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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庄子笔下
“
形残神全

”

人物

黄月仪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

,

安徽 芜湖 2 4 10 0 2 )

[摘 要」庄子在《德充符》篇中以肢体残缺者作为主角
,

借寓言故事阐明这些人虽形体不全却受到众人的尊敬与钦佩的

原 因在于 内在德全
。

作者通过对庄子笔下
“

形残神全
”

人物的分析
,

探讨庄子刻 画这些人物形象的原 因
,

发现庄子认为形残神

全的人内在德全的观点与他在《养生主》中
“

缘督为经
” 、

《人间世》中
“

无用为用
”

和《大宗师》中
“

安时处顺
”

等哲学观有着紧密联

系
,

并对后世的 中国美学产生 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

【关键词」庄子 ;形残神全 ;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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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是一部奇书
,

书中多有奇论
。

许多地方

看似散漫不经
,

其实颇具深意
。

例如
,

《庄子》一书

中描述了许多
“

形残神全
”

的人物
,

以及形残或形陋

不堪无用的动
、

植物
,

并对其加以赞扬与肯定
,

一反

世俗之论
,

这其实是他对于人生
、

人性以及美与丑

的看法的形象化表述
。

前人对此多有阐发
,

本文亦

将就这一现象作一番探讨
。

《德充符》为《庄子》内七

篇之第五篇
,

关于篇名
,

郭象注
: “

德充于内
,

应物于

外
,

外内玄合
,

信若符命而遗其形骸也
。 ” 「lln 57

所谓德

充符
,

不过就是道德充实于内
,

而万物应验于外
。

在这一篇中许多相貌丑陋
“

恶骇天下
”

的人在庄子

笔下显示出美的光辉
。

他们不 自暴自弃
,

即使身体

萎缩也要保全心灵的完整 ;他们有着与众不同的价

值取向
,

追求
“

形骸之外
”

的价值 ;他们重视整体的

人格生命
,

超凡脱俗的人格形态中自然流露出一种

吸引人的精神力量
。

借此庄子要表达的主旨是在

于
,

超越外形残全的观念
,

重视生命内在的价值的

提升
,

以体现大道精神
。

一
、

庄子塑造
“
形残神全

”
人物的原因

《庄子 》一书中
,

充满着形象化的寓言
。

所谓
“

寓言十九
,

重言十七
,

危言 日出
,

和以天倪
。 ” 「酮 74

在

这些寓言中
,

通过故事或人物形象
,

来表达其观

点
。

其一如庄子在《德充符》一篇中
,

假设许多
“

形

残神全
”

之人
,

以见德较形为贵
,

形残并非等于伤

德
。 “

形残
” ,

指外在形象丑陋或残缺的人
。 “

如兀者

王验
、

兀者司徒嘉
、

兀者叔山无趾
、

丑人哀验它
,

以

及绰号固跤支离无娠与瓮盎大瘦诸人
,

有的遭受别

刑
,

有的天然丑陋
,

有的因病改形
,

可说是些残废人

物
’ , 「3“p , 7 , 。 “

神全
” ,

指
“

他们都能忘其形骸
,

惟德是务
,

于是德充于中
,

自然发为光辉
,

而独秀人群
。

他们

不惟 自己忘其形残貌丑
,

使他人亦忘其形残貌丑 ;

不惟忘其形残貌丑
,

更令人敬爱倍至
,

如磁石之引

铁一般
” 「枷 171

。

这就是郭象所谓
“

德充于内而自符应

于外
”

的实际表现
,

也可 以说是
“

德有所长
,

而形有

所忘
” 口ln] 79 ,

这是庄子笔下
“

形残神全
”

人物表现之

其二
,

叔山无趾不仅知重德轻身
,

而且能看破

生死
,

齐一是非
,

孔子望闻其方内之道
,

他竟不应而

去 ;哀验它未曾言说就使人信任他
,

未曾立功就让

人亲附他
,

人欲把国家政权委托他
,

还深怕他不肯

接受 ;此之人等
“

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 「枷 172

。

何谓
“

才全
”

?

就是说
, “

人的天性不受外物的栽伤而得到完

备的保存和发展
” 日解 44 。

死生
、

存亡
、

穷达
、

贫富
、

贤

与不肖
、

毁誉
,

饥渴
、

寒暑等都是外在因素
,

人不应

受它们影响而以物喜
、

以己悲
。

应该将这些看做事

物的变化
,

天命的流行
,

就像 日夜循环不已
,

虽有至

智之人
,

也不能推测其来源
。

所以只有听任大化的

自然流转
,

才不至于被它们扰乱本性的天和
,

不让

外界的变化人扰
“

灵府
” 。

这样
,

心灵与外界产生和

豫之气
,

而不失怡悦的本性
,

仿佛游于春和之中
,

好

像四时不在天地
,

而是接续生时令于心中
。

由此可知
“

才全
”

所指为才质完备即德性的完

整保存
, “

才
”

此处当以
“

自然之本性
”

解释方合于庄

子之义
。

反之
,

子产以其位高权重
、

形体完整轻视

申徒嘉之形残
,

仲尼以犯罪获刑之善恶观轻视叔山

无趾
,

他们皆未能
“

依乎天理
” 、 “

因其固然
” ,

此乃庄

子所谓才不全者
。

何谓
“

德不形
”

?

庄子以水为喻论
“

德不形
” , “

平者
,

水停之盛

也
。

其可 以为法也
,

内保之而外不荡也
。

德者
,

成

和之修也
。

德不形者
,

物不能离也
。 ” 「枷 173 好比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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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平
,

莫平与止水
。

这至平的止水
,

万物以之为取

平之准则
。

并且这至平的止水
,

更能保持内在之平

静而不向外开荡
。

同样人的德性修养若能静若止

水就可 以达到和谐境界与万物融为一体
。

成玄英

疏
: “

夫止水所以留鉴者
,

为其澄清故也 ;王验所以

聚众者
,

为其凝寂故也
。

止水本无情于鉴物
,

物自

照之 ;王验岂有意于招携 ? 而众 自来归凑者也
。 ” 「饰 68

故
“

德不形
”

谓修德而不形于外
, “

德
”

即是万物中内

在化的道
。

修德于内却不求彰显但内德具足
,

使外

物自然亲近之而不愿离去
。

二
、

庄子塑造
“
形残神全

”
人物的哲学基础

(一 )养生之道—
“

缘督以为经
”

庄子认为生命是由形
、

神组合而成
,

并且多偏

重在神上
,

他在《养生主》中提到的
“

全生
”

有时同于

全德
,

强调精神生命的重要性
。

人可 以形残但不可

神残
,

形残之人仍可 以通过对
“

养生
”

之
“

主
”

(即精

神 )的求索
,

达到自我完善
、

自我延伸
。

俗语所谓
“

善门难开
,

善门难闭
” 。

庄子认为养

生之人不可为善
,

因为善即近乎招名
,

自身便不得

安闲
,

是违反养生之理的
。

水泽的野鸡饮食是不易

得的
,

走十步才能啄一 口食
,

走百步才能饮一 口

水
。

虽然如此
,

但它并不希求能蓄养在樊笼里
,

因

为它处在水泽之中
,

逍遥自得
、

无拘无束
,

才感到精

神旺盛
。

庄子描述泽堆的生活
,

亦是借喻养生之

理
。

此种悠游 自得的生活虽称美善
,

但庄子不 自以

为美善
,

这正是来反衬
“

为善无近名
” 「枷 , 04

一语的
,

也

可以看做是对
“

德不形
”

的别解
。

养生之人亦不可为恶
,

因为恶 即易受刑戮
,

更

不足以保全寿命
。

此谓
, “

为恶无近刑
” 「2如 , 04 。

叔山

无趾知有
“

尊足者存
”

通彻
“

以死生为一条
,

以可不

可为一贯
” 「枷 , 69

之道理
。

这等明白道理的人不幸受

到刑辱
,

犹能不怨天
、

不尤人
,

而归于命该如此
,

较

比为恶近刑而怨天尤人者高出许多了
。

怎样才算善养生 呢? 庄子认为要做到
“

保身
” 、

“

全生
” ,

就必须摆脱
“

善
”

与
“

恶
”

的束缚
,

顺任 自然

— 这便是
“

缘督以为经
” 「枷 104

。

督既有中空之义
,

则
“

缘督以为经
”

即是凡事当处之以虚
,

既不为恶亦

不为善
。

如此则名固不至
,

刑亦不及
,

可得从容之

余地以全其生命
。

这是对
“

善
”

与
“

恶
”

传统道德价

值的否定
,

强调人应该融合于宇宙中的自然力
,

顺

着自然之
“

道
”

作为
“

养生
”

的根本
。 “

厄丁解牛
”

中的

厄丁
,

解剖筋骨盘结的牛而不损其刀
,

正是他顺着

牛 的自然理路的结果
。

庄子从宰牛之方喻养生之

理
,

借牛的全身
,

喻作社会环境 ;解牛之刀
,

喻作吾

人之身
。

厄丁
“

因其固然
” ,

所以毫不伤折 ;则吾人

处世
,

自当
“

缘督为经
” ,

与世无怜
,

始可尽其养生之

道
。

(二 )处世之道—
“
无用为用

”

庄子教人以顺其 自然
、

处之以虚来养生
,

处世

中更教人要适应环境与世无争
,

韬光晦迹甘居无

用
。

这种价值观念的产生
,

一方面与庄子处在一个

动荡摇曳
、

权利倾轧
、

暴力相向的时代有关
。

统治

者以人民为暴力征服和权利斗争的工具
,

置人民的

生死于不顾
。

有用之才累遭剥落
, “

大枝折
,

小枝

泄
。

此以其能苦其生
” 「枷 146

,

因其有用才伤害了他们

的生机
,

不能终其天年而中道夭折
。

万般无奈的庄

子
,

只有像社树一样以求不见用于世才得全其生
。

他将世人极力追求的功名
、

利禄
、

权势
、

尊位
,

视为

侄桔罗 网而一再回避
、

抗拒
,

而追求 自身价值的实

现
。

这里庄子借不材的树木为喻
,

发挥
“

无用之用
”

之旨
,

以说明在人世间自处的道理
。

另一方面
,

借支离形残的人
,

既足以 自全其生

又可以免樱世祸
,

举出一
“

无用为用
”

的实例
。

支离

其形的人
,

还可以养其身体
,

终其天年
,

更何况 自忘

其德
,

也可以说是
“

支离其德
”

的人
。

以
“

忘德
”

超越

于统治阶级所制定的道德罗网之外
,

是庄子 自我保

护的一种生存方式
。

若反之
,

如蝗臂挡车 自多其

才
、

自夸其能者
,

结果不是力有不及
、

徒劳无功
,

便

是为善近名
、

遭人嫉恨
,

那就有违处世之道 了
。

在这种价值现念的影响下
,

庄子笔下的理想人物

必然会像王验那样
,

虽外形残缺
,

却可以
“

立不教
,

坐

不议
, , ,

使受教者能达到
“

虚而往
,

实而归
”

的效果
。

这

种
“

无形
”

的
“

不言之教
, ,

甚至连孔子都说
“

丘将引天下

而与从之
”
瀚

, 59 ,

看似
“

无用
”

之人正是凭借源自生命深

处的精神力量而释放出感人的光彩
。

(三 )生命之道—
“

安时处顺
”

庄子在 自然界中求
“

保身
” ,

在社会中求
“

无

用
” ,

看似是要将 自己隔绝于世外
,

对外界的态度是
“

无情
”

的
。

其实不然
,

他只是对于情欲之情采取警

惕的态度
。

他说
: “

有人之形
,

无人之情
。

有人之

形
,

故群于人 ;无人之情
,

故是非不得于身
。 ” 「枷 179 故

无情只是
“

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

益生
” 「枷 , 8 , 。

庄子是以好恶为情
,

而好恶内可伤身
,

当然应当无情
。 “

无情
”

的真正涵义
,

便是
“

不委情肆

欲
,

劳神焦思以至于研伤性命
、

涂灭灵性 ; 即对外界

的一切人事变化不加介意
,

放松 自我
,

不做人为的

增益
,

而是尽力净化人的情感和心灵
。 ” 日解46

庄子认

为只要顺应 自然
,

摒除偏情
,

就可升华为有
“

德
”

之

人
。

只有这种有
“

德
”

而无
“

情
”

的人
,

才能真正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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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道之美
,

才能与天地并生而与万物为一
。

而体
“

道
”

的终极意义
,

乃在于超越生死常规
。

庄子在《大宗师》中以寓言形式
,

描写了子祀
、

子舆
、

子犁
、

子来四位莫逆之交
,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体认

—
“

死生存亡之一体
” 。

子舆病重
,

子祀去探视
,

见其形拘挛不堪
,

便问其是否嫌恶 自己的形象
,

子

舆若无其事地回答
“

且夫得者时也
,

失者顺也
,

安时

而处顺
,

哀乐不能也
。 ” 「枷208 这是将生命看成

,

生是应

时而生的
,

死也是顺时而死的
,

应该生时
,

即安其

生
,

死时即听其死
,

这样便不至欣生恶死
,

便是不为

物情所累
。

对于死生的变化
,

庄子的态度是安时而

处顺
,

庄子借子来之 口形象地描绘了这一观念
。

子

来病危之际
,

其妻泣之
,

子犁去看他
,

他对子犁说
“

夫大块载我 以行
,

劳我 以生
,

佚我 以老
,

息我 以死
。

故善吾生者
,

乃所以善吾死也
。 ” 「枷 , 96

把死生当作时命

的问题
,

安而受之
,

无所容心于间
。

另一方面
,

庄子

认为已有精神不死
,

即无所谓生死
。

庄子这里借孟

孙氏
“

其母死
,

哭泣无涕
,

中心不戚
,

居丧不哀
” 「枷 2 18

的寓言来表达 自己的看法
。

这就不难理解
,

庄子在

《德充符 》中强调形之全否
,

与德之全否
,

并无关

系
。

是他已承认德可离形而独存
,

亦即承认精神可

离形体而独存
。

三
、

庄子塑造
“
形残神全

”
人物的影响

《庄子》
“

形残神全
”

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及赞述
,

颠覆了世俗的贵全贱残之论
,

引发了人们对于人生

意义及价值的深刻思考
。

这对于后世知识分子人

生观及价值观都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

同时
, “

形残

神全
”

之论的意义还远不止这些
,

它在美学上的影

响更值得深究
。

庄子美学思想的一个突出贡献就

是把精神美置于形体美之上
,

这对后世的美学理

论
、

文艺创作发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

郭沫若在

《十批判书》里指出
: “

兀者王验
、

兀者申徒嘉
、

兀者

叔山无趾
、

恶人哀验它
、

固跤支离无娠
、

瓮盎大瘦
,

这些四体不全
,

奇形怪状的假想人物
,

在他说来
,

都

是比仲尼
、

子产还要高超
、

神妙
、

不可思议 ;使妇女

爱他们
,

使人民爱他们
,

使国君爱他们
,

使爱他们的人

肯为他们牺牲一切 ;而视一般四体周正
、

不奇不怪的

人反而是奇形怪状
。

他的意思是说绝对的精神超越

乎相对的形体
,

所谓
`

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
’ 。

得道之

谓德
,

道德充实之征
,

使恶化为美
,

缺化为全
,

这便

是所谓
`

德充符
’ 。

但由他这一幻想
,

以后的神仙中

人
,

便差不多都是奇形怪状的宝贝
。

民间的传说
,

绘画上 的形象
,

两千多年来成为了极陈腐的俗套
,

然而这发明权原来是属于庄子的
。 「6n]

, 54 一 , 55
宗白华也

在《美学散步》中说到
: “

庄子文章里所写那些奇特

人物大概就是后来唐
、

宋画家画罗汉时心 目中的范

本
。 , , : 。p7

四
、

结语

庄子笔下那些
“

形残神全
, ,

的人物都有一种泯灭

美丑差异
,

或者从道德
、

伦理学角度对丑予以淡化的

倾向
。

这种关于丑的认识
,

对后世的中国美学影响极

深远
。

后世如葛洪《抱朴子
·

内篇》的
“

得精神于陋形

之里
”

的看法
,

《世说新语
·

容止》中对于刘伶
“

悠悠忽

忽
,

土木形骸
, , 「8〕p , 4 2

的描述
,

郑燮的
“

陋劣之中有至好
, , 「9〕

n6l 的观点
,

刘熙载
“

丑到极处
,

便是美到极处
” l[ 0n]

88

的论

点
,

都不难看出庄子思想在其中的反映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l[] 四 ]焦斌
.

庄子翼网
.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z[] 陈鼓应
.

庄子今注今译 [叫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 9 8 3
.

3[] 张默生
.

庄子新释 [叫
.

济南
:
齐鲁书社

,

1 9 9 3
.

#[] 陈鼓应
.

老庄新论 [叫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20 0 8
.

s[] [唐 ]成玄英疏
.

南华真经注疏阿 ]
.

[晋]郭象注
.

古逸丛书景宋本
.

6[] 郭沫若
.

十批判书 [叫
.

北京
:

人民 出版社
,

20 12
.

v[] 宗白华
.

美学散步 [叫
.

合肥
:

安徽教育出版社
,

20 06
.

8[] [南北朝 ]刘义庆
.

世说新语网
.

[南北朝 ]刘孝标注
.

四部丛刊景明袁氏嘉趣堂本

9[] [清]郑燮
.

板桥集网
.

清清晖书屋刻本
.

l[ 0][ 清]刘熙载
.

艺概网
.

清同治刻古桐书屋六种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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