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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雅说

”
的现代美学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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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 :作 为中国美学雅俗论中的一个范畴 ,“ 文雅说
”
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从人生美学方面要求人的言谈

举止都应文质彬彬、温文尔雅、谦和大方、有度有宜 ,有 谦谦君子之风 ,即 所谓
“
文雅通达

”
、
“
旷达文雅

”
。二是从文

艺美学方面要求文艺创作应追求文质兼顾、文质兼善、文质兼美、
“
尽善尽美

”
;在 审美意旨与审美风貌的营构与熔

铸上 ,应 追求文道合一、形神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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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雅

”
之

“
文

”
,其意义有多种 ,一指文辞、文

章 ;二指和谐 ,如 《毛传》云
“
声成文者、宫商上下相

应
”
[1](卷一);三指美德 ,所谓

“
文者 ,德之总名

”
;

四指美、善 ,如 所谓
“
文犹美也善也

”
[2](《乐记》)。

此外 ,和
“
质

”
相对 ,即 指华丽 ;在 温文尔雅中又指柔

和c故而
“
文雅

”
范畴 ,既有人生美学的内涵 ,也有

文艺美学方面的规定性内涵。从人生美学来讲 ,它

要求人们的言谈、举止都应文雅 ,在人才风范与气质

情性方面则应文质彬彬 ,温文尔雅 ,谦和大方 ,有 度

有宜 ,正 而不邪 ,正位居体 ,美在其中,有谦谦君子之

风。即如《礼记》所说 :“ 答远方诸侯 ,不 知文雅之

辞。
”
[2](《 保傅》)又 如《东观汉记》所说 :“ 丨日在台

阁,文雅通达 ,明 故事。
”
[3](《 蒋叠传》)再如陈师道

《后山诗话》所说 :“ 杜子美《九 日》诗云/羞将短发

还吹帽,笑 请傍人还正冠。
’
其文雅旷达 ,不 减昔

人。
”
[4]这些言说 ,都 以

“
文雅

”
来称许人的飘逸之

态、温润之容、安闲之度、温雅之风、恭俭之体、庄毅

之操、旷达之怀与超逸之貌。

同时 ,在 文艺创作中 ,“ 文雅
”
与和雅、典雅、温

雅、醇雅相通 ,要 求文艺创作文质兼顾 ,文质兼善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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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兼美和
“
尽善尽美

”
。刘勰《文心雕龙》云 :“ 序志

显类 ,有文雅焉。
”
[5](《 章表》)“ 按辔文雅之场 ,环

络藻绘之府 ,亦几乎备矣。
”
[2](《 序志》)这里就提出

“
文雅

”
范畴 ,要求将艺术作品作为一个有机整体。

在审美意旨与审美风貌的营构与熔铸上 ,应 追求文

道合-,形神兼各。下面我们结合人生美学和文艺

美学来对
“
文雅说

”
这一审美范畴进行分析和解读。

- “
文

”
即

“
雅

”

“
文

”
就是

“
雅

”
。从其最早的意义来看 ,人们往

往对
“
雅

”
持称颂褒扬的意味 ,如 人们追求高雅、雅

致的审美风范和审美意趣 ,推崇风流儒雅的道德风

貌 ,要求以仁为本 ,心 仁合一 ,生仁合一 ,人仁合一 ,

虚怀若谷 ,恭敬 自恃 ,谦顺待人 ,心底宽厚 ,温文尔

雅 ,文质彬彬 ,而绝弃粗野卑俗 ,庸俗下流 ,虚华无

实 ,为 富不仁 ,认为作为一个真善美统一的人 ,必 须

德配宇宙 ,泛爱生生 ,合 内外 ,同 天地 ,要 达到此 ,就

应该以社会的伦理道德思想、文化知识充实自己,积

学储宝 ,研阅穷照 ,集 义养气 ,洁静灵府 ,返归于诚 ,

从而才能于真实无妄、光明朗洁中体证生命的奥秘 ,

使精神高雅明洁 ,而使人生雅化、美化。
“
雅

”
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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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
文

”
。孔子认为 ,社会生活、人们的精神面貌、行

为举止都应该有
“
文

”
,应文雅有致 ,如 西周时期就

文礼鼎盛 ,“ 郁郁乎文
”
。在孔子看来 ,文化修养能

提高人的素养 ,使人 的气质、风度、仪态都雅致、大

方 ,彬彬有礼 ,庄重文雅。中国美学历来就要求人们

应作君子 ,在人格境界方面则应文雅、儒雅。要达到

文雅 ,既要加强心性方面的修养 ,更要增强文化知识

方面的学习积累。这里的
“
文

”
,其实质就是

“
雅

”
。

孔子对
“
文

”
的人文价值及其文化内涵进行了

比较全面、系统的表述。在孔子看来 ,“ 文
”
既指文

学、文辞等人类所发明创造的意义符号 ,同 时也指记

录人类社会活动和文化创造的典籍 :“ 君子博学于

文 ,约 之以礼 ,亦可以弗畔矣夫。
”
[6](《 雍也》)“ 文

”

又与
“
质

”
对举 ,以 表示文采或有文采 :“ 质胜文则

野 ,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
”
[6](《 雍也》)

“
文

”
与

“
武

”
对举 ,则 指伦理道德 :“ 夫如是 ,故远人

不服 ,则 修文德以来之。
”
[6](《季氏》)由 此引申开

去 ,“ 文
”
又指个人的道德人格修养 :“ 敏而好学 ,不

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
[6](《公冶长》)“ 文

”
又指

社会礼乐制度的完善 :“ 周监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 ,

吾从周。
”
[6](《 八佾》)正 是基于这种对

“
文

”
的认

识 ,因 此 ,可 以说 ,在 先秦儒家看来 ,“ 文
”
就是雅 ,

“
文

”
就是礼乐本身的一部分。即如荀子所说 :“ 凡

礼 ,始乎枕 ,成乎文 ,终 乎悦校。故至各 ,情 文俱尽 ;

其次 ,情文代胜 ;其下 ,复情以归大一也。天地以合 ,

日月以明,四 时以序 ,星辰以行 ,江河以流 ,万物以

昌;好恶以节 ,喜 怒以当,以 为下则顺 ,以 为上则明 ,

万变不乱 ,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 !” [7](《礼

论》)“ 故礼者 ,养也。刍豢稻梁 ,五味调香 ,所以养口

也 ;椒兰芳宓 ,所 以养鼻也 ;雕琢刻镂 ,黼黻文章 ,所

以养目也 ;钟 鼓管磬 ,琴瑟竽笙 ,所 以养耳也。
”
[7]

(《 礼论》)在荀子看来 ,所有的礼都是从简单开始 ,然

后逐渐发展为【文
”
,即 祭祀礼仪 ,最后达到完各的 ,

所以最完各的礼就是把感情和祭祀礼仪都完善地表

现出来 ;次一等的是这两方面都不相适应 ,⊥方胜过

另一方 ;最下等的是只讲表述质朴的情感 ,从而回复

到太古时期的简陋样子。有了礼 ,天地调和 ,日 月明

亮 ,四季按顺序交替 ,星辰按规律运行 ,江河畅流 ,万

物兴盛 ,欲望有所节制 ,感情表达得适当。故荀子认

为礼乐之文是实践孝悌忠恕之道 ,修养自身道德的

最佳手段 ,日 常起居按
“
礼义文理

”
,则 可以

“
养情

”
。

因为礼是万事万物的规律和法则 ,对于情感来说 ,礼

12

能调节性情 ,礼能使人
“
好恶以节 ,喜怒以当

”
;所 以

说
“
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

”
。故而 ,孔子教学生 ,

就把
“
文

”
作为基本的教学内容 ,分

“
文、行、忠、信

”

四种程序。照刘宝楠《论语正义》
“
子以四教

”
章正

义所解释 :“ 文 ,谓诗书礼乐 ,凡博学、审问、慎思、明

辨 ,皆文之教也。行 ,谓躬行也。中以尽心曰忠 ;恒

有诸已曰信。人必忠信 ,而后可致知力行。故曰:忠

信之人 ,可 以学礼。此四者 ,皆教成人之法 ,与 教弟

子先行而后学文不同。
”
[8]可 见

“
文

”
,就是学习

《诗》、《书》、《礼》、《乐》为主的作为
“
士

”
与

“
成人

”

所必需的各种专门知识。在此之外 ,孔 子还清除了

长期以来控制学校教育的原始宗教天命鬼神意识 ,

“
不语怪、力、乱、神

”
。四科之中,以 文德居首 ,学成

之后 ,足令君子文质彬彬 ,温文尔雅 ,不致流于粗野。

孔子所教学生之
“
文

”
,不仅是指

“
先王之遗文

”
,即

西周以前所承继下来的传统文化、典籍文献 ,而且也

指经过孔子选择整理与重新解释了的包含在这些典

籍文献中的礼乐教化思想与人文精神。据《论语》

记载 ,子路曾问孔子 ,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
“
成人

”
,

即美善合一的人 ,孔子回答说 :“ 若臧武仲之知 ,公

绰之不欲 ,卞庄子之勇 ,冉求之艺 ,文之以礼乐 ,亦可

以成人矣。
”
[6](《宪问》)可见 ,这里的

“
文

”
,就是指

一种涉及到精神情操、品德修养方面的教化思想和

人文精神 ,也就是
“
雅

”
。这点我们还可以从孔子自

己的理性追求中得到进一步说明。孔子一贯主张 ,

必须以礼乐之文实践孝悌忠恕之道 ,走 至善的人生

道路 ,修养自己的人格 ,以 达到至善至美的儒家君子

境界。因此 ,他立志以
“
齐一变 ,至于鲁 ,鲁 一变 ,至

于道
”
;据《史记》记载 ,他年青时就曾表述其理想抱

负 ,说 :“ 如用我 ,其为东周乎 !” [9](《孑1子世家》)这

里的
“
东周

”
与

“
道

”
就是指西周以来的传统礼乐文

化 ,即 礼乐之文。继承并发扬光大这种礼乐之文 ,克

己复礼 ,是孔子的终身奋斗目标。即如吕思勉所指

出的 :“ 《论语》:‘ 子所雅言 ,《 诗》、《书》执礼
’
,言

《礼》以该乐。又曰 :‘ 兴于《诗》,立 于《礼》,成 于

《乐》,专就品性言 ,不主知识 ,故不及《书》。子谓伯

鱼曰 :‘ 学《诗》乎 ,学 《礼》乎r则 不举《书》而又以

《礼》该《乐》。虽皆偏举之辞 ,要可互相钩考 ,而知

其设科一循大学之旧也。
”
[10]杨 树达在《论语疏

证》中疏证
“
子所雅言 ,《 诗》、《书》执礼 ,皆雅言也

”

一句时,说 :“ 夫子生长于鲁 ,不 能不鲁语。惟诵

《诗》读《书》执礼必正言其言 ,所 以重先王之训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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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未学之流失也。
”
[11]为 了复兴

“
郁郁乎文哉

”
的

周礼 ,孔子曾经对前代所遗留下的文献典籍进行过

整理、选择与解释 ,作 了大量繁复的工作 ,即 如孔子

所说 :“ 殷因于夏礼 ,所损益可知也 ;周 因于殷礼 ,所

损益 ,可知也。
”
[6](《为政》)“ 夏礼吾能言之 ,杞不

足征也 ;殷礼吾能言之 ,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 ,

足则吾能征之矣。
”
[6](《 为政》)可见 ,孔 子在整理、

编辑前人的文献典籍时 ,不但结合现实 ,而且还力求

追溯其发生的本源 ,在涉及其核心内容 ,即 礼乐之文

时 ,更是要进行演习讽诵 ,再加以考证研究 ,在 此基

础之上再编订成
“
可得而述

”
的儒家经籍。可见 ,孔

子之所以尚
“
文

”
,是 因为在他看来 ,周 礼的核心就

是尚文。
“
文

”
体现了周礼的根本精神。故而他说

尧
“
焕乎有文章

”
,并且盛赞

“
周监于二代 ,郁郁乎文

哉!吾从周
”
[6](《八佾》)。

显然 ,这里的
“
文

”
,也就是

“
雅

”
。

就
“
文雅

”
之

“
文

”
而言 ,其本身也包含有人格品

德操行与社会文化两个方面的内涵。《说文》云 :

“
文 ,错画也 ,象交文。

”
[12]徐中舒所主编的《甲骨

文字典》则认为 ,“ 文
”“

象正立之人形 ,胸 部有刻画

之纹饰 ,故以纹身之纹以文
”
[13]。 朱芳圃《殷周文

字丛》说 :“ 文 ,即 文身之文 ,象人正立形 ,胸前⋯⋯

即刻画之文饰也。⋯⋯文训错画 ,引 申之义也。
”
也

就是说 ,最早 ,甲 骨文中的
“
文

”
字只是对纹身实体

的一种形象描摹 ,显 然 ,这和《说文》对
“
文

”
字的解

释是一致的,即
“
文

”
字具有人类讲求对 自身的装饰

和美化的意义。换言之 ,即
“
文

”
的本义是指文身、

文饰与文采。《庄子 ·逍遥游》云 :“ 越人断发文

身。
”
[15]《谷梁传 ·哀公十三年》云 :“ 祝发文身。

”

范宁注云 :“ 文身 ,刻 画其身以为文也。
”
[16]从审美

发生学的观点来看 ,文身现象 ,是人将自己的自然之

躯 ,依照社会、祭祀等意识的要求和规定加以改变 ,

以体现野蛮人与自然人向文明人与社会人生成的一

种标志。它通过文饰过的人 自身的形体 ,既增加了

作为
“
人

”
的骄傲 ,达到了人对 自己身份的认同,也

标志作为文明人与社会的、民族的、文化的人的完

成。可以说 ,在原始文化中对人自身形体的文饰 ,在

有意无意中又再现了人。故而 ,文身的结果 ,是把人

引进到一个超越现实的世界 ,而获得一种超功利的

潜意识的满是 ,它实际上已经升华为一种审美的快

适。

从原始社会中的文身活动来看 ,它 主要是祭祀

的需要。在祭祀中,主持活动的祭师需要文身 ,然后

才能领舞。参加舞蹈的人也应文身 ,边舞边助之乐。

整个祭祀活动中,文身之人都处于核心地位。同时 ,

按照规定 ,祭祀活动中,人身上所文饰的花纹符号与

形象符号 ,都必须与祭器上的符号一致 ,其深层意旨

也必须与祭祀之乐同质。这样 ,“ 文
”
实际上也就表

示了整个祭祀活动。故
“
文

”
即礼。礼 ,是从祭器方

面来象征祭祀活动的性质 ,而
“
文

”
则是从祭师 ,即

人的方面来象征祭祀活动的性质。主持祭祀活动的

是祭师 ,即人 ;人 即
“
文

”
,所 以说

“
文

”
在原始祭祀中

占着中心地位。
“
文

”
代表着整个祭祀 ,“ 文

”
就是

礼。古代的中国被称为礼义之邦 ,“ 礼
”
是中国传统

文化 ,尤其是上古文的核心。可以说 ,上古时期整个

民族社会的文化性构成 ,包括祭坛、宫庙、祭器、职

官、礼乐、服饰、车舆、旗帜、礼器、玉帛、神殿、明堂、

墓地和部落建筑布局等等 ,都是
“
文

”
。而整个民族

社会的
“
文

”
,其 实质就是 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文化

化。这样 ,从狭义来看 ,文就是人 ,后来则专指文人、

士人、仁人、雅士 ;从广义来看 ,“ 文∷就是礼 ,并 引申

为文物、文饰、文章。所谓
“
文章者 ,礼 乐之殊称

也
”
,就是由此而来的。
“
文

”
与祭祀之礼有关 ,“ 文

”
即

“
礼

”
,还 可以从

西周典籍记载中得到证明。如《尚书》所载
“
王肇称

殷礼 ,祀于新邑,咸 秩无文
”
与

“
悖宗将礼 ,称 秩元

祀 ,咸秩无文
”
[17](《 洛浩》)来看 ,这里的

“
文

”
已经

与祭祀之礼相联系。同时
“
文

”
即意指人 ,也 可以从

中获得证明。如据《尚书》所载 ,“ 汝肇于文武 ,用会

绍乃辟 ,追孝于前文人
”
[17](《 文侯之命》),即要求

晋文侯效法文武之道 ,以 文武之道来引导自己行德

积善 ,以 追赶与效法于先前的文德之人。显而易见 ,

这里的
“
文

”
已不仅是对纹身之人的形象描摹 ,而是

对有道德修养和施行仁政、
“
敬德俊民

”
之人的颂扬

与赞美 ,其人文价值内涵已经得到进一步增强。故

而 ,《 国语》云 :“ 夫敬 ,文 之恭也。
”
[18](《 周语下》)

韦昭注云 :“ 文者 ,德之总名。
”
又据《论语》云 :“ 文王

既没 ,文不在兹乎 !” [6](《 子罕》)朱 熹注云 :“ 道之

显者谓之文 ,盖礼乐制度之谓。
”
也就是说 ,“ 文

”
就

是
“
德

”
,也就是

“
雅

”
。

二 “
文雅

”
之境

如前所说 ,中 国古代美学的一大特点 ,就是以
“
人

”
为核心 ,基于对人的生存意义、人格价值和人

生境界的探讨和追求 ,旨 在说明人应当有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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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境界 ,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境界。这种特点又突

出地表现在
“
文雅

”
审美范畴的规定性内容之中。

就人生态度与人生追求说来讲 ,“ 文雅说
”
要求

人们在人生的行为规范方面 ,无论言谈、举止 ,还 是

气质风度 ,以及学识修养、人格品行等等 ,都应文质

彬彬、温文尔雅、适度有宜 ,要作仁人、文人、雅人。

在文艺美学方面 ,则 要求文艺创作既要有文采 ,更要

有温厚醇雅的意蕴 ,要文与质兼顾 ,正 而不邪 ,雅而

不野、不俗。

在中国古代哲人看来 ,一个人想要
“
成人

”
,即

具有高雅的人格修养 ,成 为
“
君子

”
,不仅要有智慧、

要人品高洁 ,同 时 ,还要
“
文之以礼乐

”
。据《论语 ·

述而》载 ,孔子曾以
“
文、行、忠、信

”“
四教

”
来作为乐

礼教化的内容 ,主张
“
文

”
、
“
行

”
一致 ,通 过

“
文行

”
,

以陶铸
“
忠信

”
,使人

“
文质彬彬

”
,文雅谦和、举止适

度。如前所说 ,从周孔开始的中国礼乐文化的真实

基础是宗法等级人伦 ,因 此 ,在 中国古代最重人伦之

道。这种人伦 之道 ,从 西周 起 ,第 一个形 态 就是
“
礼

”
。

“
礼

”
把宗法人伦的实质用制度和文化的形

式正式规定下来 ,如 一面大网 ,包罗了政治、经济、道

德、文艺、宗教、习俗等等在 内。可 以说 ,在 中国古

代 ,一 切人与人事都笼罩在礼的规定之中。

真正的
“
成人

”
必须兼有

“
知

”
、
“
不欲

”
、
“
勇

”
、

“
艺

”
,并

“
节之以礼 ,和 之以乐 ,使德成乎内 ,而文见

乎外
”
,要

“
材全德备

”
、
“
中正和乐

”
。而要达到此 ,

则离不开礼乐教化。中国古代哲人认为
“
礼别异

”
、

“
乐和同

”
。个人修身离不开礼 ,所谓

“
礼者 ,所 以正

身也
”
[7](《 修身》);国 家的长治久安更离不开礼 ,所

谓
“
国无礼则不正

”
[7](《 王霸》)。 因此 ,荀子指出 :

“
人无礼 ,则 不生 ,事无礼 ,则 不成 ;国 家无礼 ,则 不

宁。
”
[7](《修身》)又 说 :“ 人之命在天,国 之命在

礼。
”
[7](《 天论》)“ 礼

”
就是

“
文∵。范文澜先生在

《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 礼用以辨异 ,分别贵贱的

等级 ;乐 用以求同,缓和上下的矛盾。礼使人尊敬 ,

乐要人享受。⋯⋯礼有乐作配,礼 的作用更增强

了。
”
辨别雅俗正邪的标准是

“
礼

”
,而

“
礼

”
即
“
文

”
。

正是基于此,因 而孔子提倡
“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

[6](《 八佾》),《集解》引孔安国注云 :“ 乐不至淫,哀

不至伤,言其和也。
”
朱熹《集注》云 :“ 淫者,乐 之过

而失其正者,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
”
孔子主

张美善尽陈、文质相兼、哀乐适度,提倡
“
允执其中

”

[6](《 尧曰》)、
“
允执厥中

”
、
“
用其中于民

”
[6](《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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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推崇
“
中庸之道

”
,认为

“
即其两端而竭焉

”
,即

要求人们在履行道德时应避免走极端 ;情感表现方

面 ,也应如此 ,应
“
无过无不及

”
,如果过了头 ,超过

了度 ,就会变质。如
“
趋时

”
过度 ,则会变为

“
媚俗

”
;

“
礼

”
所要求的恭敬谦让过度 ,则会变成谄媚。即如

朱熹所说 :“ 如君止于仁 ,若依违牵制 ,懦而无断 ,便

是过 ,便不是仁。
”
[19](卷十六)所谓过仁则不仁 ,过

敬则不敬。要做到
“
中和

”
、
“
无过无不及

”
,离 不开

“
礼

”
。故孔子说 :“ 恭而无礼则劳 ,慎而无礼则葸 ,

勇而无礼则乱 ,直 而无礼则绞 (尖 刻 )。
”
[6](《 泰

伯》)恭、慎、勇、直 ,都是高雅的德行 ,然 而离开
“
礼

”

的制约 ,都会走向极端 ,产 生弊病。因此 ,人们的言

行举止、气质作风、品德操行都应适度、文雅 ,所谓
“
文质彬彬 ,然 后君子

”
。因为在儒家哲人看来 ,礼

乐教化的目的是使人的
“
容貌、态度、进退、趋行

”
,

“
由礼而雅

”
[7](《修身》),即 使人举止文雅 ,人 与人

之间和谐、协调。
“
文化质朴相半 ,彬彬然然后可以

为君子。
”

“
文

”
是美善、柔和 ,是

“
礼

”
,也就是

“
中和

”
,是

中庸不走极端 ,执 中而不偏。
“
文

”
就是

“
雅

”
。故

而 ,“ 文雅说
”
要求人们在人生态度方面 ,不偏不倚 ,

“
温而厉 ,威 而不猛 ,恭 而安

”
[6](《 述而》),“ 宽而

栗 ,柔 而立 ,愿而恭 ,乱 而敬 ,扰 而毅 ,直 而温 ,简而

廉 ,刚 而塞 ,强而义
”
[17](《皋陶谟》),文质兼顾、温

润文雅。在人生价值方面 ,则 强调道德主体价值追

求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认为
“
由己

”
的目的是为己 ,

而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孔子对世俗之人做表面文

章的风气极为不满 ,他慨叹 :“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

学者为人。
”
[6](《宪问》)孔子的

“
修养为己

”
论和他

重视人的生命价值的精神是一致的 ,“ 为己
”
就是要

弘大主体精神 ,张扬主体的精神 ,张 扬主体生命 ,成

就主体人格。

之后 ,孟子把孔子的为己论进一步理论化 ,把人

的道德修养与人性结合起来 ,提 出
“
万物皆备于

我
”
,从而在理论上使修养者本人成为道德上判断

和行动的唯一责任者 ,对 自己的行为处在最后的决

定地位。《中庸》认为人格修养的途径是
“
率性

”
、

“
修道

”
,《 孟子》则主张通过

“
尽心

”
、
“
知性

”
而

“
知

天
”
,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宋明理学家对此作了

发挥 ,但无论是理学派还是心学派 ,都根据着孔子所

提出的
“
为己

”
论强调了主体心性的克制磨练和涵

养自身的重要。他们认为
“
天地变化 ,皆吾性之变



李天道 “
文雅说

”
的现代美学绎义

化
”
,道德修养就是要与天地合德 ,与 万物同体。因

此 ,他们都推崇
“
返身而诚

”
,强调要反求诸己,尽 心

养性 ,一切靠 自我修养 ,不假外求 ,“ 只一个主宰严

肃 ,便有涵养工夫
”
[19](卷 六十二)。 陆九渊、王阳

明更为突出心性的 自主能动作用 ,认 为
“
心

”
即

“
理

”
,“ 若能尽我之心 ,便 与天同

”
[⒛ ](卷 三五)。

这就把主体的自主性抬升到了空前的地位。

荀子则从另一个侧面强调了主体的重要性。他

认为 ,人性本恶 ,是
“
不可学

”
、
“
不可事

”
的,因 而其

主张与在道德修养上强调善性扩充的孟子不同,荀

子在道德修养上注重恶性的改造、抑制。荀子也把

个体看作道德责任的现实承载者 ,认为节制天生的

恶性 ,“ 化性起伪
”
,就要求个体必须有能力对抗来

自外界和内心(欲 )的 一切压力。与孟子强调主体

心性的自觉不同,荀子更强调理性的自觉、行为的自

觉 ,即 自觉地恪守礼义法度。

儒家哲人所提倡的
“
为己

”
,即 自我修养 ,是

“
近

”
,自 我必须在修养中得到超越 ,从而成为一个

“
大我

”
(“ 远

”
)。 儒家的修身哲学由此分为两个方

面,一方面是上述
“
为己论

”
,另 一方面又是

“
爱人

论
”
。

“
仁

”
的修养所要达到的就是

“
爱人

”
、
“
利

人
”
,行忠恕之道。如王艮所言 :“ 爱身敬身者 ,必不

敢不爱人敬人。
”
[21](《 语录》)你视他人为草芥 ,他

人必视你为寇仇 ,因 此 ,若想实现
“
我之不欲人之加

诸我
”
,首 先要做到

“
吾亦欲无加诸人

”
[2丬 (《 语

录》)。 重人与重己应是相得益彰的 ,而 不能顾此失

彼 ,偏执一端。只知重人而不知重己,是没有骨气的

奴才相 ,就像《法门寺》中的奴才贾桂一样 ,别 人叫

他坐下 ,他却说自己做奴才站惯了。当然 ,如 只知重

己而目中无他人 ,那 么 ,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这是

不知天高地厚、唯我独尊的自大狂 ,是极端的自我中

心主义者。卑躬屈膝的奴才是人所共斥的,狂妄自

大的人同样为人们所不齿。只有既重人又重己,与

人为善 ,善待他人不卑不亢 ,正心诚意 ,文质彬彬 ,温

文尔雅 ,才合乎人我关系的中庸之道 ,才能感到自身

的尊严和价值 ,才能尊重他人并蠃得他人的尊重。
“
文雅说

”
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但从以上有

关人生态度规范和人生价值观的最基本的要求中 ,

我们不难看到其最重要的特征 ,就是
“
和为贵

”
的总

体价值取向。无论是重人还是重己,强 调的都是双

方相互关系的
“
度

”
,严 己宽人 ,清 正廉洁 ,左 右和

谐 ,上下有序的淡泊名利、重人亦重己,不 过分偏重

一方 ,不 因重一方而鄙弃、否定另一方 ,而是把主体

行为的自由度和行为的合 目的性统一起来 ,为 己利

人 ,从而使看似矛盾的人己双方达到最完美的
“
和

”

的境界——宇宙万物的和谐、社会有机体的和谐、人

我关系的和谐、个人内心的和谐。所以,从本质上

讲 ,“ 文雅
”
说所主张的美学精神就是中庸审美观。

“
文雅说

”
的这种中庸审美观是建立在中国文

化哲学基础之上的。我们说过 ,“ 文雅说
”
的总体价

值取向是
“
和为贵

”
,一切以适乎中道 ,既不过激也

不固执为准则 ,追求一种
“
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
的自

由。在中国古代哲人看来 ,无论物质生活上如何困

顿 ,一个人如果在精神上达到无滞无碍的中和境界 ,

便是得到了人生至大的乐趣。因而 ,翻 开记载孔子

言行的《论语》,我们不难看到其中处处洋溢着生活

的乐趣。从温文尔雅、谦和大方、有适有度、淡泊名

利的人生态度出发 ,中 国人生美学中由孔子创立的

儒家思想则充满着积极的乐观主义精神。《论语 ·

雍也》中,孔 子对他最心爱的弟子颜回称道不已 :

“=箪食 ,一瓢饮 ,在陋巷 ,人 不堪其忧 ,回 也不改其

乐 !” 在孔子看来 ,这份乐观与超然是最得 自己的处

世精神实质的,于 已心有戚戚焉 ,因 而不由得连连赞

叹 :“ 贤哉 ,回 也 !” 孔子自己也说过 :“ 饭疏食 ,饮水 ,

曲肱而枕之 ,乐 亦在其中矣。
”
[6](《述而》)后世宋明

理学家把这种身处贫困之中却保持恬然自得的心境

称为
“
孔颜乐处

”
。寻求这种快乐 ,是中国人的人生

理想之一。程颢就说 :“ 昔受学于周茂叔 ,每 令寻仲

尼、颜子处。
”
[” ](卷二上)这也就是孟子所谓的大

丈夫
“
贫贱不能移

”
的人格境界。

贫贱困苦本身并不能给人快乐 ,所 乐的是能够

身处其中而心志依然坚定不移 ,执著于自己的追求

而无滞无碍。仅仅安于贫困却胸无大志 ,那 是愚昧

无知和不求进取的表现。真正的
“
君子

”
、
“
雅士

”
虽

然生活环境不尽人意 ,但却能够超越物质生活的艰

辛和困顿 ,执著于道 ,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格精神。这

样 ,内 心世界的丰盈完满就能够弥补物质生活的匮

乏。据《论语 ·卫灵公》记载 ,孔 子师徒绝粮于陈

时 ,子路非常愤激地问 :“ 君子亦有穷乎 ?” 孔子答

道 :“ 君子固穷 ,小 人穷斯滥矣。
”
这就是说君子执

中 ,“ 兼德而至
”
,无过无不及 ,当 行而行 ,身处困厄

而矢志不移 ,无怨无悔。但就
“
小人

”
而言 ,则 富贵

贫穷都不能填补其心灵的空虚 ,因 而快乐永远与他

们无缘。所谓
“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戚戚

”
[6](《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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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并且 ,对于成就理想人格来说 ,环境 的险恶、

生活的磨难反而有助于意志的坚定、心性的完善。

所以孟子讲 :“ 天将降大任 于斯人也 ,必 先苦其心

志 ,劳 其筋骨 ,饿其体肤 ,空 乏其身 ,行拂乱其所为 ,

所以动心忍性 ,增 益其所不难。
”
[23](《 告子下》)

当然 ,“ 文雅说
”
所谓的

“
君子固穷

”
,只 是就人

的精神面貌而言 ,要 求人们心气平和 ,保持心灵的充

实 ,人 穷志不穷 ,“ 交亲而不 比 ,言 辩而不辞 ,⋯ ⋯宽

而不侵 ,廉而不刿 ,察而不激 ,直立而不胜 ,坚 强而不

屈 ,柔 以而不流(同 于流俗 )” [7](《 不苟》);穷 而不

失其志 ,要求人们不要走极端 ,要 防止过度 ,而 并不

主张刻意追求生活上的贫困 ,不求进取。事实上 ,中

国古代哲人也相当重视物质生活的丰裕。如孔子就

曾宣称 :“ 富而可求也 ,虽 执鞭之士 ,吾 亦为之。
”
[6]

(《 述而》)就是说 ,要是能够求得富贵的话 ,即使是干

执鞭坠蹬的贫贱差事 ,我也愿意。因此 ,孔子被围困

于陈蔡之野 ,弟子们怨声载道 ,孔子犹欣然而笑对颜

回说 :“ 颜 回,你 家中如果富有 ,我 愿意到你家去做

管家 !” 在 日常生活中 ,孔 子也有适有度 ,十 分讲究。

他认为 ,穿 衣 ,夏 要有夏衣、冬要有冬装 ,工 工整整 ,

“
当暑 ,轸 钸给 ,必 表 而 出之。缁衣 羔裘 ,黄 衣狐

裘
”
,色彩 、内外都要配套 ,而 且

“
必有寝衣 ,长 一身

有半
”
。吃饭 ,色香味要俱佳 ,肉 败色恶味不好闻的

饭菜不吃 ,酱油放得过多或过少都不吃 ,甚至肉割得

不方正也不吃 ,酒 肉也必不可少 [6](《 乡党》)。 可

见 ,孔 子是很知衣食住行之乐、很会享受生活的人。

不过 ,富贵终究是身外之物 ,是外在于己的。孔子对

待富足生活 ,如 同对待贫困生活的态度一样 ,都是以

涵养性情 、造化人格为前提和 目的的。因此 ,他特别

强调说 :“ 不义而富且 贵 ,于 我 如浮云。
”
[6](《 述

而》)孟 子曾强调指出 ,真正的仁人君子大丈夫雅士

不但应该做到
“
贫贱不能移

”
,而 且更应该做到

“
富

贵不能淫
”
。同时 ,两 方面相 比较而言 ,富 贵比贫贱

更能考验一个人的人格 ,这也就是中国哲人所谓的
“
近之而不染者尤洁

”
。这也就是程颢诗《秋 日偶

成》中所云 :“ 富贵不淫贫贱乐 ,男 儿到此是豪雄。
”

显而易见 ,贫也好 ,富也罢 ,都是培养
“
文雅

”
精

神境界的外在环境。无论 自身处于何境 ,内 心都应

有一个持久而伟大的理想和信念 ,这样 ,你就可以以

乐观向上的情怀面对人生。安于贫富 ,这 是
“
文雅

”

人格境界的基本要求 ,更高的境界是无论富贵贫贱 ,

都拥有一颗融洽和乐的心灵。子贡曾问孔子 :“ 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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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谄 ,富而无骄
”
怎么样 ,孔 子回答道 :“ 可也。未

若贫而乐 ,富而礼者也。
”
[6](《 学而》)“ 无谄

”
、
“
无

骄
”
可以说是做到了

“
正

”
,但还不算达到了

“
中

”
,即

“
雅

”
,“ 贫而乐 ,富 而礼

”
才算真正达到温和中庸文

雅之境。《中庸》讲 :“ 君子素其位而行 ,不 愿乎其

外。素富贵 ,行 乎富贵 ;素 贫贱 ,行 乎贫贱 ;素 夷狄 ,

行乎夷狄 ;素 患难 ,行 乎患难 ;君 子无人而不 自得

焉。
”“

自得
”
就在于

“
素其位

”
,不 怨天尤人 ,不 狂妄

狷介 ,不 以物喜 ,不 以己悲 ,这 是一种豁达乐观超凡

脱俗、温文尔雅的人生态度。
“
自得

”
也在于

“
不愿

乎其外
”
,而以性情精神的平和怡然 自乐 ,即 《中庸》

所谓的
“
反求诸其身

”
的 自得之乐。故而 ,孟 子认

为 ,“ 反身而诚 ,乐 莫大焉
”
[23](《 尽心上》)。

“
反身

”
之乐是对感性生活的超越。有一次 ,孔

子问弟子子路、冉有、曾皙、公西华各 自的志向是什

么。子路以
“
千乘之国⋯⋯加之以师旅

”
为志向 ,冉

有回答说希望能治理好小 国使 民富足 ,公 西华则
“
愿为小相

”
,即 当个祭师 ,也 就是礼赞先生。孔子

听了都不甚满意 ,这 时一直在鼓瑟 自娱的曾皙回答

说 ,自 己的理想人生境 界是 :“ 莫春者 ,春 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 ,童 子六七人 ,浴 乎沂 ,风乎舞雩 ,咏 而

归。
”
孔子听后 ,喟 然长叹说 :“ 吾与点也 !” [6](《 先

进》)宋代理学家二程解释说 ,其他三人都不能超脱

于外在的功名利禄 ,不 懂得礼义治国的道理 ,唯 有曾

皙的特立独行 ,挥洒 自如显示出尧舜气象 ,故 而深得

孔子之志。朱熹在《论语集注 ·先进》中也表达了

相似的观点 ,认为曾皙言志
“
不过即其所居之位 ,乐

其 日用之常 ,初 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 ,直

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 ,各得其所之妙 ,隐然 自见于言

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 ,其 气象不侔矣。

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
”
。

真正超越了功名利禄、物质环境等世俗杂念的

羁绊 ,就可以以超迈旷达的态度对人对己 ,以 超迈旷

达的情怀拥抱世界。
“
学而时习之 ,不 亦说乎?有

朋 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不 亦君子

乎 ?” [6](《 学而》)为远方朋友的到来而欣喜 ,不 因他

人的误解而烦恼 ,是 以旷达品格对人 ;乐 于学习 ,是

以旷达品格待己。与道家
“
为学 日损

”
的看法相反 ,

中国古代儒家学者认为 ,要 提高品行 ,必须不断学

习。以学习为乐事 ,是用不着头悬梁锥刺股的 ,“ 知

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
[6](《 雍也》),

学习真正成了 自己兴趣之所在 ,人 了迷 ,自 然就会



李天道 “
文雅说

”
的现代美学绎义

“
发愤忘食 ,乐 而忘忧

”
,甚而

“
不知老之将至

”
[6]

(《 述而》),哪里还有什么厌倦疲惫可言呢?

通过学习思考修养 ,人的内心世界不断地充实

丰富,人的品格情操也逐渐臻于仁智之境 ,心灵境界

也随之获得提升 ,从而达到学习的终极 目的 ,即
“
成

人
”
,成为真正的人 ,温文尔雅、文质彬彬 ,自 觉于道

的人c自 觉的人是仁人 ,是雅士 ,是智者 ,是 充满快

乐达到
“
文雅

”
之境的人。孔子说 :“ 知者乐水 ,仁者

乐山;知 者动 ,仁 者静 ;知 者乐 ,仁 者寿。
”
[6](《 雍

也》)对仁智之乐 ,孟子也有自己的表述。他认为
“
君

子有三乐
”
:第一乐是人伦之乐 ;第二乐是内心的融

洽 ,“ 仰不愧于天 ,俯不怍于人
”
;第 三乐是

“
得天下

英才而教育之
”
[” ](《 尽心上》)。 这其中既有

“
仁

”

之乐 ,也有
“
智

”
之乐 ;既是

“
仁

”
之境 ,更是

“
雅

”
之

境。

受儒家哲学的影响 ,中 国人泛爱生生 ,以 仁为生

之本 ,而
“
仁

”
即温润柔和、宽厚博大 ,故 而中国人总

是以文雅大度、豁达超脱的态度面对人生、面对社

会 ,追求一种健全充实的人格。社会人生的美就是

生之美。德配宇宙 ,则 能得万物生生之理 ,以直达宇

宙生命本源 ,体验到生之美。这从古代哲人对音乐

的重视中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哲人文雅旷达精神

境界的涵养挥发 ,是与他们对音乐的挚爱分不开的。

儒家把
“
乐

”
作为君子必修的六艺之一 ,推 崇

“
雅

乐
”
。孔子对音乐就极有研究 ,他精通乐理韵律 ,善

于咏唱弹奏。音乐给孔子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

趣。即使在身处厄境 ,不见用于卫 ,拘 留在匡 ,遇 险

于宋 ,绝粮于陈蔡以致弟子们都愁眉不展之际 ,他也

能心安情怡 ,“ 讲诵弦歌不衰
”
[9](《孔子世家》)。 孔

子还具有很高的音乐鉴赏品位。当他在齐国听到了

《韶》乐时 ,认为《韶》乐尽善尽美 ,无 与伦比,惊叹 :

“
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 [6](《述而》)以 至于心醉

神迷于《韶》乐 ,三个多月不知肉的香味。
“
乐

”
之所以如此感人至深 ,因 为在中国古代哲

人看来 ,“ 乐
”
能使人心平和温润。老子云 :“ 音声相

和。
”
[Ⅲ ](二章)《 国语》云 :“ 和乐如一。

”
[18](《郑

语》)《 荀子》也云 :“ 乐也者 ,和 之不可变者也。
”
[7]

(《 乐记》)《 礼记》则云 :“ 乐者 ,天地之和。
”
[2](《乐

记》)“ 乐
”
能使天人关系、人际关系和谐 ;能调和人

的心理状态 ,使人的情感、情绪通过
“
雅乐

”
的陶冶 ,

而获得平和宁静 ,故而 ,《 礼记》指出 :“ 致乐以治心 ,

则易、直、子(即 慈 ,从朱熹说 )、 谅之心油然而生矣。

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 ,乐则安 ,安则久 ,久则天 ,天则

神。天则不言而信 ,神则不怒而威 ,致乐以治心者

也。
”
[2](《 乐记》)这就是说 ,“ 乐

”
的审美功效在于

“
治心

”
,使人心洋溢生生之喜悦 ,内 心油然而生真

挚、慈爱、宽容之情 ;从而使整个社会安定 ,人与人之

间亲和友善。所谓乐无二理、人心皆一 ,守一以拟定

其和 ,杂 比以显饰其节 ,及其斐然成章 ,则 可以合和

人伦 ,附亲万民,而产生巨大的亲和力与凝聚力。故

而
“
致乐

”
的美学精神就是

“
执 中

”
、
“
适 中

”
、
“
中

和
”
。《吕氏春秋》解释得好 :“ (乐 )太 巨、太小、太

清、太浊 ,皆 非适也。何谓适?衷 (中 )音 之适也
⋯⋯衷(中 )也者 ,适也。以适 [Jb]听适 [音 ],则 和

矣。乐无太平 ,和者是也。
”
[乃 ](《 适音》)“ 乐

”
的审

美规范就是
“
和

”
,只 有达到

“
中

”
,从 而才能达到

“
平

”
。达到

“
中

”
、
“
平

”
,才 能

“
和

”
。而

“
和

”
就是

“
文雅

”
。故而 ,中 国古代哲人认为 ,音乐之本

“
在于

人心之感于物
”
,它能够通顺伦理 ,调 和性情 ,正 心

诚意、使俗情尽去。所谓
“
君子以钟鼓道志 ,以 琴瑟

乐心
”
[7](《 乐论》)。 乐道'b声 ,乐 养心性 ,“ 故乐行

而志情 ,礼修而行成 ,耳 目聪明,血气和平 ,移风易

俗 ,天下皆宁 ,美善相乐
”
[7](《乐论》)。 音乐教化人

心 ,使人去掉鄙陋的东西 ,以 心灵雅洁 ,从而才能进

人
“
雅正

”
之境。所谓

“
礼别异 ,乐求同

”
、
“
乐由中

出,礼 由外作
”
[2](《乐记》),内外相谐 ,增 益文明,培

育人的道德情怀 ,从而达到天人合一之中和温润境

界。正因为音乐有这样巨大的德化功用 ,所 以,中 国

古代儒家哲人特别看重音乐 ,特别重视
“
乐

”
的潜移

默化功能和
“
适中

”
、
“
中和

”
的审美效应 ,强 调

“
乐

”

的审美教化作用。这与墨家、道家执于一端 ,窒欲苦

行或蔑弃礼教 ,极力排斥否定音乐形成鲜明的对比。

难怪林语堂说 :“ 孔子对教育与音乐的看法 ,其 见

解、观点是特别现代的。
”
[26]对音乐的重视也强化

了儒家推崇
“
雅乐

”
,追求

“
雅正

”
之境的美学精神。

的确 ,“ 文雅说
”
重视人的人格品性修养 ,追求

心灵的中和温雅以及人伦秩序、天人秩序的和谐适

中,文雅有致。进人文雅之境 ,就 能
“
使之阳而不

散 ,阴 而不密 ,刚 气不怒 ,柔气不慑
”
,温柔敦厚、中

正和平 ,以 礼节情 ,自 强不息 ,积极勇敢 ,超迈旷达地

面对人生。中国人执著于现实人生 ,认认真真做人 ,

和和乐乐处世的精神 ,已 经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意识 ,

时时刻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人生美学精神。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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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Aes山 etic】ExpIanaJon of“ Wen Ya”

LI Tian-dao

(Chinese Insutute,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8,China)

Abstract:As a category in the resned and popular tastes of Chinese aestheucs, 
“
wen ya”  has two

aspects of rneanings。  In human life aesthetics, it requires elegance of a man’ s speech and departrnent,

while in literary aesthetics, reflnement of literary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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