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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梁漱溟文艺美学的生生特性

刘　 艳　 芬

(济南大学　 文学院ꎬ济南 ２５００２２)

　 　 摘　 要:梁漱溟中年方关注文艺的价值和功能ꎬ并形成了具有生生特性的文艺美学思想ꎮ 他坚持生生立

场ꎬ认为文学艺术贵真ꎬ文学艺术创作是一个为美“刺激感染”、由身达心的创生过程ꎮ 针对个体生命而言ꎬ文
艺具有“使人情绪发扬鼓舞”的审美特征和作用ꎻ针对社会生命而论ꎬ文学艺术则是人生的一种依靠ꎬ是精神

食粮ꎬ能滋养人类乃至动植物ꎮ 在此基础上ꎬ梁漱溟进一步从生命本身的活泼流畅特性出发ꎬ主张个体应当

摒除外物纷扰ꎬ借由直觉达到生机的活泼ꎬ培育温和安畅的仁心ꎬ进而滋养生命的“活气”与“朝气”ꎬ并由人心

推衍至人生和社会ꎬ倡导以道德和美育代替宗教ꎬ提出未来社会人生艺术化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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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漱溟以整体性思维建立起的中国化的生命

哲学ꎬ不仅气势恢宏地讨论了人心关联宇宙本体、
人生与自然万物共生等哲学问题ꎬ而且探讨了文

学艺术的价值与特征ꎬ并进一步提出了人生艺术

化的问题ꎬ这使他的生命哲学高出了一般哲学而

具有了生生特性ꎮ 所谓生生特性指的是中国传统

思想中所秉持的整体思维、动态观念和不断创生

的思想ꎮ 梁漱溟曾自言其“才非艺术型ꎬ平素于

文学艺术方面甚少用心” [１]７４９ꎮ 作为一个思想家

和哲学家ꎬ梁漱溟虽然无意建构独特的美学框架ꎬ
但其对社会、文化、思想等庞杂内容进行论述时亦

有一些关于文学艺术及其美学特性的认识ꎬ而且

其中蕴含着生生特性ꎬ这也构成了他独特的文艺

美学思想ꎬ本文试对此加以探讨ꎮ

　 　 一、“真切动人感情斯谓之美”:文艺的

生生之美

　 　 梁漱溟成名于 ２４ 岁ꎬ那时他是轻视甚至否定

文学艺术的ꎬ直到 ３０ 岁才开始重视并研究文学艺

术ꎬ提出了一系列颇有识见的观点ꎮ 他认为文学

艺术贵真求美ꎬ而美即感动人心、激发人的真情ꎬ

不论是文学艺术的创作ꎬ还是欣赏ꎬ都是由身达心

的创生过程ꎮ
(一)梁漱溟对文艺的态度经历的三个时期

梁漱溟对文艺的态度受到了社会发展以及个

人经历和思想变化的影响ꎬ可分为三个时期:２０
岁前“重事功而轻学问”ꎬ２０—２９ 岁之间否定文艺

的价值ꎬ３０ 岁之后肯定文艺的价值ꎮ 在他晚年出

版的«人心与人生»中曾将自己一生的思想转变

分为三个时期ꎬ他说:“其第一期便是近代西洋这

一路ꎮ 从西洋功利派的人生思想后来折反到古印

度人的出世思想ꎬ是第二期ꎮ 从印度出世思想卒

又转归到中国儒家思想ꎬ便是第三期ꎮ” [１]６０１在第

一期ꎬ他对“具有实用价值底学问ꎬ还知注意ꎻ若
文学ꎬ若哲学ꎬ则直认为误人骗人的东西而排斥

它” [２]４０ꎮ 在第二期ꎬ他力图寻求一条救国救民之

途ꎬ在哲学和社会领域上下求索ꎬ对于文艺ꎬ虽然

不再盲目排斥ꎬ但仍持一种消极的否定态度ꎮ 这

集中表现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ꎬ他认为“文
学如诗歌、赋、戏曲”ꎬ虽然有很多“聪明精巧之

处”ꎬ但“总觉也少伟大的气慨ꎬ深厚的思想和真

情”ꎻ“艺术如音乐、绘画”ꎬ也许“有非常可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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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ꎬ然似只为偶然一现之文明而非普遍流行之文

化” [３]４８０ꎮ 同时ꎬ他还从心理学角度指出属于文学

艺术的“美术”不如宗教有力量ꎬ“本来人的情志

方面就是这宗教与美术两样东西ꎬ而从来宗教的

力量大于美术ꎬ不着重这面则已ꎬ但着重这面总容

易倾在宗教而觉美术不济事” [３]５２２ꎮ 第三期即 ３０
岁后ꎬ他开始关注到文学艺术ꎬ并肯定其意义和价

值ꎮ 他在«朝话»中谈戏剧时ꎬ认为文学艺术自有

意义ꎬ值得肯定和欣赏ꎮ 他说:“我对文学艺术之

类老用不上心去ꎻ可是在我心中常存一个意思ꎬ就
是觉得这里面宝藏着很多有意义的东西ꎬ值得欣

赏ꎮ” [４]１２１谈及音乐时ꎬ他说:“我对于音乐历来是

看得很重的ꎬ因为它可以变化人的心理ꎬ激励人的

人格ꎮ 我觉得中国之复兴ꎬ必有待于礼乐之复

兴ꎮ” [４]１２２由此可见ꎬ梁漱溟对文艺的态度和其一

生的思想探索是密切相关的ꎮ «人心与人生»一

书是梁漱溟晚年对自己的思想和学术总结而写成

的一部重要著作ꎬ他在其中辟专章讨论文学艺术ꎬ
分析了文艺的特征ꎬ并充分肯定了文艺存在的价

值和功能ꎮ
(二)“真切动人感情斯谓之美”:论文学艺术

的特征

梁漱溟在«人心与人生»中以普遍联系的生

态思维分析了文学艺术问题ꎬ提出文学艺术贵真、
“真切动人感情斯谓之美”的观点ꎮ 在第十九章

“略谈文学艺术之属”中梁漱溟说:“文学艺术总

属人世间事ꎬ似乎其所贵亦有真之一义ꎮ 然其真

者ꎬ谓其真切动人感情也ꎮ 真切动人感情斯谓之

美ꎬ而感情则是从身达心ꎬ往复心身之间的ꎮ” [１]７４４

此处梁漱溟将美概括为“真切动人感情”ꎬ指出了

文学艺术由真而生美的过程:真切动人的感情从

身达心ꎬ在身心之间往复ꎬ美(美感)就出现了ꎬ因
此由真而生美是文艺的特性ꎬ这与科学、哲学的求

真是完全不同的ꎮ 他还通过感官和环境的关系来

进一步讲这一问题:“人的个体生命即人身ꎬ通过

其种种感觉器官与环境相接乃发生感觉、感情ꎬ一
切文学艺术总都建立在这上面ꎮ” [１]７４５ 此处把感

觉、感情的产生追溯到“感觉器官与环境相接乃

发生”的观点ꎬ是以其万物一体的宇宙观和“任万

物生”的自然观为基础的ꎬ万事万物都是活的ꎬ因
动而生ꎬ气之动物ꎬ物之感人ꎬ“情感者人心之波

动也” [１]６２８ꎮ 在«人心与人生»第九章“人资于其

社会生活而得发展成人如今日者”中ꎬ梁漱溟从

发生学的角度ꎬ指出语言是人类独有的表达情感

的媒介ꎬ因为人比动物“情感发达”且需要表达ꎬ
他说:“唯其情感发达有力ꎬ乃有其代表的声音冲

口而出ꎮ 最初之语言ꎬ殆不外激迫叫喊ꎬ彼此召

唤ꎬ高兴欢呼ꎬ悲啼泣诉之类也”ꎮ[１]６２８他进一步分

析指出真挚的情感是人心波动的表现ꎬ只有内心

安静ꎬ情感才能波动ꎬ静中寓动的情感波动才能产

生美ꎮ 他说:“此特见发达之情感ꎬ则导因理智之

得解放于动物本能ꎮ 情感者人心之波动也ꎻ唯其

能静ꎬ斯其所以能动ꎮ” [１]６２８可见ꎬ梁漱溟以本能与

理智等现代心理学术语分析了情感(美感)产生

的过程ꎬ揭示了文学艺术最根本的美学特征ꎬ深化

并现代化了由陆机«文赋»所开启的“诗缘情绮

靡”的文学审美传统ꎮ 心动而生情ꎬ情动而生美ꎬ
美而生文艺ꎬ这是梁漱溟的文艺思想逻辑ꎮ

不仅如此ꎬ梁漱溟还把文学艺术创作视为美

“刺激感染”、由身达心的创生过程ꎮ 他以感染力

来论情感ꎬ以感情的深浅厚薄论美ꎬ又以美来论文

艺ꎮ 他认为文学(诗歌、词曲、小说、戏剧、电影

等)和艺术(音乐、绘画、舞蹈、雕塑、建筑等)可以

用美或不美来评价ꎬ美不仅悦耳悦目ꎬ而且可以怡

神解忧ꎮ 那么ꎬ创作者是如何创作出美的艺术品

的呢? 他说:“美之为美ꎬ千百其不同ꎬ要因创作

家出其生命中所蕴蓄者以刺激感染乎众人ꎬ众人

不期而为其所动也ꎮ 人的感情大有浅深、厚薄、高
低、雅俗之不等ꎬ固未可一例看待ꎮ” [１]７４５梁漱溟细

致描述了美感的生生过程:一种事物悦耳悦目ꎬ让
人忘掉忧愁而感心旷神怡ꎬ创作者受到“刺激感

染”ꎬ唤起“生命中所蕴蓄者”ꎬ蕴蓄越深厚ꎬ创作

出的作品“刺激感染”力越强ꎬ越能让欣赏者情动

于衷ꎬ与作者产生共鸣ꎮ 所以ꎬ文学艺术创作的过

程不是审美体验的传递过程ꎬ也不是情感的移植ꎬ
而是由美“刺激感染”ꎬ由身达心ꎬ“情往似赠ꎬ兴
来如答”ꎬ互相激发的创生过程ꎮ 对此ꎬ他还补充

强调创作者应是心理学家ꎬ“必于自身和他人的

本能活动深有体察会悟而后能刻画入微以动

人” [１]７４８ꎮ 此外ꎬ梁漱溟强调文艺要“真”的原因

是其认为作者要有真实的人生体验和感受ꎮ 他

说:“只有超过文学能产生文学ꎻ有意乎文学ꎬ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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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学反倒有限ꎮ 因他没有真的人生ꎬ对人生的

酸甜苦辣无深刻体会ꎬ所以不会产生文学ꎻ即有文

学ꎬ亦难产生极有价值的伟大作品ꎮ” [４]８５可见ꎬ梁
漱溟认为文艺创作者感情深浅的不同会影响其作

品美感ꎬ只有生命中蕴蓄深情即“对人生的酸甜

苦辣”有深刻体验和感受的作者ꎬ才能摇荡性情ꎬ
创作出能够激发欣赏者感染力的伟大作品ꎮ

(三)“使人情绪发扬鼓舞”:论文艺的审美特

征和价值功能

梁漱溟文艺观的生生特征还表现在其对文艺

的审美特征和价值功能的探讨上ꎮ 对此ꎬ他分别

从个体生命和社会生命两个层面加以分析:从个

体生命层面论述了文艺具有“使人情绪发扬鼓

舞”的审美特征和作用ꎬ从社会生命层面论述了

文学艺术是人生的一种依靠ꎬ是精神食粮ꎬ能滋养

人类乃至动植物ꎮ
在个体生命层面ꎬ梁漱溟认为文艺具有“使

人情绪发扬鼓舞” “变化人的心理ꎬ激励人的人

格”的作用ꎮ 这种观点集中体现在«朝话»和«人
心与人生» 中ꎮ «朝话» 是梁漱溟于 １９３２ 年至

１９３５ 年间与学生作朝会时的部分讲话辑录ꎮ 在

«朝话»之«谈戏剧»一文中他说:“戏剧最大的特

征ꎬ即在能使人情绪发扬鼓舞ꎬ忘怀一切ꎬ别人的

讪笑他全不管ꎮ 有意的忘还不成ꎬ连忘的意思都

没有ꎬ那才真可即于化境了ꎮ 能入化境ꎬ这是人的

生命顶活泼的时候ꎮ 化是什么? 化就是生命与宇

宙的合一ꎬ不分家ꎬ没彼此ꎬ这真是人生最理想的

境界ꎮ” [４]１１９－１２０梁漱溟认为戏剧的情境性和情感

性会激发鼓舞人的情绪ꎬ进而达到“生命顶活泼”
的化境ꎬ即“人生最理想的境界”ꎬ这里对戏剧作

用的评价是相当高的ꎮ 在«朝话»之«谈音乐»中ꎬ
他认为音乐的研究和创造依赖于天赋ꎬ并把音乐

的发展和礼乐的复兴相关联ꎮ 他说:“在国内对

音乐有研究有创造的人真是太少ꎻ这种东西ꎬ必有

真的天才才能有深厚的造诣ꎮ” [４]１２２在«谈生命与

向上创造»一文中ꎬ他说生命是“活的相续”ꎬ是
“向上创造”ꎬ而“如诗文书画ꎬ兴来从事ꎬ则觉特

别灵活有神” [４]９３ꎮ 在梁漱溟看来ꎬ生命和艺术同

为“灵活有神”的异质同构体ꎮ 在«谈戏———山东

省立剧院周年纪念会演讲词»中ꎬ梁漱溟讲到戏

剧需要天才的观点ꎮ 他说:“虽有戏剧专家ꎬ虽有

哲学专家ꎬ这只好让有戏剧天才或是哲学天才的

人去作ꎬ普通人是不行的ꎻ不应使许多人以他为职

业ꎮ” [４]１３８接着他还补充说:“我这里所说的戏剧

包括的很宽ꎬ如音乐、诗歌等都在内ꎮ” [４]１３８可见ꎬ
梁漱溟所说不仅限于艺术的某种类型ꎬ而是广义

的艺术ꎬ同时他也分析了广义 “艺术” 的功能ꎮ
说:“艺术正好与此相反ꎬ它处处是发舒、流畅ꎬ给
人得到当下的满足ꎮ” [４]１３７在«人心与人生»中ꎬ梁
漱溟认为这种使人情感发舒流畅的美感的发生就

是一个生生的过程:在对文艺作品欣赏的过程中ꎬ
本能会使人感受到文学艺术的不同美感ꎮ 梁漱溟

认为“基于生理上男女性的本能之强ꎬ凡有关乎

此的第一信号如某些彩色ꎬ某些声音ꎬ某些气味等

等ꎬ或第二信号中如某些词句语调ꎬ乃最能引诱人

的兴味ꎬ最能召致人的美感” [１]７４７ꎮ 本能能够影响

文学艺术创作的题材和体裁ꎬ比如斗争的本能

“极能引发人们兴奋豪情ꎬ具有刺激美感、快感之

力” [１]７４７ꎬ因此人们崇拜英雄ꎬ画家常画狮虎ꎬ同时

这种本能也影响受众群体的审美趣味ꎬ“又如武

侠小说ꎬ惊险影片ꎬ某种舞蹈姿势ꎬ球类竞技等等ꎬ
其引发人们兴趣ꎬ成为群众娱乐之事者ꎬ要莫不在

此”ꎮ[１]７４７在此基础上ꎬ梁漱溟还结合文学作品进

一步分析指出:“生命得其畅快流行则乐ꎬ反之ꎬ
顿滞则苦闷ꎮ” [１]７４８但文学作品中的喜或悲与生活

中不一样ꎬ悲剧似乎有更深刻而持久的效果ꎮ 他

说:“是故文学作品(小说、戏剧)引人嬉笑固俗所

欢迎ꎬ其使人堕泪悲泣者乃具更大吸引力ꎮ 二者

同样促使生命流行ꎬ然前者(嬉笑)之动人感情不

免浅薄ꎬ而后者(悲恻)之动人却深得多也ꎮ” [１]７４８

不论是喜还是悲ꎬ文学艺术给人带来的都是生命

的和谐流畅ꎬ这种生命的和谐流畅正是文艺价值

的集中体现ꎮ 梁漱溟还特别推崇“意境甚高的文

艺作品”ꎬ如陶渊明的诗ꎬ倪云林的画等ꎬ认为它

们可以“感召高尚深微的心情ꎬ彻达乎人类生命

深处ꎬ提高了人们的精神品德” [１]７４９ꎮ 可见ꎬ梁漱

溟从个体心理的角度ꎬ从戏剧、音乐到诗文书画ꎬ
乃至小说、戏剧、电影等ꎬ细致分析了文学艺术所

具有的使人情感发舒流畅的作用ꎬ并阐明了原因ꎮ
在社会生命层面ꎬ梁漱溟认为文学艺术是人

生的一种依靠ꎬ是精神食粮ꎮ 在«朝话»之“谈音

乐”中ꎬ梁漱溟把音乐与礼乐联系在一起ꎬ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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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觉 得 中 国 之 复 兴ꎬ 必 有 待 于 礼 乐 之 复

兴” [４]１２２ꎮ １９３５ 年在«谈戏———山东省立剧院周

年纪念会演讲词»中ꎬ在讲了艺术使人情感发舒

流畅的作用后ꎬ也强调了礼乐ꎮ 这些关联礼乐来

谈文学艺术价值和功能的言论ꎬ都是他从社会生

命层面来研究文艺价值的明证ꎮ 在 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

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之“绪论”中ꎬ他明确指出

音乐戏剧等“一切游艺”是人生所依靠的精神食

粮ꎮ 他说道:“然而人生需要ꎬ岂徒衣食而止? 故

流行有‘精神食粮’之语ꎬ从其条畅涵泳吾人之精

神ꎬ而培养增益吾人之精力以言之ꎬ则说为一种依

靠ꎬ亦未为不可耳ꎮ” [１]９让人深感惊奇的是ꎬ梁漱

溟在«人心与人生»中的许多文艺美学观点带有

鲜明的生态意味和生生特性ꎮ 在«人心与人生»
第十二章“身心之间的关系(下)”中ꎬ梁漱溟以生

命本原相同为基础ꎬ分析论证了音乐不仅能感动

人ꎬ还能感动动植物的道理ꎮ 他说:“生命本原是

共同的ꎬ从而一切含生之物ꎬ就自然是都息息相通

的ꎮ 譬如音乐感人ꎬ世所共知ꎻ音乐亦且能感动得

动物ꎬ甚至感动得植物ꎮ 曾见北京«参考消息»刊
出外国通讯社的报道ꎬ有时音乐演奏可使乳牛产

乳量增多ꎻ乃至对于植物生长ꎬ音乐亦且有其效用

而不虚ꎬ非其明征乎?” [１]６４５－６４６ 梁漱溟以事实为

据ꎬ指出了音乐不仅能感动人ꎬ而且能感动动物植

物ꎬ利于它们生长ꎮ 这种艺术效用论看似夸大了

艺术的功用ꎬ实则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科学的ꎬ有
明显的物种平等观ꎬ是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论断ꎮ
在«人心与人生»之«略谈文学艺术之属»中ꎬ梁漱

溟从真、善、美的关系入手对文学艺术的作用加以

分析ꎬ他说:“真、善、美三词常见于世ꎬ三者固皆

人生所有事”ꎬ“一般说来ꎬ‘真’是知识ꎻ‘善’是

行为ꎻ‘美’是感受ꎮ” [１]７４４在社会生活中ꎬ“真”所

代表的科学知识可以在社会中应用ꎬ“善”所代表

的社会行为ꎬ则促进人们和谐相处ꎬ美所代表的艺

术感受则使人身心愉悦、精神畅达ꎮ 最后梁漱溟

还以生命力来论古代东方艺术的浑朴雄壮之美ꎬ
并由此区分了东西方不同的艺术及其价值ꎬ他说:
“在文化早熟之古东方每见有上三千年或更古的

陶冶、铸造或雕塑建筑ꎬ艺术价值极高ꎬ大为后世

之所鉴赏者ꎮ 盖其人方当开化非久ꎬ身体既浑朴

雄壮而又内慧早发ꎬ生命力卓越后世难可企及

也ꎮ” [１]７４９梁漱溟认为只有活的才是美的ꎬ文学艺

术是美的艺术ꎬ因为其表现的是生命力的活泼畅

达和生生不息ꎮ
综上可见ꎬ梁漱溟 ３０ 岁以后重视文艺的价值

和功能ꎬ坚持生生立场ꎬ认为文学艺术贵真ꎬ“真
切动人感情斯谓之美”ꎬ文学艺术创作是一个为

美“刺激感染”、由身达心的创生过程ꎻ从个体生

命层面而论ꎬ文艺具有“使人情绪发扬鼓舞”的审

美特征和作用ꎬ而从社会生命层面而论ꎬ文学艺术

则是人生的一种依靠ꎬ是精神食粮ꎬ能滋养人类乃

至动植物ꎮ

　 　 二、“乐者ꎬ是生机的活泼”:人生从现

实到理想
　 　 梁漱溟的生命观是极具中国特色的ꎬ尽管他

在«人生的省悟»中说他所谓“生命”受到中国儒

家、西洋生命派哲学以及医学的影响ꎬ但其浑整一

体的思维方式将这些思想融合在一起ꎬ他多次提

到人类生命的核心就是人心ꎬ人心就是他所谓的

生命ꎬ而人生乃是生命自觉的存在状态和存在过

程ꎮ 梁漱溟全部的思想都是围绕着人生来讨论

的ꎬ这种人生既是现实的ꎬ又是理想的ꎮ 关于现实

的人生ꎬ他认为生命应“生动活泼有力”ꎬ充满“生
机”和“朝气”ꎬ如果能如此就能得到人生之“乐”ꎬ
实现人生的艺术化ꎬ从而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ꎮ

(一)“奋进向上”是生命之本性ꎮ 梁漱溟倡

导生命的主动性与活泼性ꎬ认为“奋进向上”是生

命之本性ꎬ而这种前进上升的生生之流是畅行自

如的ꎮ 梁漱溟在«人心与人生»之第四章“主动

性”中指出:“一切生物的生命原是生生不息ꎬ一
个当下接续一个当下的ꎻ每一个当下都有主动性

在ꎮ 而这里所说人心的主动性ꎬ则又是其发展扩

大炽然可见的ꎮ 曰努力ꎬ曰争取ꎬ曰运用ꎬ总都是

后力加于前力ꎬ新新不已ꎮ” [１]５５３此后ꎬ他还讲述了

艺术创新不是有意求新ꎬ而应是“生命所本有的

生动活泼有力” [１]５５４的自然展现ꎬ并进一步论证了

“生命本性可以说就是莫知其所以然的无止境的

向上奋进ꎬ不断翻新” [１]５５５ꎮ 在第十二章“身心之

间的关系(下)”中他又指出:“生物为生命之所

寄ꎬ乃从而生生不已ꎬ新新不住ꎮ 生物演进ꎬ
花样翻新ꎬ物种层出不穷ꎬ要均来自生命向上奋进

之势ꎮ” [１]６４８－６４９然而ꎬ在人的生命活动中ꎬ喜怒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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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无时不有ꎬ要实现生命流畅自如之乐ꎬ就必须破

除我执ꎬ明白意识产生于念念相续之生命ꎬ不应借

外物引发生命变化ꎬ而应从生命本身出发ꎬ进入自

然而然的生命流行状态ꎬ把握生命本体ꎮ １９６６ 年

秋ꎬ梁漱溟撰写了«儒佛异同论»ꎬ他说:“人生真

乐必循由儒家之学而后可得乐寄于生命流畅

之上ꎬ俗话说‘快活’两字ꎬ实妙得其旨ꎮ 所不同

者ꎬ世俗人恒借外来刺激变化以求得其流畅ꎬ而高

明有修养(儒学或其他)之士则其生命流畅有不

假外求者耳” [５]７５ꎮ 生命本性奋发向上ꎬ即使现实

困窘艰难ꎬ也要追求“生命流畅”ꎬ与物同理并超

然物外ꎮ 在约作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勉仁斋读

书录»之«晦翕学案摘抄»中ꎬ他又指出:“生命流

行不 息ꎬ 喜 怒 哀 乐 虽 隐 微 之 极 却 亦 无 时 不

有ꎮ” [６]８４９这种把人的生命与宇宙密切关联、互相

影响互动、生生不息的思想ꎬ贯穿于梁漱溟的思想

成熟期ꎬ虽然残留着明显的佛家思想痕迹ꎬ却因融

合了儒家思想的“生生”理念ꎬ而让人耳目一新ꎮ
不仅如此ꎬ梁漱溟还将生生思想运用于艺术创新ꎬ
揭示了艺术与生命共有的自然活力与本然动力ꎬ
突出了其人生艺术化和艺术人生化的立场ꎬ为
“诗意栖居”的人生理想找到了理论依据ꎮ

(二)生机的活泼畅达即是“乐”ꎮ 梁漱溟认

为生命的主动性与活泼性表现为“生机”和“朝
气”ꎬ生命流行的本然状态就是生机的活泼畅达ꎬ
纯任天机ꎬ借由直觉达到生机的活泼ꎬ培育温和安

畅的仁心ꎬ进而滋养生命之本———“朝气”ꎮ 梁漱

溟在 １９２３—１９２４ 年所写的«孔家思想史»中对此

论述颇为细致ꎬ其中提出了“仁”是一种活气或

“朝气”的观点ꎬ他说仁之体“即是活气ꎬ即是心

境” [６]９００ꎮ “仁就是很活泼很灵敏的样子ꎬ不仁就

是很淹滞很呆板的样子ꎮ 最要紧是ꎬ仁是心境很

安畅很柔和很温和的样子ꎬ不仁就是不安畅很冷

硬很干燥的样子ꎮ” [６]９００这段话由儒家的核心思想

出发ꎬ认为有朝气的生命才可谓“仁”ꎬ“仁”是人

生命活泼的象征ꎬ生命的本来面目就在于生机、活
气ꎮ 人应当以生命的活泼、畅达为根本ꎬ顺从生命

本然而然的流行变化规律ꎬ亦即任天机之自然ꎮ
在此基础上ꎬ他进一步提出了“乐”的问题ꎬ他提

出:“真正所谓乐者ꎬ是生机的活泼ꎮ 即生机的畅

达ꎬ生命的波澜也ꎮ” [６]９０６他又通过日常生活实例

来说明“故生机畅达洋溢则乐ꎬ不畅则苦ꎮ 此所

谓新与调和ꎬ即前讲仁时所谓活气ꎮ” [６]９０６他又结

合看戏、听音乐等艺术欣赏活动和做学问ꎬ指出:
“讲学问有滋味也是如是ꎮ 所谓有兴味者ꎬ就是

生机畅达ꎮ 所谓干燥者ꎬ就是生机不畅ꎮ” [６]９０６最

后归结到生命本然是动态的ꎬ无需外力拨动ꎬ也无

需人去寻找ꎬ“生命原来是动的ꎬ自然流行的ꎬ畅
达洋溢的ꎬ并不要外面来刺激ꎬ来拨动ꎮ” [６]９０７“一
找畅达抑扬的生机便停滞了” [６]９０７梁漱溟认为孔

子作为圣人ꎬ无需外力即可实现生机畅达ꎬ乐在其

中ꎻ同时ꎬ“孔子的意思就是告诉人不要找ꎬ不要

多加一点ꎮ 只看当下ꎬ便是纯任天机ꎮ 任天机即

是生命之理流行ꎮ 万起万灭则乱 了 生 命 之

理” [６]９１２ꎮ 这样ꎬ梁漱溟通过原道、征圣两个环节

就将生机活气论述得很充分而具体ꎬ指出生命本

然的状态是活的ꎬ生机活泼畅达则为乐ꎬ不畅则为

苦ꎬ而这种生机畅达取决于自身内在的精神气ꎮ
值得关注的是ꎬ在 １９３６ 年出版的«乡村建设

大意»中ꎬ梁漱溟把生机活气论推广为乡村建设

甚至全天下之事了ꎮ 他指出:“天下事无论什么

都要靠他本身有生机有活气ꎻ本身有生机有活力ꎬ
才能吸收外边的养料ꎮ 譬如一棵树木ꎬ必须他本

身有生机ꎬ才能吸收养料(水份、肥料、阳光等)ꎮ
一个小孩子必须是活的ꎬ他才能够吃东西ꎮ 一家

里头有生机ꎬ一家才能渐往好里去ꎻ一村一乡里头

有生机ꎻ一村一乡能渐往好处去ꎮ” [３]６１７－６１８在此他

已将“生机活气”视为一棵树、一个小孩、一个家、
一个村、一个乡的生命根本ꎮ 梁漱溟把“仁”解释

为生命本然的“生机”“活气”ꎬ确是一种天才的创

见ꎬ因为这就将善与美自然连接起来ꎬ而这种富于

生机活气的美正是生生之美ꎬ是“很活泼很灵敏

的样子”ꎬ由此ꎬ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几乎就

变成生生美学了ꎮ 多年之后ꎬ杜维明作为新儒家

的代表学者ꎬ提出了“新儒家人文主义的生态转

向”问题[７]２１７ꎬ其实梁漱溟的生机活气论本身已揭

示并在一定程度上阐发了儒家的这种生生美学思

想ꎬ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儒家人文主义的生态

转向ꎮ
综上ꎬ梁漱溟在思考宇宙大生命和人生时ꎬ已

然超越了援儒解佛的方式ꎬ也超越了是儒是佛的

纠结ꎬ将生命本性视为不离“我执”的真实存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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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时更新、生机灌注的“我”、是与“众生”息息

相关的“我”ꎬ道德观和艺术观逐渐融合在一起ꎮ
他认为ꎬ生命流畅则得其乐ꎬ而艺术能够起到使生

命流行畅达的作用ꎮ

　 　 三、“让生命和谐”:人生艺术化

梁漱溟的探讨由人心而至人生ꎬ进一步提出

了未来社会人生艺术化的问题ꎬ试图以道德代替

宗教ꎬ构建美好和谐的社会ꎮ 梁漱溟将其生命存

在论辐射到他的文艺观ꎬ并通过人生艺术化这一

问题融合在一起:这种关联人生艺术化的文艺美

学观不囿于文学艺术范围而呈现出生意勃发的绵

延性ꎬ这种从哲学出发、与文艺美学密切关联的人

生艺术化则有别于朱光潜、宗白华等美学家ꎮ 在

«人心与人生»中辟专章«未来社会人生的艺术

化»来讨论人生的艺术化问题ꎮ 其实梁漱溟主张

人生艺术化的观点由来已久ꎬ并非只是晚年所倡

导的ꎮ 对于人生艺术化的问题ꎬ梁漱溟主要从儒

家礼乐、心理学、未来社会三方面加以论述ꎮ
(一)从儒家礼乐观念即伦理学的角度来谈

人生艺术化ꎬ并以周公和孔子为榜样ꎮ １９３０ 年在

«散篇论述»之六«解一解中国的谜»一文中ꎬ梁漱

溟就主张以中国的礼乐来归复人的活跃生命的问

题ꎮ 他认为周公:“他使你无所得而畅快ꎬ不是使

你有所得而满足ꎻ他使你忘物忘我忘一切ꎬ不使你

分别物我而逐求ꎮ 怎样能有这大本领? 这就在他

的‘礼乐’ꎮ” [８]７７梁漱溟认为ꎬ周公的礼乐制度能

够使个人忘却倾逐外物的烦扰ꎬ使生命复归活泼

流畅ꎬ实现生生不已、新新不住的“乐”的状态ꎮ
在 １９３４ 年的讲话稿«孔子学说之重光»中ꎬ他讲

到“平常人都是自己跟自己打架ꎬ自己管不了自

己ꎬ自己拿自己没办法” [９]７ꎬ而孔子则“毕生致力

就在让他自己生活顺适通达ꎬ嘹亮清楚” [９]７ꎬ所以

“孔子的学问是最大的学问ꎬ最根本的学问” [９]８ꎮ
在«朝话»之«人生在创造»一文ꎬ梁漱溟提出了艺

术上的“成己”就是社会上的“成物”的观点ꎬ将人

生和艺术密切关联ꎮ 他说:“细研究起来ꎬ如一个

艺术家ꎬ在音乐美术上有好的成功ꎬ算是成己呢?
算是成物呢? 从他自己天才的开展锻炼一面说ꎬ
算是成己ꎻ但同时他又给社会和文化上以好的贡

献了ꎬ应属成物ꎮ” [４]９５在«人心与人生»中ꎬ晚年的

梁漱溟更是主张礼乐能使“生命之变化流通”ꎬ和
宗教与艺术一样“大有助于社会人生之慰安行

进” [１]７５５ꎬ所以提倡以道德代替宗教ꎬ实现人生艺

术化ꎬ达到诗意栖居的主张ꎬ梁漱溟说:“这得之

于艺术魔力ꎬ非止于种种艺术的感受ꎬ而且因为自

己在参加着艺术化的一段现实生活ꎮ 这种生活便

是让人生活在礼乐中ꎮ 礼乐是各大宗教群集生活

所少不得的ꎮ” [１]７５３ “礼乐之为用ꎬ即在使人从倾

注外物回到自家情感流行上来ꎬ规复了生命重心ꎬ
纳入生活正轨ꎮ” [１]７５６此处梁漱溟看到了艺术和礼

乐对人的积极作用是“使人从倾注外物回到自家

情感流行上来”ꎬ主张发挥道德和艺术的作用ꎬ代
替宗教对整个身心发挥着影响ꎬ发挥 “艺术魔

力”ꎬ构建充满艺术氛围的美好社会ꎬ那时个体和

礼乐统一ꎬ“成己”“成物”等同ꎬ道德和艺术相融ꎮ
(二)从心理学角度谈人生艺术化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梁漱溟就向学生讲过«道德为人生艺术»
一文ꎮ 他指出道德“即是生命的和谐ꎬ也就是人

生的艺术” [４]８７ꎬ并进一步从心理学角度加以解释

说:“所谓生命的和谐ꎬ即人生生理心理———知、
情、意———的和谐ꎻ同时ꎬ亦是我的生命与社会其

他的人的生命的和谐ꎮ 所谓人生的艺术ꎬ就是会

让生命和谐ꎬ会作人ꎬ作得痛快漂亮” [４]８７－８８ꎮ 他

把人生的艺术概括为生理心理的和谐ꎬ生理心理

的和谐就会使“生命流露精彩” [４]８８ꎬ“这与写字画

画唱戏作诗作文等作到好处差不多” [４]８８ꎮ 在«人
心与人生»中ꎬ有专章专节即第二十章“未来社会

人生的艺术化”第二节“以美育代宗教”ꎬ从社会

心理讲到礼乐是“情感振发流畅”的表现ꎬ“心理

有什么ꎬ面容体态表现出什么ꎮ 个人如是ꎬ群体则

更有所举动ꎮ 这都出自生命的自然要求和发

作” [１]７５５ꎮ
(三)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谈人生艺术化ꎮ 在

人生观方面ꎬ梁漱溟始终倡导积极向上的生命态

度ꎬ认为人的生命要流畅和谐方能得其情趣ꎮ 在

展望未来社会时ꎬ梁漱溟主张发挥礼乐的作用ꎬ以
美育实现道德的功能ꎬ建构充满艺术气息的理想

社会ꎮ 梁漱溟在«人心与人生»之第十九章“略谈

文学艺术之属”中指出:“假如整个社会人生艺术

化———从人的个体起居劳动以至群体的种种活

动ꎬ从环境一切设施上主动被动合一地无不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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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ꎬ那应当是人类文化最理想优美的极则

吧!” [１]７４６在第二十章“未来社会人生的艺术化”
中ꎬ梁漱溟对未来的社会人生展开构想ꎬ提出了

“社会主义时期以至共产社会时期”ꎬ“那时道德

生活不是枯燥的生活ꎬ恰是优美文雅的生活ꎬ将表

现为社会人生的艺术化” [１]７５０ꎮ “人们行事自觉

自律之本的优美感情、高尚品质ꎬ如何予以涵养和

扶持的具体措施ꎬ且亦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途程中

定将逐渐出现的ꎮ 这就是在生产劳动上在日常生

活上逐渐倾向艺术化ꎬ例如环境布置的清洁美化ꎬ
或则边劳动边歌咏佐以音乐之类ꎮ” [１]７６１梁漱溟认

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ꎬ阶级既泯ꎬ国家消亡ꎬ宗
教失势ꎬ艺术昌盛ꎬ人们可以从各自的性情出发ꎬ
天机活泼ꎬ和乐恬谧ꎬ彼此顾恤ꎬ融洽无间ꎬ环境整

洁优美ꎬ日常生活艺术化审美化ꎬ人们一边劳动一

边唱歌或欣赏音乐ꎬ生活无比美好ꎮ
梁漱溟对人生艺术化的探讨是立足于其宇宙

观和生命观之上的ꎬ它融合了身与心、情感和德

行、人生与人格、个体与社会、哲学与艺术、理论和

实践等诸种关系ꎬ是其气势恢宏的宇宙观中的一

部分ꎬ也是其文艺美学思想的哲学深化和社会学

延伸ꎬ是对人的本然生命力活泼生动本性的揭示ꎮ
他所谓人生艺术化是指将艺术融于生活、礼乐统

一、“环境布置的清洁美化” “优美文雅的生活”ꎬ
即人们“自觉自律”、生理心理和谐畅达、“边劳动

边歌咏”充满生机朝气的生活ꎮ 对于中国现代美

学中的人生艺术化问题ꎬ杜卫、金雅等学者曾作专

著加以研究ꎬ但其中对梁漱溟的有关思想较少涉

及[１０－１１]ꎬ笔者以为梁漱溟的人生艺术化思想是由

探讨宇宙生命活的本性出发而落到生生不已的艺

术人生现实或未来社会的ꎬ是哲学家的人生艺术

化理论ꎬ是他漫长的一生上下求索的精神旨归ꎮ
这有别于朱光潜、宗白华等美学家从美学出发阐

发人生艺术化的理论ꎮ
总之ꎬ梁漱溟从生命本身的活泼流畅特性出

发ꎬ主张个体应当摒除外物纷扰ꎬ借由直觉达到生

机的活泼ꎬ培育温和安畅的仁心ꎬ进而滋养生命之

本———“活气”与“朝气”ꎮ 同时ꎬ梁漱溟基于生命

与宇宙相通相融的“万物一体”论ꎬ认为个人生命

是宇宙生命的核心ꎬ并由人心推至人生ꎬ进一步提

出了未来社会人生艺术化的构想ꎬ是“中国传统

形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 [１２]ꎮ

梁漱溟的生命哲学以人为核心ꎬ又以其浑然

一体的思维方式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ꎬ以“生生”
观念来解读文学艺术的特征ꎬ认为文学艺术贵真、
“真切动人感情斯谓之美”ꎬ文学艺术创作是一个

为美“刺激感染”、由身达心的创生过程ꎻ针对个

体生命而言ꎬ文艺具有“使人情绪发扬鼓舞”的审

美特征和作用ꎬ而针对社会生命而论ꎬ文学艺术则

是人生的一种依靠ꎬ是精神食粮ꎬ能滋养人类乃至

动植物ꎮ 在此基础上ꎬ梁漱溟从生命本身的活泼

流畅特性出发ꎬ主张个体应当摒除外物纷扰ꎬ借由

直觉达到生机的活泼ꎬ培育温和安畅的仁心ꎬ进而

滋养生命的“活气”与“朝气”ꎬ由人心而至人生和

社会ꎬ试图以道德美育代宗教ꎬ提出了未来社会人

生艺术化问题ꎮ 有学者评价新儒家时说:“新儒

家文艺美学思想所表现出的四个重要特点ꎬ分别

是恪守‘内圣外王’、倡导‘美善相兼’、遵从‘生生

之德’以及坚守‘人文精神’ꎬ新儒家的文艺思想

对于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开拓具有重要作

用ꎮ” [１３]笔者以为这种评价也完全适用于梁漱溟ꎮ
当然梁漱溟不仅是个理论家ꎬ也是知行统一的实

践派ꎮ 尽管他的生命观、艺术观、社会观难免有主

观和模糊之弊ꎬ但他立志解读人类生活和文化发

展诸多问题的态度和知行合一的实践勇气值得称

颂ꎮ 梁漱溟的文艺美学是独具中国特色的ꎬ其中

的生生生美学思想丰富而新颖ꎬ值得进一步研究

和发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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