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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家思想与后世文学审美观
$

%汪筱兰#!苏州科技学院 环保系"江苏 苏州!"#$""#

摘#要!以老庄为宗的道家思想提出!道"是万物之源#对道的认识在于!观道"和!体道"$其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个重 大

贡献就是在理论上提出了心灵体验这种人与世界的精神联系#从而确立了人对待世界的审美方式$在道家崇尚自然的思

想影响下#文学理论提倡!自然平淡"#并将 !自然"或!素朴"视为审美标准之一$
关键词!道%心灵体验%自然%文学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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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思想以 老 子!庄 子 为 宗"形 成 了 一 个 庞 大 的 思 想

体系"其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的发展曾起到 一

定的影响#

##一$%道&是万物之源

$道%是什么& 老子说’$道"可 道"非 常 道#%()道 德 经*
第一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 立 而 不 改"周

行而 不 怠"可 以 为 天 地 母#吾 不 知 其 名"故 强 字 之 曰

,道-#%()道 德 经*第 二 十 五 章+$,道-之 为 物"惟 恍 惟 惚#
惚兮恍兮"其中 有 象.恍 兮 惚 兮"其 中 有 物#窈 兮 冥 兮"其

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道德经*第二 十 一 章+#庄

子说’$夫,道-"有 情 有 信"无 为 无 形"可 传 而 不 可 受"可 得

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 自 固#%()大 宗 师*+
在老庄看来"道是宇宙的本体"万有的根源"是一个 彼 此 有

机联系的大生命 体"创 造 出 无 穷 无 尽 的 万 事 万 物"使 之 彼

此相生!相克!相 化"它 超 越 万 物"却 又 内 在 于 万 物#不 同

事物的不同本质!不同本性"都是$得%自于$道%"是 道 的 一

部分"或者说是$道%之存在的个别形态#我们要按 照 事 物

的本来样子去 看 待 事 物"就 是 老 子 所 说 的’$以 身 观 身"以

家观家"以乡观乡"以 邦 观 邦"以 天 下 观 天 下#%()道 德 经*
第五十四章+顺应万物之自然"遵从事物发展的必然 趋 势"
反对人为的干扰!征服和破坏#为什么要这 样 做 呢& 庄 子

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 非 也.道 不 可 言"
言而非也#%()庄子/知北游*+也就是说"$道%是存在于人

的各种感官和语言的世界之外的"它不可言说"不 可 分 析"
无法用一般的方法去认识#那么"人怎样才能从具 体 的 物

去认识抽象的 $道%"又从抽象的 $道%来反观普世的物呢&

##二$%观&道$%体&道的审美方式概括了

认识活动中的一种特殊思维现象

##老子有$观%道 说#$致 虚 静"守 静 笃"万 物 并 作"吾 以

观其复#%()道德经*第十六章+$观%即是体会#首先"要保

持$虚%和$静%到 极 致"这 样 才 能 心 志 专 一"排 除 外 部 世 界

的色彩!音声!形象!气 味 的 干 扰"使 心 灵 呈 现 清 明 澄 澈 的

境况"达到与$道%沟通的理想精神境界#其 次"与 道 为 一#
老子说’$夫物芸 芸"各 复 归 其 根"归 根 曰 静"静 曰 复 命"复

命曰常#%()道德 经*第 十 六 章+万 物 纷 纷 芸 芸"千 态 万 状"
最后都要 复 归 到 静 根"这 是 不 可 言 说 的$道%"即$常 道%#
在美学上则构成人所追求的善与美的最高境界"一般的 直

观根本无法 认 识"必 须 令 身 心 融 汇 其 中"用 心 灵 去 感 受#
第三"由 无 观 有#老 子 说’$视 之 不 见"听 之 不 闻"搏 之 不

得#%()道德经*第 十 四 章+道 无 名 无 形"超 越 感 觉!超 越 时

空"产生万 物 又 化 入 万 物#观 的 目 的 就 在 于 由 无 形 到 有

形"由虚到实"由小到大"由象到道#$观%道是 一 种 高 超 的

感悟或体悟"不靠目"主要靠心#
庄子有$体%道 说#)知 北 游*写 道’$知%问 无 为 谓 曰’

$何思何虑则 知 道& 何 处 何 服 则 安 道& 何 从 何 道 而 得 道&
三问无为 谓 不 答 也.非 不 答"不 知 答 也#知 不 得 问"又 问

/"/

$ 收稿日期!!$$#F$HF$I##修订日期!!$$#F$EF$H
作者简介!汪筱兰’"E#HF(#女#湖北黄陂人#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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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屈%"狂屈曰’$予 知 之"将 语 若#中 欲 言"而 忘 其 所 言#
知不得问"反于帝宫"见黄帝而问焉#黄帝曰’无 思 无 虑 始

知道"无处无服始 安 道"无 从 无 道 始 得 道#%这 段 寓 言 的 意

思是’$道%是不能认识的"不能从外面获得的"它不 需 要 外

在知识"只是一 种 内 在 体 验#庄 子 说’$不 知 深 矣"知 之 浅

矣"弗知内矣"知之外矣00如形形之不 形 乎"道 不 当 名#%
()知北游*+以知 为 外"以 不 知 为 内"说 明 知 识 和 体 验 是 不

同的#为什么知比不知浅呢& 因为认识的主 体 有 差 异"认

知过程有主观 性"还 有 时 间 的 限 制#在 庄 子 看 来"天 地 横

亘"万物流转"人的生命和认识有限"$有涯%得来的 知 识 有

限"而文明社会的 习 惯 还 造 成 人 们 一 种 虚 伪 的 经 验 方 式#
另外"人经常为生存的环境所蔽"为知见所囿"认识 因 视 界

广狭!生命久暂 的 限 制"对 客 观 的 认 识 有 相 对 性"例 如)秋

水*中的井蛙!夏 虫 和 曲 士#庄 子 说’$夫 道"有 情 有 信"无

为无形.可传而 不 可 受"可 得 而 不 可 见#%()大 宗 师*+就 是

说道可以心传而 不 可 口 授"可 以 意 得 而 不 可 以 目 视"它 不

是现实中的具体 事 物"任 何 感 官 都 无 法 知 觉 它"惟 有 用 心

灵去体悟#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内在体验 是 纯 直

觉的#在这样的体验中"人达到了$天地与我并 生!万 物 与

我为一%的最高境界#这时"内外之别!物我之分 统 统 消 失

了"真正与大道合而为一了#
老子的$观%道!庄子的$体%道"实际上都 是 心 灵 体 验"

而心灵体验正是审美的方式#在体验中"人和物并 不 是 对

立的双方"而是相 融 的!互 为 关 联 的 整 体.在 体 验 中"人 不

再游离物外"对物品头论足"而是进入其中"亲身感 受 它 的

喜怒哀乐.在体验 中"人 带 着 感 性 的 心 灵"与 物 进 行 沟 通!
对话!交流#体验改 变 了 人 与 世 界 的 关 系"在 人 面 前 展 现

了一个新的世 界#在 这 个 世 界 里"物 不 再 与 人 格 格 不 入"
她们成了人的生命和心灵的载体"而人的生命和心灵也 因

此在这个世界里获得了高度的自由!愉悦和快乐#心 灵 的

解放"精神的 自 由"使 人 产 生 一 种 神 妙 感 和 豁 然 开 朗 感#
这个体验中的世界就是审美境界"这种心灵体验的方式 就

是审美#道家思想 对 中 国 传 统 文 学 的 一 个 重 大 贡 献 就 是

在理论上发现了心灵体验这种人与世界的精神联系"从 而

确立了人对待世界的审美方式#
在中国古 人 看 来"审 美 就 是 体 验"惟 体 验 才 是 审 美#

中国美学中 有 关 审 美 心 理 活 动 的 概 念"有 些 直 接 来 自 道

家"如$玄鉴%!$虚境%!$神遇%.有些是从道家 思 想 化 来 的"
如$神思%!$品 味%!$体 会%!$妙 悟%等#道 家 的 这 种 认 识

论"超越了对一般 事 物 的 感 性 认 识"也 不 能 用 逻 辑 推 理 来

论证"但确实从理论上概括了人在认识活动中发生的一 种

特殊思维现象#因此"有些文学理论家便把道家所 揭 示 的

认识规律"直接当 作 人 审 美 活 动 的 规 律"提 出 了 一 种 超 感

官!超言象的审美认识论#一般说来"声!色!形!象 是 构 成

美的要素"在审美活动中"人们总是先以感官去感 受!体 验

具体的声!色!形!象"进 而 深 入 地 把 握 事 物 美 的 本 质#但

道家认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人对外物的审美 不 是 凭

借感官所能把握的"而是以纯真的天性与之契合"只有$素

处以默%"才能$妙机其微%.只有$超以象外%"才能$得 其 环

中%#(司 空 图)二 十 四 诗 品*+这 是 一 种 生 命 的 体 验 与 关

照#所谓$妙用无体"心也#%(皎然)诗议*+不 过"这 种 审 美

认识论"并非绝对 排 斥 以 具 体 感 性 的 物 象 为 基 础"也 不 否

认声!色!形!象诸多 因 素 构 成 的 形 式 之 美 的 审 美 价 值"而

是极力反对人们 在 审 美 活 动 中 只 注 意 它 所 表 现 的 物 象 或

物形本身"论审美 经 验 只 重 视 感 官 经 验"把 追 求 形 式 之 美

当作审美活动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目标#用这种 理 论 指

导诗歌创作"可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二 十 四

诗品*+依 这 种 理 论 鉴 赏 作 品"须 得$言 外 之 意%"$象 外 之

象%"$味外 之 旨%#(司 空 图)与 极 浦 谈 诗 书*+话 说 得 虽 然

使人觉得高深莫测"但却高度抽象地揭示了人的审美活 动

的本质规律#

##三$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古

代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

##在道家看来"道是生育天地万物的母体"即$可以 为 天

地,母-%#()道德 经*第 二 十 五 章+$万 物 恃 之 而 生 不 减#%

()道德经*第 三 十 四 章+万 物 皆 出 于 道"美 自 然 也 出 于 道"

并从属于道"因 而 美 的 性 质 决 定 于 道 的 性 质#那 么"道 的

性质是什么呢&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 法 道"道 法 自

然#%()道德经*第 二 十 五 章+老 子 说 的$自 然%即 是 自 然 而

然"非使之 然"天!地!人 要 以 自 然 为 法"道 也 要 以 自 然 为

法"道之法就是 自 然"就 在 于 自 然#庄 子 以 自 然 的 东 西 或

自然所给予的 东 西 为 天"以 天 为$天 然%即 自 然 而 然"非 人

力所能为#在)天 运*中 他 对 天 道 发 出 种 种 追 问"如$天 其

运乎& 地其处乎&%$云 者 为 雨 乎& 雨 者 为 云 乎%#又 以 怀

疑的语气 提 问’$孰 主 张 是"孰 维 纲 是"孰 居 无 事 推 而 行

是&%他认为在天地 日 月 风 云 之 上"别 无 主 宰 者"操 纵 和 安

排其变化"一切运 动 和 不 变 化 皆 是 自 然 而 然"从 而 也 揭 示

了道法自然的宗旨#道如此"美亦如此#

老庄很少直接谈及文学艺术"但从下面的论述 中 可 以

窥见他们的文 学 美 学 观 点#老 子 提 倡$见 素 抱 扑"少 私 寡

欲%"指出’$五 色 令 人 目 盲.五 音 令 人 耳 聋.五 味 令 人 口

爽#%()道德经*第 十 二 章+$大 音 希 声!大 象 无 形#%()道 德

经*第四十一章+$大巧若拙"大辩若衲#%()道德经*第 四 十

五章+$信 言 不 美"美 言 不 信%#()道 德 经*第 八 十 一 章+他

追求那种恬淡!素 朴 的 自 然 之 美"反 对 唯 美 主 义 和 形 式 主

义"反对矫揉造 作#庄 子 继 承 发 展 了 老 子 的 思 想"提 倡 自

然不造 作"朴 素 不 华 饰#他 说’$明 白 入 素"无 为 素 朴#%

()天地*+$纯 素 之 道"唯 神 是 守.00能 体 纯 素"谓 之 真

人#%()刻意*+$静 而 圣"动 而 王"无 为 也 寞 而 尊"朴 素 而 天

下能与之争美#%()天 道*+都 突 出 地 论 述 了$素 朴 的 美%是

众美之所归#
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让人们领悟到’事物的自 然 本 性

是天然的"是美的"即美是自然的#在这一思 想 的 影 响 下"

文学理论提倡$自然平淡%"出现了崇尚自然!含蓄!质 朴 的

审美现象"确立了$自然%或$素朴%这样一个审美 范 畴#此

后"这样的美就成了中国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审美的自 觉

追求#

汉高祖之孙淮 南 王 刘 安 的 幕 客 编 篡 的)淮 南 子*以 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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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天道为中心"认 为 五 声!五 色 产 生 于 无 声!无 色"最 高 的

美和美感就 是 无"人 们 应 该 慷 慨 遗 物"$听 于 无 声%"$视 于

无形%#汉朝王充的学说吸收了道家的思想"其)论 衡/自

然*自谓$依道家论之%"$是 故)论 衡*之 造 也"起 众 书 并 失

实"虚妄之言胜 其 美 也#%()对 作 篇*+北 朝 刘 勰 在)文 心 雕

龙*中标榜$自然为宗%"认 为 包 括 文 艺 在 内 的$文%是$道%
的体现"他在)原道*中首先提出了$自然之道%"主张 $心生

而言立"言立而文 明"自 然 之 道 也#%南 北 朝 锺 嵘 提 倡 以 自

然风物为诗情!文思的本原之一#$若乃春风春 鸟!秋 月 秋

蝉!夏云暑雨!冬 月 祁 寒#斯 四 侯 之 感 诸 诗 者 也00凡 斯

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 何 以 骋 其 情#%
()诗品/序*+他反复重申$自然英旨%"认为作品中 的 感 情

应出于自然"不 可 雕 琢 失 本#唐 代 诗 仙 李 白 重$清 真%"追

求$气韵天 成"真 实 自 然%"$一 挥 成 斧 斤%"提 倡$清 水 出 芙

蓉"天然去雕饰%的 诗 风()经 离 乱 后 天 恩 留 夜 郎 忆 旧 游 抒

怀*+"反对$雕虫丧天真%()古风*其三十五+#皎 然 更 是 推

崇自然"认为这 是 诗 的 最 高 艺 术 标 准#他 反 对 刻 意 模 仿!
追求雕琢!矫揉造作之风#他评谢灵运$真于性 情"尚 于 作

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 然%#()文 章 宗 旨*+晚 唐 司 空 图 的

)诗品/二十 四 则*是 四 言 诗 体 写 成 的 诗 歌 风 格 论#在 他

看来"人只有顺应 自 然"才 能 葆 其 本 性.只 有 葆 其 本 性"才

能认识美的事物!表现美的境界#所谓$素处以 默"妙 机 其

微%.()冲 淡*+$虚 伫 神 素"脱 然 畦 封%.()高 古*+$体 素 储

洁"乘月返真%.()洗练*+$情性所 至"妙 不 自 寻#%()实 境*+
北宋程颐主张 自 然!含 蓄"要 求 文 章 应 如$化 工 生 物"且 如

生出一支花#或有 剪 裁 为 之 者"或 有 绘 画 为 之 者"看 时 虽

似相类"然终不 若 化 工 所 生"自 有 一 股 生 意#%()二 程 遗 书

/卷十八*+他把 诗 文 的 自 然 之 美 与 雕 琢 之 美 同 天 然 之 花

与人工之花相比"生 动 有 力 地 说 明 了 自 然 之 美 的 可 贵"实

在是一个 好 比 喻#北 宋 苏 轼 强 调 为 文 自 然"反 对 刻 镂 组

绣#写诗做到了$了 然 于 手%"$莫 之 求 而 自 然%.论 诗 推 崇

$天成%!$自 得%!$超 然%"对$发 纤 秾 于 简 古"寄 至 味 于 淡

泊%()书黄子思诗集后*+的风格表示了由衷的 赞 赏#明 代

李贽极力推崇自然之美"并对自然之美发表了自己创造 性

的见解’$)拜月*!)西 厢*"化 工 也.)琵 琶*"画 工 也#%()杂

说*+$化工%就 是 自 然"而$画 工%则 为 人 工#李 贽 对$天 之

所生"地之所长%的自然之美情有独钟"原因就在于它 的 绝

无行迹!法度可求#明代徐渭强调提倡$本色%!$自 然%"这

些理论集中 在 他)南 词 叙 录*中#他 极 力 维 护 南 戏 那 种 来

自民间文学的通俗自然!真切反映生活本来面目的艺术 特

色#他还写过这样一副榜联’遂缘设法"自有 大 地 众 生.作

戏逢场"原 属 人 生 本 色#面 向$大 地 众 生%"反 映$人 生 本

色%是徐渭$本 色 论%的 精 髓"是 他 全 部 戏 曲 理 论 的 最 高 概

括#明代汤显祖主张文学创 作 以$情%为 主"他 说 $人 生 而

有情%#()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可见$情%在 这 里 是 人

的自然 本 性"$情%的 表 现"应 该 无 拘 无 束!$成 乎 自 然%#
()张元长嘘之 轩 文 字 序*+在)牡 丹 亭*中 他 更 是 借 杜 丽 娘

之口唱出$一 生 儿 爱 好 是 天 然%#明 袁 宏 道 喊 出$独 抒 性

灵"不拘格套%()序 小 修 记*+的 著 名 口 号"就 是 话 语$从 自

己胸臆中流出%"$本色独造%"而不事$粉饰蹈袭%#他 提 倡

$风高响作"月动影随%的创作境界"认为这时写出 来 的 文"
$纯属出之自然"既是天下至质"却又是天下 之 至 文#%()行

素园纯稿引*+清代龚自珍提出了$完%"完就是指事物 的 自

然本性完好无 损 的 保 存"自 由 自 在 地 发 展#他 在)书 汤 海

秋诗集序*中说"历来大诗人$皆诗与人为一"人外 无 诗"诗

外无人"其面目也 完#%所 谓$面 目 也 完%其 实 是 指 心 灵!性

情之$完%#在)病 梅 馆 记*中"龚 自 珍 对 戕 害 梅 的 本 性"改

造梅的自然形态的现象给予了谴责#在他看来"美 根 本 不

在于曲或直"疏或 密"欹 或 正"而 只 在 于 事 物 的 自 然 生 命!
自然本性#只 有 任 其 自 然"让 事 物 的 内 在 生 命 获 得 自 由

的!充分的!蓬蓬勃勃的展现"才有真正的美#这 些 都 是 明

显地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家的审美 观#
即使一些论诗恪 守 儒 家 观 点 的 人"如 宋 朝 的 张 戒"也 肯 定

了$自然%!$天 成%#他 在()岁 寒 堂 诗 话*+中 赞 赏$古 诗!
苏!李!曹!刘!陶!阮"本 不 期 于 咏 物"而 咏 物 之 工"卓 然 天

成#%明代的王士 贞 主 张 艺 术 应 该 冲 淡!清 远!含 蓄#他 在

)艺苑卮言*里 评 陶 渊 明 的 诗$清 悠 淡 永"有 自 然 风 味#%清

代刘熙载 说’$极 炼 如 不 炼"出 色 而 本 色"人 籁 悉 归 天 籁

矣#%()艺概/词 曲 概*+而 深 受 佛 家 思 想 濡 染 的 南 宋 人 严

羽"在)沧浪诗 话*中 也 盛 赞 汉 魏!唐 诗 的 高 妙 处 在 于 其 艺

术上的天然本色!不加修饰"所谓’$须是 本 色"须 是 当 行#%
()诗法*+$韩退 之)琴 操*极 高 古"正 是 本 色#%()诗 评*+即

便近代的王国维"虽 然 完 全 接 受 了 叔 本 华!康 德 的 美 学 理

论"也依然认为$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元 曲 之 佳

处"$一言以蔽 之"曰 自 然 而 已 矣%#()宋 元 戏 曲 史*+可 以

说"中国古代一切有见识!较重要的理论家和艺术 家"无 不

以出自自 然"如 化 工 生 物 者 为 至 美#这 样 创 作 出 来 的 作

品"不会有任何 人 工 智 巧 的 痕 迹"完 全 神 化 自 然"犹 如$天

籁%一般"只 觉 无 限 生 意 沛 然 溢 出"又 有 无 限 情 思 依 稀 缭

绕#如此"岂非$大巧若拙%"$至味%!$无味%!$淡 然 无 极 而

众美从之%&
综上所述"道家 思 想 对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发 展!审 美 领

域的开辟!中国美学思想体系的建立起了重要作 用#道 家

文化是中华民族 在 漫 长 的 历 史 发 展 过 程 中 创 造 的 宝 贵 财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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