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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乐教与中国艺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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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属于艺术的范畴 ,善则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 人是在由道德而艺术 ,向善致

美 ,尽善尽美的过程中成就和谐艺术人生的。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里 ,儒家传统中的“乐而不

淫 ,哀而不伤”的乐教思想 ,对中国全整的艺术精神做出了应有贡献。徐复观在对中国艺术精神

的考察中 ,认为道家思想在魏晋以后主导了中国的艺术精神之观点是有其片面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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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应该是全整的。 虽然现代人文科学研究分门别类、畛域分明 ,但人们总是力图将这诸多学科纳入

到以人为本的整体性研究中来。徐复观从哲学史思想史领域转入艺术美学领域后 ,于 1966年写成《中国

艺术精神》 ,系统地指出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及其对现代人生的启示。现今大多数人对中国传统艺术 ,如

文学绘画等文明瑰宝持续而强烈的认同 ,应是徐复观中兴传统之努力的社会心理基础 ,而对传统心灵的

最高归宿——艺术精神的探索则又是写作本书的主要目的。 他在此书中对儒道两家思想在传统艺术人

生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做了深入研究 ,成绩卓尔 ,可其中有诸多观点是可以商榷的。

一

徐复观认为 ,艺术是与道德、科学相并立的三大文化支柱之一 ,最能体现出一个全整个体所具有的

修养和所达到的人生境界 ,同时也是修身养性的手段。中国传统艺术成就蔚为大观 ,而其中体现的艺术

精神来讲 ,就是由道德而艺术 ,在世界中安顿内在自我进而达到与外在社会秩序和谐的一种力量和超越

精神。 他进而认为 ,中国文化的精髓和最高体现就在其艺术精神 ,而中国的艺术精神实际上则由老庄思

想系统所导出 ,尤其体现在中国传统山水绘画上。他说“老庄思想当下所成就的人生 ,实际是艺术地人

生 ;而中国的纯艺术精神 ,实际系由此一思想系统所导出” [ 1] (第 47页 ) ,并且 ,“为人生而艺术 ,才是中国

艺术的正统” [1 ]
(第 136页 )。道家与儒家的入世精神相比 ,更表现出一种人性解放的“纯艺术精神”。

徐氏立论高远 ,观点鲜明 ,论述详备 ,但此论一出就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和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

中国艺术精神 ,能否以道家为精髓和根本?因为 ,在徐氏看来 ,无论在精英传统 ,还是在民间社会 ,占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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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地位的儒家礼乐文明只承担了道德领域的伦理、政治教化的重任 ,而在艺术领域所作出的贡献则逊

色于道家。换言之 ,在儒家内部 ,作为尽善的仪式化 (并且艺术化 )、规范化的儒家礼教只是伦理道德的 ,

而“儒家真正的艺术精神” ,即能尽美的乐教文化 ,不幸“自战国末期 ,已日归湮没” [1 ] (第 39页 )。其衰落的

原因 ,徐复观认为倒不是老庄之“道” (尤其是庄子的“游心”、“心斋”和“坐忘”等思想 )本来具有先天优

势 ,而是儒家乐教自身内部和社会外部的双重原因所导致的。 他认为 ,儒家乐教在先秦以后的衰落导致

了儒家艺术人生的欠缺 ,进而也就不能代表中国的艺术精神了。

二

我认为 ,虽然徐复观具体阐述了老庄一系自由、放达的自然心灵与“以虚静为内容的道家人性论”在

绘画艺术中所体现的和谐身心、解放人性的美学思想 ,但并未能一贯揭示在中国一系列传统艺术形式的

背后所掩藏的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入世担当的严肃而又活泼的美学精神。 因为这里存在着三个问题:

第一 ,绘画艺术能否充分诠表道家思想及中国艺术精神? 徐氏对绘画艺术的分析和发掘 ,无疑是有

重要意义。少人出现的山水画背后透出一种主体的精神关注和价值取向 ,因为它是实存整体地缩小而又

局部地放大的自然的表象世界 ,而非自然本身。它是技艺与精神的共同创造 ,是和谐与冲突的客观写照 ,

它是超脱了自然实存的人文化了的理想世界和精神田园 ,而它的表现手法无疑是自然含蓄内向的 ,与道

家精神实有相通之处。 但是 ,即使虚静、自然、安宁是中国山水画追求的最高境界 ,却也并不能就此得出

其代表了中国艺术的最高追求之结论。理由是 ,由于艺术形式多元化的事实 ,用艺术精神来理解老庄思

想可以 ,但以道家的艺术精神来代表中国的艺术精神就有了归约主义的倾向。即使绘画突出体现了中国

艺术精神中道家取向 ,也并不能表明儒家思想资源中只有入世担当的世俗精神 ,而没有自由超越的艺术

精神。 如照徐氏所说“绘画的自觉 ,绘画的艺术自律性的完成 ,却不能不说是自魏晋时代开始” [1 ] (第 157

页 ) ,那么 ,直到宋元山水画成熟以前 ,国人的艺术精神的欠缺与成熟与否也还是个问题。

其实在中国的山水绘画的传统之外 ,还有很重要很古老的诗教传统以及其它诸多艺术形式。钱钟书

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 ,就曾指出中国文论对诗画本有不同的标准: “论画时重视王世贞所谓`虚’以及

相联系的风格 ,而论诗时却重视所谓`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
[2 ]
(第 21- 22页 )。中国诗的高品与正宗同中

国画的高品与正宗 ,即各自所追求的终极归宿是有明显差异的。这二者的差异反映了儒道两家在人生追

求和艺术旨趣方面的不同。 所以说 ,在评及传统艺术时 ,偏主一方并归约为一种境界是不可取的。

第二 ,徐氏在处理艺术形式的世俗性与本质的超越性之间的关系时 ,有偏重本质的极端倾向。“所有

艺术都是象征性的。象征对于通过其意义而超越可感性而言 ,它在形式和本质之间的摇摆、不可决定性

即不可避免” [3 ]
(第 100页 )。 绘画本身的形式和技艺方面的要求 ,决定绘画者不可能先天地出世 ,因为他

需要长时间入世的熏陶教化和技艺练习。这种教化的目的恰在于消除与异己对象的隔阂和距离 ,使之内

化为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自我经验。因为经验是不可照样复制和先天遗传的 ,只能通过个体的后天习

得 ,所以这个教化过程就成为走向身心和谐的必经阶段 ,绘画也自不能例外。 儒家不仅没有拒绝这一意

图达到永恒美感的心灵追求 ,而且把本具有深刻出世意蕴的绘画技艺 ,当做一个修身养性的重要手段。

宗白华说过 ,“中国哲学是就`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 `道’ 具象于生活、礼乐制度。 道尤表象于

`艺’ 。灿烂的`艺’ 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 ,`道’ 给予`艺’以深度的灵魂”
[4 ]
(第 13页 )。而且“`道’的生命

进乎技 ,`技’ 的表现启示着`道’ ” [4 ] (第 11页 ) ,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主观与客观、自我与外物、自任

与束缚的融合统一是艺术精神得以形成的基础 ,而且形式本身也是一种美。

第三 ,艺术精神获取的实践道路问题。艺术要求直观洞见、强烈移情和丰富想象 ,并达到艺术欣赏所

应有的物我两忘的审美境界。个体的感悟洞见确是一种直接逼人的审美经验的升华 ,但是移情的对象和

联想的素材源于个体的历史 ,即个人的历时性的事件及生活在传统中所拥有的集体记忆 (文字历史 ) ,也

即联想以回忆为前提。绘画艺术作品本身与主体背景相对成为前景 ,审美经验即是主体在前景中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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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和人格造就的活动。因而艺术作品及其浸润的精神来源于实践 ,艺术欣赏活动也要依赖于实践。虽

然 ,“自由与美都是属于理智的世界 ,而不属于现象的世界” [5 ] (第 210页 )。但是 ,把艺术追求的美等同于

无限制、任意的自由或“游” ,把对美的追求等同于对道家之虚静、自然之“道”的追求是偏颇的。

其实 ,中国的艺术精神体现在道家思想之中 ,同样也充分体现在儒家思想之中。绘画作为一种现时

性的空间艺术 ,试图超越时间历史对人的规定与束缚 ,直接洞察人的自由本质 ,观照出人超然脱俗的终

极归宿和诗意气质。但它并不能涵盖或替代其它众多艺术形式。就为儒家推重的乐教来说 ,因为音乐通

过声音节奏的历时性连续流动来摆脱空间的制约 ,而体现出有别于绘画的独特艺术魅力和审美趣味。

三

在礼乐并立的先秦儒家传统中所体现出的艺术境界主要归功于乐教 ,并在儒家传统中历来居于不

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儒家人生是世俗的人生 ,同样也是艺术的人生。

徐复观虽然认为 ,三代传统是礼乐文明 ,乐教在先秦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不错的 ,但他认为乐先

于礼则有问题。乐为心声 ,确实由来已久 ,但礼从原始宗教禁忌、巫术仪规上发展而来的历史也很久远 ,

乐本身也有乐礼 ,徐氏仅从字源学上来判断孰先孰后是不充分的。 孔子后来删诗定乐 ,主张“志于道 ,据

于德 ,依于仁 ,游于艺”的儒家实践纲领中的“艺”是六艺 ,包括诗、乐、射、御、书、数 ,其中的“乐”即指乐

艺。徐复观还认为 ,“仁是道德 ,乐是艺术。 孔子把艺术 (乐 )的尽美和道德的尽善 (仁 ) ,融和在一起” ,这

之所以可能的原因是 ,二者的本质“有其自然相通之处”
[1 ]
(第 15页 ) ,即“心术 (道路 )”的同似性。在“兴于

诗 ,立于礼 ,成于乐”的过程中 ,乐处于最高的层次 ,具有非理性的超越特质和“三月不知肉味”般的艺术

穿透力。

孔子曰: “绘事后素”。 这表达了礼仪化、规范化复杂生活的背后有安顿身心的如一形上境界的内在

需要。 音乐首先体现了自然秩序的和谐 ,相同的东西会共振共鸣 ,相同的心灵随音乐也会有同质化的感

受与经验 ,还可以感化淑世的道德心灵。 “金声而玉振之 ,有德者也” [ 6] (第 488页 )。通常儒家以玉德比于

君子 ,雅音配以高尚的心灵。今文《尚书·舜典》有: “八音克谐 ,无相夺伦” ,乐教是在节礼立德、以仁为本

基础上天人、身心的和合统一。正如孟子所说的从“可欲之谓善”到“充实之谓美” ,进而到“圣而不可知之

之谓神”的完美境界。即使倾向于把音乐客观化、自然化的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也认为“声音自当以善

恶为主” ,明确指出音乐艺术与道德伦理之间有密切关系。儒家所追求超凡入圣之“天人合一”的至高境

界 ,既是他律的道德境界 ,也是自律的艺术境界 ,具有崇高的精神自足性与归宿感。因而 ,在儒家看来 ,艺

术的美丑与人性的善恶是二而一的 ,乐教则是提高人性修养和达到社会和谐的重要方式。

在“诗书礼乐”之教中 ,诗与乐是紧密关联的。“古代所谓`乐’是指乐曲、舞蹈和歌词三者的统一整体

而言” [ 7] (第 343页 )。“乐的部分 ,不能离开《诗经》” [ 7] (第 342页 ) ,即当时诗歌不分。当时的十五国风 ,即是

“乡土之音” (郑樵语 ) ,是不同地方采集来的民歌俚调 ,既有歌词又有曲调。孔颖达在《诗经》疏中云: “乐

之为乐 ,有歌有舞 ,歌则咏其辞而以声播之 ,舞则动其容而以曲随之”。而且诗有定所 ,律有所宜 ,即每首

诗配曲及表演的场合皆有一定规则。 孔子正乐不正诗 ,是正歌诗不合的新声 ,如郑音。 但这一史实同时

表明 ,诗、歌、舞等艺术元素已经开始分化独立的历史趋向。乐教本来的社会象征意义、教化功能和人文

价值 ,被其它的艺术形式逐渐分有和吸收 ,从而作为六艺之一的音乐训练的隆盛地位也渐次衰落。这一

点徐复观在书中已经精当地指出。其实 ,后来的礼乐在结构上还经历了从礼乐并立到礼主乐从 ,礼先乐

后 (如南宋陈淳的《北溪字义》 )的历史变迁。虽然乐教后来在其现实性的政治教化意义上与礼教不可同

日而语 ,但乐在很多情况下仍在激励着个体内心和群体的和谐与凝聚 ,仍旧持续地体现出礼别异乐和

同、礼外乐内的两大结构特点 ,二者相得益彰。

在后来的儒家传统中 ,乐的继续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后来的上层统治社会 ,尤其是

精英阶层 ,掌握着纯音乐的发展。其传承主要集中于为社会中上层服务的伶工乐师等少数人手中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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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音乐律吕本身的繁复性决定的 ;二是处于亚文化结构的民间传统中的音乐是很丰富的 ,仍旧多以歌舞

音乐复合不分的较原始形式 ,在诸如婚丧嫁娶等重要场合和重大节日里流行 ,继续着音乐的诸多教化和

社会象征的原始功能。 而第三点可能是最主要的 ,这就是音乐的原初底蕴开始扩展渗透于继《诗经》《离

骚》而后起的诸多文学样式的节奏韵律当中。其中包含的音乐元素和成分 ,是诸多中国传统文学艺术样

式特别优美 ,具有音乐般的节奏美感的重要原因 ,是文学欣赏时审美经验的重要源泉。在这种意义上说 ,

儒家乐教并没有真正衰落 ,它变成普遍内在的美学形式一直不断教化并感慰着生活在传统中的心灵。所

以 ,乐教的精神资源与其它艺术形式一道持续地成就着中国的艺术精神和人生境界。

综上所述 ,中国的艺术精神在表现形式上是繁复多样的 ,在内容上则是儒道互补的。虽然徐复观准

确指出了突出代表中国艺术精神的传统绘画艺术里的道家思想 ,但没能合理指出在“为人生而艺术”的

正统价值取向下 ,儒家以修身治世、立己达人的一种内在性超越精神所具有的艺术境界和宗教情怀对中

国艺术精神做出的应有贡献。因而 ,徐氏仅从儒家乐教的衰落推导出儒家的艺术精神的断裂和缺失 ,是

有其片面性和局限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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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jo ring in Confucian philo sophy.

Abstract: XU Fu-guan believ es tha t the aesthetic spi ri t o f Taoism is typical of the art spi ri t of

China. Furthermo re, the spi ri t i s mainly represented by Chinese ancient painting s. In fact , as a

mainst ream of Chinese t radi tional culture, Confucianism a lso makes g reat cont ributions to Chinese

t ranscendent spi ri t of art and harmonious liv es in reality. Specially , to be a v irtuous and complete

man, the ul tima te aim of Confucianism, could be achiev ed through the impo rtant way of ancient

Confucian musical cultiv ation. So, XU 's main view points should be questionable.

Key words: Chinese art spirit; Tao; liyue civiliza tion; Musical Cul tiv 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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