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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圆满

”

王元元
(新疆师范大学 文学院

,

新疆 乌鲁木齐 8 3 0 0 5 4 )

【摘 要 ]
“

圆满
”

一词本 系佛教用语
,

它来源于佛教的
“

大 圆满法
” ,

最早提出这一范畴的是 17 世纪格鲁派的藏族文学家

兼佛教大师— 五世达赖喇嘛阿 旺
·

罗桑嘉措
。

然而
,

纵观中国古代文论
,

虽没有明确提出
“

圆满
”

这一范畴
,

可是以
“

圆
”

论艺

和对
“

圆
”

美的追求始终贯穿历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
,

从诗词到戏 曲
、

小说无一不涉及
。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受佛教义

理影响外
,

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意向和民族心理也有一定的关 系
。

【关键词」圆满 ;佛教义理 ; 审美意向 ; 民族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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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圆满

”
的来源 成了藏族诗论中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

,

影响着藏族
“

圆满
”

一词系佛教术语
, “

十三界三千之诸法
,

文学
、

及各民族文学的创作
。

倏然具足
,

谓为圆满
” 。

东汉末年佛教传人我 国
,

公 二
、

中国古代文艺中对
“
圆满

”
范畴的涉及

元 7 世纪佛教正式传人西藏
,

经过 2 00 多年佛苯两 其实
,

纵观中国古代文艺
,

虽没有明确提出
“

圆

教的相互排斥和融合
,

藏传佛教逐渐成为全民性的 满
”

这个概念
,

但是
,

对
“

圆满
”

的追求和以
“

圆
”

论艺

宗教
。

宗教对藏族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
、

思想各方面 传统
,

始终贯穿历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
。

从书

都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

那么
,

藏民族的诗论也不可 法
、

绘画和音乐理论批评
,

到诗词理论批评
,

到元代

避免的受到了宗教的影响
。

佛教中的
“

圆满
”

观念 戏剧的圆满之躯
,

再到后来小说所追求的大团圆
,

就影响到了文学
,

成了藏民族诗论中的一个重要范 无一不涉及
“

圆满
”

这个范畴
。

畴
。

我 国以
“

圆
”

论艺的传统
,

可 以上溯至先秦时
“

圆满
” ,

来源于佛教中的
“

大圆满法
”

最早是由 期
,

《易经
·

系辞上 》有
“

着之德
,

圆而神
” ,

王弼注 曰
:

藏族文学家五世达赖喇嘛阿旺
·

罗桑嘉措 ( 161 7一
“

圆者
,

运而不穷
。 ”

魏晋起
, “

圆
”

被引人书画批评
,

16 82 )在 《西藏王 臣记》中提出的
。

书中多次论及 晋卫恒《四体书势》有
“

不方不圆
,

若行若飞
”

的说
“

圆满
” ,

《西藏王臣记》的全名为《西藏王臣记圆满 法
。

刘册最早引
“

圆
”

用来论文
,

在《文心雕龙
·

体

青春欢庆杜鹃歌声》 ;在书序中说
: “

如风传来王圣 性》称
“

思转 自圆
” ,

《风骨》又称
“

骨采未圆
” 。

此后
,

旨
,

命我圆满此使命
” 「卿

` ;在松赞干布王朝事记处 唐代 白居易
、

裴延翰等人也有论及
。

白居易《江楼

说
: “

远处引来圆满安乐的芳香气浓
” 「卿

5 ;在
“

结尾献 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中有
“

冰扣声声冷
,

珠排字

辞
”

中又说
: “

圆满绝妙佳辞
,

句义不掺杂
” 「卿

7 。 “

运 字圆
”

之句
,

裴延翰《樊川文集序 》也有
“

仲舅之

用十善法治
,

获得圆满吉祥
,

安乐无疆
” 「lln 89 。

罗桑 文
,

… … 絮简浑圆
”

之说
。

究其大意
,

指的是从创作

嘉措强调文学作品整体的完美和谐
, “

字母珠联
,

思维到植骨铺辞等各个方面的完满圆密
。

如钱钟

结成宫墙院
,

现 出诸宝砌成的天宫楼阁
,

阁甚庄 书所言
,

为
“

词意周妥
,

完善无缺之谓
,

非仅音节调

严
” 「lln 86 。

将
“

文学作品当做诸宝砌成的天宫楼阁
,

以 顺
,

字句光致而已
” 「狈

“ 。

也即是说
,

从文学的准备

颂言散文相间七韵俱全的绝妙佳辞
,

强调了一种整 阶段
,

构思阶段到文学的物化阶段
,

都体现着古人

体美
” 「枷 ` 82 。

其实
,

第五世达赖的
“

圆满
”

观有着十分 对
“

圆
”

的追求
。

丰富的内涵
,

它是诗歌创作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 首先是构思阶段
,

魏晋时期
,

开始了文的自觉
,

合
,

既有诗歌重修饰与形式美的传统
,

又包含诗歌创 也开启了人们对创作内在机理的探讨风气
,

临文构

作的思想性内涵
。

总之
,

他认为
: “

诗美存在于整体 思也成为论者探究的热点
。

在这方面
,

刘册的论述

之中
,

是各局部与各因素之间一种完美有机的关系
,

可以说是很详细的
,

在其论文专著《文心雕龙》中
,

这里面隐含着一种珍贵的
、

相互的系统思想
。 ” 「饰 ` 82

曾多次论及此问题
。

《比兴》篇中有
: “

诗人比兴
,

触

罗桑嘉措是藏族古代诗学理论的集大成者
,

他 物圆览
,

物虽吴越
,

合则肝胆
。

拟容取心
,

断辞必

的思想影响深远
,

因而
,

他提出的
“

圆满
”

范畴也就 敢
。

攒杂咏歌
,

如川之涣
” 。

刘册深知运思之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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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

汉族
,

河南新蔡人
,

在读硕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
:

中国文学批评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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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重要性
,

所以要求作者在构思之前
,

就要意存

圆满 ;这样在揽接之际才不至于捻轻忽重
。 “

圆览
”

一词与释家所讲的
“

玄览
”

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体

性》篇中他又提出
“

故童子雕琢
,

必先雅制
。

沿根讨

叶
,

思转 自圆
。

八体虽殊
,

会通合数
” 。 “

思转自圆
”

即无碍之意
,

指出正在览物这个直接经验外
,

还要

学习经典这种间接经验
,

也同样要注意体
“

圆
”

和用
“

圆
” ,

这方面做好了
,

可以帮助运思的圆通
。

在运思阶段做到
“

思圆
” ,

那么在具体创作中又

该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古代文论家又要求在
“

形之

于手
”

的文学创作的物化阶段
,

做到
“

思圆
”

要具体

落实到具体的音声字句上
。

故多有
“

声 圆
” 、 “

字

圆
” 、 “

辞圆
” 、 “

句圆
” 、 “

语圆
”

等说法
。

刘册不仅强

调 了运思之
“

圆
” ,

也强调了音声字句之
“

圆
” 。

如

《风骨》篇
“

骨采未圆
”

之说 ; 《封禅》篇
“

辞贯圆通
”

之

说
。

谢眺有
“

好诗圆美如弹丸
”

的说法
,

之后
,

唐代

元植《善歌如贯珠赋》有
“

引妙唠而一一皆圆
”

之句
,

到了宋元时期这种说法就更普遍了
,

特别是江西诗

派的盛行
,

江西诗人从
“

活法
”

的角度
,

对所谓的
“

好

诗圆美流转如弹丸
”

做了论述
。

句法之说大兴
,

诗

歌句法能否
“

圆熟
” 、 “

圆活
”

成了许多人关心 的话

题
。

元明清在诗歌方面对
“

圆
”

的论述也不乏力作
,

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
。

王 国维先生曾在《宋元戏曲考
·

序》中说过
: “

凡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
初之骚

,

汉之赋
,

六代之骄语
,

唐之诗
,

宋之词
,

元之曲
,

皆所谓一代之文学
,

而后

世莫能继焉者也
。 ”

叩如他所论
,

作为一代之文学的

元代杂戏剧
,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

并在内容
、

体

制和审美等诸方面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
。

元代

戏剧的剧情结尾就是特色之一
,

这种在剧情结尾做

一个圆满的了断
,

对后世的叙事性文学产生 了巨大

的影响
,

确立了一种叙事的模式
,

成为了后世文学

的一种典型模式
。

元代的大多数剧作
,

不论喜剧悲剧
,

在结尾处

大都有一个相同或相似的模式
: 即所谓

“

始于悲者

终于欢
,

始于离者终于合
,

始于困者终于亨
” 。 「饰 `。

即

使是被誉为元杂剧四大悲剧的 《窦娥冤》
、

《赵 氏孤

儿 》
、

《汉宫秋》和 《梧桐雨》等也不例外
。

四剧都演

绎了悲剧冲突发生
、

发展
、

高潮到结束的完整过程
,

但剧情却没有以主人公的毁灭作为结束
,

而是都做

了一个类似皆大欢喜的处理
:
窦娥最终沉冤得雪

,

赵孤除掉奸臣
,

昭君人梦
、

延寿斩首
,

李杨长生殿排

宴
。

同样的模式在元杂剧四大爱情剧中出现
,

此

外
,

在元代的神仙道化剧《陈传高卧》
、

《岳阳楼 》等

剧作中也有类似的结局
。

这种剧作在结尾都给大

多数人一个可 以接受的
、

圆满的甚至是理想的结

局
,

我们可 以将之称为
“

圆满之趣
” 。

这种戏剧模

式
,

不仅与国人的民族心理有关
,

还与中国的传统

的审美意向有密切的关系
,

这一点
,

我们将在后文

予以论述
。

总之
, “

圆满
”

范畴
,

虽不是很早就被提

出来
,

但是我们对
“

圆满
”

的渴望和追求却不曾间断

过
。

谈完了元杂剧
,

我们再来看看一代之文学的明

清小说
,

是不是也渗透着这种对
“

圆满
”

的追求 ? 明

清小说有很多种类
,

鲁迅先生曾在《中国小说史略》

中作了分类
,

我们就举其中的部分来探讨这种
“

圆

满
”

之趣
。

在才子佳人小说中
,

鲁迅曾说
: “

大率才

子佳人之事
,

以文雅风流缀其间
,

功名遇合为之主
,

始或乖违
,

终多如意
。 ”

(《中国小说史略》第 20 篇 )试

看《玉娇梨》
、

《平山冷燕》等小说
,

无一不是
:
秀才落

难
,

小姐钟情
, ’

r环牵线
,

花园相会
,

馈赠表记
,

私订

终身
,

女方父母阻挠
,

好事多磨
,

秀才发愤考中状元
,

才子佳人奉 旨完婚
,

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在神魔

小说中
,

如《西游记》
、

《封神演义》中
,

也是唐僧师徒

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
,

终于取得真经
,

得道成佛
,

封神榜中的众神也得道成仙 ;在人情小说《金瓶梅》

中
,

西门庆及奸淫邪信之徒也没有得到善终 ;在侠

义公案小说中也无一不是善有善报
,

恶有恶报 ; 即

便是《红楼梦》
,

鲁迅先生也认为后四十 回高鹦所续

仍是有希望之火
,

不能算彻头彻尾之悲剧
,

他认为

这是国民性的弱点
: “

盖我国人之思想
,

事事必求其

圆满
” 。

(《在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演说词 》)由此来

看
,

对
“

圆满
”

追求并不是某一特定时期的特殊趣

味
,

而是国人一直以来都偏好的理想
。

三
、

中国历代文艺追求
“
圆满

”
原因

纵观中国历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
,

对
“

圆满
”

的追求始终不曾停歇
,

这仅仅只是一种巧合吗 ? 并

不竟然
。

对于这种美学追求很多大家也做出了自

己的猜测
, “

吾国人之精神
,

世间的也
,

乐天的也
,

以

挟乐天之精神故
,

故往往
,

善人必令其终
,

而恶人必

摧其罚
,

此亦吾国戏曲小说之特质也
。 ”

(王国维《红

楼梦评论 》第三章 )与王国维有同样看法的还有李

泽厚
“

中国人很少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
,

他们总愿

意乐观地眺望未来
。 ” 「吻297 而胡适却不这么认为

,

他

认为
: “

悲剧的观念— 文学最缺乏 的是悲剧的观

念
。

无论是小说
,

是戏剧
,

总是一个美满的团 圆
”

(《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 )
。

笔者以为
,

这种根深蒂固的美学思想
,

首先
,

这

与佛教义理的影响有关
。 “

佛教大悲大怨的人生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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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观加深了中国文艺中的悲剧感
,

同时也宣扬了忍

耐哲学与虚无意识 ;其因果报应论
、

宿缘论内化为

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后
,

影响了
“

大团圆
”

结局的产

生
,

缓和 了悲剧性作品中的矛盾冲突
,

削减了悲剧

的审美效果
,

这些对中国美学意识乃至整个民族精

神仍有一定的影响
。 口 ]
佛教这种

“

善有善报
,

恶有恶

报
”

的因果论
,

不仅让大多数人感到公平
,

而且也满

足了他们对
“

圆满
”

的审美追求
。

好人最终会有好

结局
,

恶人最终会受惩罚的大团圆结局小说安慰了

民众的心灵
,

支撑了民众的精神
,

让他们在美好的

愿望中寻求心理 自足
。

其次
,

这种思想与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
、

中庸

之道和
“

天人合一
”

即以追求人与 自然和谐统一为

最高境界的圆满思想有关
,

这种哲学思想反映在美

学上即是以
“

中和为美
” ,

映在文学上则是追求
“

温

柔敦厚
”

的诗教观
。

它缔造了带有民族共性
、

以祈

求圆满为人生境界的意识习性
,

这种意识习性以集

体无意识长期蛰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
,

或显

或隐的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审美心理和观者的审美

期待
,

就此而言
,

对
“ `

圆满
’

的追求实际上是中国传

统审美观照交融下生成的一道文化景观
。 ” 「8]

综上所述
,

我 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从未

放弃过对
“

圆满
”

的审美追求
,

从先秦至明清
,

甚至

现在我们依然对
“

圆满
”

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慷
,

这不

仅与佛教
“

善恶有报
”

的观念深人人心有关
,

还与我

们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哲学观
、

文学观
、

美学

观等有关
,

它是我们民族长期以来所积淀的文化传

统和审美心理的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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