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庄子的理想人格及其文化意义

陈　默 , 金艳滨

(哈尔滨师范大学 , 哈尔滨 　150080) )

[摘 　要 ] 庄子的理想人格是“能体纯素”的“真人”。其主要内涵可归结为超群绝伦的神异气质 ; 不

随物迁而游乎尘外 ; 超越生死的真情天性。这种真人理想人格的追求与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核心是一致的 ,

其对后代文化与文学中“真人”形象的人格建构影响深远。从当代文化的层面观照 , 庄子的理想人格在一

定意义上可以陶冶人的精神情操 , 丰富人的心灵世界 , 提升人的人格境界 , 因而在当今的文化人格建构上

仍然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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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deal Personality Advocated by Zhuangzi and Its Cultural Signif 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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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ideal personality advocated by Zhuangzi is that of a“real man”—the surpassing integrity of pure temperament and ele2

vated spiritual delight untouched by the outside distractions —which is far beyond the usual concept of life and death of this world. This ideal

derives from Daoism , which emphasizes the perfect harmony of man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which he lives , and it exert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ideal personality of the“real man”advocated by the other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on Zhuangzi’s ideal personality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helps mould the temperament , elevate the mind and enrich the sou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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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山海经》述东、南、西、北四方神时 , 均有“乘两龙”的描写 ; 《海外北经》称“钟山之神”是“不饮、不食、不息”。《九

歌》中亦有“驾两龙兮骖螭” (《东君》) ,“驾飞龙兮北征” (《湘君》) ,“高飞兮安翔 , 乘清气兮御阴阳” (《大司命》) 等描述。

　　马克思曾把“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

真正解决”称之为“历史之谜”[1 ] (p. 73) 。春秋战国时期的

各派思想家 , 在思维大发展的时代 , 以其早熟的思想从

不同角度探讨如何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问

题 , 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 求索人生道路的各种模式。

儒与道二家各执一个方面深入下去而达于极致 , 入与出 ,

仕与隐 , 自然与人为 , 客观与主观等皆是二者深感困惑

并用意探讨的永恒主题。

“文化的最终成果是人格” (荣格语) 。在中国文化史

上 , 理想人格的建构是各家各派颇为关注的重要问题之

一。先秦各家学派皆欲树立其理想人格 , 探讨达到理想

人格的途径。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为“博施于民而能济

众” (《论语·雍也》) 的“圣人”, 墨家推崇的是“形劳天

下”的“大圣”[2 ] (《庄子·天下》)
, 道家人格的最高理想是“能

体纯素”的“真人”[2 ] (《庄子·刻意》) 。其中以儒家和道家的理

想人格模式影响最为深远。本文以《庄子》为文本依据 ,

着重探讨庄子所弘扬的理想人格的内涵及其文化意义。

一

作为一种理想人格 , 庄子树立的“真人”形象 , 具

有超群绝伦的神异气质 , 闪耀着一种令人倾倒的淖约飘

逸之美。在庄子笔下 , 他们或是“肌肤若冰雪 , 淖约若

处子 , 不食五谷 , 吸风饮露”[2 ] (《庄子·逍遥游》)
; 或是“大泽

焚而不能热 , 河汉洹而不能寒 , 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

能 惊 ”[2 ] (《庄子·齐物论》) ; 或 是 “ 乘 云 气 , 骑 日

月”[2 ] (《庄子·齐物论》)
; 或 是 “ 入 木 不 濡 , 入 水 不

热”[2 ] (《庄子·大宗师》) 。这些特征使庄子建构的理想人格达到

了超凡出尘的精神境界。其文化渊源有浪漫多姿的楚文

化的浸润 , 有楚地巫风盛行、神话丰富的影响。若将

《庄子》中这些神异描写与《山海经》、《九歌》等神话内

容相较 , 便可见出其同源相似性①。而这些神话内容却

被庄子赋予了新的意蕴 , 充实进了理性的内容 , 借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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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既不脱离人世生活而又高度净化了的审美趣味 , 强

调人的个性与身心的自由 , 强调遵循自然规律 , 提倡自

然美 , 认为保持人纯真的天性与自由的生命价值 , 要远

大于功名利禄等社会价值 , 把人类提到了与天地、万物

“并生”、“为一”[2 ] (《庄子·齐物论》) 的地位。这些思想成为冲破

儒家道德伦理束缚的有力武器 , 成为一种反叛的批判力

量。此后 , 历代士人皆面临着人生的困惑 , 面临着从儒、

道人生哲学及人生范式中做出自己的选择。

庄子哲学基本上是某种人格 ———心灵哲学 , 是一种

审美式的人生态度与人生境界 , 它即是世间的又超世间 ,

既超感性又不离感情。它达到的制高点是乐观积极并不

神秘而与大自然相合一的愉快。庄子以自然为美 , 亦即

以个体人格的自由的实现为美 , 这是庄子美学的实质与

核心 , 是他经历了深刻精神危机后寻到的心灵解脱出路。

从当代文化意义上说 , 这种人格的提升与心灵的解脱 ,

其本质上是对自由的体验 , 是庄子较早开辟出来的人类

精神生活走向恬静、走向自然的人生归宿的一条路。它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陶冶、培育和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和心

灵境界 , 教人们超越种种庸俗无聊的现实计较与生活束

缚 , 从回归自然中获得生活的力量和生命的意趣 , 它可

以替代宗教来抚慰心灵的创伤 , 因而其有着久远的积极

意义。

庄子的绝对自由思想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 , 按卢

梭的观点 , 这是一种“天然的自由”。作为社会中的人 ,

必定要接受某种社会契约 , 获得“约定的自由”[4 ] (p. 23) 。

但庄子毕竟发现了现实中的人生困境并提出了一种解脱

方法 , 这是人的一种自我精神觉醒 , 是自由观念的觉醒。

恩格斯曾指出 :“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 , 都是迈向自由的

一步。”[5 ] (p. 154) 庄子的自由理想是人迈向自由的一步 , 因

而应视为中国文化中的进步现象 , 是人类迈向自由的又

一大步 , 又一个新台阶。庄子对理想人格的建构和对人

类精神自由的描述 , 是人类自由思想史的第一章 , 也是

人类追求自由漫长历程中闪耀着璀璨光彩的里程碑。

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源流上看 , 庄子笔下的“真

人”理想人格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 正如严复

所说 ,《庄子》说理“语语打破后壁 , 往往至今不能出其

范围”[6 ] 。服膺庄子的魏晋名士所企望达到的“无思无

虑 , 其乐陶陶” (刘伶 : 《酒德颂》) 的境界 , 阮籍笔下

“超世而绝群 , 遗俗而独往” (《大人先生传》) 的大人先

生形象 , 陶渊明塑造的“不慕荣利”、“忘怀得失” (《五

柳先生传》) 的五柳先生形象 , 皆有庄子理想中的“真

人”的影子。特别是全面继承和表现庄学的嵇康、阮籍 ,

他们对庄子所描述的理想人格十分钦慕、向往 , 将其视

为人格的最高标准 , 企图树立一种富有情感而独立自足 ,

绝对自由和无限超越的人格本体 , 达到一种“遗物弃累 ,

逍遥太和” (嵇康 : 《答二郭》) 的精神境界。到了明中

叶 , 庄子的这种追求人的自由的思想同个性解放的思想

结合起来 , 又产生了新的活力。李贽袭用了庄子的“真

人”概念 , 将其带有个性解放思想的“童心说”注入

“真人”的心灵世界中 , 猛烈抨击了以道学塞满内心的

“假人”, 认为有“绝假纯真 , 最初一念之本心”的“童

心”者 , 方为“真人”, “若失却童心 , 便失却真心 ; 失

却真心 , 便失却真人”。 (《焚书》卷 3《童心说》) 李贽

强调顺乎自然之本心 , 即他所谓的“童心”或“真心”,

反对为外在的教条所胁迫 , 为“伦物”所困扰 , 要超越

于“伦物”之上 , 达到“万物与我为一体”的“真空”

境界。有了这种境界 , 人就可以“自得”, 可以自由。李

贽的这种带有叛逆色彩的自由思想 , 就是庄子追求人的

自由的思想同个性解放的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随着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 对庄子理想人格文化意义

的认识和阐释 , 也应该不断的深化和丰富 , 这在一定意

义上可以陶冶当代人的精神情操 , 净化当代人的心灵世

界 , 提升当代人的人格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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