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美的本质发端于古希腊，中国则发端于春

秋战国时期。当时出现的百家争鸣，对美的本质、文

艺的性质展开了广泛讨论，从而构成了中国美学思

想史的源头。春秋战国时代，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和

雅典奴隶制国家比较，商品生产极不发达，生产基

本上分散在原来各个氏族所居住的地方进行。不仅

如此，生产还主要为自身消费且自给自足，在此种

情况下，自然对人不是用于生产商品、谋取金钱财

富的物质手段，而是生活使用价值的源泉。西方社

会与自然是赤裸裸的功利关系，中国与自然则是一

种情感关系。从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来看，中国古

代浓厚地保持了原始氏族社会的风尚、传统、意识，

明显地表现在西周所推行的宗法制度上，即以血缘

为基础来分亲疏贵贱、分配土地、组织国家，人与人

的关系不是明白的法律关系而是以血缘为基础的

上下尊卑的伦理道德关系，它成为维系社会的纽

带。氏族社会的影响不仅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上，而

且以其巨大的力量影响着中国的哲学、美学的发展。

一、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出发点
其一，和谐。奴隶制产生以后，中国的思想家基

本认为阶级的存在、划分是必然的；另一方面他们

又要求希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要和谐地统一起

来，因此，比西方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早两个世纪提

出了“美是和谐”的理论，最早出现在《国语》上。《国

语》中记载着公元前八世纪郑国吏佰在“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的命题下提出了“声一无听，物一无文，

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的美学思想。整个世界的事物

处在和谐统一中，才能产生不同的事物。同一的声

音才能产生听觉形象；同一的物体不会创造出不同

的形象；味道同一则无所谓水果；如果整个世界宇宙

都相同，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反过来即是说，将不同

的声音，不同的物质，不同的味道统一起来，才有听

觉形象、物质形象、不同味道的出现，因此，他认为

“美是和谐”。这样，中国古典诗歌根据古代哲学“阴

阳相生”，把它归纳为“阴阳和谐”的原则。在内容和

形式的关系上，主张“意与言会，言随意遣”；在思想

感情与形象的关系上，强调 “意与象应”、“思与境

偕 ”；在 句 与 篇 的 关 系 上 ，强 调 “气 象 浑 论 ，难 以 句

摘”；关于色彩美与音乐美，强调“五色相宜，八音协

畅”，这种美学原则，集中体现在“神韵”、“气势”、“风

骨”、“理趣”这几个基本美学范畴中。

“神韵”，指精神韵致，即情和景和谐统一产生的

一种生动、自然、含蓄无穷的美的境界，情是形象化

的情，景是情感化的景。“气势”即声势，由于内容和

形式的一致，就使得诗歌意境的展开自然流畅，贯通

无阻，形成某种运动和力量，就象出弦的箭和奔腾的

溪流一样，在运动中显示出一定的力量和气势，给人

以运动和力量的美感享受。“风骨”强调的是诗歌的

思想性、倾向性的时代精神，充实的内容通过明白晓

畅、刚劲有力的艺术形式来表现，才有风骨，才有刚

健清新的美。“理趣”中的“理”是指真理，事物的规

律；“趣”指作品表现出来的情趣、兴味。理趣的范畴

是探讨情与理的融合，情中有理，理在情中，情理的

融合协调形成美感。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

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

此山中”。这是苏轼在遍游庐山后对庐山作出的总体

全貌概括，道出了全体和部分，宏观和微观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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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鲜明地吸收和保持了原始人道主义精

神。儒家提出的“大同社会”，正是恩格斯所说的没

有贫苦的人，人人平等的社会；正是庄子赞美的民

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社会，因为它是“至德之隆”的社

会，人们耕而食，织而衣，无相害之因。因此，儒家提

出的“爱人”和道家提出的“重生”明显具有珍重、肯

定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的特征，渗透着古代人道主

义精神。由此出发，对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肯定

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主流。

其三，注重审美和艺术的效果。中国进入奴隶

社会后，氏族社会思想长期存在，伦理道德问题是

中国思想家最关注的问题，人性的善恶，成为中国

哲学长期思考的问题。怎样使人的行为符合道德要

求？中国思想家看到了审美和艺术对培养人的道德

情操有着非常明显的作用。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很

自然地对审美和艺术高度重视，并把它和人性的陶

冶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古代思想家高度重视

审美和艺术的“教化”作用的原因。所以，中国的文

学和艺术就成了哲学和文学思想，是颂歌，政治、军

事、道德思想的形象化。

二、儒道美学思想之比较
在中国古典美学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

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第一个基本派别，它建立在“仁

学”的基础上，美学核心是探讨“仁”的精神怎样通

过审美和艺术变成每个人的自觉行动。本来，在夏

商时代，由于天命鬼神观的支配，艺术审美同宗教

信仰交融一体，处在混沌不分的状态中，待历史进

入春秋战国，伴随着怀疑论和无神论思潮的兴起，

艺术审美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开始走上了同现实

人生相通的道路。在这一划时代的变化中，以孔子

为代表的儒家美学认为，要实现“仁”，就要把奴隶

制度的“礼”变成每个人的自觉要求。所谓“克己复

礼”为“仁”，天下就会太平。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呢？

孔子和儒家看到了艺术和审美把道德原则通过形

象给人以美的感化，陶冶人的情操，是使人乐于实

行“仁”的重要手段。正如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荀子更把艺术和审美的重

要作用揭示出来：“声乐之入人者也深，其化人也

速，故先王谨为之文。”儒家美学对后世产生了极大

影响的是它提出了美与善，质和文的统一，即“尽善

尽美”与“文质彬彬”。

孔子闻韶乐后“三月不知肉味”，叹曰“不图为

乐之至于斯也”，（《述而》），因为“韶乐”是“尽美也，

又尽善也”（《八》），韶乐的内容是赞颂虞舜接受帝

尧“禅让”践登帝位，音乐旋律和谐动听，既符合善

的原则，又符合美的原则，是理想的艺术标本。

孔子将善和美区别开来，要求文学艺术作品和

审美对象必须是美和善的有机统一体。而美和善的

统一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或者说

文与质的统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

彬，然后君子”（《雍也》）。“文”是对礼乐修养的外表

美的最高评价，“质”是对仁义道德的内心善的最高

评价。尽管孔子的美学思想渗透着强烈的氏族贵族

的阶级偏见，起过维护奴隶贵族的私利，阻碍进步艺

术、民间艺术成长的消极作用，但他的美学思想无疑

反映了人们对现实进行审美时把握某些正确的合理

的因素，为后世的思想家提供了可作滋补的养料。

在儒家的言论中，“比德”的审美观充分而多样。

自然之美在于“比德”，是先秦时代一个十分普遍的

美学观点。其基本含义是：自然美所以为美，在于作

为审美客体的自然物象可以与人“比德”，即从中可

以意会到审美主体的某些品德美。《论语·雍也》记载

孔子曾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是说精神品质不

同的人对自然的欣赏各有选择和爱好。其所以如此，

是因为“知者动，仁者静”。朱熹解释为“知者达于事

理而周游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事理而

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孔子的这一审美观说

明人对自然的欣赏是把它作为一种道德属性的象

征，经后人发挥解释，形成了中国美学史上自然“比

德”的美学理论。这一美学理论在我国文艺史、美学

史上影响深远。

在中国美学史上，唯一能同儒家抗衡，并产生巨

大影响的是道家美学，尤其是庄子的美学。道家美学

建立在“道论”的基础上，道家认为“道”是万物产生

的根本，也是美产生的根本。在道家的政治观的影响

下，“道”的本质被解释为“自然，无为”。儒家对奴隶

社会采取积极肯定的态度，赞美奴隶社会带来的物

质文明，希望通过“仁”来改善和克服奴隶社会所存

在的种种罪恶现象，而道家对这些罪恶现象则采取

了极为强烈的批判态度，对原始社会天下太平的景

象无限赞美与向往。抚今追昔，把奴隶社会的种种罪

恶归咎于人们醉心于“有为”造成的。因此开出了根

除社会弊端的灵丹妙药，即去“有为”，取“无为”，一

切顺应自然规律，不以人力去干涉事物的运动，那么

天下就太平了，道家的美学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

与儒家强调审美的社会效果不同，道家提倡“自

由为美”，美的本质是通过“无为”而达到“无不为”，

通过掌握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达到高度自由的

境界，也就是美的境界。在中国思想家中，道家是最

热爱大自然的，崇尚不受拘束的自然生命。在庄子的

很多作品中都描写了自然生命之美。如《齐物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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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蝴蝶、《养生主》中的野鸡、《马蹄》中的马等。在道

家看来，这些自然物都因显示了自然生命的自由而

使人感到十分的美。道家崇尚自然美的思想还表现

为认为最完美的东西是不露痕迹的，如老子的“大

音稀声”论，最完美的声音是听不见的，最完美的艺

术是不露痕迹的。在道家看来，只有事物纯任自然

地表现出他们的本性，显示出他们的自由，才会有

美；而世俗的审美活动破坏了这种自由，因而是不

美的，正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在此

基础上，道家美学思想认为作为宇宙本体的“道”是

最高的绝对的美，而世俗世界的美和丑不仅是相对

的，而且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庄子在《人间世》、《德充符》里描写了一大批残

缺畸形，外貌丑陋的人，这些人在当时受到了人们

的尊敬。从人生哲学上来说，人的长相是道决定的，

一个懂得道的人不应计较自己的美丑，而应 “安

命”，从美学上来说，人的外形美并不是重要的，重

要的是人内在的德，“德有所长，形有所忘”。道家的

这一美学启示在中国美学史上形成了与儒家“文质

彬彬”不同的美学观，这种美学观对中国古典艺术

同样产生极大影响。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高度肯

定了道家美学思想扩大人的审美视野，使人们注意

从生活中发现那些外貌丑恶却有内在精神力量的

人，从而使中国艺术的画廊中增添了一系列奇、特、

丑的审美对象。

综上所述，儒道两家的美学思想在四个方面表

现出不同的特点：

第一，美学思想的中心不同。儒家强调美从属

于善，“人而不仁，如乐何？”。由于“美”处于从属的

地位，处处要受到“善”的限制，当善被片面强调时，

“美”往往失去自身的价值而导致对美的否定，因此

儒家美学基本上属于伦理学的美学；道家认为仁义

道德不应破坏人的自由发展，不应破坏美的自由发

展，而应与之相适应。因此，美包含了善，也超越了

善，美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而不是善的附庸。

第二，在审美欣赏上，儒家强调个体道德精神的

完美，相对来说比较忽视自然美，即使谈到自然美，

也是把它作为一种道德精神的象征。道家极为重视

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与自然的完美统一看成是最

高的美。

第三，在审美理想，审美情趣的表现上，儒家比

较重视一种有严格程式的人工美，其基调往往是严

肃的，刚正的；道家要求的是“任情适性”，重视一种

不假人工的自然天成的美，基调是奔放自由的。

第四，在审美和艺术的目的性上，儒家把美和艺

术当成道德教育的手段，强调“以乐化民”，以道德控

制约束人；道家则强调审美欣赏的直觉性。美不是理

性的，是人对美的事物的直觉体验、感受，具有超功

利性。如果说儒家以其在中国美学史上明确阐明美

和艺术的作用，在中国思想史和美学史上作出卓越

贡献的话，道家则因为揭示了审美和艺术的重要特

征而独树一帜。由于儒、道两家在美学思想和观念上

的这种离异和对立，形成了实际上的相互补充和协

调，因而李泽厚在其著作《美学历程》中提出了“儒道

互补”的概念，儒、道美学犹如两颗耀眼的明珠，辉映

着中国古典美学深邃的夜空。

参考文献：

〔0〕宗白华G美学散步G上海人民出版社,0HI0
〔J〕李泽厚>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J223
〔3〕中国古代美学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0HI3

王 艺：舍南舍北皆春水 ———先秦儒道美学思想之比较第 K 期 1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