些 。 " 道 " 在 王 弼 那 里 ， 是
超 言 绝 象 的 绝 对 抽 象 的 一 般 形 而 上 观 念 ， 而 作
为 " 美 " 的 本 体 ， 于 宗 炳 而 言 则 是 以 全 副 身 心
的 " 以 神 " 可 " 法 " 之 对 象 ， 在 它 那 里 ， 宗 炳 ( 审 美
者 ) 可 以 获 得 感 性 的 、 情 感 的 把 握 ， 可 以 与 之 融 为
一 体 ， 获 得 巨 大 的 审 美 感 受 。 因 此 ， 从 绝 对 抽 象
的 王 弼 的 哲 学 之 " 道 " 到 " 绝 对 感 性 " 的 宗 炳 美 学
之 " 道 " ， 中 间 似 乎 应 该 有 个 过 渡 。  

当 把 曾 被 古 典 美 学 史 研 究 付 诸 阙 如 的 道 教 美 学 思
想 放 入 中 国 古 典 美 学 史 长 河 中 的 应 有 位 置 之 时 ，
就 会 发 现 ， 作 为 感 性 的 宗 炳 美 学 之 " 道 " 便 不 会 显
得 是 无 源 之 水 了 。 作 为 先 秦 道 家 特 别 是 老 庄 哲 学
著 作 中 的 " 道 " ， 本 来 就 具 有 某 些 美 学 的 特 质 ， 再
经 过 汉 末 魏 晋 早 期 道 教 经 典 《 老 子 道 德 经 河 上 公
章 句 》 、 《 老 子 道 德 经 想 尔 注 》 等 的 改 造 ， 老 庄
之 " 道 " 的 哲 学 形 而 上 观 念 大 大 淡 化 ， 而 其 中 那 些
朦 胧 的 神 秘 的 可 感 的 因 素 被 宗 教 化 、 美 学 化 ， 成
为 独 特 的 道 教 美 学 思 想 的 本 体 论 范 畴 1 2 。 在 《 老
子 》 河 上 公 注 那 里 ， " 道 " 乃 " 自 然 长 生 之 道 " 1 3 ，
修 道 之 人 就 是 要 使 自 己 的 有 限 生 命 与 " 道 " 合 二 为
一 ， 从 而 获 得 长 生 久 视 的 成 仙 之 乐 - - 道 教 最 美 好
的 宗 教 终 极 目 标 ， 在 河 上 公 那 里 ， " 道 " 又 是 " 众
妙 之 门 " ， " 妙 " ， 即 最 美 、 最 好 也 1 4 。  

在 晋 代 道 教 著 名 学 者 葛 洪 那 里 ， " 道 " 又 等 同
于 " 玄 " " 一 " ， 而 且 他 有 意 识 地 抹 杀 " 道 " 的 形 而 上
性 质 ， 极 力 铺 陈 作 为 " 道 " 之 异 称 的 " 玄 " ( 玄 ， 本
身 即 有 美 的 意 思 ) " 一 " 的 美 ：  

其 高 则 冠 盖 乎 九 霄 ， 其 旷 则 笼 罩 乎 八 隅 ； 光 乎 日
月 ， 迅 乎 雷 电 ； 或 倏 烁 而 景 逝 ， 或 漂 毕 而 星 流 ；
或 晃 漾 于 渊 澄 ， 或 纷 霏 而 云 浮 ； 因 兆 类 而 为 有 ，
托 潜 寂 而 为 无 ； 沦 大 幽 而 下 沉 ， 凌 辰 极 而 上 游 ；
金 石 不 能 比 其 刚 ， 湛 露 不 能 等 其 柔 ； 方 而 不 矩 ，
圆 而 不 规 ； 来 焉 莫 见 ， 往 焉 莫 追 ； 乾 以 之 高 ， 坤
以 之 卑 ； 云 以 之 行 ， 雨 以 之 施 ； 胞 胎 元 一 ， 范 铸
两 仪 ； 吐 纳 大 始 ， 鼓 冶 亿 类 ； 徊 旋 四 七 ， 匠 成 草
昧 ； 辔 策 灵 机 ， 吹 嘘 四 气 ； 幽 括 冲 默 ， 舒 阐 粲
尉 ； 抑 浊 扬 清 ， 斟 酌 河 渭 ； 增 之 不 溢 ， 挹 之 不
匮 ； 与 之 不 荣 ， 夺 之 不 瘁 ； 故 玄 之 所 在 ， 其 乐 不
穷 ； 玄 之 所 区 ， 器 弊 神 逝 1 5 。  



葛 洪 不 仅 用 恢 弘 的 想 象 、 优 美 的 语 言 夸 张 地 描 绘
了 " 玄 " 即 " 道 " 的 神 秘 之 美 ， 而 且 分 明 指
出 ， " 玄 " 即 " 道 " 是 可 以 感 知 的 审 美 把 握 对 象 ， 而
不 是 哲 学 的 形 而 上 观 念 。 上 述 引 文 最 后 一 句 话
说 " 玄 之 所 在 ， 其 乐 不 穷 ， 玄 之 所 去 ， 器 弊 神
逝 。 " 也 就 是 说 ， 与 " 玄 " 合 一 时 ， 会 获 得 " 不
穷 " 的 审 美 愉 悦 。  

显 然 ， 从 王 弼 到 宗 炳 ， 中 间 应 该 有 葛 洪 的 道 教 美
学 思 想 对 " 道 " 的 宗 教 美 学 化 改 造 ， " 道 " 的 可 以 感
知 的 朦 胧 的 神 秘 的 宗 教 审 美 把 握 对 象 的 突 出 ， 才
可 以 从 王 弼 的 哲 学 形 而 上 之 " 道 " 到 宗 炳 的 审 美 把
握 之 " 道 " 。 也 许 不 是 那 么 偶 然 的 是 ， 宗 炳 不 仅
儒 、 释 、 道 并 综 ， 而 且 似 乎 对 于 道 教 情 有 独 钟 ，
自 身 是 个 虔 诚 的 道 教 修 炼 徒 。 他 在 《 明 佛 论 》 中
自 述 " 若 老 子 、 庄 周 之 道 ， 松 乔 列 真 之 术 ， 信 可 以
洗 心 养 身 " 1 6 。 据 史 书 载 ， 宗 炳 虽 少 有 高 才 ， 但
不 愿 入 仕 ， 刘 裕 多 次 征 其 为 官 ， 皆 不 就 ， 问 其 原
由 ， 答 曰 " 栖 丘 饮 谷 ， 三 十 年 " 1 7 ， 在 名 山 胜 水 中
信 修 " 松 乔 " 道 教 之 术 。 在 王 弼 " 贵 无 " 论 的 道 家 哲
学 的 风 气 下 ， 以 本 身 山 水 绘 画 的 实 践 ， 融 汇 在 道
教 修 炼 中 的 神 秘 宗 教 美 学 体 验 ， 然 后 提 出 " 道 " 的
山 水 绘 画 美 学 的 本 体 论 ， 这 似 乎 才 是 对 宗 炳 " 澄 怀
观 道 " 山 水 绘 画 美 学 本 体 论 思 想 来 源 的 较 为 全 面 的
说 明 。  

二 、 明 神 降 之  

" 明 神 降 之 " 是 东 晋 末 年 画 家 王 微 对 山 水 画 美 学 审
美 创 作 鉴 赏 中 审 美 心 理 特 征 的 概 括 说 明 。  

王 微 在 《 叙 画 》 中 谈 到 山 水 与 山 水 画 的 创 作 鉴 赏
的 心 理 特 征 时 说 ： " 望 秋 云 神 飞 扬 ， 临 春 风 思 浩
荡 ； 虽 有 金 石 之 乐 ， 圭 璋 之 琛 ， 岂 能 仿 佛 之 哉 ! 被
图 按 牒 ， 效 异 山 海 。 绿 林 扬 风 ， 白 水 激 涧 。 呜 呼 !
岂 独 运 诸 指 掌 ， 亦 以 明 神 降 之 。 此 画 之 情
也 。 " 1 8  

显 然 ， 王 微 的 意 思 是 ， 山 水 ( 画 ) 的 审 美 魅 力 不 只
是 来 自 画 家 的 技 巧 ， 更 重 要 的 是 ， 来 自 一 种 " 明
神 " 降 之 。 何 以 为 " 明 神 " ， 王 微 没 有 解
释 。 " 神 " ， 是 一 个 很 古 老 的 概 念 ， 总 的 说 来 ， 是
指 一 种 无 可 捉 摸 的 作 用 、 状 态 或 特 征 ， 《 周 易 ・系
辞 上 传 》 上 讲 " 阴 阳 不 测 之 谓 神 " ， 意 思 是 说 宇 宙
间 一 切 生 命 运 动 变 化 都 是 阴 阳 二 气 的 运 动 ， 而 这
种 运 动 是 不 可 捉 摸 的 ， 是 " 神 " 的 。 《 庄 子 ・天
下 》 说 ： " 神 何 由 降 ?  明 何 由 出 ?  " 又 《 庄 子 ・列
御 寇 》 讲 ： " 明 者 唯 为 之 使 异 ， 神 者 征 之 ， 夫 明 之
不 胜 也 " 。 唐 君 毅 说 " 以 明 言 灵 台 灵 府 之 心 ， 尤 庄
子 之 所 擅 长 。 神 与 明 异 ， 唯 在 ' 神 ' 乃 自 其 为 心 所
直 发 而 说 ， ' 明 ' 则 要 在 自 身 能 照 物 而 说 ， 故 明 亦
在 神 中 。 " 1 9 " 神 " 既 指 心 灵 ， 又 是 " 不 测 " ， 在 汉
末 早 期 道 教 经 典 《 太 平 经 》 里 ， " 神 " 与 " 明 " 便 顺
理 成 章 地 被 宗 教 化 。 " 夫 人 本 生 混 沌 之 气 ， 气 生
精 ， 精 生 神 ， 神 生 明 。 " 2 0  

《 太 平 经 》 的 " 神 明 " 或 " 明 神 " 观 念 来 自 于 它 的 宗
教 修 炼 " 守 一 " 之 法 。 " 守 一 之 法 ， 将 与 神 游 ， 万



神 自 来 ， 昭 昭 可 俦 " 2 1 ， " 守 一 之 法 ， 为 善 ， 效 验
可 睹 。 今 日 为 善 清 静 ， 神 明 渐 光 " 2 2 。 " 守 一 " 作
为 道 教 的 修 炼 方 术 ， 是 指 的 保 持 人 体 生 命 的 精 、
气 、 神 、 形 合 而 为 一 ， 则 可 以 通 神 合 道 、 长 生 久
视 。 " 神 明 " 或 " 明 神 " 就 是 指 " 守 一 " 时 神 秘 的 宗 教
体 验 。 " 守 一 " 思 想 渊 源 于 《 老 子 》 的 " 抱 一 " 和
《 庄 子 》 的 " 我 守 其 一 " 的 思 想 。 《 老 子 》 十 章 上
讲 " 载 营 魄 抱 一 ， 能 无 离 乎 ? 专 气 致 柔 ， 能 婴 儿
乎 ?  涤 除 玄 鉴 ， 能 无 疵 乎 ?  " " 涤 除 玄 鉴 " 的 " 抱
一 " 状 态 ， 不 仅 是 一 种 宗 教 修 炼 与 道 合 一 的 状 态 ，
也 是 一 种 绝 对 虚 静 的 审 美 心 态 。 庄 子 继 承 老 子 " 抑
一 " 的 思 想 ， 并 且 提 出 了 一 系 列 " 抱 一 " 的 具 体 途
径 如 " 心 斋 " " 坐 忘 " " 堕 形 体 ， 毁 聪 明 " ， 总 之 ， 都
是 指 的 对 世 界 采 取 的 审 美 把 握 方 式 。 在 这 种 方 式
中 ， 主 体 无 欲 ( 不 受 物 质 利 益 的 干 扰 ) ， 无 知 ( 防
止 理 性 的 认 知 把 握 世 界 方 式 的 干 扰 ) ， 才 可 以 完 全
放 开 心 灵 的 澄 明 ， 从 而 与 审 美 对 象 合 一 ， 对 对 象
进 行 审 美 方 式 的 把 握 。  

《 太 平 经 》 继 承 先 秦 道 家 " 守 一 " 之 法 ， 并 且
把 " 守 一 " 之 法 中 出 现 的 神 秘 体 验 与 本 元 意 义
的 " 道 " 相 联 系 。 由 于 在 道 教 美 学 思 想 里 ， " 道 " 实
际 上 已 由 抽 象 的 哲 学 观 念 转 化 为 朦 胧 可 感 的 审 美
把 握 对 象 ， 因 此 ， " 神 明 " 或 " 明 神 " 的 宗 教 体 验 也
就 被 神 秘 化 、 美 学 化 。 " 神 者 ， 道 也 。 入 则 为 神
明 ， 出 则 为 文 章 ， 皆 道 之 小 成 也 。 " 2 3 神 即 道 ，
因 此 作 为 美 的 本 体 的 道 即 神 ， 在 主 体 方 面 表 现
为 " 神 明 " ( 即 澄 明 的 审 美 心 理 ) ， 在 客 体 方 面 表 现
为 " 文 章 " ( 即 美 的 审 美 对 象 ) 。 主 客 体 二 者 合 二 为
一 ， 就 是 审 美 活 动 ( 状 态 ) 。 " 入 则 为 神 明 ， 出 则
为 文 章 " ， 说 明 《 太 平 经 》 不 仅 体 认 审 美 的 主 体 心
理 与 宗 教 体 验 有 某 种 类 似 ， 而 且 用 " 出 入 " 把 主 体
心 理 与 外 在 的 审 美 对 象 相 结 合 ， 则 它 对 审 美 过 程
中 再 创 造 美 的 过 程 已 有 所 认 识 。 同 时 ， 《 太 平
经 》 还 用 其 必 然 的 宗 教 化 语 言 论 述 了 在 " 神 明 " 的
审 美 心 理 状 态 下 的 巨 大 神 秘 作 用 ( 即 宗 教 化 的 美
感 ) ， " 心 神 已 明 ， 与 道 为 一 ， 开 蒙 洞 白 ， 类 如 白
昼 。 " 2 4 在 " 神 明 " 的 与 道 合 一 的 审 美 心 理 状 态
下 ， 可 以 " 类 如 白 昼 " ， 也 就 是 可 以 " 视 接 千 载 ，
神 通 万 里 " 了 。  

在 《 太 平 经 》 " 神 明 " 或 " 明 神 " 与 " 文 章 " 相 联 系 的
思 维 下 ， 王 微 认 为 山 水 画 审 美 对 象 的 创 造 不 仅 在
于 画 家 ( 创 作 者 ) 技 巧 的 运 用 ( " 岂 独 运 诸 手 掌 " ) ，
而 且 更 重 要 的 是 ， 在 类 似 于 宗 教 体 验 的 澄 明 的 审
美 心 理 状 态 下 ， 神 秘 的 通 神 即 " 明 神 降 之 " 的 结
果 。 这 样 解 说 王 微 " 明 神 降 之 " 的 思 想 来 源 ， 应 该
说 并 非 毫 无 道 理 。 无 独 有 偶 的 是 ， 王 微 与 宗 炳 一
样 ， 也 " 素 无 宦 情 " 2 5 ， " 至 于 生 平 好 服 上 药 ， 其
年 十 二 时 病 虚 耳 。 所 撰 服 食 方 中 ， 粗 言 之
矣 。 … … 世 人 便 言 希 仙 好 异 ， 矫 慕 不 羁 ， 不 同 家
颇 有 骂 之 者 。 " 2 6 可 见 ， 王 微 对 神 仙 道 教 修 炼 之
途 也 颇 有 亲 身 体 会 。 无 论 其 是 否 获 得 宗 教 体 验 " 神
明 " 或 " 明 神 " 中 的 种 种 奇 异 神 通 ， 但 从 道 教 经 典
中 吸 取 营 养 ， 结 合 自 己 的 山 水 绘 画 创 作 实 践 ， 对
画 家 在 审 美 鉴 赏 ( 创 作 ) 时 的 包 括 强 烈 的 情 感 、 高
超 的 智 慧 、 奇 幻 的 想 象 等 等 在 内 的 艺 术 思 维 心 理
特 点 以 " 明 神 " 一 语 概 括 ， 这 是 完 全 可 能 的 。  

 



三 、 气 韵 生 动  

" 气 韵 生 动 " 是 南 齐 画 家 谢 赫 著 名 的 " 六 法 " 之 中 的
首 要 一 法 。 " 六 法 " 是 我 国 古 代 绘 画 实 践 的 系 统 总
结 ， 而 " 气 韵 生 动 " 是 作 品 总 的 要 求 ， 是 绘 画 中 的
最 高 境 界 。 " 六 法 " 对 后 世 影 响 极 大 。 虽 然 谢 赫 本
人 也 未 能 备 尽 " 气 韵 生 动 " ， 后 世 对 " 六 法 " 的 理 解
也 与 谢 赫 多 有 不 同 ， 但 " 六 法 " 对 六 朝 之 际 绘 画
( 包 括 山 水 画 ) 美 学 的 理 论 总 结 的 功 劳 不 可 磨 灭 。  

不 论 谢 赫 本 人 对 " 气 韵 生 动 " 从 何 种 层 次 上 提 出 ，
对 " 气 韵 生 动 " 的 文 本 阐 释 至 少 应 包 括 两 个 层 次 ：
一 是 画 中 内 容 即 作 为 审 美 对 象 的 人 物 或 山 水 等 的
要 求 ， 要 求 传 神 有 韵 ， 展 现 出 生 命 流 动 的 勃 勃 生
气 ； 二 是 整 个 画 面 包 括 绘 画 笔 法 要 体 现 出 生 命 流
动 的 律 感 和 气 韵 畅 通 的 生 机 。  

在 谢 赫 之 前 ， " 气 " 已 进 入 美 学 的 视 野 。 曹 丕
说 " 文 以 气 为 主 " ； 萧 子 显 已 用 了 " 气 韵 " 的 概
念 ： " 文 章 者 ， 盖 性 情 之 风 标 ， 神 明 之 律 品 也 。 运
思 含 毫 ， 游 心 内 运 ， 气 韵 天 成 。 " 2 7 谢 赫 品 画 ，
标 举 " 气 韵 ， 生 动 是 也 。 " 2 8 将 " 气 " 与 " 生 " 相
连 ， 作 为 对 绘 画 ( 包 括 山 水 绘 画 ) 品 评 标 准 的 审 美
范 畴 ， 似 乎 是 首 创 之 举 ， 仔 细 考 索 其 思 想 渊 源 ，
也 可 以 捕 捉 到 一 些 道 教 美 学 思 想 的 影 子 。  

" 重 生 " 是 我 国 古 典 哲 学 的 一 个 重 要 的 传 统 和 特
点 。 《 周 易 ・系 辞 下 传 》 讲 " 天 地 之 大 德 曰
生 " ， " 生 " 不 仅 指 人 的 肉 体 自 然 生 命 ， 而 且 是 指
盈 天 地 间 最 高 价 值 的 德 性 生 命 、 宇 宙 生 命 。 老 子
和 庄 子 都 有 " 全 生 " 的 思 想 。 道 教 继 承 远 古 传 统 ，
不 仅 重 视 " 生 " ， 而 且 更 直 接 地 将 " 生 " 诠 释 为 人 的
肉 体 " 长 生 " 。 河 上 公 注 解 《 老 子 》 ， 就 直 截 了 当
地 把 道 教 的 " 不 可 道 " 之 " 道 " 称 为 " 自 然 长 生 之
道 " ， 以 期 有 利 于 " 经 术 政 教 之 道 " 2 9 。 在 道 教 那
里 ， " 生 " 是 作 为 其 " 道 " 美 在 生 命 界 里 的 展 开 与 实
现 ， 是 作 为 最 崇 高 的 超 越 之 神 性 之 美 来 颂 歌 的 ( 当
然 ， 就 其 实 质 而 言 ， 其 重 视 " 生 " 美 恰 恰 反 映 了 其
重 视 此 生 生 命 实 现 的 现 实 性 、 世 俗 性 的 特 点 ) ， 如
晋 代 著 名 道 教 学 者 葛 洪 就 认 为 天 地 之 间 最 高 尚 的
情 趣 ， 最 大 的 快 乐 ， 就 是 " 生 " ， 他 说 " 天 地 之 大
德 曰 生 。 生 ， 好 物 者 也 。 是 以 道 家 之 所 秘 而 重
者 ， 莫 过 于 长 生 之 方 也 。 " 3 0 " 好 物 " ， 美 的 物
也 。  

道 教 不 仅 重 视 " 生 " ， 以 " 生 " 为 美 ， 而 且 结 合 古 代
元 气 说 的 观 念 用 元 气 来 诠 释 " 生 " 之 美 的 实 现 。
《 太 平 经 》 说 ：  

" 守 道 而 不 止 ， 乃 得 仙 而 不 死 ； 仙 而 不 止 ， 乃 得 成
真 ； 真 而 不 止 ， 乃 得 成 神 ； 神 而 不 止 ； 乃 得 与 天
比 其 德 ； 天 比 不 止 ， 乃 得 与 元 气 比 其 德 。 元 气 乃
包 裹 天 地 八 方 ， 莫 不 受 其 气 而 生 " ( 3 1 ) 。  

" 气 " 的 观 念 ， 在 远 古 早 已 有 之 ， 一 般 都 是 对 整 个
物 质 世 界 作 规 定 的 形 而 上 概 念 ， 是 指 的 一 种 " 最 细
微 最 流 动 的 物 质 " ( 3 2 ) 。 如 《 庄 子 ・知 北 游 》 " 通
天 下 一 气 耳 。 " 《 管 子 》 一 书 中 有 精 气 之 说 ， 《 内



业 篇 》 中 说 ： " 精 也 者 ， 气 之 精 者 也 " ， " 凡 人 之
生 也 ， 天 出 其 精 ， 地 出 其 形 ， 合 此 以 为 人 " ， 已 经
提 到 生 命 与 气 的 关 系 。 《 太 平 经 》 进 一 步 将 " 元
气 " 与 具 体 生 命 的 修 炼 及 养 护 结 合 起 来 ， 认 为 生 命
的 最 高 最 美 境 界 乃 是 与 " 元 气 比 其 德 " 的 回 归 生 命
元 气 状 态 ， 即 任 元 气 自 然 流 动 的 生 命 状 态 。 正 如
前 面 已 经 指 出 的 那 样 ， 由 于 道 教 以 " 生 " 为 " 道 " 美
的 具 体 展 开 ， 那 么 ， " 生 " 美 的 样 态 也 就 是 指 元 气
的 自 然 流 动 ， 这 就 是 最 大 的 " 生 " 、 最 美 的 " 生 " 。
当 然 ， 由 于 " 自 身 成 仙 " " 长 生 久 视 " 的 道 教 理 论 本
身 的 特 性 ， 道 教 徒 对 " 生 " 之 美 的 体 验 只 能 存 在 于
自 己 的 宗 教 修 炼 和 人 生 体 验 之 中 。  

《 太 平 经 》 以 元 气 诠 释 生 命 ， 对 以 《 周 易 》 形 成
的 生 命 美 学 传 统 给 予 新 的 言 说 方 式 ， 这 对 在 六 朝
时 期 引 入 " 气 " 的 观 念 ， 特 别 是 谢 赫
将 " 气 " 与 " 生 " 结 合 ， 作 为 品 评 绘 画 的 首 要 标 准 ，
应 该 说 ， 有 一 种 美 学 思 想 上 的 渊 源 关 系 。 特 别 是
道 教 美 学 思 想 先 天 固 有 的 主 观 体 验 特 点 ， 这 与 包
括 " 谢 赫 六 法 " 在 内 的 整 个 古 典 美 学 传 统 都 密 切 相
关 。 " 气 韵 生 动 " ， 就 其 实 质 而 言 ， 始 终 只 是 一 个
审 美 鉴 赏 ( 创 作 ) 者 对 艺 术 作 品 的 主 观 心 理 感 受 标
准 。 中 国 古 典 美 学 的 这 种 重 主 观 、 重 想 象 的 传 统
的 形 成 ， 应 该 说 ， 道 教 包 括 其 美 学 思 想 的 潜 在 作
用 是 不 可 低 估 的 。  

在 六 朝 时 期 ， 山 水 之 独 立 美 的 发 现 ， 山 水 画 的 独
立 成 型 ， 山 水 绘 画 美 学 理 论 框 架 的 奠 定 ， 都 与 道
教 及 其 美 学 思 想 有 密 切 的 关 系 。 长 期 以 来 ， 因 为
视 角 的 障 蔽 ， 这 些 问 题 一 直 被 抛 在 视 野 之 外 ， 现
在 检 视 道 教 与 六 朝 山 水 绘 画 美 学 的 关 系 ， 是 还 中
国 古 典 美 学 思 想 发 展 演 变 史 的 应 有 面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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