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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美学思想初探

黎 孟 德

《淮南子》是西汉淮南王刘安与其门客大

山、小山以及八公之徒集体创作的一部内容

丰富而又庞杂的著作。此书于建元二年进于

汉武帝,可知它的写作是在文、景时期。当时 ,

经过汉初数十年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经
济情况大为好转。 《史记 ·乐书》说: “文

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

然,能不挠乱,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

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 ,如小儿状。
”
便可见

史家盛称的 阝文景之治”的一斑。在这种情

况下,筘治耆驷追 求 物 饰享乐,人民需要

-定的文化生活,都是必然的。社会的审美

要求,也已经不满足于先秦和汉初的仅仅重

质和贵用了。正因为如此, 《淮南子》在阐

述黄老 f无为而治”的官方哲学思 想 的 同

时,对美学问鹛也进行了探索和论述,并且基

本形成孓∵个自己的比较合理的美学思想体

系,虽然其申滩免有一些封建主义或唯心主

义的糟粕,但它并不杂芜。它对先秦渚子的

美学思礞有总结,有取舍,也有发展。由于

刘安本人是大文学家,大艺术家,所以他提

出了许多对艺术的精辟见解,远远超过了他

的前人。正因为此,这部著作对后代的美学

思想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
)

对于什么是美,古代的哲学家谁也没有

给它下过定义。这固然由于中国古代没有专

门的美学家和美学著作。另一方面,也由于美

所包合的内容和形式是太丰富了,它又随着

地域的不同和时问的推移而有所差异 (这里

也指美感)。《淮南子》也没有给美下过什么

定义,而只是提出一些对美的看法。

首先, 《淮南子》认为美是客 观 存 在

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管人们

在主观上是否认识到它。 《说山篇》中说:

“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就是说不

管人们是否认识它,欣赏它,利用它,兰的

美(香也是美的一种表现形式)都是客观存在

的。又说: “有相马而失马者,然 良马犹在

相之中。”良马也不会因为相马者没有发现

它而失去其美。这种客观存在的美也不会因

为人们主观上对它的宠辱而改变其质。 《说

山篇》说: “琬琰之玉在挎泥之中,虽廉者弗

释;弊箪甑甄在裾茵之上,虽贪者不搏。美

之所在虽污辱,世不能贱;恶之所 在 虽 高

隆,世不能贵。”这是 《淮南子》对美的认

识的总的思想,因此使它的美学思想具有许

多合理的因素。

在荀子的影响下,《淮南子》也认为
“
貂

裘而杂,不若狐裘而粹” (《 说山篇》)的“
纯

粹
”
是美。 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 它也提倡

“已雕已琢,还 反 于 朴”(《 原道篇》)的 朴

素自然之美。它甚至认为 “至 道 无 为,一
龙一蛇,盈缩卷舒,与时变化,外从其风 ,

内守其性,耳 目不耀,思虑不营。其所居神

者台简以游太清,引楣万物,群美萌生。
”

(《 椒真篇》)认为
“至道”可以派生出 “

群

美”
来。但它又认为劳动可以创 造 出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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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林篇》说: “
清醢之美,始 于耒耜;黼

黻之美,在于机轴。”认为 “清隘 ” 的 醇

美,是人类用 “耒耜”等工具耕耘收割的结

果; “黼黻拎的文章之美,是人类 用 “机

轴”等工具纺织刺绣的产物。马克思在 《18

狃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 “劳动创造

了美
”
9指 出了劳动在美的产生过程中的巨大

作用。虽然《淮南子》没有,也不可能把这个

问题深化下去,但是9它的这个观点无疑是

有其进步意义的。

《说山篇》说:“白玉不琢,美珠不文 9

质有余也。
”这说明 《淮南子》认 为 具 有

“美质
”的东西是美的,它们甚至不需要外

饰。这种质9或者本身是物的自然属性,如

珠玉的光泽”兰的芳香;或是人的外貌。如

《修务篇》所说: “曼颊皓齿9形夸骨佳,

不待脂粉芳泽而性可说者,西施阳文也。”

当然,对人来说9更主要的是指道德品质和

才能,即它所说的 f仁智勇力,人 之 美 才

也。
”
(《 诠言篇》)“夫仁勇信廉 ,人之美才也。”

(《 兵略篇》)“ 博闻强志9口辩辞给9人智之美

也。
” (《 齐物篇》)而且在 《淮南子》看来 ,

这种内在的美比外观的美更重要。 所 以 它

说: “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丑。
” (《 说山

篇》)就是因为嫫母虽然外观丑,但是 “
能行

贞正
”,有 “美才”,从这个角度看,她是美

的9而西施虽是 “古之好女”,但 “未必贞

止”
”所以也有丑的ˉ面。

《淮南子》虽然重质,认为 “文不胜质

之渭君子。
” (《 缪称篇》冫但是它并不 是 一

般地反对文饰。《本经篇》说: “必有其质,

乃为之文。″这是 《淮南 子 》论
“文

”
论

“
饰

殄
的总纲。也就是说事物的 “质

”
,乃是

决定其芙丑的本”而 舀文饰
”是末。 巛淮南

子》把 “
质

”
分为三类。一类是至美。具有

这种美质均人本不需要外饰”但外饰确能增

加其美。如西施阳文是 “不待脂粉芳泽而性

可说者″
的9怛如果让她们 “施芳泽,ri蛾

旧9设笄珥”衣阿锡,曳齐纨多粉白黛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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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玉环揄步,杂芝若9笼蒙目视,冶由笑,

目流眺”口曾挠9奇牙出,靥晡摇
”9那就

更能增加她们的美,使 “王公大人有严志颉

颃之行者,无不惮馀痒心而悦其色 矣 。 ”

⒂见《修务篇》)这个看法发展了先秦一些思想

家认为 “质美”的东西不再需要外 饰 的 观

点。如韩非所说的 “和氏之璧9不 饰 以 五

彩多随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
不足以饰之。”①

“
质

”的另一类是至丑。《淮南子》认为

这类事物不管怎样加以文饰,都不能改变其
“丑”。 《修务篇》说: “崦暌哆叻,篷藤

戚施”虽粉白黛黑弗能为美 者9嫫 母 亻比椎

也。”这和孔子所说的
“
朽木不可雕也,粪土

之墙不可枵山”②很相似。这种观点无疑是

唯物的,但决不能引出 “唯上智与下愚为不

移″的结论。
“
质

”的第三类即是 《修务篇》所说的

那种 “美不及西施,恶不如嫫母
”的中等之

质。对它们,文饰就十分重要,就 更 需 要
“
芳泽之所施

”
。我们知道,天地间 “至美”

或 “至r.” 的人或事物是极少的,而最多的

正是这种中等之质。所以, 《淮南子》的重

文饰,不但有其合理性,而且有普遍性的意

义。

尚∷须注意的是, 《淮南子》不但注意到

了 阝美饰
”,它还注意到 “丑饰

”。它认为
“美饰

”
虽不能使质丑的东西变美,而 “丑

饰
″

却可以使
“至美

”
的东西变丑。《修务篇》

说: ‘F夫 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衔

腐鼠9蒙蛸皮,衣豹裘,带死蛇,则布衣韦

带之人过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这 lIl

孟子所说的 “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

之”③是一个意尽。它还 借 用 《荀子 ·劝

学篇》的话说: “申菽杜茁,美人之所怀服

也9及渐之于潴,则不能保其芳矣◇
”(《 人

间篇》)9也是说明这个道理。所以《淮南子》强

涸 “不为丑饰夕不为伪善。” (《 丰术篇》)高诱

注说是 “不饰为美,亦不为善也。”这个解



释错了,这里所说的不是
“饰为美

” 的 问

题,而是不要 “丑饰殄,使原来美的事物变

得不美了。
∷在社会生产力尚不太发达的古代社会 ,

人们对美的认识是更多地带有功利性的。先

秦时期,诸子论美,∷ 都不能脱离功 利 的 观

点。 《淮南子》有时也把 “美”与 “
用v连

起来考虑。所以它不赞成 “车舆极于雕琢 9

器用逐于刻镂,求货者争难得以为宝,诋文

者处烦挠以为慧。”
反对 “工为奇器,历岁

而后成,不周于用。
” (《 齐俗篇》)反对

“以

其知巧诈伪饰众无用。”(同 上)而主张 “服剑

者期于铅利9而不期于墨阳莫邪,乘马者期

于干里,T∶不期于 骅 骝绿耳;鼓 琴者期于

鸣廉修营,而不期于滥胁号钟;诵诗书者期

于通道略物,而不期于《洪范》、《商颂》。”

(《 修务篇》)也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 《淮南

子》有 时 也反 对 文 饰 。 那 是 它 从 功

利的角度来考虑9认为
“
饰”影响 到

“
用”

9

甚至国家的 “治”的时候。 《齐俗篇》说 :

“
有诡文繁绣9弱埸罗纨,必有管屦眦畸 ,

短褐不完者:” 这种文饰, 《淮南子》是反

对 的。它特别反对君主不顾 “
万民愁苦,生

业不修
”,而去追求 “

高台深池9 雕
.琢

刻

镂,黼黻文章,稀豁绮绣,宝玩珠玉”的享

受。而主张 “
岁登民丰,乃始县钟鼓,陈干

戚,君臣上下同心而乐之,国无哀人。″这

种主张也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k 

先秦诸子”都注意到真、善、美的关系

问题。老、庄、申、韩等把美与真、善对立

起来,如老子提出的 “信言不美, 美 言 不

信。”④韩非的 “夫君子取情去貌,好质而

恶饰。
”①儒家是主张美与善统一的,如孔子

论 《韶》、 《武》的 “尽善”、 “尽美”问

鹛0,但更多地是从伦理学的方面去理解o是

《淮南子》主张真、善、美的统一,又把它们

与 “情”
结合起来。

∷ 《淮南子》对儒家的东西有取有舍。它

不赞成儒家昀地方,用一个字就可以概括:

“伪”
。照 《淮南子》的看法,η乍伪萌兴”

固然是 “货财之贵”的产物 (见 《齐俗篇》),

但这个 “
伪”,却也是因为有了礼义才生出

来的。它认为儒家的 “伪″,在于 “迫性拂

情””是 “不知原冫b反本,直雕琢其性,矫

拂其情以与世交
”
。 (《 精神篇》)颜渊夭死 ,季

路被菹9子夏失明,冉伯牛为厉等,都因为
“钳阴阳之.和 9迫性命之情 ,故终身为悲人。

”

(同 ~L)由 此9我们可以看到 《淮南子》是重

视人的情性的自由发挥,而反对外 来 干 涉

的。它的主张
“不为丑饰9不为伪击”9就

要真美,真善9把真、善、美统 一 起 来。

在
“
文质彬彬

”
的基础上进一步主张

“以文灭

情则失情,以情灭文则失文,文情理通9则
麟凤极矣。

” (《 缪称篇》)又说s “男 子 树

兰,美而不芳。
” (同 上) (刘勰 《文心雕龙 ·

情采篇》说:“男子树兰而不芳9无其情也。”)

都可见 《淮南子》在
“
文”、 “

质
”之外 ,

又标出
“
情”

来。也可见刘安已重视人性的

觉醒,已开始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独立。这不

但丰富了他的思想,成就了他的创作,也可

以说是开了魏晋美学的先声,对魏晋甚至南

北朝人的思想9作风,审美理想等方面的追

求个性解放 ,是有很大的影响的。这是 《淮南

子》美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它对

先秦诸子美学思想的重大发展,在中国古代

美学史上有较高的地位。

(二 )

《淮南子》对审美问题也进行了研究和

论述。            ∶

人的五官感觉,是人的审美器官;人们

对客观事物的美的认识和感觉,来源于五官

感受于事物所得到的知觉和表象。《淮南子》

注意到了这一点。 《椒真篇》说: “
夫人之

所受于天者,耳 目之于声色也9口鼻之于芳

臭也,肌肤之于寒燠 ,其情一也。”
能对客观

事物产生较强的感觉力和理解力的人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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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也就是马克思所

说的 “五种感官的形成是从古到今的全部世

界史的工作成果。
”⑥恩格斯所说 的 劳 动

“
创造了人本身”。⑦当然《淮南子》不可能认

识到这一点,所以它把这种五官感受的能力

归结为
“
人之所受于天者”,这是它的时代

局限性。但是, 《淮南子》对这个问题的认

识并没有停止于此,它指出客观存在的事物

通过人的五官感受能引起人们的喜怒哀乐。

《主术篇》说
“
夫荣启期一弹而孔 子 三 日

乐,感于和;邹忌一徽而威王终 夕 悲, 感

于忧。⋯⋯宁戚商歌车下,桓公喟然而寤。
”

《说山篇》说: “曾子攀柩车,引楣者为之

止也。老母行歌而动申喜。⋯⋯介子歌龙蛇

而文君垂泣。” 《泰族篇》说:“赵王迁流于

房陵,思故乡,作为山水之讴,闻者莫不殒

涕。荆轲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

歌于易水之上,闻者莫不嗔目裂眦,发植穿

冠。
” 《淮南子》认识到没有五官感受的人

是不能感知自然美和艺术美的。 《主术篇》

说: “
问瞽师曰:‘ 白素如何 ?’ 曰:‘ 缟然。

’

曰:‘黑若何r曰 :‘黑甚然。’援白黑而示之 ,

则不处焉。人之视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

瞽师有以言白黑 ,无 以知白黑 ,故言白黑与人

同,其别白黑与人异。”又说 :“ 是故不得于心

而有经天下之气 ,是犹无耳而欲调钟鼓,无 目

而欲喜文章也,必不胜其任矣。
”
都是说的这

种现象。

由于人们这种五官感受的能力,使人与

人之间的感情得以交流,但 《淮南子》有时

也夸大了这种感受的能力,甚至认 为 它 能
“动天地,感鬼神

”。 《览冥篇》说: “昔

师旷奏 《白雪》之音,而神物为之下降,风

雨暴至,平公癃病,晋国赤地。庶女叫天 ,

雷电下击,景公台陨,支体伤折, 海 水 大

出。
” 《说山篇》说: “

瓠巴鼓瑟而淫鱼出

听;伯牙鼓琴而驷马仰秣。
”都是夸大了这

种感受的作用。

上文说到 《淮南子》在 “文”、 “质
”

·JO·

之外还十分重视 “
情”。正因为此,所以它

认为伯牙、瓠巴、邹忌、高渐离的琴声,宋

意、宁戚、介子推等的歌声,乃至曾子、雍门

子、申喜老母等的哭声,之所以能引起闻者

的喜怒哀乐的感情的共鸣,就在手它们本身
“
专精厉意,委务精神,上通九天,激厉至

精” (《 览冥篇》)。 是
“至精入人深矣

”(《 主

术篇》), “J胄之至者 也 ” (《 缪称篇》)的 东

西,所以能
“一发声 ,入人耳,感人心

”(同上)。

《齐俗篇》说: “且喜怒哀乐,有感而自然

者也,故哭之发于口,涕之出于目,此皆愤

于中而形于外者也。⋯⋯故强哭者 虽 痛 不

哀,强亲者虽笑不和,情发于中而 声 应 于

外。” 《说山篇》举例说: “东家母死,其

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见之,归谓 其 母 曰:

‘社何爱(高诱注:江淮谓母为社。)速死?

吾必悲哭社。’夫欲其母之死者,-虽 死,亦不

能悲哭矣。”欲其母速死的西家子,已经没

有母子之情,所以 《淮南子》认为,如果他

的母亲真的死了,他一定不会哭得 很 悲 哀

的。

列宁说过: “
没有

‘人的感情’,就从

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
” ⑧

《淮南子》认为人的喜怒哀乐是感 情 的 产

物,是 “
愤于中而形于外者

”,它之所以感

人是 阝情之至也”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它又认为
“
雅颂之声,皆发于词,本于

情
”,所以 “声浸乎金石 ,∷ 润乎草木”。而

“
取怨思之声,施之于弦管,闻其音者不淫

则悲。淫则乱男女之辨,悲则感怨思之气 ,

岂所谓乐哉”?并认为赵王的 “山 水 之

讴”,高渐离、宋意的 “易水之歌
”,不可

以 “
为乐而入宗庙” (均见 (《 泰终篇》)。 甚

至认为
“音不调乎雅颂者不可以为乐

” (同

上)。 这固然主要是音律上的原困,是 主张

不同的艺术形式和内容可用于不同的场合。

《淮南子》认为
“虽有材能,其施之不当,

其处之不宜,适足以辅伪饰非”(《 主术篇》)。

《说林篇》说: “靥晡在颊则好, 在 颡 则



丑。
”《说山篇》说: “

呙氏之璧, 夏 后 之

璜 ,揖让而进之以合欢,夜以投人则怨。”
都

说明这个道理。所以它认为赵王、高渐离等

的 “怨思之声”
不用于宗庙祭祀,倒是合理

的。况且 ,它又说: “弁冕辂舆,可服而不可

好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朱舷漏

越 ,∶ 一唱而三叹,可听而不可快也。”(《泰

族篇》 这里所说 的
“
弁冕辂舆

”
,“大羹之和

”
,

“
朱蔽漏越

”,恐怕不好说是越王“
山水之讴

”

一类的东西吧 !但是 ,《淮南子》认为它们美则

美矣,然而 “不可好”, “不可嗜”, “
不

可快”
。也就是说 《淮南子》认为 “怨思之

声”
不宜入宗庙,但平时也不可用 宗 庙 之

乐,日 常生活中还是需要那种
“一发声,入

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的俗乐的。这

种思想有什么不合理呢?只是过分推崇 “
雅

乐
”,是其保守落后的一面。但决不应因此

给 《淮南子》扣上什么 “
反动”, “

复古主

义”, “
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帽子。

∷ 美是客观存在的,它可以作用于审美主

体,使之产生美感。但是 ,并不是任何人都可

以感受到这种客观存在的美的。因为美是社

会的、历史的产物,它有阶级性、时代性、地

域性引起的差异。而且美集中表现于艺术之

中。所以人们不但要有能进行审关的特定感

觉器官,而且必须具有
一

定的艺术修养。马

克思说 :“如果你想欣赏艺术,你必须成为ˉ

个在艺术上有修养的人。”⑥又说, “
对于

不懂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 ,

就不是它的对象。
”
⑥都是说艺术修养对美

感产生的重要性。 《淮南子》巳认识到这个

问题, 《泰族篇》说: “
六律具存而莫能听

者,无师旷之耳也:⋯⋯律虽具,必待耳而

后听。〃 《说林篇》说: “
征羽之操,不入

鄙人之耳。”都是说优美的音乐不能被没有

艺术修养的人所欣赏。这种人至多能欣赏一

点低级的美。《人间篇》说: “夫歌《采菱》 ,

发 《阳阿》,鄙人听之,不若 《延路》、《阳

局》o非歌者拙也,听耆异也ρ
”

高诱注说 :

“《延路》、《阳局》 ,鄙歌曲也。”要使他们

能够欣赏高级的艺术美,只有提高他们的艺

术修养。所以 《精神篇》说: “今夫穷鄙之

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 以为乐矣。

尝试为之击建鼓,撞巨钟,乃性仍仍然知其

盆瓴之足羞也。”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美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与美感无关,但
是这种美引起美感,不但需要进行审美的人

具有美感能力,而且还与人们的心理有关。

处于不同心理状况的人,或同一个人处在不

同的心理状况下,对同一审美客体会产生不

同的美感,即产生美感的差异 性。换 句 话

说,如果你的 “
'山境”不能与客观存在的美

相适应,你就不能正确地感受到美。

心理学家认为
“
心境″是一种使人的其

它情绪、感受都染上某种感情色彩的,而且

比较持久的一种情绪状态。人们带着本身的

喜怒哀乐情绪去审美,就会使审美客体也染

上某种感情色彩。如杜甫的著名诗句 “感时

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 春望》)就是描写

的这种情形。这也就是美学家们所说的 “
移

情作用”。 《齐俗篇》说: “
夫载哀者闻歌

声而泣,载乐者见哭者而笑。哀可乐者,笑
可哀者,载使之然也。”这里所说的

“
载”

,

就是指 “J心境”而言的。正因为这种
“
载”

的 存 在 ,才使人产生 “
哀可乐者,笑可哀

者”的 “
移情作用

”
。 《诠言篇》说 “Jb有

忧者,筐床衽席弗能安也,菰饭馅牛弗能甘

也,琴瑟鸣竽弗能乐也。”
说的也是这个道

理。在 《修务篇》中,它还举了一个十分生

动的例子: “
昔者谢子见于秦惠王,惠王说

之。以问唐姑梁,唐姑梁曰:‘谢子,山东辩

士,固权说以取少主。
’
惠王因藏怒而待之。明

日复见,逆而弗听也。”这个故事形象地说

明了
“
心境”对审美的影响。

带着軎怒衷乐的情绪进行审美,固然使

审美客体也被赋予了感情的色彩,但是,并
不是说美没有客观的标准,而完全由人的情

绪来决定。在审美过程中,还须对审美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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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一定的 “静观”,两者得出的感觉、认

识结合起来9才能产生正确的美感。

《淮南子》在哲学上受老、庄虚无思想

的一定影响,反映在它的美学思想中勇就表

现在主张在审美时
“
贵虚

”和 “ζ
去载″

。我

们上文引用的 “哀可乐者”乐可哀者”后面

接着就说: “是故贵虚。″高诱注说: “虚

者,心无所载于哀乐也。” 《诠言篇》还借

用 《庄子》的故事来比喻说: “方 船 济 乎

江￡有虚船从上方来9触而 复之,虽 有 忮

心,必无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谓张之 ,

一谓歙之,再三呼之而不应9必 以丑声随其

后。向不怒而今怒,向虚而 今 实 也。”不

过, 《淮南子》有时又~把
“贵虚”强调到不

适当的程度,要求
“目不营于色9耳不淫于

声,坐俳而歌谣,被发而浮游9虽有毛嫱西

施之色不知说也, 《掉羽》、 《武象》不知

乐也
”(《 本经篇》)。 甚至要

“
视珍宝珠玉犹 石

砾也,视至尊穷宠犹行客也,视毛嫱西施犹

颊丑也。
” (《 精神篇》)这显然是受庄子 “齐

美丑
”
的思想的影响而产生颠倒的美丑观。这

是 《淮南子》思想中消极落后的-面,但也

从反面证明了没有感情就不能正确地进行审

美。

《淮南子》的
“贵虚”,并不是主张绝

对的虚无。 它认为人 们在进 行审 美时须有
“神

”t“气”
。《原道篇》说:今人之所以

眭然能视,菅然能听9形体能抗,而百节可

屈伸,察能分黑白,视美丑,而 知 能 别 同

异,明是非者何也?气为之充而 神 为 之 使

也。
”

那么,它主张的 “
去载”

又是要去什

么呢? 《精神篇》说: “五色乱 目使 目不

明,五声滩耳使耳不聪,五味乱 口使 口爽

伤,趣舍滑心使心飞扬9此四者天下之所养

性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者 使 人 之 气

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劳。”《椒真篇》说:

“
人之性安静而嗜欲乱之。”《原道篇》说 :

“
嗜欲不载,虚之至也。”可见 《淮南子》

要去的主要是嗜欲。它认为只有去了嗜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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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使
“
精神盛而气不散

”,才能
“以视无

不见,以听无不闻
” (《 精神篇》)。

《淮南子》主张
“
去载”,还因为它注

意到人们在审美中的一种不正常 的心 理 状

态,那就是人们在审美时往往带有一种先入

为主的成见。 《修务篇》说: “夫 以征 为

羽,非弦之罪;以甘为苦,非味之过。楚人

有烹猴 而 召 其邻人,以为狗羹而甘之。后

闻其猴也”据地而吐之,尽写其食。此未始

知味者也。邯郸师有出新曲者,托之李奇 ,

诸人争学之。后知其非也,而 皆弃其曲。此

未使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善其状 ,

以为宝而藏之。以示人,人以为石也,因而

弃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于中;则贵

是而同今古多无以听其说,则所从来者远而

贵之耳。此和氏所以泣血于荆山之下。今剑

或绝侧羸文,啮缺卷钲,而称以顷襄之剑,

则贵人争带之;琴或拨刺枉挠,阔解漏越 ,

而称以楚庄之琴,侧室争鼓之。苗山之铤 ,

羊头之销9虽水断龙舟,陆刳犀甲,莫之服

带;山桐之琴,涧梓之腹 ,虽鸣廉修营唐牙 ,

莫之鼓也。”这种人固然是缺乏艺术修养,

没有审美能力,但同时也由于
“
重名

”
、 “

轻

实
″的先入为圭的成见在心,总认为

“名”

贵的就是好的,而不再对审美客体进行仔细

地、客观地分析认识。在这种心理 的 干 扰

下,是不能很好地进行审美的。

在 《淮南子》的美学思想的局限性中,

我们可以看到老庄消极思想的影响。

《庄子 ·齐物论》说: “毛嫱、丽姬 ,

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9鸟见之高飞,麋

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从

而否定了美丑的客观标准 ,提出
“
故为是举莛

与楹 ,厉与西施 ,恢桅橘怪,道通为一
”(同上)

的错误结论。本来9不同的阶级,时代,地

域,民族是有着审美的差异性的。而且马克

思主义美学认为9美是人创造的;人在创造

审美客体的同时,又创造了能进行审美活动

的审美主体,即具有审美能力的人类o而鸟



兽虫鱼是没有审美能力的,当然不能成为审

美主体。 《淮南子》也说: “广厦阔屋,连
闼通房,人之所安也,鸟入之而忧;高山险

阻,森林丛薄9虎豹之所乐也,人入之而畏另

山谷通原,积水重泉,鼋鼍之所便也,人入

之而死, 《咸池》、 《承云》、 《九韶》、

《六英》,人之所乐也,鸟兽闻之而惊,深
舱峭岸,峻本寻枝,豁之所乐也9人上之而

傈。形殊性诡,所以为乐者,乃 所 以为 哀

也·所以为安者,乃所以为危也。” (《齐俗

篇》)它也谈到人与鸟兽虫鱼对同一 事 物 有

不同的感觉,但是它认识到这是 “形 殊 性

诡”的原因,虽不能正确解释这种现象,但
没有得出美与丑 “道通为一”的结论,比庄

子前进了一步。
∷
《精神篇》还引用 《庄子 。大宗师》的

话说:“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伛偻 ,脊管高

于顶,碣下迫颐,两脾在上,烛营指天,匍

匐自窥于井曰: ‘
伟哉造化者9其 以我为此

拘拘邪:’ 此其视变化亦同矣。”
这种变态

的审美心理和因变态心理产生的美感”是不

值 得 称 道的,这是 《淮南子》美学思想中

消极落后的地方。但是瑕不掩瑜9它仍不失

为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一颗璀灿的明珠,有
待于我们进一步去整理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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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矛盾存在。这是因为,历史上的剥削制度

和剥削阶级的遗毒不可能在短时期 消 除 干

净,祖国的统一大业还没有最后完成,在台

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上还面临着复杂的斗争9

我们还处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9我们又实行

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因此,我
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

的新时期,我国的统一战线也进入一个新的

历史发展时期。它已由原来包括民族资产阶

级在内的联盟发展成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

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圭义

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包括台湾

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的最广泛的

爱国联盟。它的根本任务,是要在工人、L农

民、知识分子的亲密团结的基础上,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切积极因素,为进

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台湾回归祖国

在内的祖国统一、发展国际反霸斗争、保卫

世界和平三大任务服务。它既是过去的统一

战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又有

区别于过去的统-战线的新的显著特点。认

识和掌握这些特点9就可以更自觉地做好统

战工作夕使统一战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波

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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