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庄子和惠子探讨的游鱼之乐体现了怎样的美学意境
<p> <p class=bjh-p>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庄子曾和惠子在濠上进
行辩论，这就是著名的“游鱼之乐”，这个故事是《庄子》中最引人深
省的故事之一。它讲的是有一天，庄子和他的朋友惠子在濠梁上游玩，
庄子对惠子说：</p> <p></p> <p> <p class=bjh-blockquote> <p cla
ss=bjh-p>你看这河中的鱼，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动，他们是多么的快
乐啊！</p> <p></p> <p></p> <p> <p class=bjh-p>惠子却对这一观
点不以为意，说：</p> <p></p> <p> <p class=bjh-blockquote> <p 
class=bjh-p>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不快乐呢？</p> <p><
/p> <p></p> <p> <p class=bjh-p>庄子又说：</p> <p></p> <p> <p c
lass=bjh-blockquote> <p class=bjh-p>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
会不知道鱼的快乐和不快乐？</p> <p></p> <p></p> <p> <p class=bj
h-p>惠子说：</p> <p></p> <p> <p class=bjh-blockquote> <p clas
s=bjh-p>我不是你，本来不知道你的快乐，你本来也不是鱼，你也不知
道鱼的快乐，这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p> <p></p> <p></p> <p> <p
 class=bjh-p>庄子认为他在狡辩，便对惠子说：</p> <p></p> <p> <p
 class=bjh-blockquote> <p class=bjh-p>你从一开始就问我，你怎么
知道鱼的快乐，只要你问了这句话，那么你就预设了一个前提，即你已
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了，所以你才来问我，而我就是在濠梁上看到水
中的鱼，才知道他们快乐不快乐的。</p> <p></p> <p></p> <p class=
img-container><img src=https://pics0.baidu.com/feed/fd039245
d688d43fec5122f5f24b9d1d0ff43b9c.jpeg?token=cb84f1860190
9f26d1ceea524e8bbcdcs=/static-img/OKEwcLTHgEY3xKeIu1A2I
pA7GEdyDmxDYHSZ2_RUG6f68lQHkSVdRUXffkNJNTfu.png /></
p> <p> <p class=bjh-p>可能乍一看这些对话，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
什么快乐不快乐的，只不过是一些人在那里胡乱地说罢了。但是这段话
却深刻的反映出了这两位学者对世界的看法。 <p class=bjh-br></p> <
p></p> <p></p> <p> <p class=bjh-p>惠子看待世界，更偏向于理性



的逻辑思考，而庄子不同于他，他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哲学家，他
更倾向于感性的认知。史书曾经记载，惠子总是理性而又冷静的，他学
富五车，遇到问题，总是喜欢辩论，而庄子则随意洒脱，他的故事，他
的文章，更像是一种诗的旋律。而他的哲学思想，达到了一种曼妙舒适
的哲学境界。</p> <p></p> <p class=img-container><img src=http
s://pics7.baidu.com/feed/a1ec08fa513d26975cb56ca2d8aefdfd4
216d842.jpeg?token=2ff2ffa6c11e257f70d3a1206318bf59s=/stat
ic-img/6GRujYT4f_eSYgJkqmbmUZA7GEdyDmxDYHSZ2_RUG6cR
2JvLL9Q6yR-7KCFVoFxPsJETnByzzMkAKOj407IvQBXD43Y_Ebod
9mgwzPOzTHWK9_Zq8tWIGMX1NhWVWZhGmg8pOM-SP1eU_51
2Nnl4IU812Ea4uxjUt-5k9m8DHIfA4xQmqH7sIk1yQwx8r_JyenSd
zJMlg1L5jQVswLm7Cg.png width=390 /></p> <p> <p class=bjh-p
>因此，有人曾经说，惠子的智慧，就好像天上的太阳一样，它可以照
亮黑暗中知识的海洋，而庄子的智慧就好像漫长的黑夜，是用自己的生
命去体验世间万物的一切，他虽然看起来很冷，却充满了生命的温情，
因此，庄子对惠子的理智逻辑论证并不感兴趣，他所在意的，是生命的
温度，是生命体验中的痛苦、欢乐、纠结和超脱。 <p class=bjh-br></
p> <p></p> <p></p> <p> <p class=bjh-p>立于天地之间的惠子，很
早就对世间万物的一切感兴趣，他总是用自己的好奇心去驱使自己，不
断探索未知的领域，也就是“遍为万物说”。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老子
和孔子相比较，惠子所思考的问题更倾向于自然科学中万物理性的一方
面，而孔子和墨子则专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与人之间的伦理道
德上的约束和探索。</p> <p></p> <p> <p class=bjh-p>比如孔子在论
语中提出了仁政和爱人的阶级等级思想，而墨子虽然与孔子的思想在某
些方面有所重合，但是它所强调的是一种世间万物共同拥有的一种深沉
博大的爱，而并非孔子所提倡的阶层等级的仁爱，老子的兴趣则超脱于
他们之外，老子更注重宇宙万物的本身，它从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律中抽
脱出了一套抽象的法则，他称之为道。</p> <p></p> <p class=img-c
ontainer><img src=https://pics0.baidu.com/feed/aa64034f78f0f



736f9babcee8700fc1feac41370.jpeg?token=9f444020f1e8abb8c
bf52319bcad3328s=/static-img/rwMCCyjn4YeRCegGFn-q8JA7GE
dyDmxDYHSZ2_RUG6cR2JvLL9Q6yR-7KCFVoFxPsJETnByzzMkA
KOj407IvQBXD43Y_Ebod9mgwzPOzTHWK9_Zq8tWIGMX1NhWV
WZhGmg8pOM-SP1eU_512Nnl4IU812Ea4uxjUt-5k9m8DHIfA4xQ
mqH7sIk1yQwx8r_JyenSdzJMlg1L5jQVswLm7Cg.png /></p> <p>
 <p class=bjh-p>惠子与他们都不尽相同，他既不极端，像孔子和墨子
那样，只注重人伦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探讨，也不同于老子，只专注于宇
宙世间万物的本体考察，惠子是以理性的态度来分析万物，归纳出利物
之意的十个命题，如卵有毛、鸡三足、火不热、飞鸟的影子不动，飞箭
不走等等。每一个课题都非常有意思，其中也有不少具有科学性的思想
蕴含在其中，难怪英国著名的科学历史研究者李约瑟先生谈到惠子的时
候，不无感慨的说道： <p class=bjh-br></p> <p></p> <p></p> <p> 
<p class=bjh-blockquote> <p class=bjh-p>倘若环境条件有利于它的
生长的话，中国科学无需要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可能发展成什么样子
。</p> <p></p> <p></p> <p> <p class=bjh-p>很显然，庄子对待这
一思维辩证方法是不屑一顾的，他在《庄子》中说，物物而不物于物。
</p> <p></p> <p class=img-container><img src=https://pics2.bai
du.com/feed/21a4462309f7905217d1a20083a698cc7acbd59a.jp
eg?token=3d87228b892544f33c10ac6d80f62dbds=/static-img/H
nNilNBAAaFxsNkFx51VrJA7GEdyDmxDYHSZ2_RUG6cR2JvLL9Q6
yR-7KCFVoFxPsJETnByzzMkAKOj407IvQBXD43Y_Ebod9mgwzPO
zTHWK9_Zq8tWIGMX1NhWVWZhGmg8pOM-SP1eU_512Nnl4IU81
2Ea4uxjUt-5k9m8DHIfA4xQmqH7sIk1yQwx8r_JyenSdzJMlg1L5j
QVswLm7Cg.png /></p> <p> <p class=bjh-p>在庄子看来，他和惠
子的区别，从某些方面看，不是很大，他们都沉溺于物的研究，在物的
探求中找到自我安身立命的哲学规矩。但是它与惠子的不同之处在于，
惠子是从物象的研究走向物象的研究，而他则不同于惠子，他是从物象
的研究中超脱出一种更为玄妙、更为形而上层次的东西。所以它是不拘



泥于物的研究，他更倾向于人与物的融合。人在诗意的境界中回归本我
，比如庄子中就记载了他梦蝶的场景，他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而看到
了自己躺在地上，这个时候他不知道是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变成
了自己。 <p class=bjh-br></p> <p></p> <p></p> <p> <p class=bjh
-p>庄子也曾经在他的著作中评价惠子说：倚树而吟。他认为惠子整天
忙于辨析万物的名义，就像一只蚊子一样，嗡嗡飞个不停，辨识得越多
，其实离真实的世界越加遥远。他认为这种办法是徒劳的，还不如什么
都不做，舒舒服服地躺在地上，因此他批评惠子时说他“逐物而不返”
，认为惠子的伎俩只不过是筑物的匹夫。</p> <p></p> <p class=img-
container><img src=https://pics6.baidu.com/feed/a6efce1b9d1
6fdfa0b84e31f38dac35295ee7b36.jpeg?token=e93da793b97a04
9f02df9b546ffd7d1es=/static-img/-XJrvL-kLyCgz4FXmvma2ZA7
GEdyDmxDYHSZ2_RUG6cR2JvLL9Q6yR-7KCFVoFxPsJETnByzzM
kAKOj407IvQBXD43Y_Ebod9mgwzPOzTHWK9_Zq8tWIGMX1NhW
VWZhGmg8pOM-SP1eU_512Nnl4IU812Ea4uxjUt-5k9m8DHIfA4x
QmqH7sIk1yQwx8r_JyenSdzJMlg1L5jQVswLm7Cg.png /></p> <
p> <p class=bjh-p>可以说惠子的哲学是偏理性的，偏向于认知探索的
，也更加符合科学性的精神，而庄子的哲学思想则更倾向于一种文艺的
、诗意的、体验式的美学表达。在庄子的眼中，天地自然是一个伟大的
作品，而愚昧的人们则会用各种各样的东西去解释它，构建它。真正有
智慧的人，是要融合它变成它，一个真正的世界，不应该向儒家名家墨
家那样，用自己的愚昧知识去遮蔽世界的。 <p class=bjh-br></p> <p
></p> <p></p> <p class=img-container><img src=https://pics7.b
aidu.com/feed/1b4c510fd9f9d72ad202e4c8597f6732359bbb59.j
peg?token=89bf2d7c85bfee21c7104d09edc82781s=/static-img/i
_zNpMzSHFVC-ZoGA2sWk5A7GEdyDmxDYHSZ2_RUG6cR2JvLL9
Q6yR-7KCFVoFxPsJETnByzzMkAKOj407IvQBXD43Y_Ebod9mgwz
POzTHWK9_Zq8tWIGMX1NhWVWZhGmg8pOM-SP1eU_512Nnl4I
U812Ea4uxjUt-5k9m8DHIfA4xQmqH7sIk1yQwx8r_JyenSdzJMlg



1L5jQVswLm7Cg.png width=500 /></p> <p> <p class=bjh-p>所以
在春秋战国中的诸多名家中，只有庄子的作品最接近于文艺，而他的散
文则受到了后世文人们的追捧，他的思想哲学也更倾向于中国美学的基
本审美规范，因此他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深深影响了中国的美学发展，他
所建立的知识体系是关乎美的，他认为世界也是美的，因此他说“天地
有大美而不言”，这一世界有美，达到至高的美的唯一途径就是纯粹的
去体验它，这种纯粹的体验就是一种诗性的智慧。 <p class=bjh-br></
p> <p></p> <p></p> <p> <p class=bjh-p>正如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施
莱格尔所说的那样：</p> <p></p> <p> <p class=bjh-blockquote> <
p class=bjh-p>没有诗就没有实在的世界。</p> <p></p> <p></p> <p
> <p class=bjh-p>所以在庄子和惠子进行的辩论当中，它体现的是一
种会通万物的思维，观照世界的主体并不是用一种探索好奇的心情去观
照自然，而是用一种体验的方式去欣赏万物，在诗意的心灵中，他们打
通了自我与外物之间的界限，使得世界与个体的存在合而为一。</p> <
p></p> <p class=img-container><img src=https://pics6.baidu.co
m/feed/42a98226cffc1e17ba5d4c0ec7c5b905728de98f.jpeg?tok
en=c9d563868737c15a5d85fae877154549s=/static-img/hkEhvSn
NWRV4jw8DTGiSV5A7GEdyDmxDYHSZ2_RUG6cR2JvLL9Q6yR-7K
CFVoFxPsJETnByzzMkAKOj407IvQBXD43Y_Ebod9mgwzPOzTHW
K9_Zq8tWIGMX1NhWVWZhGmg8pOM-SP1eU_512Nnl4IU812Ea4
uxjUt-5k9m8DHIfA4xQmqH7sIk1yQwx8r_JyenSdzJMlg1L5jQVsw
Lm7Cg.png width=485 /></p> <p> <p class=bjh-p>总而言之，庄子
和惠子对鱼之乐的辩论，其问题的本质在于到底人能否认知和了解到鱼
的快乐和不快乐，惠子认为鱼之乐是不可以被体察的，但庄子却认为“
我知之濠上也”，这句话是问题的本质与核心。这一结论的思维方式是
因为我来到了这条河的旁边，我在这条河的桥梁之上看到水中的鱼，因
为我的心情是好的，所以在这样的好心情中，我能够感到舒畅和快乐，
所以我会认为鱼是快乐的，山峰是快乐的，周围的一切万事万物都是快
乐的。这是一种审美性的眼光，更是一种诗意性的表达，是用我的心情



，我的理解去观照世界万物，而不是根据世界万物的状态去调整我的心
态、思想和体验。 <p class=bjh-br></p> <p></p> <p></p> <p> <p c
lass=bjh-p>因此，庄子所说的鱼之乐并不是真正的鱼能够体会到的快
乐，而是我加给鱼的一种体验和感受，她体验鱼会如此，其实鱼可能并
不如此，但他根本就不在乎。惠子所质疑的，正是这种知与不知的模糊
性，他要的是一种确定性的认知和理解。</p> <p></p> <p class=img-
container><img src=https://pics5.baidu.com/feed/c9fcc3cec3fdf
c038b960e52586ac892a6c226cd.jpeg?token=bbe068a94f48f0fa4
53029e0ddf5cb61s=/static-img/vxi6lZwKlSLI0IP9GVy_KJA7GEdy
DmxDYHSZ2_RUG6cR2JvLL9Q6yR-7KCFVoFxPsJETnByzzMkAKO
j407IvQBXD43Y_Ebod9mgwzPOzTHWK9_Zq8tWIGMX1NhWVWZh
Gmg8pOM-SP1eU_512Nnl4IU812Ea4uxjUt-5k9m8DHIfA4xQmqH
7sIk1yQwx8r_JyenSdzJMlg1L5jQVswLm7Cg.png /></p> <p> <p c
lass=bjh-p>惠子这种看待世界万物的方式，虽然看起来是客观的，但
是他却割裂了物与我，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以他的眼去看待世界，则
世界是主体，人是服从者，人是世界的观照与反应。人在世间万物之外
，他分析世界，那么人就成了世界万物的代言者，被世界所征服。这样
的结果就是人与物之间的分离。 <p class=bjh-br></p> <p></p> <p><
/p> <p> <p class=bjh-p>正如明代文征明所批评的那样：</p> <p></p
> <p> <p class=bjh-blockquote> <p class=bjh-p>吾自吾，竹亦自竹
耳。虽日与竹居，终然邈千里。</p> <p></p> <p></p> <p> <p class
=bjh-p>这样的理念和看法就和中国古代美学传统中所提倡的美学理论
有许多相似的地方。</p> <p></p> <p class=img-container><img sr
c=https://pics5.baidu.com/feed/0b55b319ebc4b745bc05a08442
a951118b82156e.jpeg?token=d8482f9bebb7e8ce7a45c8770b1f6
bf0s=/static-img/va_6f7OSVO97jyZnZuuWCJA7GEdyDmxDYHSZ
2_RUG6cR2JvLL9Q6yR-7KCFVoFxPsJETnByzzMkAKOj407IvQBXD
43Y_Ebod9mgwzPOzTHWK9_Zq8tWIGMX1NhWVWZhGmg8pOM-
SP1eU_512Nnl4IU812Ea4uxjUt-5k9m8DHIfA4xQmqH7sIk1yQwx



8r_JyenSdzJMlg1L5jQVswLm7Cg.png /></p> <p> <p class=bjh-p
>意境作为一种传统的美学概念，在中国古代的文论、画论和艺术批评
中时常会见到。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们就提出了意象说和
境界说。唐代的诸多诗人如刘禹锡和司空图提出了与之相关的理论。明
清时期，艺术家们围绕着意象与境界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的探讨，朱
承爵提出了意境融彻的理论，叶燮主张抒写胸中意气与发挥景物的有机
结合。近代著名的美学家王国维先生强调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p cla
ss=bjh-br></p> <p></p> <p></p> <p class=img-container><img s
rc=https://pics4.baidu.com/feed/cefc1e178a82b9019311bb72fd
d8e6713812ef8b.jpeg?token=036b47c59e96dd28eadcd72a2885
e38ds=/static-img/peTjWMA8sbAWbKH67FL4q5A7GEdyDmxDYH
SZ2_RUG6cR2JvLL9Q6yR-7KCFVoFxPsJETnByzzMkAKOj407IvQB
XD43Y_Ebod9mgwzPOzTHWK9_Zq8tWIGMX1NhWVWZhGmg8pO
M-SP1eU_512Nnl4IU812Ea4uxjUt-5k9m8DHIfA4xQmqH7sIk1yQ
wx8r_JyenSdzJMlg1L5jQVswLm7Cg.png width=443 /></p> <p> <
p class=bjh-p>例如他在《元剧之文章》中说： <p class=bjh-br></p
> <p></p> <p></p> <p> <p class=bjh-blockquote> <p class=bjh-p
>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
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
在人耳目，叙事则如其口出是也。</p> <p></p> <p></p> <p> <p clas
s=bjh-p>他在《人间词话》中说：</p> <p></p> <p> <p class=bjh-bl
ockquote> <p class=bjh-p>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意境。
</p> <p></p> <p></p> <p> <p class=bjh-p>这种和庄子惠子鱼之乐
辩论相类似的美学概念——意境——从本质上来说，探讨的是同一个主
题，即主体与客体，世界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在意境中自我的影响，不
仅体现着自我对世界的影响态度，也由此制约着不同的意境创造。</p>
 <p></p> <p class=img-container><img src=https://pics4.baidu.c
om/feed/eaf81a4c510fd9f950998a97ab789b2c2934a41a.jpeg?to
ken=6145691cc87abdcac2eea13865a656ads=/static-img/1LvBui



ERpQM_XDIiirBaLJA7GEdyDmxDYHSZ2_RUG6cR2JvLL9Q6yR-7K
CFVoFxPsJETnByzzMkAKOj407IvQBXD43Y_Ebod9mgwzPOzTHW
K9_Zq8tWIGMX1NhWVWZhGmg8pOM-SP1eU_512Nnl4IU812Ea4
uxjUt-5k9m8DHIfA4xQmqH7sIk1yQwx8r_JyenSdzJMlg1L5jQVsw
Lm7Cg.png /></p> <p> <p class=bjh-p>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
： <p class=bjh-br></p> <p></p> <p></p> <p> <p class=bjh-block
quote> <p class=bjh-p>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
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
为物。</p> <p></p> <p></p> <p> <p class=bjh-p>王国维的这段话
，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2000多年前庄子与惠子之间的辩论，到
近现代王国维先生意境说提出来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实际上与是一
脉相承的，而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理解美学中的重要概念，阐述艺术
创作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艺术批评和艺术鉴赏，将会有极大的帮助和推
动作用。</p> <p></p> <p> <p class=bjh-p>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认
识到，庄子混淆人与物界限，模糊知与不知的分歧，在某种程度上扼杀
了中国人思维中科学理性的一面。在关乎审美的问题上，诗意一些、洒
脱一些没有什么坏处。但也不能就此否认人们思维中的理性精神。而西
方之所以后来可以崛起，正是靠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那样理性、冷静
的求是精神，才构建起一个现代化的价值信仰。我们在先秦时期仅有的
一丝理性精神，却在庄子的嘲讽下，不见踪迹，这是我们重大的文化损
失，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p> <p></p> <p></p><p><a href = "/
pdf/352-庄子和惠子探讨的游鱼之乐体现了怎样的美学意境.pdf" rel=
"external nofollow" download="352-庄子和惠子探讨的游鱼之乐体
现了怎样的美学意境.pdf"  target="_blank">下载本文pdf文件</a></
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