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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5周易6贲卦,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古代美学思想之蕴涵。历代学者所分析的5贲6卦中象数、义理内涵, 涉

及美学范畴者颇多, 而其中关于/天文0与/人文0的会通, / 白贲无咎0与/ 绘事后素0的联系,以及由5贲6卦引发

出的/ 文0/ 质0关系的论述, 构成了传统美学观念中/文饰之道0的思想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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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心志更可贵之旨义。( /上九, 白贲, 无咎。0其
5象6曰: /白贲无咎, 上得志也。0论详于后。)

历代5易6家论5贲6卦义理,不仅仅限于狭义的

/文艺0一端而广泛涉及了礼教、刑治、仁义、道德等

诸多内容。对此,笔者的认识是:一者, 在古代学者

看来, /文饰之道0绝非狭义所能包容以尽;二者,在

传统文艺观中, 狭义的/文饰之道0恰是在广阔的视

野中获得了深化。

四、/天文0与/人文0的会通

5贲#彖6曰: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

文也。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

下。0 ¹ 此涉及了/天文0、/人文0的概念, 颇受历代

学者注意。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当属萧统的5文选

序6直接引用了5贲#彖6:
式观元始, 眇者见玄风, 冬穴夏巢之

时,茹毛饮血之世, 世质民淳, 斯文未作。

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 始画八卦, 造书

契, 以代结绳之政, 由是文籍生焉。5易6

曰: /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 以化

成天下。0文之时义远矣哉!

其中/文之时义远矣哉! 0又仿5易#彖6之/叹卦0

形式。

5贲#彖6言/ 天文0、/人文0, 与5系辞传6所言

/仰以观于天文0、/遂成天下之文0、/物相杂故曰

文0等,均属广义的/文0。/天文0者, 以实象论,即

虞翻曰: /日月星辰为天文也。0孔颖达曰: /天之为
体,二象刚柔, 刚柔交错成文, 是天文也。0与其释

/物相杂, 故曰文0所云/言万物 相错杂,若玄黄相

间,故谓之文也0相同; 以5易6象论, 虞翻曰: / 谓五

利变, 之正成巽,体离,艮为星, 离日坎月,巽为高,

五天位,离为文明,日月星辰高丽于上, 故称天之文

也。0尚先生亦曰: /离日坎月, 艮星震辰, 天文。0王

广释5大象传6曰: /山下有火, 文相照也。夫山之为

体,层峰峻岭,峭  参差, 直置其形也, 已如周彡饰,复

加火照,弥见文章,贲之象也。0此言极为形象。/人

文0者,乃包括仁义道德、礼乐教化(自然也包括文

艺、文籍、文章在内)的文化。王弼注/文明以止,人

文也0曰: /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文之文也。0

孔颖达疏云: /文明, 离也,以止艮也,用此文明之道

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0尚先生依5易6象而析

曰: /离礼震乐, 人文。0(卷六)
[ 1]
。

5贲#彖6/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

成天下0的说法,明确指出了/ 天文0与/人文0的会
通。郑玄曰: /天文在下,地文在上, 天地二文相饰

成贲者也,犹人君以刚柔仁义之道饰成其德也。刚

柔杂,仁义合,然后嘉会礼通,故亨也。0干宝曰: /四

时之变, 悬乎日月, 圣人之化成乎文章,观日月而要

其会通, 观文明而化成天下。0孔颖达之论更为

精致:

此5贲6卦之象既有天文、人文,欲广美

天文、人文之义, 圣人用之以治于物也。

/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0者,言圣人当观视天

文刚柔交错相饰成文,以察四时变化,若四

月纯阳用事, 阴在其中, 靡草死也;十月纯

阴用事,阳在其中, 齐麦生也, 是观刚柔而

察时变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0者,言

圣人当观察人文,则5诗65书65礼65乐6之

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 5周易正义#

卷四6)

其后的5易6家,对/天文0与/人文0之会通的理

解和阐释, 大都循此理路, 如程颐曰: /观天文以教
化天下, 天下成其礼俗, 乃圣人用-贲. 之道也。0

(5伊川易传6)由对/天文0的观察理解把握仿效, 到

对/人文0的创立设制推广施行,表现出古代圣贤的

深察睿思, 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之一, 故朱

熹称赞道: / ( 5彖传6此句)极言5贲6道之大也!0因
此,我们在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进行考察时, 固然

要抓住美学的自身属性, 探究美学的本质规律, 但

同时,也应该将视野放宽, 深入地认识理解传统美

学思想中广阔深厚的文化背景,方能把握其宏旨,

探究其精微。

五、/白贲无咎0的启示

/上九,白贲, 无咎。0其5象6曰: /白贲无咎, 上

得志也。0王弼5周易注6云: /处饰之终, 饰终反素,

故任其质素, 不劳文饰, 而无咎也。以白为饰,而无

忧患,得志者也。0孔颖达疏云: /白贲无咎者, 处饰

之终,饰终则反质素,不劳文饰,故曰白贲无咎。守

志任真, 得其本性, 故5象6云上得志也,言居上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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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5周易6今本5贲#彖6中/ 天文也0之前无/ 刚柔交
错0四字, 唐#郭京5周易举正6云: / -天文. 上脱-刚柔交错.

一句。0今查王注孔疏5周易注疏6 , 其本当有此四字; 朱熹

5周易本义6云: / 先儒说天文上当有-刚柔交错. 四字, 理或

然也。05周易尚氏学6亦提及: / 朱子云:先儒说, 天文上当有

刚柔交错四字。0今从之补。



也。0(5周易注疏#卷四6)此爻之象、理对传统美学
思想曾产生过独特的影响。

历代5易6家及文论家论说5贲#上九6之/ 白贲

无咎0时, 多联系到5论语#八佾6中孔子之语: /绘事
后素。0近代学者程树德先生博引而详考古今注说

后论/绘事后素0之义云: /窃谓5诗6云-素以为绚

兮. 者,言五采待素而始成文也。今时画者尚如此,

先布众色毕, 后以粉勾勒之, 则众色始绚然分明。

5诗6之意即5考工记6意也。子夏疑五采何独以素

为绚, 故以为问。子以-绘事后素. 告之, 则素以为

绚之理不烦言而解矣。子夏-礼后. 之说,因布素在

众采之后而悟及者也。盖人之有仁义礼智信五性,

犹绘之有青黄赤白黑五色是也。礼居五性之一,犹

素为白采,居五色之一也。五性必待礼而后有节,

犹之五色必待素而后成文, 故曰-礼后乎. , 本非深
文奥义也。0 [ 4]

程树德先生之言甚为明白。而关于

5贲#上九6之/白贲无咎0与5论语#八佾6之/绘事后

素0相联系的问题,黄寿祺、张善文教授说:

5周礼#考工记6谓: /画绘之事, 后素

功。05论语#八佾6曰: /绘事后素。0两者或

言绘画程序, 或以/素0喻/ 礼0, 与本爻(指

5贲#上九6) /饰终反质0的意旨自有区别,

但就/素0在/文饰0中为/本真0之色这一点

看,上两说与本爻/白贲0的拟象基础又有

可通之处。故刘牧云: /绘事后素, 居上者

而能正五彩也。0( 5周易义海撮要6引)惠栋

也认为: /上者,贲之成。5考工记6云-画绘

之事,后素功。. 5论语6-绘事后素。. 郑玄注

云: -素, 白采也,后布之,为其易渍污, 是功

成于素之事也。. 0(5周易述6) [ 3] ( P191)

此说既辨其中之异, 又论其中之/通0,颇为允当。

清末学者刘熙载于5艺概#文概6中言: /白贲占

于5贲6之上爻, 乃知品居极上之文,只是本色。0又
言: /文尚华者日落, 尚实者日茂。其类在色老而

衰,智老而多矣。0刘熙载在其文艺美学论著中多援

5易6立说,这是中国古代文论发展至/尾声0阶段仍

然深受5周易6影响的代表性例证。由此上溯,可以

发现, 近二千年间许多学者相似言论之多, 实有不

胜枚举之势。限于篇幅,此仅举一例:南朝齐梁间

杰出的文论家刘勰, 其/体大而虑周0的杰作5文心
雕龙6也深受5周易6的影响, 5文心雕龙#情采篇6中

就有/衣锦 衣,恶文太章;5贲6象穷白,贵乎反本0

这样的句子,联系到5文心雕龙6中诸如/繁采寡情,

味之必厌。0( 5情采篇6) /文之英蕤, 有秀有隐。隐

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 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0,
/晦塞为深,虽奥非隐;雕削取巧, 虽美非秀0(5隐秀

篇6) , /文以辨洁为能, 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

美,不以深隐为奇0 (5议对篇6) ,,等众多类似的

言论,就可看出/饰终则反质素0的5贲6卦义理对刘

勰的深刻影响。

由5贲#上九6之象、理而引发出在文学、书画、

音乐、建筑等艺术领域中对/质素0之价值作用的认

识与推崇,构成了传统美学思想中关于创作技巧的

丰富的内容, 值得重视。

六、/文饰之道0的要义

除上述的主要由5贲#上九6而引发的/文饰0技

巧论之外,5贲6卦所直接或间接产生的关于/文饰

之道0的启示还有值得我们认识与把握者。
追溯传统文艺观发生的源头,各家观点颇有歧

别。先秦时期,道家、墨家均有否定文饰之用的倾

向, 如5老子6八十一章/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 善者

不辩,辩者不善0等语, 5庄子#天道篇6中/朴素而天

下莫能与之争美0以及该篇中关于/意0与/言0关系

的论说等,都表现出轻视乃至反对文饰(如修美文

辞)之用的倾向,因为在其思想观念中,人为文饰的

各种艺术形式, 都难以与/至道0境界相媲美, 甚至

于成为追求/至道0境界的累赘。韩非子亦承续道

家的思想,故5韩非子#解老6中称: /物之待饰而后

行者,其质不美也。0/和氏之璧, 不饰以五彩; 隋侯

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 物不足以饰之。0而
5韩非子#外储说左上6中记载了墨家人物田鸠以

/秦伯嫁女0、/买椟还珠0的故事说明/以文害用0的

道理,联系5墨子6中5非命6、5非乐6等篇所表现出

的/尚质0的文艺观,其倾向性显而易见。
[ 5]

在儒家传统的美学思想、文艺观念中, 一方面,

也强调尚/质0重/道0, 与道家、墨家之说似乎有趋

同的者, 如刘向5说苑#反质篇6记载: / 孔子卦得

5贲6, 喟然仰而叹息, 意不平。子张进, 举手而问

曰: -师闻5贲6者吉卦,而叹之乎? ! . 孔子曰:-贲, 非

正色也, 是以叹之。吾思夫质素, 白当正白,黑当正

黑。. -文质,又何也?. -吾亦闻之, 丹漆不文,白玉不

雕,宝珠不饰。何也? 质有余者,不受饰也。. 0(此

前, 5吕氏春秋#慎行论6也记载/孔子卜,得5贲60之

事, 但较5说苑6为简略, 而5孔子家语#好生第十6的

记载与5说苑6大致相同。)到汉代,仍有/至美素璞,

物莫能饰也0的说法(见桓宽5盐铁论6)。但是,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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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儒家又重视以文饰作为表现内质的重要辅

助手段。5左传#襄二十五年6记载: /仲尼曰: 5志6

有之,-言以足志,文以族言。. 不言谁知其志? 言而

无文,行之不远。05论语#子路6载孔子曰: /君子于
其言,无所苟而已矣。05易传#乾文言6更以/修辞立

其诚0为君子之所当为者。前文曾引程颐5伊川易

传6之语: /物有饰而后能亨,故曰-无本不立, 无文

不行. 。有实而加以饰,则可以亨矣。0又曰: /文饰
之道, 可增其光彩, 故能小利于进也。0本是释5贲6

卦卦辞的,恰可作为儒家传统美学思想中肯定文饰

之用, 将文与质进行协调,追求/ 文质彬彬0境界的

思想。

此外,与上述内容相关的,我们还看到: 5贲6卦

以/文饰0为象征主旨, 但5贲6卦所包含的内容,有

/天文0, 有/ 人文0; /人位0所涉及的内容, 又有礼

教、刑治、仁义、道德等诸多方面,由此推而广之,可

以说,今天我们侧重于/文艺0属性的/文饰0, 在古

代则是与哲学思想、政治制度、伦理文化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在中国古代,美学、文艺与其它的社会

文化领域但彼此间并无鸿沟天堑, 相反, 它们彼此

之间往往呈现着交融、互渗的状态。这种交融、互

渗的结果, 是使美学与文艺的社会内涵加深增厚。

例如, /文以载道0、/文以致用0的观念, 一直在传统

文艺观中延续不断, 甚至成为主流。且以唐宋/古

文八大家0为例,韩愈自谓: /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

其辞之好, 好其道焉尔。0( 5答李秀才书6) , 又云:

/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

学所以为道, 文所以为理也。0(5送陈秀才彤序6)柳

宗元云: /道假辞而明, 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

矣。0(5报崔黯秀才书6)欧阳修言: /文章不为空言
而期于有用。0(5荐布衣苏洵状6)王安石言: /文者,

礼教治政云尔。0 /所谓文者, 务为有补于世而已

矣。0(5上人书6) , ,皆明言/文以载道0、/文以致

用0者。今有论者以为, 儒家的文艺观重视以/ 教
化0论为本,考察文学作品的道德政治价值,对作品

的褒贬往往维系于作品的社会价值,故有明显的缺

陷。但笔者认为,儒家的美学思想及文艺观以其崇

高而纯正的人文主义思想,奠定了中国文学艺术关

注社会现实、提升精神境界这一鲜明特色的基础,

尽管也难免存在着某些偏颇,但其根本的思想内涵

还是积极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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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esthetic Value of Divinatory Symbols of

Bi in The Book of Changes

HUANG L-i 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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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vinatory symbols of Bi in The Book of Changes have deep and profound ancient aesthet ic value. Scholars

through the ages have done much aesthetic research on divinatory symbols in the book, which forms the ideological ele-

ment of / divinatory symbols0 in traditional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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