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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屈原是自然之子" 屈原赋保留着人与自然最纯真的审美关系!在屈原与自然的交感会通中!自然的#大美$

为其带来的是生命的陶冶和人格的塑造!蕴含丰厚的生态审美意蕴!主要表现为审美理想下的自然至美和生存理想中的

本真生存!前者体现的是屈原对自然美的推崇以及渴望与自然合一的人格追求!后者体现的是屈原在生命存在根基和存

在建构上的本真式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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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生态问题的恶化#将*人与自然+这个一直存

在的*元问题+重新置于人类的视野中心& 在强

调工业化的时代#自然作为物质资源受到人类的

大肆掠夺和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简单粗暴

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 然而#生态危机的

频频爆发验证了恩格斯的话!*我们不要过分陶

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场这样的胜

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毋庸置疑#人与自然

是一个生态整体#损害自然的利益#必将反噬到人

类自身的利益#并且这种反噬是彻底的#从人类的

生存环境到生活质量#再到个人的生命存在#都会

受到影响& 眼下#我们已迈入建设生态文明的时

代#开始以生态的眼光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但

是如何引导人们重视自然环境#却还需从精神文

明的角度入手&

回望我们的文明#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先哲

就预见性地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超前地以一

种整体观来看待世界& 如道家的老庄思想#老子

以*道+为中心论点#提出*道法自然+的观点#将

*天人合一+从一种生存智慧提升至哲学思想的

高度#重视个体命运与宇宙大道的关系& 其后庄

子继承和发扬老子的思想#从一种美学的高度进

一步升华*天人合一+的内涵#所谓!*天地有大美

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

"当古人以

审美的眼光来观照自然之时#人与自然的审美关

系便得到确立& 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是最本原也

是最有生机活力的审美关系#人类的一切审美活

动和美的创造都可追溯至这里& 然而这种审美关

系的价值意义却不止于此#这主要是因为这种审

*美+并非一种单纯的一对一联结#而是一种无限

的敞开和无限的涌入& 海德格尔说!*美乃是整

个无限关系连同中心#的无蔽状态的纯粹闪

现&+

$美作为一种无限且无蔽的存在#使得人与

自然的*无限关系+可以在此敞开& 当极端的工

具理性以锐利的形式割裂了我们与自然的*无限

关系+#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会因此日渐贫瘠$

当*已知+变成一种束缚思维的存在#人与自然之

,"%

!

"

#

$

收稿日期#!$!%

4

$!

4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a763#%$+%%$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N̂ !$!$%$%%%

作者简介#吴广平"%&2!-%#男#湖南汨罗人#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恩格斯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3%年版#第 "2$页&

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 %&2%年版#第 3+#页&

这里的*中心+指*命运+&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 !$$!年版#第 !!+页&



第 !"卷 吴广平#等!自然至美5本真生存---论屈原赋的生态审美意蕴

间存在的那种*全息感通+会因这种一元化的知

识而遁去& 于是人们会忍受不住这种单调乏味的

生活#会去向往和渴求世界,生活和人生的丰富性

和神秘性& 屈原赋保留着人与自然最纯真的审美

关系---想象的#交感的#浑然一体的& 在诗人与

自然的交感会通中#诗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变成

一种无限的关系#将人生,生活,社会,世界宇宙统

统纳入其中#展现出一个丰富多元,内涵深刻且相

互映照的大千世界& 本文将从两个方面来谈屈原

赋所蕴含的生态审美意蕴!诗人在审美理想上的

自然至美取向和在生命理想上追求的*本真+的

生存&

一5审美理想#自然至美

在中国传统美学中#自然#或者说自然美是一

种主流的审美标准& 中国的文艺家们对于*真+

与*美+的认识和表现都是从对自然美的领悟开

始的& 比如战国时期#庄子提出*虚静+和*物化+

说#认为只有虚心宁静才能达到与道合一的美学

境界!

#提倡创作要与造化天工"自然美%合乎一

致&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3原

道)中也提到创作与自然的关系!*文之为德也大

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 22"人%为五灵之秀#

实天地之心&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

也&+

"刘勰认为#诗文创作犹如自然创化#乃是自

然而然形成的& 其本意也是将*自然+视为一种

创作的法则和标准#追求合乎天然的创作& 钟嵘

在(诗品)中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自然英旨+说#主

张诗歌创作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强调一种

直觉的纯朴心境#即*直寻+#要直抒胸臆#反对典

故和声律的形式束缚#力求天然& 到了唐代#画家

张?进一步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的艺术

创作理论#这里不仅将自然美视为最高级别的美#

并且主张把自然的造化和心灵的领悟联系起来#

使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清

代袁枚又提出*性灵说+#强调诗歌创作要直抵诗

人的心灵#直抒诗人的真情实感#不拘格套#重视

人的自然本性& 从诗文创作的自由抒发延伸至人

精神品性的自由表现#关注人的精神性存在#追求

人的自然本真状态#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看#*性

灵说+包含深切的对人之存在的生态人文关怀&

中国传统文学中将自然美作为审美标准的论述汗

牛充栋#在这里不一一介绍& 总而言之#从上述这

些理论或者观点来看#在中国文艺家们眼中#自然

不仅是一种理想的审美对象#大美无言#大化同

流#造化之中孕育出万千灵秀#而且是*一面烛照

人类自身的镜子+

$

& 换句话说#他们对自然美的

崇尚#不仅是一种审美取向#同时也折射出他们的

自然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 追溯这种审美

传统的渊源#必然要追溯至(诗经)和楚辞#而作

为楚辞文学的代表性人物#屈原自然是这种传统

的原始之处的一个醒目的坐标&

屈原对自然的审美一方面是他自己*览察草

木+的结果#但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受到社会历

史文化的影响和熏陶& 楚国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为屈原提供了天然优良的审美条件#生于斯长于

斯的诗人受到环境的陶冶和浸染#加上他自己敏

锐而广泛的感受力#自然美逐渐渗入诗人的审美

心灵#并引发了他的各种思考& 此时#诗人的*自

然人生观+开始形成& 但一个人的人生观的形成

不仅依赖于物理环境因素#也得之于精神环境因

素的促成& *在自然美这个问题上#屈原的审美

态度体现了南北文化交流的特点& 一方面他接受

了儒家理性主义的观点#故有0香草美人1之说$

但更为主要的另一方面是他接受了楚民族巫术文

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对大自然持浪漫的0超现实1

态度#从而把人与自然的统一当作最高的境

界&+

&屈原充分吸收了儒家以山水比德的思想和

美善相兼的自然审美价值观#创造了*香草美人+

的经典意象#尤其是香草意象#将自然美与人格美

的界限彻底打通& 香花香草的清白之体,芳馨之

性,繁茂之态,坚韧之质#正对照着屈原自己的生

命境界!*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离

骚)%*苟余情其信篳以练要兮#长閦颔亦何伤'+

"(离骚)% *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4+

"(九章3涉江)%*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九

章3橘颂)%*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 "(九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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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也是*天人合一+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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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颂)%在此时#人的性情变成自然的灵窍#或者

说自然的灵性变成人的美质#人与自然不仅是息

息相通的#甚至是物我不分的#最终呈现出*美美

与共+

!的审美理想模式& 但是#屈原对自然的审

美并不止于一种纯粹的审美境界或者艺术境界#

他的最终目的是达到一种与自然美冥合的生命境

界或者人格境界& 因此楚民族巫术文化中的超现

实因素变成了屈原实现这一目的的可行方式& 他

在诗与情的迷醉中,在巫术意识的迷幻中,在神话

的演绎中#不断追寻那至美的形式& 在他看来#自

然美有着永恒的生命,伟大的品质以及无穷的力

量#自然美是至美的---人的生命境界唯有达到

自然美的高度#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才能彻底实

现#才能树立一个流芳千古的生命楷模& 从根本

上来看#屈原的这种自然审美态度并不是颓废的,

无意义的#而是积极的,浪漫的,深刻的#富有*自

然至美说+

"的意味&

作为一个自然的览察者和崇拜者#屈原能敏

锐地捕捉到各种各样的自然美#他将自己的理想

寄托其中#以自然美的呈现来表达他对理想的诉

求& 他塑造了一个个内蕴丰富的自然意象#既有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的橘树#又有生长在幽僻

寒冷之地却独自盛开的兰花#他欣赏它们生命的

美丽#但更敬佩其独立的品格和强大的生命意志&

他将它们视作生命的典范#他渴望像它们一样#

*愿岁并谢#与长友兮& 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

"(九章3橘颂)%#*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

伫+"(离骚)%& 他看到了*鸷鸟之不群兮#自前

世而固然+ "(离骚)%的孤独#也感受到了*鸟飞

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九章3哀郢)%的情感&

在屈原眼中#它们的生存表现与自己的情感,情绪

似乎存在着某种对应#虽无法言说这种对应#但它

们的生命的确安抚了自己受伤的心灵#让自己感

觉到理解和支持& 他在诗赋中写道!*进不入以

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

蓉以为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

当仕途生活遇到挫折#诗人不是选择变节从俗#而

是选择*复修吾初服+#初服即自己当初的衣服#

比喻*初衷+#即*初心+#诗人坚信只要自己品行

依然芬芳#即便被世人误解#也不改初心& 从这里

可以看出#芰荷为衣,芙蓉为裳的*初服+形象不

仅包含诗人对自我的肯定#它还寄托着诗人的情

怀,希望和理想#象征着某种信仰#而诗人唯有回

归这种信仰#才能获得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救赎#

才能治愈自己#以便重新找回自我& 很显然#对自

然的审美于屈原而言#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愉悦感

的收获#而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抚慰&

屈原的审美理想既是以自然美为基础的#也

是以自然美为终极构想的& 这位天生的诗人#美

的追求者#在他的很多诗赋中都漫溢着对自然美

的喜爱之情& 他对自然美的推崇不仅是一种自然

美,人格美的彰显#而且更是一种信仰的追随& 在

他的诗赋中#我们看到他采集各种各样的香花香

草#山岗的木兰#水边的宿莽#沅水中的白芷#澧水

边的兰花#还有江离,申椒,菌桂,蕙草,薜荔,芰

荷,芙蓉等#他喜欢将这些芳香四溢的花草编制成

一件件华丽的*奇服+ *姣服+#或做成缤纷的佩

饰#披戴在身上& 王逸对此注解道!*言己修身清

洁#乃取江离,辟芷以为衣被#纫索秋兰以为佩饰#

博采众善#以自约束也&+

$而那木兰上的坠露#秋

菊下的落英#还有那*桂酒+*椒浆+#*捣木兰以矫

蕙兮#

"

申椒以为粮+ "(离骚)%做成的*糗芳+#

又变成了他理想的佳肴& 其实不管是将自然物作

服饰还是用以服食#屈原的目的都是借自然美来

象征自己的人格美& 香花香草的芳馨昭质,缤纷

绚丽#令人心旷神怡#就好比一个人身上美好的人

格品质#两者都是由生命本质,本性所散发出来的

美& 他种下一亩亩的香草香花#悉心地培育#直到

长出峻茂的枝叶,欣欣向荣的花儿#空气里到处弥

漫着芳香#他将收获这片理想乐园所带来的幸福

和美好& 他还为自然神唱祭歌#日月星云,山河湖

泊都变成他的歌颂对象#但他的歌不只是简单的

歌颂赞美#还蕴涵着深情---崇拜之情,缠绵之

情,思念之情#他就像是一位自然的使者#带着友

好与深情来寻觅它们,拜访它们& 从中可以感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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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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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与共+是费孝通先生 %&&$年 %!月提出的观点#原话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此十六字*箴言+是认

识和处理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一种理想状态#以及达到这一理想状态的手段#是基于中华文明内在精神的话语表达& 本文的*美美与

共+概念是对费孝通先生观点的引申#是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的概念引申到生态美学学科之中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在生态美学

语境中*美美与共+是指自然美与人格美,人情美交融耦合,和谐共生所达到的审美境界&

*自然至美+说由当代美学家陈望衡在其著作(环境美学)中作为一个重要论点提出#在环境美学,生态美学等领域引起巨大反响&

王逸!(楚辞章句)#黄灵庚等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3年版#第 %+页&

王逸!(楚辞章句)#黄灵庚等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3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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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是#屈原对自然不是一种简单的欣赏#而是以

一种独特而强烈的审美精神在与天地自然万物往

来#自然界的香花香草,飞禽走兽,山川河流仿佛

都变成可以感知的对象#它们将美奉献于他#与他

对话和交流& 而他则调动着一切感官之能事---

味觉,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乃至想象和记

忆---将自然之气味,色彩,声响,质地,变化充分

地吸收和内化#以个人美感经验的丰富来表现其

宏大的理想主义& 他以自然美浇铸他的性灵#以

自然美建构他的美与理想#甚至追求与自然的合

一#追求一种永恒光明的自然人格&

屈原所信奉的价值信念主要来自儒家的君子

人格#而儒家君子人格的完满主要是通过*参赞

化育+的道德修行而成& 于是#这里就有一个价

值前提#即*参赞化育+的主要对象---自然#乃

是人生的一切价值信念之源& 君子的修行是以自

然为价值母体#同时也是替代自然去实现价值#即

所谓*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3八佾)%#*固

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论语3子罕)%& 正是

在这种价值前提下#屈原将*天地大美+"自然美%

视为美中*至美+#它不仅是美的最高境界#更是

生命意志的最高境界& 对于自始至终都未放弃君

子使命的屈原而言#与*天+同一是他生命意志的

本能需求& *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

顾& 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 登

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

!

身处溷浊世道#屈原不仅想超越世俗的束缚#更想

超越个体生命存在的有限性#以此来对抗人生的

死亡和虚无& 道家的超脱哲学似乎为屈原指明了

一条出路#以一种*审美逍遥+的生命状态达到超

脱世俗的彼岸& 但是#屈原到达的*彼岸+并不是

道家所追求的逍遥无待#而依然是儒家君子通过

*参赞化育+所得到的超越性价值形态---*与天

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可见#*天道+依然是

屈原的信仰#因为它超越个体,超越时间#它是永

恒的光明,无限的价值#一种不言自明的*大美+4

对于身陷流亡之境的屈原而言#他必须以这种

*大美+的无限价值来对抗他内心的虚无与虚妄&

他必须寻找意义#这是他的存在之基&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主体#自

然的一切虽然都触动着屈原那颗审美而感性的心

灵#但是屈原对自然的审美态度却与当代加拿大

美学家艾伦3卡尔松的*自然全美+审美观不同&

从屈原赋可以看出#屈原对自然审美的同时也常

常伴随着审丑#他对自然的审视和思考是不拘一

格的#并且有自己独特的审美立场& 他常常利用

美丑对照的原则来描写自然#在这些描写中#既有

美丑的对比#如!*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

可佩&+"(离骚)%*故荼荠不同亩兮#兰
#

幽而独

芳&+"(九章3悲回风)%又有美的堕落和衰败#

如!*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 *椒专佞

以慢蝕兮#?又欲充夫佩帏&+"(离骚)%还有对丑

的直接批判#如! *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

巧&+"(离骚)%正如东汉王逸所说的!*(离骚)之

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 故善鸟香草#以配忠

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

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

霓#以为小人&+"(楚辞章句3离骚序)%屈原赋中

的自然意象常有正反对立的两组#如*香草+与

*恶草+*善鸟+与*恶禽+*善神+与*恶神+& 客观

来说#审美的主体性必然附带着审美的主观性#屈

原对自然美的欣赏和推崇也只是针对那些与他的

情感休戚相关的自然事物#他能与它们产生一种

情感交流#与之相关的美感体验就伴随这种交流

产生& *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必须是肯定人的

生存,生活,人的情感的那部分自然&+

"这是人作

为审美主体所拥有的审美权利& 因此#从现代的

眼光来看#屈原并不是一个自然全美主义者& 他

推崇自然美#是因为在他看来自然之中蕴藏着他

所渴望的理想之美,最高级的美#是与他的存在意

义相关的自然美& 自然是生命力的源泉和集成之

地#是生命大流所贯注的地方#而*美+作为自然

的一种形式#蕴含着无限的审美潜能#一旦人进入

对自然的审美状态#自然就会以它的无限可能性

启示人们#满足人们的审美期待和审美理想& 但

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的一切都能满足审美主体

"人%的审美需要& 自然全美主义者支持*自然无

丑+的依据是科学认知论#完全按照自然性来定

义自然美#是从自然本体的角度取消人的审美主

体地位& 这其实是对人与自然审美关系的解构#

更何况美是不言自明的#具体而理性的认知行为

很有可能限制美感的出现& 屈原对自然美的推

崇#渴望与自然合一#是想与那部分理想之美,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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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别的美合一#也就是与*大美+合一#将有限

短暂的生命贯注到无限永恒的*大美+之中#是屈

原对意义世界的向往和对自我实现的渴望的表

现& 这种自然审美态度虽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

但有着充盈的情感和想象力#更注重人与自然的

精神交流#是*天人合一+观的美学体现&

二5生命理想#本真生存

真#在现代存在论的语境中#是指一种无蔽,

澄明的存在状态#是一种*如其所是+的本质性存

在#因此又叫作*本真+存在& *本真+存在最早由

海德格尔提出#海氏将*本真+解释为*在其命运

的本己要素中+

!存在& 用通俗的话来讲#*本真+

就是符合个体本性,本心的发展需求#个体能充分

运用主体意识在世界中存在和经验#是一种向外

无限敞开,向内自性自足的生命状态& 在海德格

尔看来#最理想的*本真+存在状态是人产生一种

*在家之感+#因为在亲切,熟悉的家之氛围中#人

最容易以真实的自己存在#在与真实的自己照面

中#人才能切身感受到自由和欢悦& 因此*家园+

又被海氏称作人之存在和发展的*本质空间+&

生态存在论美学观以海德格尔的观点为理论依

据#对于人的存在的讨论和探索主要围绕*本真+

的存在论建构来展开#从人的原初形态---生态

本性#到人的生活形态#这种美学观以一种生态人

文主义的视角来观照人的生存和存在#试图探索

一种符合现代人需求的*诗意地栖居+的方式&

生态存在论美学观将海氏所说的*在家之感+进

一步发展为*家园意识+#认为*家园意识+中*涵

蕴着更为深刻,本真的人之诗意地栖居的存在真

意+

"

& 总而言之#*真+或者*本真+存在是人之

存在的本质部分#一旦*本真+存在遭到遮蔽或者

放弃#人就会失去自我#面临自我沉沦,生命异化

的存在危险&

存在#并非只是现代哲学探索的对象#这是一

个自古以来就反复出现的母题& 不同时代不同地

点的人对存在的追问#催生出对生命存在的不同

观点和看法& (卜居)一篇可看作是屈原对自我

存在的追问& 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对*卜居+的

注解是*卜己居世何所宜行+

#

#用现代语汇来理

解#就是通过占卜来追问!*人应该如何存在'+

(卜居)是屈原遭弃逐后对自我存在的一次全面

审视和思考#他以问的形式陈列选择#但他的内心

其实早已有明确的答案#其所以再问#只是想证明

自己的存在根据和意义的正当性#或者用王逸的

话来讲是*冀闻异策#以定嫌疑+

$

& 在此篇中#有

一段发问是!

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 将从俗富

贵!以偷生乎$ 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

将?訾栗斯!喔咿儒儿!以事妇人乎$ 宁

廉洁正直!以自清乎$ 将突梯滑稽!如脂

如韦!以洁楹乎$

%

从生命存在的角度来看#这一段是整篇文章

的核心部分#其中的*正言不讳+*廉洁正直+都可

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真+& 从字面意思来

理解#*真+即指屈原的纯真本性#*保真+则是屈

原面对溷浊世道所采取的一种反抗姿态& 但是结

合屈原的人生来看#*真+其实具有更深刻的生命

意蕴#它蕴含着屈原对自我存在的清醒认识和价

值关怀#是屈原对自我生命存在的高度概括&

屈原的生命观的形成主要受儒道生命观体系

的影响& 道家的*本然生命+和儒家的*价值生

命+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屈原的生命意识和生命

体验& 前者通过回归生命的本然形态#来达到生

命之*自然+的境界#注重人的*自性自足+$后者

则通过弘扬生命的意志#来达到生命之*仁+的境

界#注重人的*价值自足+& 虽然这两种生命观体

系对生命思考的向度不同#但都是从肯定生命本

身的存在意义出发#追求人性之*足乎己而无待

于外+

&的生命境界& 因此#两者都是基于对生命

存在的关怀的立场出发#从生命内在根源性上为

生命揭露存在的本质#或者建构一种存在的范式#

为生命态势提供一种真实价值的引导& 从屈原赋

所反映的生命意识来看#屈原的生存态主要包含

两个层面#一个是生命存在根基上的*本真+#这

主要受道家的*本然生命+观的影响$另一个是生

命存在建构上的*本真+#这主要受儒家的*价值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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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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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吴广平#等!自然至美5本真生存---论屈原赋的生态审美意蕴

生命+观的影响&

道家认为生命最核心最本质的部分就是

*真+#这里的 *真+是指生命的自然本性& (庄

子3秋水)对此有形象的阐释!

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

是谓人& 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

命!无以得殉名& 谨守而勿失!是谓反

其真&

!

在庄子看来#人的自然本性并非指未开化的

原始野性#而是指一种纯良的天性#是人之存在的

核心本质#即所谓*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

&

因此他劝导人们要保护这种天性#不要以投机取

巧的方式去破坏它#不要让世俗之虚名染指它#要

谨慎地守护它#不要丢失#唯有做到这些#才能保

证生命不被异化#从而实现本真生命的自在自足&

以道家的生命观来审视和解读屈原的生命意

识#则不难发现#屈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真者+&

在他较早的一篇作品(橘颂)中#他对橘树*受命

不迁+的本性的赞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生

命存在的看法!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 受命不迁!生

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绿叶素

荣!纷其可喜兮& 曾枝剡棘!圆果抟兮&

青黄杂糅!文章烂兮& 精色内白!类任道

兮& 纷宜修!篳而不丑兮&

#

橘树之所以*受命不迁+#并非是一种生命意

志的顽抗#而是物种本性的*不可易也+#如果强

行改变#其结果只能是橘树生命的异化#也就是

(晏子春秋3内篇杂下)说的!*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枳&+生命的其他向度#如橘树之绿

叶,枝丫,果实,纹路等等#也只能是在满足这种本

质生命的生长需求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展开& 文

学地理学中有*文学三空间+论#认为自然环境是

文学家的*第一空间+#即文学创作所依托的原型

空间$

& 屈原在(橘颂)中所描述的生命状态正是

庄子所强调的自然本性状态& 庄子认为人的存在

应该是自然而然,任情适性的#唯此才能把握住自

己生命的特质#并在此基础上充实生命力#这也与

老子的*贵身+思想一脉相承& 屈原歌颂橘树的

*受命不迁+#并赞美橘树的繁盛和美丽#是因为

他自己对生命的体验也是如此!*嗟尔幼志#有以

异兮& 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 深固难徙#廓其无

求兮& 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他知道自己的

天命所在#所以他独立不迁#他知道有所为有所不

为#所以横而不流#自性自足& 因此#并非是命运

选中了屈原#而是他本能地选择了他的命运& 生

命的自我实现是基于*本真+存在来获得#唯有在

这个基础上#才能获得生命的*个别化+经验#并

以此成就*一种天命遣送的命运+

&

& 因此可以

说#屈原对自身命运的感知#或者说使命感#在某

种程度上正源于这种*本真+生存状态下的生命

体验&

生命存在根基上的*本真+性也在某种意义

上促成一种本然道德的形成& 在(庄子3渔父)

中有这样一段讨论!

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

(真者!精诚之至也& 不精不诚!不能动

人& **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

真也& 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

则忠贞**)

'

此处的*真+已不再拘于人的自然性范畴#而

涉及*人理+#即人的社会性内涵#因而更符合人

存在的真实状况& 当人的内心拥有这样的本真

性#就会自然而然地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不会流

于矫揉造作,虚情假意之俗#放在父子君臣的人际

关系中#则体现为一种*慈孝+ *忠贞+的本然道

德& 屈原正是这样的个性#他对楚王的情感淋漓

尽致地体现了*事君则忠贞+的*真者+气质& 他

不像那些居心不纯的小人#只会用阿谀谄媚的话

术讨好君王#以使自己蒙惠受利& 他是忠言直谏#

以一己之言去刺破谎言制造的幻象#以一颗赤子

之心为君王心,万民心#即便为此付出惨痛的代

价!*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4+ "(离

骚)%因此梁启超才说屈原是*情感的化身+#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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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情而死+

!

&

这种地缘性物种生命论还反映了生命的本真

存在与家园环境的紧密关系& 当代生态美学存在

观将*家园感+作为实现*本真+存在的最终寄托&

海德格尔写道!*0家园1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

予人一个处所#人唯在其中才能有0在家1之感#

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 这一空间

乃由完好无损的大地所赠予&+

"当代中国生态美

学的奠基人之一曾繁仁也谈道!*从深层次上看#

0家园意识1更加意味着人的本真存在的回归与

解放#即人要通过悬搁与超越之路#使心灵与精神

回归到本真的存在与澄明之中&+

#就此而言#屈

原的家国之情与他的生命意识是息息相关的#首

先是这种人与地的归属关系使屈原成为他自己#

家园意识是他生命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唯有在

家园这片故土上#在楚国这个历史空间中#屈原才

能获得那种切近本源的存在#才能充分地展现自

我#实现自我&

道家对于生命之*真+的探讨主要围绕生命

与自然的联系以及生命本身的自然本性来展开论

述#强调生命天性中的真纯,纯良#与世俗性对立&

但是人的存在不只和自然环境有必然的联系#自

然是生命之源#这点毋庸置疑#但人作为一种社会

性动物#他的存在必然具有社会性内涵& 儒家在

社会性方面补足了讨论的空间& 如果说道家所追

求的生命境界是遗世独立,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本

然生命---*个体真性与自然大化的生机同

一+

$

#那么儒家所追求的生命境界则刚好相反#

是以一己之身投入历史洪流#将个人意志融入历

史精神的价值生命---*个体人格与历史的伦常

形态同一+

%

& 当然#儒家生命观的立足点依然是

人的*原生命+#只是比起道家保护生命的原生

性#儒家更注重培养和提升个体的生命意识#弘扬

生命的精神和意志&

屈原接受儒家的*价值生命+思想有两方面

的原因& 第一是因为共同的社会基础& 儒家主张

*内圣外王+#把个体的自我实现与历史王道结合

在一起的#通过实现历史王道来证明个体生命的

存在价值&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论语3泰伯)%这是包括屈原在内的许多知识

分子的历史使命& 第二是出于一种生命存在的信

念需求& 在一个*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

独醒+"(渔父)%的生存困境中#如何不被*境遇

的陷阱+吞没' 又如何在*独善其身+中安身立

命#而不致于思无所依' 当面临命运的极大变动

时#生命该拿哪些观念或者信念去应对' 儒家在

*价值生命+上的讨论和主张给了屈原安慰和

出路&

传统屈学对屈原的研究#习惯从他的政治轨

迹来观照他的一生#因此容易得出诸如*悲剧性+

*失败者+的结论#但这种视角其实是片面的#因

为它轻视了屈原做出的种种反抗和坚持#而正是

后者的表现#让儒家的君子道德显示出它真正的

经世价值&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离骚)%所表现出的不屈血性$*伏清白以死直

兮#固前圣之所厚+ "(离骚)%所表现出的铮铮风

骨#这些血性,风骨的背后是君子道德在人格意志

上的自信和自足& 为什么儒家的君子道德能够为

屈原提供这么强大的精神支持#以至于屈原在身

遭不公命运时依然能不忘初心#和邪恶势力反抗

到底' 刘小枫一语道破其中的缘故!在屈原心中#

*君子并不是空洞而抽象的个体意志和道德良

心#它0重仁袭义1#与天地同#所以才 0定心广

志1#无所不能&+

&儒家对人的生命存在的真正关

切是*仁者自爱+"(荀子3子道)%& 通过一种一

以贯之的道德修养"心性修养%来使自己的生命

丰足而独立#其本质是一种*行动者道德生命在

深刻意义上的自我实现+

'

& 这种学说的高明之

处#不是对人进行一种道德上的规劝或规范#而是

以绝对价值---*天道+---的形式给予其神圣

启示& *天人合一+是生命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换句话说#君子之所以能够意志自足,人格自信#

是因为君子道德中蕴含*天道+的价值意蕴---

通过一套*参赞化育+的自我修炼#君子从一种本

然的存在状态发展出一种自觉的处世智慧& 正因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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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屈原研究)#见(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 !$$+年版#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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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屈原即便遭遇被疏远,被弃逐#他也能做到

道德自足,人格自信#在诗中反复吟道!*苟余情

其信篳以练要兮#长閦颔亦何伤'+ "(离骚)% *苟

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4+"(九章3涉江)%

从现实生活来看#屈原对儒家价值观的接受

也构成了一种生存建构上的本真状态& 在儒家思

想中#*仁+是生命的最高境界#为了达到这种境

界#个体需要进行深刻的自我修行& 对此#李天道

有深入的分析!*0仁1的构成境域"即自我修行的

内容%就是人的一种0本真1生存态势或生命状

态#也即0本真1审美域的达成态& 可以说#正是

从重视人生,珍惜生命,推崇0本真1生存出发#儒

家美学强调作为个体的人的自身生命意识的培

养& 而0仁1审美域的达成流程其本身就是一种

0本真1生存态的生动呈现&+

!可见儒家对生命的

观照是内在的,本质的#所谓!*君子之学也#以美

其身&+"(荀子3劝学)%屈原是一个非常注重自

我修养的人#在屈原赋中#*修+的内容是屈原思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出现的频率比较高#尤其

在抒情长诗(离骚)中#如!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

修能&)

(老冉冉其将 至 兮! 恐 修 名 之

不立&)

(謇吾法夫前 修 兮! 非 世 俗 之

所服&)

(余虽好修篳以餟羁兮!謇朝谇而

夕替&)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

初服&)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

求索&)

从上述可见#*修+的内容非常丰富#其对象

有能力,功名,品德,外形等等#可谓内外兼修& 屈

原是一个追求完美型人格的人#他自己也坦承!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离骚)%

*好修+从本质上而言#其实是屈原对自我存在的

价值关怀&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对此有一段精

辟的分析!*"(离骚)%始之事君以0修能1#其遇

谗以0修篳1#其见废而誓死则法0前修1#即欲退

以相君#亦0修初服1#固始终一0好修1也& 22

通篇以0好修1为纲领22篇中曰0好修1#曰0修

能1#曰0前修1#曰0修初服1#曰0信修1#0修1字

凡十一见#首尾照应#眉目了然#绝非牵附之见&

盖好修者其学也#为彭咸者其忠也&+

"蒋氏认为

*修+字是(离骚)一篇的诗眼#是屈原解决一些重

要问题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屈原生命轨迹中的

一条明线#贯穿屈原一生的作为& 此解说颇有见

地& 从生命存在的角度而言#屈原的*修+所体现

的正是一种生存建构上的*本真+状态&

*修+所体现的*本真+生存态所反抗的是*非

自立状态+和*非本真状态+& 屈原以*修+来完善

人格,充实人生#实现内在世界的精神自足和人格

自信#甚至实现生命存在的超越性#就其结果而

言#不仅表现了诗人对生命的尊重,热爱和珍惜#

同时也表明诗人对世俗之态的反抗& 海德格尔在

他的(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曾深度剖析过这种世

俗之态形成的缘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世俗之态

为一种*非自立+ *非本真+的*常人状态+的集

合& 在他的论述中#*常人状态+的基本存在方式

是*庸庸碌碌#平均状态#平整作用+

#

& *庸庸碌

碌+所追求的是从属于*他人+这个集体形式$*平

均状态+则体现了*共处同在+"集体存在%下的无

差别性$常人的*平整作用+则尽可能地将一切独

特性,优越,*例外+都消除泯灭#以换取一种平整

的形式& 这些生存态都是对个体性存在构成的遗

忘#即对个人特性和个人价值的遮蔽和遗忘& 然

而#由于人性本身存在一种深层的懒惰心理#将自

我认知,自我建设视作一种不必要的负担#还没有

等世界的*决定论+来摧残人们的*自由意志+#很

多人就像丢掉累赘一样悻悻地把*自由意志+抛

开#因此世俗之态,常人之态至今还普遍地存在于

世& 因此从生存论意义而言#屈原对*修+的坚持

在普遍的*非自立状态+和*非本真状态+环境中

则尤显难得和珍贵#因为它在表明诗人对自我生

命的珍视#对个人价值,特性的重视#以及对世俗

之态,常人之态的不妥协和不服从&

屈原在(离骚)中写道!

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 何昔

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岂其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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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既干进而

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固时俗之流从

兮!又孰能无变化$ **惟兹佩之可贵

兮!委厥美而历兹& 芳菲菲而难亏兮!芬

至今犹未癎&

!

屈原清醒地认识到#*莫好修+的结果是*不

芳+和变成*萧艾+& 那些*莫好修+之人无法抵抗

利益的诱惑,权力的威吓#纷纷选择变节从俗& 屈

原对此既不屑#又痛心疾首#最后他只得留下一

句!*吾将远逝以自疏&+这其中的逃避意图和守

真动机与说出*归去来兮+的陶渊明在本质上是

一样的#两人追随的都是一种本真性的存在#当世

道与之相违#诗人们本能地选择*超高远举+来

*保真+*守拙+& 选择*远逝+和*归去+#重点不

在结果#而在于选择的意义#*远逝+和*归去+都

是为了接近人生的*真意+& 在生存困境中选择

人生的*真意+#或者说坚守本真自我的存在#是

个体对自我生命高度负责的表现& 但值得指出的

是#屈原又与陶渊明不同#面对黑暗#陶渊明选择

的是归隐,是逃避#屈原最终选择的是反抗,是殊

死斗争&

从屈原一生的轨迹和其作品思想来看#屈原

从未放弃对美的追求,对理想的执着#而这些作为

一种*良知的召唤+#时时刻刻充盈诗人的内心#

让他在溷浊的世道犹能坚持自我#坚持本真的生

存态& 也正因如此#屈原自始至终都未堕落成一

个平庸世俗的*常人+#未因*常人+世界的威胁而

放弃自己的独特性#所以从生存意义的角度来看#

屈原是一个活出本真自我的人&

结语

从屈原赋来看#屈原对自然的审美是浸入式

的,交融式的#当他对自然进行审美观照时#并非

一种主客二元的对立状态#相反#自然是他交流的

对象,审美的对象,崇拜的对象#他以情审美#深入

自然万物的核心#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追求至美

的自然人格$他以自然为存在的范式#在个人存在

本质和生存建构上追求自然本真的生存态& 这样

的审美交融为屈原带来的是人格的塑造,生命的

陶冶和启迪& 屈原与自然之间由审美情感而建立

起的无限关系以及自然对诗人心灵和精神方面的

积极影响对现代人的精神重建具有重要的启示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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