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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境&与道家思想
!

,,,中国现代美学研究范例论析

孙宗美

摘
!

要!%意境&成为涵摄中国古代美学核心精神的现代范畴"得益于王国维$宗白华$叶

朗等几代美学家的不懈努力#西学启发与现代学术自觉是他们研究意境的共同学术语

境"而道家美学思想也不约而同地成为他们%塑造&意境的重要资源#王国维因康德$叔本

华的非功利$无欲审美观联想到庄子的物我合一'宗白华以柏格森和歌德的生命哲学为先

导"发掘了道家的生命精神"又以%象征&理念贯穿了他对哲学与艺术的共同体认"将庄子

的艺道合一思想和老子%虚无&理论融入意境理论体系'叶朗则因了明确的以%意象&为中

心的中国美学史建构目的"极大程度地开掘了道家尤其是老子思想的美学内涵"并赋予意

境以新的意蕴#

关键词!意境'道家思想'王国维'宗白华'叶朗

近年来"已有多位学者指出作为现代范畴的%意境&与传统诗学%意境&在历史语境与

具体内涵上存在割裂与差异!

#但是"%意境&的现代阐释对于中国现代诗学$美学的理论

建设以及中西美学关系史的开启"无疑意义重大#西方思想资源和中国传统理论的融合"

现代中国人借此对古典性传统的认识与生发"从多方展现了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现代化进

程中的重要特征#本文将以王国维$宗白华$叶朗的%意境&研究为对象"深入剖析道家思

想融入现代%意境&论的内在理路"以期对传统资源参与现代美学建设的宏观历程增加一

细节性关注"为
!"

世纪中国现代美学学术史的回顾提供又一参照#

一$王国维!%物我合一&的中西汇通

王国维一向持中$西二学%互相推助&之说"

"在研究上也同样身体力行,,,其%境界&

论就建立于中西%化合&的基础之上#

67":

年"王国维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中根据康德和

叔本华的理论指出"审美观照的两大要素分别是%被观之对象&(%物之种类之形式&)和%观

者之意识&(%纯粹无欲之我&)"当观者脱离%嗜欲之网&而成为%无欲之我&时"就是审美

(%观美&)活动的实现#此时"%无欲故无空乏"无希望"无恐怖"其视外物也"不以为与我有

利害之关系"而但视为纯粹之外物#&由此"王国维联想到苏轼的%寓意于物&(-宝绘堂记.)

及邵雍所谓能%一万物之情&的%反观&"也即%以物观物&(-皇极经世*观物内篇.七)的审

美方式#他进而分析-论语.%侍坐&典故"认为孔子赏叹的曾点之%志&实为%磅礴万物以为

!

"

参见王一川!-通向中国现代性诗学."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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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即宇宙"宇宙即我&的境界!

#此处%磅礴万物以为一&源自-庄子*逍遥游."形容至人(圣人)%无

己&的精神境界!%之人也"之德也"将磅礴万物以为一&#%磅礴&为%混同&之意(司马彪)"言至人能以%无

心&之%心&"%不为&之%为&%会通万物之性"而陶铸天下之化&(郭庆藩-庄子集释.注)#中西方的这些思

想都指向了审美时物我合一的忘我状态"康德无欲$无利害的美学观$叔本华的认识主体论与庄子%磅礴

万物以为一&的思想在王国维的思想世界中发生了呼应#王国维能由西方美学家的理论转而反观中国

本土的文化"并在本土文化中极其敏锐地抓住与之相呼应的思想#这正是这位
!"

世纪中西美学关系史

%开山祖&和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的卓越之处"

#

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王国维自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影响"东方思想其实是王国维接受西方

理论的%接受视阈&或%前理解&

#

#当我们惯用影响研究的模式来审视王国维学术思想的时候"一定不

能忘记来自其思想深处的文化积淀的召唤与呼应"因为庄子思想中本来就存在着可以和西方美学相沟

通的某些内容#此时"这种中西美学的跨文化观照在王国维的学术历程中才刚刚开始"而他的%境界&论

体系以及对道家(尤其是庄子思想)的深入%重识&也以此为起点#

王国维有关%意境&的比较全面的论述"见于托名樊志厚撰的-人间词乙稿序.(

67";

)!

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

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

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二者常

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学之工与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

已#

$

这段话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首先"它确立了%意境&为文学(诗歌)本体的地位#文学能%观&(观我或观

物)"故有%意境&'文学%工&与%不工&的标准在于看%意境&有无$深浅#其次"出于%观我&为%意余于境&"

出于%观物&则%境多于意&"无论如何%意&与%境&缺一不可#第三"王国维根据%意&与%境&的结合情况"

将文学分为三个层次!最上为%意与境浑&"其次是%以境胜&"再次是%以意胜&#其中"对%意&与%境&的理

解是存在争议的#有关%意&与%境&关系的论述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国古代诗学的%情景交融&说"然%意&$

%境&与%情&$%景&虽有联系"但又不能简单等同#%意&与%境&的内涵明显要大于%情&与%景&#而对此最

有启发的解读是
679;

年许文雨在-人间词话讲疏.%序言&中的一段话!

因?掇王氏(按!王国维)论词之说"以弁其端"曰!夫词之为文学"固亦不越夫作者之意与

所作之对象"涵内藻外"以成就其体制#其上焉者"则意融于象"殆与庄生物我双遣之旨同符"

而王氏则谓之意境两浑矣#其次则或以意胜"或以境胜"偏美之擅"亦各有当"然固非超卓之诣

也#

%

可以看出"这段话的主要内容是许文雨对王国维-人间词乙稿序.有关%意境&论述的转述#此处暂不论

许氏将王国维的%意&与%境&理解为%作者之意&与%所作之对象&(%象&)以及王国维所谓%意与境浑&即

%意融于象&是否正确#当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他认为作者之%意&与艺术形象(%象&)必相融契才能实现

意境的创造"并借庄子%物我双遣&的思想予以生发#%物我双遣&并非庄子原话"其源自成玄英疏-庄子

*庚桑楚.%至义不物&!%物我双遣"妙得其宜"不(知)我外有物"何(是)非之有D 斯至义(也)#&郭象注曰

%各得其宜"则物皆我也#&可见"%不物&即没有物我之分#尽管王国维在阐述自己的%意境&观时并未提

及庄子"但许氏用庄子%物我合(化)一&的思想来解读王国维%意与境浑&的审美状态无疑是恰当的#由

此可以看出%意境&理论与庄子美学思想之间的联系"而许氏最早触及了这一问题#后世对庄子美学的

解读"几乎都会论及其%物我合一&思想的审美意义#李泽厚$刘纲纪就多次强调庄子物我一体$%万物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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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一&的境界开辟了%意境&说的思想渊源!%庄子学派把审美当作物我一体的境界"对后来中国美学的

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美学不仅是单纯从物的属性(如均衡对称之美)上去寻找美"而且从我与

物的精神联系上去寻找美"把美看作是一种生活的境界"一种令人忘怀一切的特定情境#这一思想是发

端于庄子学派的"而为后来的1意境2说所本#&

!

庄子%物我合一&的思想在-庄子.一书中多处体现"最具代表性的则是-齐物论.%庄周梦蝶&典故#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D 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

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 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1物化2#&%物化&意指物我界限消解"万物融化

为一#这种境界实现的主要途径是审美活动"而%意境&的实现也有赖于此#此前的
67"8

年"王国维所

作-贺新郎*月落飞乌鹊.后半阙云!%遣愁何计频商略"恨今宵"书城空拥"愁城难落#陋室风多青灯禸"

中有千秋魂魄"似诉尽人间纷浊#七尺微躯百年裹"那能消今古闲哀乐#与蝴蝶"蘧然觉#&

"可见他对

庄子这种以梦的形式展现出来的无物我$无是非的绝对自由境界"不仅深有领悟"且欣羡已久#而正是

因为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他才会将其运用到%意境&理论体系的建构中#试看
67"<

年王国维在-人间

词话.中关于%无我之境&的论述!%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所谓%不知何者为

我"何者为物&"几乎就是庄子%物化&思想的再现#因此"早有学者指出"%就传统诗学而言"这个1无我之

境2"似可上溯到庄子#331以天合天2其实就是1以物观物2的同义语#&%王氏论艺"深有取于庄子#他

标举的1无我之境2"跟庄子的1丧我2$1忘己2"很有关系'1以物观物2正与1以天合天2互为注脚#&

#

自此而后"在王国维的著述中"娴熟运用庄子思想的论述较多出现"如-此君轩记.(

676!

)!%物我无

间而道艺为一"与天地冥合而不知其所以然#&又如在-待时轩仿古钤印谱序.(

67!9

)中盛赞%印谱&的作

者罗子期%浑浑焉"浩浩焉"日摩挲耽玩于其中#其于世之所谓高名厚利"未尝知也#33其伎如庖丁之

解牛$佝偻丈人之承蜩"纵指之所至"无不中者"其全于天者欤D&

$

二$宗白华!以%象征&连接艺术与哲学

王国维的意境论以诗学阐释为主"到了宗白华$叶朗则将其内涵扩大至整个中国艺术的最高理想#

宗白华的美学研究起自
67!"

年代#发表于
67!6

年的-看了罗丹雕刻以后.%第一次集中地$充分地论述

了他的美学观&

%

"并初步形成了其美学思想的主干性内容!

6M

以生命的活力为艺术表现的核心"并由此

高度关注生命之%动&(%舞&$节奏)"关注自然与艺术的关系'

!M

艺术观相通于世界观$宇宙观,,,从世界

观$宇宙观到艺术观的美学体系建构思路#值得注意的是"宗白华以自然为美的表现"以大自然中%一种

不可思议的活力&为%一切1美2的源泉&的美学观"不仅通于西方歌德的泛神论思想和启蒙主义美学"而

且%又可通于中国古代庄子对大自然的赞美和以1自然无为2为最高的美&

(

#宗白华早期美学观所表现

出的这种与庄子思想的隐秘关联"也恰恰预示着他将进一步阐发道家思想#

此后"宗白华的-艺术学.(约
67!5U67!<

)$-略谈艺术的%价值结构&.(

679:

)等著述提出了艺术为

%象征&的观念"如!

艺术品为一种意境"象征"表现"而自然现象则为实在的#

艺术之目的"即在使材料象征化"形式化"而表现其意境"使审美者能明了之#

+

艺术的描摹"不是机械的摄影"乃系以象征方式"提示人生情景的普遍性#%一朵花中窥见

天国"一粒沙中表象世界#&艺术家描写人生万物"都是这种象征式的#!!艺术的里面"不只

是%美&"且饱含着%真&#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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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同哲学$科学$宗教一样"也启示着宇宙人生最深的真实"但却是借助于幻像的象征

力"以诉之于人类的直观心灵与情绪意境"而%美&是它的附带的%赠品&#

!

上述引文中"%象征&一词出现频率之高"共计五次#

67:;

年宗白华更撰文-略论文艺与象征.专门

论述文艺的%象征&功能"时间跨度之长"足见%象征&在其美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象征&观念还渗透于

他对中国哲学特征的思索#在宗白华看来"中国哲学重视形而下之%器&%上达&于宗教$道德$审美境界

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通过%象征&来实现的#艺术与哲学相通"也以%象征&的方式启示宇宙人生的

真际!

中国哲人则倾重于%利用厚生&之器"及%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之器之知识#由生活之实

用上达生活之宗教境界$道德境界及审美境界#于礼乐器象征天地之中和与序秩理数D 使器

不仅供生活之支配运用"尤须化%器&为生命意义之象征"以启示生命高境如美术"而生命乃益

富有情趣#

西洋!推理作用"概念世界#中国!感通作用"象征世界#

"

-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约作于
67!<U679"

年"该笔记虽是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探讨中西哲学的各

自特点"但其对中国形上学体系的建构仍然不脱离对艺术与审美的关注#这一思路与-看了罗丹雕刻以

后.所持世界观通于艺术观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以上对宗白华早期美学研究所作的简单回顾"目的是为其后的艺术意境理论探本求源#由此我们

会发现"宗白华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中对道家思想的深入阐发"实际是此前一以贯之的不断成

熟的美学观念的深化与再解读#

-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初稿写于
67:9

年"次年增订完成"是宗白华集中阐述艺术意境的代表作#

文中"他从对意境的关注开始注意到庄子哲学的美学色彩"并对庄子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庄子是具有

艺术天才的哲学家"对于艺术境界的阐发最为精妙#在他是1道2"这形而上原理"和1艺2"能够体合无

间#1道2的生命进乎技"1技2的表现启示着1道2#&

#此处所谓%道&即该文增订稿最后一节标题%道$舞$

空白!中国艺术意境结构的特点&之%道&"也即宇宙人生的最高真理"和文中提及的%天地境界&$%鸿之

理&和%宇宙人生的真际&是一个意思#随后"宗白华完整引用-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寓言予以进一

步申明#庖丁所言解牛之%技&"%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实是%艺&#然而庄子并非以%技&

(%艺&)为论述的目的"但其对体%道&$得%道&境界的描述"又的确是以技艺活动为启发#人们通过对庖

丁高超技艺境界的体会"便可领略到%道&的境界#艺道合一"此言不虚矣#

相较于
675"

年代以后道家美学研究的诸多成果"宗白华对庄子%美学&的这一见解可谓超前并极具

启示性#作为道家哲学的中心和最高范畴"%道&具有宇宙和生命本体的意义"可以视作宇宙蓬勃生命力

的象征#宗白华认为"中国古典艺术的最高鹄的就是要表现天地境界"表现生命的精神$创造的活力"而

意境无疑是这种最高追求的体现#这种以%道&为艺术意境第一结构要素的做法"不仅奠定了意境的形

而上品格"从本体论意义上说明了中国艺术追求意境美的必然性"而且从思想脉络上贯通了他此前持有

的生命美学观#与此同时"通过对庄子艺道合一思想的阐发"艺术与哲学的同一性关系也得以体现#艺

术境界和哲学境界一样"都是以沉冥至%深&来把握最生动之%生&,,,宇宙生命节奏是它们共同的目的#

这既是宗白华借庄子%庖丁解牛&寓言对已有观点的再次阐明"亦是他在思想持续蕴蓄过程中对庄子思

想的%再发现&#

-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增订稿还增加了对-庄子*天地.%象罔得玄珠&寓言的分析#寓言以%玄珠&

喻%道&"说%知&$%离朱&$%盙诟&均索%道&不得"唯有%象罔&可得之#那么"%象罔&为何呢+ 如果按最常

见的解释即%无心之谓&(成玄英疏)"是不能达到宗白华借此阐发艺术之象征作用的目的的#吕惠卿注

曰!%象则非无"罔则非有"不?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宗白华引吕惠卿注"将%象罔&进行了创造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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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宗美!%意境&与道家思想

发挥!%非无非有"不?不昧"这正是艺术形象的象征作用#1象2是景象"1罔2是虚幻"艺术家创造虚幻的

景象以象征宇宙人生的真际#真理闪耀于艺术形象里"玄珠的韟于象罔里#&

!庄子寓言文本的确给后

人提供了可供阐释的广阔意蕴空间"前人如吕惠卿$郭嵩焘"等只是看到了%象罔&介于有形与无形之间

的内涵寓意"却并未将其引向通于艺术形象特征的思路#而宗白华则因了现代艺术观的知识背景和中

西比较的美学视野"从已有的艺术%象征&观出发"将%象罔&同于具有象征作用的艺术形象,,,艺术意境

也因之具备虚实结合的特点#%象罔得玄珠&犹如艺术能反映宇宙人生真际的看法"不仅再次强调了艺

术的象征性作用"而且深化了庄子艺道合一的思想与美学内涵#

宗白华对意境结构之%虚空&要素的理解"多源自道家%虚无&理论#老子常用%无&$%有&来指称

%道&"如%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一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欲言无耶D 而物由以

成"欲言有耶D 而不见其形#&(王弼-老子*十四章.注)%无&与%有&看似对立"实相连续"都是指称%道&

的哲学专有名词#从本体论意义上讲"%道&以虚无为体"只是%无&含藏着无限未显现的生机"蕴涵着无

限之%有&#%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老子*四章.)"道家宇宙观深深地影响到中国艺术的表现"也启发了

宗白华对中国艺术表现形式和意境结构的创造性认识!

中国人感到这宇宙的深处是无形无色的虚空"而这虚空却是万物的源泉"万动的根本"生

生不已的创造力#老$庄名之为%道&$为%自然&$为%虚无&!!#万象皆从空虚中来"向空虚

中去#

此宇宙生命中一以贯之之道"周流万汇"无往不在'而视之无形"听之无声#老子名之为虚

无"此虚无非真虚无"乃宇宙中浑沦创化之原理"亦即画图中所谓生动之气韵#

中国人对%道&的体验"是%于空寂处见流行"于流行处见空寂&"唯道集虚"体用不二"这构

成中国人的生命情调和艺术意境的实相#

#

类似的阐发性论述在宗白华自
679"

年代以来的著作中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引述#

在老子的语境中"%无&除作为宇宙本体的意义外"还具有作为现象界概念的另一层次#老子认为"

在现象界"宇宙万物也都是%无&与%有&(%虚&和%实&)的统一"如%有无相生&(-老子*二章.)"%有之以为

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而宗白华对意境之%空白&的理解正是建立在%无&的两个概念层次

上的"具有双重意义!从艺术表现宇宙生命的角度而言"%道&即是%虚空&$%虚无&"代表着创现生命的源

泉"具有宇宙本体的意义'而从艺术表现形式上看"艺术的%空白&又是实实在在的"表现为绘画的%无画

处&$书法的%布白&$诗词中的%无字处&$园林的空间处理等等#%虚空中传出动荡&"%无画处皆成妙境&"

%无字处皆其意&33由于宗白华以生命的节奏为艺术表现的核心"而生命的表征,,,%动&$%舞&是需要

空间来活动的"所以中国的艺术才会以%空白&来表象%舞&的空间#%虚空&也成为中国艺术意境共同的

结构要素#

三$叶朗!老子美学的发掘与%意境&美学体系的完备

叶朗是当代美学家中对道家思想与意境理论关注极大$用力最深的一位#在其代表作-中国美学史

大纲.中"他以%意象&为中心"建立起一个完整而系统的中国美学历史体系#他的中国美学史研究并非

单纯意义上的"而是为了揭示中国美学自身的独特性"实现在中西对比中的中西美学融合"%使美学成为

真正国际性的学科&"从而%建立一个真正科学的现代美学体系&

$

#因此"得益于明确的美学史研究和

撰写目的"道家思想与意境理论的关系探索不仅被积极有效地纳入中国古典美学历史发展的逻辑体系"

而且呈现出不同于前人的现代学术自觉#诸多道家美学和中国古典美学的创见性命题"如%老子美学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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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学史的起点&"%意境说是以老子美学(以及庄子美学)为基础&

!

33都在此过程中得以提出和

阐述#

叶朗十分重视老子对中国美学的奠基作用#他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出发"从分析老子经典范畴的

美学内涵入手"对老子美学及其美学史意义进行了全面检视#他对老子美学内涵的发掘实际是对意境

哲学根源的系统探索"具体内容体现在对下列范畴的解读中!

6M

%道&$%气&$%象&!这是三个相互联结的范畴"核心在%道&#叶朗认为"%道&作为老子哲学的中心

范畴和最高范畴"和%气&一样"代表着万物的本体和生命#由此"%象&(物的形象)就不能脱离%道&和

%气&#脱离了%道&$%气&"%象&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受这一思想影响"中国古典美学以对事物本体

和生命的把握(体%道&$观%道&)为审美观照的实质"而中国古典艺术的最高追求也必然是对事物本体和

生命的表现,,,取%境&#因此"意境作为中国艺术的最高追求"其美学本质就是对宇宙本体和生命的体

现#这样的解读和阐释不仅从哲学本体论的层面抓住了老子美学的关键"且为意境理论找到了最根本

的哲学根源"赋予其形而上的含义#同时"就整个中国古典美学体系的建构而言"这一高屋建瓴的解读

也%为中国美学找到了一个真正深刻的原生地&

"

#

!M

%有&$%无&$%虚&$%实&!作为宇宙本体的%道&具有%无&和%有&的双重性质"而对于现象界而言"宇

宙万物也是%无&和%有&(%虚&和%实&)的统一#叶朗明确指出"现象界的%无&与%有&与作为宇宙本体的

%无&与%有&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正是老子的这种思想概括了中国古典艺术形象的重要美学特点#%艺

术形象必须虚实结合"才能真实地反映有生命的世界#&一方面"这种虚实结合以形式具体表现在艺术意

象的结构中"如中国艺术中的%留白&'另一方面"虚实结合也是艺术意境的结构!%1境2和1象2的不同"重

要的一条就在于1境2不仅包括1象2"而且包括1象2外的虚空#&

#叶朗不仅借此清晰呈现了意境的结构

特点是虚实结合"而且表达了他对%意象&和%意境&区别之处的看法#在此基础上"他对庄子%象罔&范畴

进行了发挥"认为%象罔&即是有形和无形相结合的形象"故能表现%道&#他说!%1道2(1恍惚2)$1象罔2$

1意境2是一条思路脉络贯穿下来的#不研究老子和庄子的美学"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国古典艺术的意

境的秘密#&

$这一思路实际上也是对宗白华相关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9M

%妙&!如果说叶朗通过对%道&$%气&$%象&的解读"解决了%意境&的美学本质问题"通过对%有&$

%无&(%虚&$%实&)统一的分析"呈现了%意境&的结构特点"那么他对%妙&的%再发现&则在一定意义上确

定了意境的美学特征之所在#-老子*一章.云!%故常1无2"欲以观其妙#&作为%道&的属性"%妙&体现

%道&的无规定性$无限性的一面#%所以1妙2必然要超出有限的物象(所谓1象外之妙2)"更不能用1名

言2(概念)来把握(所谓1妙不可言2)&#%1妙2通向整个宇宙的本体与生命#&

%由于%妙&的这一内涵特

点"久而久之"它开始从哲学用语转变为审美用语#尽管叶朗并未明确指出%妙&与%意境&的关联"但从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其实是有着必然联系的#%意境&作为中国艺术的最高追求"要表现宇宙本

体和生命"%意境&重%虚&$%取之象外&"因此"%意境&本%妙&#%妙&可以看作是对意境美学特征的概括#

相较于前辈学者"叶朗对道家思想与意境理论的探讨呈现两大特点!第一"他在肯定%意境&说的思

想根源在于老子和庄子美学的同时"更注重老子对道家美学及%意境&理论的奠基作用#对于前人没有

给予足够重视的老子美学"叶朗的深入发掘无疑别具手眼"而他的中国美学史书写也因此获得内在体系

与结构上的独特定位#第二"在意境研究的诸多问题上"叶朗深受宗白华影响#作为宇宙本体与生命的

%道&之于意境的理想性与形上性$%道&之有无虚实与意境的结构$%象罔&作为艺术形象的意义及其对中

国古典艺术意境创造的启示33我们都可以在叶朗的论述中找到宗白华美学思想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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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

语

王国维$宗白华与叶朗对%意境&的阐释虽总体上都属于一家之言"但当中论述的很多观点已经成为

中国现代美学对%意境&范畴的基本共识#他们对%意境&的集体阐释行为"既表现出中国现代美学自五

四以来力图标示和彰显本国精神的强烈本土意识"也折射出传统与现代转化期的共同焦虑#他们在%塑

造&%意境&时对道家美学做的重要阐发并非偶然现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首先"道家哲学与艺术和美学

原本具有最为亲和的关系"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艺术和美学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其次"西方美学的引

入"极大程度地唤醒了中国传统美学中有关物我合一$主体心灵净化等思想资源#

比之王国维的初创和叶朗的接续"宗白华对%意境&理论的开拓最大#其对艺术与哲学的沟通"对意

境作为中国艺术最高追求的理解和定位"结合诗书画艺术从艺术空间表现到宇宙意识的具体分析"从审

美经验到艺术理论的贯通"对主体心灵的凸显和重视"对生命作为宇宙本体的把握33都使得他的意境

阐释在把握中国古代艺术和美学思想方面获得了充分的有效性#他对道家思想的%利用&不仅显出较强

的个性和自主性"而且也确实触及了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尽管注意到庄子哲学艺道合一的特点并非

独例"但宗白华不仅由此点出了庄子哲学的美学色彩"更将其引向另一个命题!中国艺术具有同于哲学

的最高旨趣,,,表现天地境界"由此赋予意境以形而上品质#而象征虽然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表现手法"

但其概念实源自西方#宗白华力图借用西方理论%建立艺术作为一个独立自足的想象世界与现实的宇

宙人生的关联&"这是其意境论的核心!

#因此"他对庄子%象罔&说的阐释和利用虽有传统理解作为支

撑"但又具有明显的%为我所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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