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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学的 “朴”与 “归朴”之域及其构成

中国美学认为，“美”是自然天成的，是 “自明地给出”与存在性显现，

是“与天地共生”、“淡然无极”，发生构成于纯粹的构成域 “道”，其构成态

表征为“归真”与“归朴”。因此，在中国美学，所谓美，总是天然淳朴的，

是惚怳而来，不思而致的一种构成域。这种审美构成域，是审美者通过澄心

静虑，心游目想，通过顺应自然、自由自得、直观感悟、直觉体悟，通过
“归朴返真”、“以天合天”、“和光同尘”、“即心即佛”，“由己”、“返身”、

“归朴”，“还原”到“最自由最充沛的深心的自我”［1］，以达成的真力弥满、

万象在旁、掉臂游行、“超脱自在”、顿悟人生真谛的审美构成。而这种审美

域的构成态则是情景相生、即境缘发、兴到神会。其中，生动地呈现出中国

美学顺应自然的返朴归真精神。

中国美学“朴”与“归朴”之域的构成要求文艺审美创作应追求平淡自

然、韵味淡远的审美意境。在审美者方面则推崇心灵的柔和谦逊之美，保持

淳朴的本质，超凡脱俗、飘逸淡远、朴拙冲淡、自然天成。在 “朴”之域的

创构方面则推崇无心偶合、自然天然; 其审美特色是平淡而不流于浅俗，澄

淡朴洁。唐代司空图在《诗品·典雅》中云: “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

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

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说。”这里所描绘的，就是一种淡雅闲适、悠然澄

明、空灵渺远、莹洁疏朗的和澄淡朴洁之境域。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道

必朴。在中国文艺美学，“朴”，即指作品的韵味淡远、语淡意深。故而，

“朴”之境域所表现出的“质朴自然”，审美风貌中的 “朴”，应该意指冲和、

宁静、闲适、淡远，是淡而意韵幽长、渐远而至无穷; 是平淡萧疏、冰痕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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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乌迹山廓、渐远渐无的清澄平淡之境; 是淡中见浓、淡中见深; 朴中现

真、朴中体道，是浮云卷舒、孤鸿轻逝、空灵淡远、纯真古朴。

一

中国美学对“朴”之域的推崇，其思想原点应追溯到老子的 “清净无

为”、“反朴归真”、“抱朴归真”观。《老子》一书多处提到 “朴”，如云∶

“敦其若朴，旷其若谷。”［2］ ( 十五章) 又云: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 十九

章) 强调“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道常，无名，朴”、“我无欲，而民

自朴”等等。

从语义域看，所谓 “朴”，原初义域是未加工的木料。如 《说文》云:

“朴，木素也。”段玉裁进一步解释说: “素犹 ‘质’也。以木为质，未饰，

如瓦器之坯然。”木素就是未经锯凿，未经雕饰的原木，也就是木的本来形

态。“朴”的原初义为未经加工的木材，所以 《论衡·量知》云: “无刀斧之

断者谓之‘朴’。”王褒《洞箫赋》云: “秋蜩不食，抱朴而长吟兮。”李善注

引《苍颉篇》云: “朴，木皮也。”木料未经过加工叫 “朴”，推而广之，别

的未经过人为，属于自然、本真的都可为 “朴”。如 《吕氏春秋·论人》云:

“故知知一，则复归于朴。”高诱注云: “朴，本也。” 《玉篇·木部》云:

“朴，真也。”对人来说，不尚奢侈叫“朴”，质朴无华叫 “朴”，诚实不欺叫

“朴”。如《庄子·胠箧》云: “焚符破玺，而民朴鄙。”［3］这里所谓的“朴鄙”

就是无知无欲，老实敦厚。正因为 “朴”是指自然状态和本来面目，因此，

各种保持其自然状态和本来面目的事物也都可以叫 “朴”。这样，“朴”的引

申义域即指: 未经改变的本质、本性、本真、真性。又引申为纯真、敦厚、

质朴、纯朴、朴实、朴素、朴拙、原真、质朴、不加雕饰、质朴真率、质朴

无华等。显然“朴”的引申义域与现象学所谓的 “显现者总是自明地给出”，

终极只能活生生地呈现在人的世间生存之中，而不能被在任何意义上现成化

的观点是一致的。

老子尚“朴”，但是在《老子》一书中，“朴”的义域却比较广泛。如所

谓的“敦其若朴”的 “朴”，属基本义，可以解释为 “纯朴厚道，像没有经

过加工雕琢的原木一样”。而所谓 “见素抱朴”则为 “显现其素朴自然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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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保持其质朴纯真的天性”; 其中的 “朴”，则通常被解释为素朴、质朴、

自然、纯真。三十二章的 “道常，无名，朴”和三十七章的 “道常，无为而

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

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中的“朴”，其义域都是

纯朴、质朴。五十七章的“我无为，而民自化; 我好静，而民自正; 我无事，

而民自富; 我无欲，而民自朴”和二十八章的“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

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

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

复归于无极。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智不割”的 “朴”之

义域，则有的人把它解释成原真、朴素，有的人把它解释成原木。或把第一

个朴解释成原真、朴素的意思，把第二个朴解释成原木。同时，老子还运用
“朴”来表示婴孩时心态的质朴、纯真。而上升到美学的高度，则 “见素抱

朴”、“复归于朴”之“朴”又为宇宙万物构成本源的 “道”的构成态势，其

表征为质朴自然﹑玄默无为，在老子则称之为“无名之朴”。老子认为，作为

纯粹构成域的 “道”也是 “无名”的，所谓 “绳绳不可名”，只是 “强为之

名”，因而“道隐无名”，“道常无名”。因而在他看来，“道”、“大”、“一”

就是“朴”。 “朴”就是 “无”，是不可名之 “名”，不可道之 “道”。应该

说，正是在此基础上，老子才提出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因为 “无”是

没有大小之分、之名，因此是无限，是“真”与“朴”。

正由于“朴”又为宇宙万物构成本源的 “道”的构成态势，而老子尚
“朴”，所以，作为中国美学的子系统，以老庄为首的道家美学所追求的审美

境域是大智若愚、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大美无言，是返朴归真，即 “复朴”、 “归朴”、达道体道之域。

在老子看来，知识和欲望不断增加，诡诈和忧烦也就增加; 见素抱朴、遵循
“道”之自然，知识和欲望减少，诡诈和忧烦也就减少。只有“见素抱朴，少

私寡欲”，保持朴实、朴素、纯真、自然的原初构成态，保持并蕴含朴素、纯

真的自然天性，不要沾染虚伪、狡诈而玷污、损伤人的天性，“抱朴”、“复

朴”、“归朴”、去掉外饰，还其本质，还原质朴; 返回本真、真性、纯真，天

然，自然之域，保持原初的自然生成态势，返回到原初的纯朴纯真的状态，

不为物欲所诱惑，不为杂念所困扰，贱物、贵身、守朴、养素、全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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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朴、朴实、质朴、实在的自然状态，如陶渊明 《劝农》诗所描述的 “傲然

自足，抱朴含真”，去掉外饰，返朴归真，还其本质，才能达道、体道。因

此，老子说: “反者道之动。” “反”既是道的自我运动，是 “复归于静”、

“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亦是变。有变，才有 “生成”，才能体道、得

道，与道合一。

所以老子经常把 “朴”作为 “道”的又一形态。所谓 “道常，无名，

朴” ( 三十二章) ，“朴散则为器”。“朴”，即本真的分解就变为诸多的器物，

万物经过自身生命的运动流程，最终还得“复归于朴” ( 二十八章) ，即恢复

到最原初的本真质朴。也即万物从 “道”的生化中产生，最终又复归于
“道”的整体——— “朴”的状态，所以《老子想尔注》指出，“道”本身就是
“质朴”，说: “朴，道之本也。人行道归朴，与道合。”成玄英也说∶ “朴，

道也。”［4］并称 “道”为真常之道。 “朴”和 “真”都是 “道”之本性。但

“归朴”、“归真”、“合道”不可能仅仅是回到“道”的原初纯粹域。应该说，

“真”与“朴”、“静”都是 “道”之构成态的呈现。所以老子认为: “无为

而无不为。……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 ( 三十七章) 作为原初

纯粹构成域的“道”之显现，“朴”与 “无为”、“静”共同呈现为宇宙万物

的生命构成状态。在此意义上，可以说， “朴”就是 “无为”，就是 “静”，

而“复归于朴”就是“得道”，或谓“体道”。同时，又只有通过“得道”与
“体道”，才能构成“朴”之域。

由此，老子所主张的 “无为”也即 “朴”。并且，老子所谓的 “朴”、

“无为”都与老子尚“无”的思想相关。老子尚 “无”、贵柔，强调有无、清

浊、刚柔、厚薄、等的相对而生、相倾相比，主张守柔，守一，守下，守雌，

认为“柔弱胜刚强” ( 三十六章) 。在老子看来，“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

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 ( 七十八章)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 四十三章) ，“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 七十六章) 。应该说，这里所谓的以
“至柔”以“至坚”就与老子 “抱朴”、 “返朴”以 “归真”、体道、合道的

思想分不开。

从其主张 “无为”、尚 “无”与 “朴”思想出发，老子认为，人生的最

高构成域就是“抱朴归真”。作为人之纯粹原初构成域，“朴”即婴孩之自然

纯真状态，没有欲望，没有烦恼。人世间的一切不幸和灾祸都源于欲望，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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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越多，欲望越大，欲望到了熏心的地步，人就会利令智昏，追名逐利，相

互争斗，相互倾轧，社会就陷入混乱和灾患。所以老子云: “专气致柔，能婴

儿乎!” ( 十章) 又云: “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 二十八章) “合德之厚，

比于赤子。” ( 五十五章) “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

( 十六章) 主张人应该返朴归真，保持婴孩一样纯朴可爱，无为、无我、无欲

的自然心性，“少私寡欲”、抱朴归真、守弱居下，淡泊名利，平淡人生。所

谓“夫物芸芸，各復归其根”; “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 “归根曰静，是谓

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作为一定运动形态之物，虽纷然杂陈，但最终

还是无一不复归其根，即复归构成宇宙万物的 “道”，还原为 “真”与
“朴”。

二

老子“复归于朴”的“朴”之境域论的蕴育与生成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

果，它和地域的、社会的与文化的作用分不开。老子提出的虚静淡泊的人生

态势论，就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以老子为首的道家哲人强调作为审美者的自我修养，其美学思想着重探

讨审美者在审美实践中如何解决各种内外因素对心理的干扰和思想意识活动，

以及各种官能欲求同清静素朴与体道合道、心灵超越的关系问题，并由此提

出了通过 “虚静”，以修性养心的原则与方法。它讲求清心寡欲，由清净虚

明、自然恬淡的心理境界中以明心性，静以体道。这种思想在中国人生美学

的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在中国人生美学以心为主，应物斯感，要求主体的审

美神思宛转徘徊于心物意象之交，俯仰自得于千载万里之间的独特的审美体

验方式的产生与形成中，具有催化与发酵的促进作用。它丰富并完善了中国

古代审美构成域的思想内容。我们认为，就其对 “朴”之境域论所主张的在

审美体验与审美创作构思之初，创作主体必须构筑与达成虚明澄净、无欲无

念的审美境域，也即“朴”之存在性境域审美意识的影响来看，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

首先，体道返根的思想与 “朴”之境域论相通。以老子为首的道家哲人

认为宇宙生成的本原是“道”。“道”也就是充斥在自然万物与一切生命体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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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一种至精至微、阴阳未分的先天元气。它大化流衍，窈窈冥冥，恍兮惚

兮，似有似无，既决定和支配着宇宙万物、生命人类的存在，又将人的生命

同社会自然的存在沟通、联结起来，形成一个同构的整体。审美主体只有在

一种静寂入定的心理状态中，依靠心灵感悟，始能体会得到这种宇宙的真谛

与生命的意味。因而，老子主张“抱一”、“守中”、“涤除玄鉴”，庄子则提

出“心斋”、“坐忘”，要求解脱外在的束缚，清净心地，使精神专一、心不

旁鹜，“致静笃”，清除心中的杂念，排除外部感觉世界的各种干扰，保持心

灵的洁净无尘，表里澄澈，内外透莹，以创构出一种自由宁定的心境。只有

这样，才能如空潭印月，映照万物，直观宇宙自然、天地万物的生命本原。

后来的道家哲人整个汲取了这一美学精神，提出 “泯外守中”、“冥心守一”、

“系心守窍”等修炼功法，要求精神内聚，思想集中，抱元守一，返观内照，

通过精神和意念的锻炼，以使生理和心理状态得到调节与改善。这也就是
“复归于朴”的学理依据。可以说 “朴”就是 “清静”、 “虚静”。所谓 “人

能以气为根”( 《老子河上公章句·守道章》) ，天地万物都是由 “气”所构

成。既然气是人与万物的生命之根，那么，审美者构筑心性的基本手段与法

则就是清心正定，排除邪想杂念。只有澄神安体，意念守中，在高度入静中

以达到万念俱泯，一灵独存的境地，这样始能内视返听，外察秋毫，感悟到

人自身与宇宙自然的生命精微。此即 《老子想尔注》所谓说的 “清静大要，

道微所乐，天地湛然，则云起露吐，万物滋润”，“情性不动，喜怒不发，五

藏皆和同相生，与道同光尘也。”收敛感官，神不外驰，在情绪与心理上实现

自我控制和解脱，专诚至一，是养精炼神的基本要求。是的，在以道家美学

为核心的中国美学来看，人的意念活动是最富于能动性的、高度自主的。气

和心定，闲静介洁的心境，以保证意念活动的专一，有利于体内的气体过程

和气的运行，也有利于人与自然之间元气的交换，因而能强化主体自身的生

命运动; 反之，则将会导致人体内部气机运行混乱，阻塞天人交通的渠道，

从而损害自身的生命运动。故而，老庄美学认为，修炼身心的第一要旨就是

清净心地，冥目静心，检情摄念，息业养神，以遵循人体生命整体观的自然

规律，自觉地、能动地运用自己的意念，内而使神、气、形相抱而不离，外

而与天相通，茹天地混元之气以强化自身的生命运动，变人的潜能为自为的

智能，进而内外交融，天人合一，返归天道。这种专心一意，使形身精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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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相依，合而为一，亦就是道家美学所谓的 “守一”。如 《太平经》就指出，

“守一复久，自生光明，昭然见四方，随明而远行”; “使得上行明彻，昭然闻

四方不见之物，希声之音，出入上下，皆有法变”，以达到 “行天上之事，下

通地理，所照见所闻，目明耳聪，远和无极去来事”; “开明洞照，可知无所

不能，预知未来之事，神灵未言，预知所指”。就老庄为首的道家美学来看，

通过“抱中”、“守一”，则能在审美体验中以洞照天地上下，人身内外，深

入宇宙万物的底蕴，直观生命的本原，从而回归到混融滋蔓的宇宙万物构成

之原初域。由此，不难看出，以老庄美学为起源的道教美学所强调的这种通

过“见素抱朴”、“冥心守一”、专心专意的意念活动具有高度的集中性与明

确的指向性。其从修养心性入手，进而达到 “明心见性”返朴归真、返根体

道的还原思想与“朴”之境域论所规定的内容是相通相关的。

其次，“安静闲适”的心境与 “朴”之构成性境域相似。从审美创作的

视角来看，“朴”之境域论要求审美主体进入心灵体验活动之先应当“澄心端

思”，即切断感官与外界联系，排除外在干扰，中止其他意念活动，使意识思

绪集中到一点，进入一种虚静、空明的心理状态，以获得“内心的解脱”。王

梦简说: “先须澄心端思，然后遍览物情。”( 《诗学指南》卷四) 进行心灵体

验活动的过程是“心”、“思”、“神”、“想”，是心灵的契合，因此，审美主

体在心灵体验活动中必须具有心灵的自由。“遍览物情”与 “妙悟自然”的

审美创作活动离不开心灵的活力与心灵的能动，心灵自由是心灵体验活动取

得成功以达成“真淳古朴”之境域的前提，而 “澄心端思”，澄怀净化，忘

知虚中，以构筑出空明虚静的心理空间则是对心灵的解放。只有这样，审美

者才能在心灵体验活动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心灵的活力，去 “凝神遐想”以领

悟宇宙人生的妙谛。庄子指出: “虚者心斋也。” ( 《庄子·人间世》) 通过
“澄心端思”，可以使心神凝聚，意识集中，使自己达成空明虚灵、真淳洁朴

的构成性境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朴”之境域论所主张的 “澄心端思”

实际上是虚以待物、以静制动的审美构成态势，它是一种高度平衡的心理构

成状态。这种构成状态相似于老庄为首的道家美学所谓的通过 “抱一”、“守

中”、“心斋”、“坐忘”、“冥心守一”、“系心守窍”以达成的 “安静闲适，

虚融澹泊”的“自性”、“本心”，也就是老子所说的 “如婴儿之未孩”，“比

之赤子”的归复本初，犹如初生婴儿时的原初纯构成态。应该说，无论是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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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修养，还是心灵体验，都只有达到这种存在性境域，“用心不杂”，“其天守

全”，克服其主观随意性，“不牵于外物”，“复归于朴”，顺应宇宙大化的客

观规律，在自然的徜徉中，逍遥无为，物我两忘，从而才能与造化融汇为一，

直达道的本体，以达成人最真确的自身生命存在性境域呈现。

故而，以老庄为首的道家美学提倡 “弃欲守静”、 “复归于朴”，认为保

持虚空明净，无欲无念的构成境域是修养心性，直达万化生命本原，达到
“朴”与“真”境域的重要途径。所谓 “学道之初，在于收心离境，入于虚

无，则合于道焉”。“收心离境”，就是指涤尽心中尘埃，洗却烦忧，超脱于纷

纷扰扰的世事，摆脱与功名利禄等私欲相关的物的束缚，只有这样，才能创

构出一个明净澄澈、虚灵不昧的性灵心空。只有“心静”、“心定”、“心明”，

破除烦恼，不为物欲所役使，虚静至极，始能使精、气、神与形相合，身心

一体，形神依存，返朴归真。因此，去物去我，使纷杂定于一，躁竞归于静，

澡雪精神，“收心离境”，“复归于纯静”，是道家美学所追求的炼养身心、开

发智能、陶冶性情的特定的心理境界。扫除不洁，净化心灵，以产生一个虚

灵清明、神静气通的心灵空间，从而才能使自己的心性、意识、精神状态复

归到小孩一样无分别、平等、真率的那种纯朴、天然心域，使心灵得到净化，

情性获得陶冶，真正达成达道、合道，与 “道”融通合一的 “朴”与 “真”

审美境域。

以老庄为首的道家美学所注重的这种 “朴”之境域构成论不但规定审美

者在进入心灵体验之必须“澄心端思”，而且还要求 “澄心静怀”，以摆脱与

功名利禄相干的利害计较，营构出一个清静虚明、无思无虑的心理空间。徐

上瀛说: “雪其躁气，释其竞心。”( 《溪山琴况》) 沈宗骞也指出，在进入心

灵体验活动时，审美者必须要 “平其竞争躁戾之气，息其机巧便利之风。

……摆脱一切纷争驰逐，希荣慕势，弃时世之共好，穷理趣之独腴”( 《芥舟

学画编》卷一) 。只有使心灵经过 “澄心静怀”，屏弃奔竞浮躁、汲汲以求、

生活情趣不高的意念，做到无欲无私，少思少虑，胸无一丝俗念，才能在心

灵体验活动中超越自我，通过直觉观照与内心体验，以体味到宇宙自然的
“大美”，感悟到审美对象中所蕴藉的深远生命内涵和人生哲理。

应该说，老子所主张的虚静淡泊、返朴归真的人生理想，以及庄子所

推崇的静以体道，游于无穷与 “朴”之境域构成论所规定的内容是相互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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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审美创作构思中，“澄心端思”，实现心灵的自由、专一和 “澄心静

怀”，超越名利、好恶得失等世俗杂念，保持心灵的净化与空明，从而才能

于心灵观照中达到与宇宙自然合一的 “真淳洁朴”境域，以创作出艺术

珍品。

三

在这里，还应该注意到这么一个事实，即以老庄为首的道家美学对 “朴”

之审美境域的推崇和中国人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审美观念分不开，并建

构在道家美学“道”论的深层审美意识之上。

所谓“道”论，是以老庄为首的道家哲人提出的一种思想。 “道”先于

自然万物，为自然万物纯构成的本源，是“道”论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含义。

作为万物构成本原的道，它生成宇宙自身所固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张祥龙

指出: “对……老庄而言，这最终的根源都不是任何一种‘什么’或现成的东

西，而是最根本的纯境域构成。”“老庄的 ‘道’也同样不是任何一种能被现

成化的东西，而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湍流’，总在造成新的可能，开出新的

道路。”［5］换言之， “道”是一切生命的总源泉总生机，万物发生构成于

“道”，又内含着“道”而得其生命之常。在老子看来，作为万物发生构成本

原的“道”，不能说它有。因为所谓境域就是在终极处的发生构成，所有的现

成存在性都不能达到本源境域。“道”不是现成的物，无形无象; 又不能说它

无，不能说它可以独立于万事万物而 “生出”万事万物，因为它缘于有而成

就有，所以老子指出“有”与“无”“同出而异名”以构成异彩纷呈的动态

世界。所以“道”体是无，“道”用是有，“道”是无与有的统一，两者同出

而异名。既然“无”是天地的原始; “有”是万物的根本，因此，应当从无

形无象处去体悟道的微妙，应当与 “道”所呈现出的缘发构成，而进入
“朴”、“真”等审美域。

所以，在中国美学看来，顺应自然、“以天合天”、“和光同尘”、“即心

即佛”，“由己” “返身” “归朴”， “还原”到 “最自由最充沛的深心的自

我”，“与天同”、“与天地参”、“万物与我为一”，其本身就是一种纯粹的终

极构成域。所谓 “万物与我为一”的 “一”，即 “道”，也即 “本根”，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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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万物所发生构成的终极境域。庄子云: “天下莫不沈浮，终身不固; 阴阳四

时运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

本根，可以观于天矣。” ( 《庄子·知北游》) 天地的发生构成与聚合变化，都

可以追问到“本根”这一所在。“本根”可以简称为“本”，而“本”也就是
“一”。《淮南子·诠言训》云: “夫无为，则得于一也。一也者，万物之本

也，无敌之道也。”从道家的“道”论看，“一”就是 “道”。作为大道本体

的“无”，也是“道”，和“一”相同，都是宇宙原始的纯粹构成本源，此原

始之构成本源并非绝对的空无，它朦朦胧胧、浑然一体，其中包孕着生成天

地万物的基因，这就是 “精”。因此， “道”，看起来什幺也没有，虽可称为
“无”，实质上则是有无一体。说它是 “无”，那只是相对于天地万物而言的，

而不是说它不存在。它是一种无形无象、无分无界、朦胧不清、浑然一体的

东西。正因其无分无界，混然一体，所以可称其为 “一”。这样一来 “一”

就从“无”中生发了出来。老子把这个过程称为 “道生一”，体现了 “道”

的这种纯构成性。在自我的构成之中，“道”逐渐生成为阴阳二气，这则是老

子所谓的“一生二”。 “二”就是阴阳。阴阳间的对话交流，犹如强大的动

力，激活并构成了宇宙间的“精”，从而生发构成天地与人，所以说天地与人

与“道”并存，老子把这个过程称为 “二生三”。所谓 “三”，即指天、地、

人三才。宇宙万物得以发生构成，是通过 “道”的生发与阴阳运动生成，因

此，老子把这个构成式称为“三生万物”。老子又说: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

气以为和。” ( 四十二章) 作为天地万物原构成境域的 “道”，具有能生而又

不被生的永恒不息动力，其表现特征为空灵、自然、无为、素朴。正是在此

意义上，老子认为，人道在于天道，应追随天道。而天道即自然质朴之
“道”。这样，人就不能背离自然。人应按照自然无为的原则，来追求自身纯

朴自然的本性，以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表现在审美活动中，要生成并显现

这种宇宙之美，就必须“绝圣去智”、“无知无欲”，由 “虚静”的自由境域

中，让心灵自由飞翔、穿越，以超越有限的、具体的 “象”，而体悟到
“道”———这种宇宙生命的精深内涵和幽深旨意，并进入极高的自由之域。此

构成过程即司空图所谓的必须“超以象外”，方能 “得其环中”，进入宇宙的

生命之环。也正由于此，所以老子讲 “我自然”、 “道法自然”、 “无为”与
“涤除玄鉴”，庄子则追求 “逍遥游”、 “无待”，讲一个 “忘”字，如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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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 “相忘于江湖”等等，追求 “得道”，以获得心灵的精神自由。所谓
“得道”或者“知道”的“道”就是 “自然”，也就是 “自由”，亦即庄子所

谓“在宥” ( “在宥”理当读为 “自由”) 。但道家的 “自然”并非今天所谓

存在意义上的“自然”，不是作为科学和人类实践层面上的客体的存在自然，

而是本然自在、天道自然。老子云: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 二十五章) 这里的“自然”，其意义则本然、天然、自然而然。即如河上公

注本云: “‘道’性自然，无所法也。”［6］董思靖注云: “‘道’贯三才，其体自

然而已。”［7］吴澄说的更明确: “‘道’之所以大，以其自然，故曰‘法自然’。

非‘道’之外别有自然也。”［8］童书业说: “所谓 ‘道法自然’就是说道的本

质是自然的。”［9］冯友兰也认为: “道之作用，并非有意志的，只是自然如此。

故曰: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0］陈鼓应注曰: “‘道’纯

任自然，自己如此。”［11］可见， “道法自然”意思实质就是 “道”就是 “自

然”。就是“自然而然”、“顺其自然”，就是本然、本来如此、“自己如此”，

也就是“如其所是”。自然界是本来如此的，人也该是本性如此的。既没有上

帝的安排，也没有人类社会当中的种种矫揉造作。自己如此，也就是 “天性”

或纯真质朴“本性”，就是“真”与“朴”。所以，“道法自然”与 “复归与

朴”其实是相通的。“朴”之为天性、本性、本真，也是一种 “自然”。就现

象学意义而言，“道法自然”、“复归与朴”则是生命质朴本真的显现，是依

生命的实际冲动势态而缘发境域式地纯真构成，其表征则为 “真”，为
“朴”。

这种返朴归真、“道法自然”、“无为”、“涤除玄鉴”和 “逍遥游”、“无

待”，自然而然，“返朴”、“复朴”、“归朴”以 “得道”的缘发构成，显现

于文艺创作中，则是顺应万物、“以天合天”，心物交融，最终以实现天人合

一的审美境域构成活动。其根本特征是因情顺性、自然而然、心源和造化之

间的互相触发，互相感会。也正由于此，中国美学特别强调创作者遇景起兴、

即目兴怀，强调无心偶合、不期然而然，去与物悠游，以心击之，在顺情任

性的构成态势中随大化氤氲流转，与宇宙生命息息相通，随着心中物、物中

心的相互构成，最终趋于天地古今群体自我一体贯融，一脉相通，以实现心

源与造化的大融合。

故而，中国美学缘发构成论注重顺应万物、“见素抱朴”、“以天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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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道存”，要求审美创作者走进自然山水之中，以自然万物为撞击自己心

灵、激发审美创作欲望和冲动的重要契机，为产生灵感兴会的渊薮，去心游

目想，寓目入咏，即事兴怀。老子说: “知其雄，守其雌。” ( 二十八章) 又

说: “弱之胜强，柔之胜刚。” ( 七十八章) “致虚极，守静笃。”“归根曰静，

是曰复命。” ( 十六章) 在老子看来，自然万物、宇宙天地都是运动变化的，

这种运动变化又是循环反复的，“道”的构成性特点，就是要使自然万物运动

变化发展到它的极至。而所谓自然万物运动发展的极致，也就是向静的方面

的复归，是“复归其根”、 “复归于朴”。这实际上也就表明，宇宙自然中在

动与静的关系上，动是暂时的，静才是根本，故而老子贵柔主静。老子认为，

“道”的构成态势也就是自然，大地自然都是由 “道”所生成，并由 “道”

所构成而变动不居，周而复始，自在自由的，人道本于天道，构成于天道。

天道即自然素朴之道。人道从自然素朴之道构成而来，最终归结于天道。因

此，人要把握和体认到这作为宇宙万物的生命本原 “道”，使人道归于天道，

让自己的心灵遍及万物，与天心相通，与万物一体，进而达到 “天人合一”、

“万物皆备于我”的“真”、“朴”构成域，直觉地体悟到宇宙、自然深处活

泼泼的生命韵律，从而实现人生与精神的自由与自在。

总之，在老庄为首的道家美学看来，“道”和天地万有之间，只不过是一

与多、无与有的关系，道因自身的圆满丰盛而创育天地万物，天地万物则因

自身的贫乏有限而要求回归于作为生命本原的道体之中，这就是 “归朴返

真”、“复归其根”的构成过程。而这种循环往复，无有止息的复归又是自在

自为、自然而然的。春秋代序、日出日落、花开花谢、叶黄而陨、草荣草枯、

花草树木、鸟兽虫鱼、江河湖泊、白云舒卷、春风轻拂……等等，都不需要

人为的因素而自由自在地运动变化、生生不息。故而，审美活动中，审美者

只有效法自然，自然无为，见素抱朴，才能使自己返朴归真、自然浑然与

“道”一体并由此而进入缘发构成的审美域。

注释:

［1］宗白华: 《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9 页。

［2］陈鼓应: 《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3］见郭庆藩: 《庄子集释》，中华书局 197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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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祥龙: 《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196 页。

［5］［6］［7］［8］［9］［11］陈鼓应: 《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68 页。

［10］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上卷，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219 页。

( 原载《文学评论》2009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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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 “无味”之 “味”说与
中国文艺美学 “淡”范畴

中国文艺美学推崇 “淡”之域的创构。所谓 “淡”，指平淡、清淡、疏

淡，侧重指意蕴情味。最初 “淡”指一种 “味”。如王充云: “大羹必有淡

味。”［1］董其昌云: “淡然无味，天人粮殆于此发窍。”［2］李佐贤云: “声希味

淡，无迹可求。”［3］这些地方都是指意蕴情味。引入文艺美学， “淡”则并非

指平直浅淡，而是有 “味”能 “深”，是 “发纤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

泊”［4］，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5］，是绚烂之极后的平朴，因而是

“淡中有旨”。

从原初视域来看，中国美学对 “淡”之境域的美学追求，其生成原点应

该归依于老子美学中的 “无味”之 “味”说。老子云: “为无为，事无事，

味无味。” ( 《老子》六十三章) 在这里，老子提出著名的 “无味”说的美学

命题。在老子看来，“无味”之“味”，乃为“味”之极致，是“至味”之所

在，“无味”是 “道”境域的显现。这是老子美学要义之所在。老子认为，

“道”之境域的呈现是“淡”而“无味”，而这 “无味”也是一种 “味”，而

且是一种至高至上的“味”。因此，王弼《老子注》云: “以恬淡为味。”“无

味”是一种“恬淡”之“味”。老子以 “味”论 “道”。“道”无味，不似肥

浓甘脆，令人咀嚼不已，餍饫无穷，而人之爽口悦心者，自不厌焉。此无味

中之至味，非世味之浓所可拟。“道”无方所，亦无形状，难想象亦难捉摸。

故曰: 视不见，听不闻，而取之靡穷，用之不竭，所以范围天地而不过，曲

成万物而不遗，这就是 “道”之所以为 “大”。在老子美学，作为存在性境

域，“道”具有恍惚冥渺、不可捉摸的特性。恬淡无味，不可言说，无法以语

言逻辑概念分析的方式把握，把握它的最好方式，只能是 “味”，即体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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