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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脱与回归下的人生遨游

— 庄子自由思想对中国古代文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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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庄子思想追求精神超脱
、

生命 自由
。

它审视现实社会
,

探索宇宙根源
,

其超脱思想

开了中国个性解放先河
,

促成文人个性化和文学作 品的丰富性
,

使中国文人不断反省并超越自我 ;

其
“

观于天地
、

回归 自然
”

的思想影响到古代诗歌
、

绘画及书法各方面
,

从而使中国文学艺术呈现一

种特有的自然之美
。

【关键词】 超脱 ; 回归 ; 个性解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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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代诗人加里
·

斯奈德曾说
: “

在中国诗人 之同体
。

远离尘世喧嚣
,

回归 自然
,

在中华民族浩瀚

眼中
,

大自然不是荒山野岭
,

而是人居住的地方
。

不 的文化中
,

庄子以此独特的生命形态逍遥宇间
,

以广

仅是冥思之地
,

也是种菜的地方
,

和孩子们游玩
、

与朋 阔的心灵视野展示了生命精神的 自由
、

丰富和深刻
。

友饮酒的地方
。 ”

一语道出中国人的审美自然观—
不论世道如何黑暗

、

艰险
,

他的清心寡欲
、

淡漠无为

不是大自然的奴隶
,

不是大自然的主宰
,

而是大 自然 与自由超脱
,

使他总能以高超的人格内涵消解眼前

的朋友
。

的困顿
,

以生命的遨游获得圆满
、

和谐与自由
。

毋庸置疑
, “

儒道互补
”

是中国古代一以贯之的 庄子对人生的思考不同于先秦诸子一般皆立足

文化传统
。

如果说人的个性和 自然性被儒家的功利 于
“

人性
” ,

而是发端于人生存中的
“
困境

” 。

从人生困

欲望和伦理道德所压抑
,

那么老庄之学尤其是庄子 境中超脱出来
,

是庄子人生哲学的根本
。

自由思想则使人的精神超脱
,

生命自由
。

正是天人合 首先
,

人面临死与生的自然之限
。

庄子认为
,

死

一观念
、

亲和自然界态度的深深浸润
,

中国文人才在 亡是人生第一位始终无法跨越的界限
。 “

人生天地

秉承
“

学而优则仕
,

仕而优则学
”

的儒学观念
,

极汲于 间
,

若白驹之过却
,

忽然而已… … 已化而生
,

又化而

科举功名的同时并没有彻底沦为封建统治的工具
,

生
,

生物衰之
,

人类悲之
。 ”

(《庄子
·

知北游》 )
,

在庄子

才始终坚守着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
,

张扬不羁的 自 对生命短暂的慨叹中
,

表现出一种深情的悲哀
,

蕴涵

我个性
,

从而使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形成了独具特色 着对现世生活
、

生命的积极肯定
,

与此同时
,

还有从

的美学情趣
,

遂有斯奈德作出的论断
。

这种人生根本困境中超脱出来的意向
: “

死生存亡之

概括说来
,

庄子思想的核心是其人生哲学
,

与儒 一体
。 ”

其次
,

社会之限
:
时与命

。 “

命
”

决定了人的生

家思想不同的是
,

它主要不是从社会
、

伦理的角度
,

死存亡 自然之限
,

且制范
、

预定了人的一生在社会生

而是从更加广阔的宇宙
、

自然的角度来观察人生
。

它 活中的伦理关系和贫富穷达的遭际
。 “

死生存亡
,

穷

发源于对人的精神自由—
“

逍遥
”

的追求
,

由这个 过贫富
,

贤与不 肖毁誉
、

饥渴寒暑
,

是事出有因之变
,

源头向两个方向展开
: 一是对现实社会的冷峻审视

,

命之行也
。 ”

(《庄子
·

德充符》 )同
“

命
”

一样
, “

时
”

也囿

自由就是对其煞费苦心的超脱
,

与之绝离 ; 二是对永 限人的本性发挥
,

它是一个时代包括政治
、

经济道德

恒的宇宙根源的热烈探索
,

自由就是对它的归依
,

与 各方面的全部的社会环境
。

其三
,

自我之限
:

情与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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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认为
,

精神自由 (逍遥 )的获得
,

有双重自我设置

的障碍—
哀乐之情和利害之欲

。 “

人之生也
,

与忧

惧生
”

(《庄子
·

至乐 》 )
、 “

人卒未有不兴名就利者
”

(《庄子
·

盗路》 )
,

这种情欲是人精神得以自由飞翔的

沉重负累
。

在庄子眼中
,

人生困境无时不在
,

理想人格及精

神境界须从中超脱
,

追求个人的人格独立和精神的

绝对自由
,

进人一种无任何负累和对立面的境界
。

笔

者认为
,

可将这种 自由思想概括为
:超脱与回归下的

人生遨游
。

纵观中国历史
,

不管是思想领域
,

艺术领

域还是文人志趣方面
,

都折射出这样的无所束缚
,

自

由无限的逍遥状态
。

以对人间事务的鄙弃和世俗道德的否定为主要

内涵的庄子超脱思想开了个性解放的先河
。 “

中国之

君子
,

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
。 ” “

礼义
”

是束缚人的

规矩
, “

人心
”

是人的本心
,

本性
,

对于人来说
,

仁义道

德之类恰如
“

骄拇枝指
” 。

无论人还是物
,

其得之于天

的自然本性就是它的至正之德
。

庄子对孔孟仁义道

德的批判
,

是 中国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
,

成为
“

叛逆

者
”

的主要思想武器
。

明代李蛰有一发聋振耽的观

点
: “

忠臣误国
” 、 “

节义者
,

败亡之征也
,

惟中家败亡
,

然后正直节义之士收其名声
,

以贵于后世
,

则何益

矣 ?
”

(《藏书》卷二十二 )
,

这一对名利极度的抨击
,

与

庄子之喻同出一辙
。

追求个性解放的袁宏道曾提出
:

“

夫鹦鹉不爱金笼而爱陇山者… … 异类犹知 自适
,

何

以人而栓桔于衣冠
,

眷养于禄食耶 ?
”

(《与冯秀才其

盛 》 )
,

亦由庄子
“

任其性命之情
”

发展而来
。

近代袭 自

珍愤慨指控封建专制扼杀人性
,

培育奴才
,

要求顺 自

然之性
,

更与庄子
“

待钩绳规矩而正者
”

遥相呼应
。

庄子高扬个体生命价值
,

追求人性 自由解放促

成了文人的个性化与作品的丰富性
。

当儒教高度膨

胀时
,

文学趋于僵化
,

而当集庄学之精华的道家思想

兴盛时
,

文化便呈生生不息之势
。

故而独尊儒术的汉

代只能盛行华而不实的骄文
, “

程朱理学
”

严控下的

明代遂以八股文闻世 ; 尚道的魏晋南北朝和张扬个

性解放的明中后叶则涌现精彩纷呈的文学样式
。

魏

晋南北朝可谓
“
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

”

时代
,

文人无

不个性鲜明
:

曹操清峻通脱
,

稽康直情任性
,

阮籍放

诞不羁
,

乃至石崇根性恶劣… … 人性解放又带来文

学的创造性
: 曹王开文学专论先河

,

沈约创永明体

诗
,

各种小说
、

文学批评层出不穷
。

明中叶以后
,

从
“

眼空千古
,

独立一时
”

的徐渭到
“

独抒性灵
,

不拘格

套
”

的袁宏道
,

从汤显祖到大倡市民道德的冯梦龙
,

都重视个体 的感性生命
,

在新的文学样式尤其是戏

曲
、

小说等方面展开新的创造
,

明清文学由此产生了

杜丽娘
、

贾宝玉等反礼教求个性自由的不朽形象
。

凡

此种种都是与庄子的否定性
、

创造性
、

自然性思想一

脉相承的
。

庄子超脱思想在开人性解放先河的同时还使中

国文人形成了
“

清高
”

的操守
,

在历尽名利沉浮后能

不断反省与超越
,

道出
“

非淡泊无以明志
,

非宁静无

以致远
” 。

庄子认为人类发展最高的
、

最后的问题
,

应

从人最初的
、

开始的状态中找出回答
,

返求本然
,

最

高精神境界是从世俗观念中超脱
: “

至贵
”

需摈弃权

位 ; “

至富
”

乃是一贫如洗 ; “

至愿
”

是忘却一切名誉
。

从一些文人身上可窥其痕迹
: 陶渊明早年

“

猛志逸四

海
” ,

有大济苍生之宏愿
,

后来
“

觉今是而昨非
” , “

不

戚戚于贫贱
,

不汲汲于富贵
”

(《五柳先生传 》 )
,

正是

庄子式的人格精神
,

使他毅然弃掷权势名利
,

忍受贫

穷艰辛
,

从平庸官吏升格为文化巨人
。

李白傲视权

贵
,

个性奔放不羁
,

追求自由
,

正是这种骨子里的道

家超脱
、

淡泊意识
,

使他最终走出为帝王歌功颂德
,

以《清平调 》取悦杨贵妃的
“

人生困境
” ,

高歌
“

安能摧

眉折腰事权贵
,

使我不得开心颜
”

(《梦游天姥吟留

别》 )
。

至于苏轼
,

疏狂不羁
,

通脱豁达
,

潇洒飘逸
,

其

真正的不朽杰作
,

更是在被贬黄州
,

逸出权力中心

后
,

他否定 以前的人和文
,

在
“

竹杖芒鞋轻胜马
,

谁

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

(《定风波
·

莫听穿林打叶声》 )

的旷达中完成了自我反省和超越
。

超脱世俗所缚之后
,

人又何往呢 ?这就是自由式

必不可少的第二种形式—
回归

,

它与超脱相依相

存
,

影响着文学艺术
。

庄子云
: “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 圣人者
,

原天

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
,

是故至人无为
,

大圣不作观于

天地之谓也
。 ” “

观于天地
”

可获得审美解悟
,

能进入

与 自然之道融合一体的精神绝对 自由的审美境界
,

所以大自然是精神故土
: “

大林丘出之善于人
,

亦神

者不胜
。 ”

(《庄子
·

外物 》 )
“

山林与
,

皋壤与
,

使我欣欣

然而乐焉 !
”

(《庄子
·

知北游》 )
。

观于天地
,

回归 自然的思想鲜明体现在文人的

隐逸思想及山水田园之趣当中
。

陶渊明
“

久在樊笼

里
,

复得返 自然
” ,

亲事农耕
“

晨兴理莞秽
,

带月荷锄

归
” ,

悟出了归途之乐
、

安居之乐
、

田园之乐与得道之

乐
,

在他的田园诗中尽抒返朴归真的欣悦 ;谢灵运寄

情山水
,

发为吟咏
,

开山水文学源头 ; 宋代林和靖以
“

梅妻鹤子
”

的隐居生涯为趣… … 诗人们还借山水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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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精神
,

净化心灵
,

把 自然本身的纯净
、

清幽
、

空阔和

蓬勃的生命力同纯真的人性
、

高雅的人品融合为一
:

“

故欲治其诗
,

先治其心
。

心最难于不俗
,

无已
,

则于

山水间求之
。 ”

(昊雷发《说诗营蒯》 )在直面大 自然的

凝思中
,

诗人又多升发到一种超人超世宇宙的精神

境界
,

使诗歌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 “

惧怀逸兴壮思飞
,

欲上青天揽明月
”

(李白 《陪侍御叔华登楼歌》 )
、 “

黄

河落天走东海
,

万里写人胸怀间
”

(李 白《裴十四 》 )
、

“

抬眸回顾乾坤阔
,

日月星辰任我攀
”

(苏轼 《无题》 )
。

与此同时
,

自然总是作为一种与人相依相知的活跃

的生命体
,

被赋予了浓重的人情味而充分地人格化
、

理想化
: “

感时花溅泪
,

恨别鸟惊心
” 、 “

泪眼向花花不

语
,

乱红飞过秋千去
” 、 “

可堪孤馆闭春寒
,

杜鹃声里

斜阳暮
”

(杜鹃表示别离 )
。

在绘画
、

书法领域也深受
“

观于天地
”

思想的影

响
,

极力表现 自然之美
。

中国山水画以
“

造化
”

为师
,

上乘之作无不
“

画中人诗
”

(苏轼评王维
:

味摩洁之

诗
,

诗中有画 ; 观摩洁之画
,

画中有诗 )
。

空间的变化

表现出时间的流动性
,

这正是宇宙无限
、

生机永恒的

奥秘所在
。

中国书法强调
“

书肇于自然
” , “

为书之体
,

须人其形… … 若水火
,

若云雾
,

若 日月
,

纵横有可象

者
,

方可谓之书也
”

(蔡琶《笔论 》 )
,

断定大书法家成

功的秘诀在于
“

观于物
,

见山水崖谷
、

鸟兽虫鱼
、

草木

之花实… …可喜可愕
,

一寓于书
”

(韩愈 )
。

总之
,

庄子的思想
,

庄子的语言
,

庄子超脱与回

归下的生命遨游生机盎然地生长在魏晋
、

唐宋乃至

今 日众生的生活和文化之中
,

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文

人士子
,

影响着源远流长和中华文化的历史发展
。

从

魏晋之风到东坡词的豪放洒脱
,

从陶渊明的返朴归

真
、

隐逸人生到李白的张扬不羁
,

从古代文学艺术中

的浪漫主义到自然之美
,

无不散发着庄子思想的瑰

丽色彩
。

正是庄子超脱现实
,

回归 自然的人生遨游追

求使得文人个性和文学艺术都得以解放
,

散发着精

神 自由的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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