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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心雕龙/中创作主体的气论观
!

陈春敏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MJ#%

摘C要!对创作主体之气#刘勰既从自然层面阐释了生理之气的内涵#也初步朴素地察觉

到主体心理精神之气的某些社会性成分#且结合两层面有机地诠释了养气之内涵及意义'

关键词!/文心雕龙.&生理之气&心理之气&养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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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气)"是中国古代文论常见术语之一% .文

心雕龙/一书中超过半数的篇目涉及(气)字"甚

至列.养气/篇专论% 就书中所析"(气)大致包括

作品之气和作者之气两层面,二者之间"刘勰尤其

重视作者之气"认为作品之气无法脱离作者之气

孤立存在"作者之气既规定了作品之气"也为它提

供了丰富内容% 那么"在刘勰那里"作者之气"究

竟具有何种独特的内涵与价值"对作品之气发挥

着如此重大的作用"这将意味着作者之气在文学

整体中处于何种位置具有何种意义呢%

首先"从.文心雕龙/书中可以见出"魏晋南

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元气论已有所发展"它们为刘

勰对(气)之理解提供了一定的思想文化资源"但

是"最为直接的影响则来自东汉王充的朴素唯物

主义气论观% 刘勰在.养气/开篇即明确提及+

(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己而作"岂虚造

哉-)

&#'FJ!

!.文心0养气/#"肯定了王充思想于他

分析相关问题的指导性与借鉴性%

王充在他的.论衡/中"详细剖析了(气)这一

概念% 第一"从本体论意义上"王充赋予气世界本

源的位置与性质"称之为(元气)"认为元气乃天

地万物之源起"其有言+(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

夫妇合气"子自生矣)

&!'!M#

!.论衡0自然篇/#"具

体地讲"(天之动行也"施气也"体动气乃出"物乃

生也)"而且"(天动不欲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

然也)

&!'!M!

!.论衡0自然篇/#% 即世间万物为元

气依其本性自然而得"一切始于元气生于元气%

当然"作为世界构成部分的人"亦遵循此理为元气

作用之物"(气之生人"犹水之为冰也% 水凝为

冰"气凝为人)

&!'F!#

!.论衡0论死篇/#"且(人未

生"在元气之中,既死"复归元气%)

&!' F!!

!.论衡0

论死篇/#可见"人受之于气"起之于气"因气而

成"死亦归于气"由始至终"人之生命皆由气所化"

与气同在% 这(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始

终作为世界第一性的存在客观的存在着"具有超

越于人之外的物质性"它孕育了人的存在"充塞于

人之身体"是人生命力的来源与本质%

而这种物质性元气落实于人"王充做了更为

细致的解析"首先指出其作为人之(生理之气)而

存在% 其有言+(人之禀气"或充实而坚强"或虚

劣而软弱% 充实坚强"其年寿,虚劣软弱"失弃其

身)"(若夫强弱夭寿以百为数"不至百者"气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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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也% 夫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命长,气薄则

其体弱"体弱则命短)

&!'#!

!.论衡0气寿篇/# %

同时"王充认为这种生理之气不仅对人的物理生

命发生作用"它也以自身为基础对人的心理精神

活动给予影响% 基于它自身既存在阴阳二气质的

区别"又存在气之量多少厚薄精糙的区别"还存在

气诸种离合散聚升降伸屈等运动方式的区别"从

而引起人的心理精神活动的先天差异"由此突出

了生理之气于人的心理精神活动具有物质前提的

意义% 王充在书中多次提及+(人之善恶"共一元

气"气有少多"故性有贤愚)"(禀气有厚泊"故性

有善恶也)

&!' !JK!M

!.论衡0率性篇/#"(人禀天地

之性"怀五常之气"或仁或义"性术乖也)

&!'N$

!.论

衡0本性篇/#"从中可以清晰看到"气通过生理

作用影响人的心理活动以至人的精神"而这种心

理精神活动的产生离不开生理之气的构成与运

动"正是生理之气构成成分的先天差异性与运动性

决定了人的心理精神活动的差异性与丰富性"致使

人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面貌与个性气质"这样"就从

根本上取消了人的心理精神之气自身的独立性"它

们依赖于生理之气"是生理之气功能性作用的产

物% 可见"王充论及气之内涵时"更强调生理之气"

其有言+(精神本以血气为主"血气常附形体)

&!'F!!

!.论衡0论死篇/#"(人之精神藏于形体之内"犹

栗米在囊橐之中也)

&!'F!#

!.论衡0论死篇/#%

在今天看来"王充这种朴素唯物主义气论观

不无偏颇之处"虽然肯定了元气之物质性"却也强

调了气之实在性"而这一思想基本上为刘勰所接

受"并为他进一步分析文学创作主体(气)之内涵

提供了基本方法与思路% 刘勰认为人是(肖貌天

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

&#'NL!

!.文心0序志/#"并且是(五行之秀)$(天地之

心)

&#'#"

!.文心0原道/#"此见解同于王充"人禀

气而生"含气而长% 首先"自然元气落实到具体的

人"表现为人的生理血气"突出了人的体力$精力

等% 如刘勰所言+ (声含宫商"肇自血气)

&#'F"#

!.文心0声律/#$(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

&#'!GN

!.文心0风骨/#$(于是精气内销"有似尾闾之

波)

&#'FJF

!.文心0养气/#等% 其次"由于生理之

气与心理之气的密切联系"同时文学创作对主体

而言是全身心的投入"所以创作主体(气)的内涵

不可能仅仅停留于生理层面"必然会深入到心理

精神层面% 第一个对此做出明确判断的是魏文帝

曹丕% 他在.典论0论文/中提到(文以气为主%

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譬诸音乐"曲度虽

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浊有素"虽在父

兄"不能以移子弟%)此(气)不再是具有本体论普

遍意义的气"而是专指创作主体的个体之(气)%

正是由于创作主体先天所具有的清浊二气的差别

便不可避免地造成创作主体各异的先天禀赋"从

而观照出不同的审美世界"表现出不同的创作风

格+(徐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

&F'##F等%

很明显"这里的(气)针对创作主体的气质个性而

言% 刘勰颇为认同"便在.风骨/篇中引用了曹丕

这番(重气之旨)的评论以传达自己的意见"且作

了进一步探索% 一方面"他继承了曹丕的说法"认

为创作主体的创作才能直接由其各自不同的气质

造成"即创作主体的心理精神之气所造成% 同时

也指出创作主体在创作中所需的各种心理能力源

起于生命深层的气"他多次提及(人禀七情)

&#'LG

!.文心0明诗/#$(才有天资)

&#'!G"

!.文心0体

性/#$(情与气偕)

&#'!GM

!.文心0风骨/#$(气以

实志"志以定言"吐呐英华"莫非情性)

&#'!L$

!.文

心0体性/#等% 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在这里不仅

强调了作为世界第一性存在的整体的气对心理之

气的作用"也突出了作为气之整体构成因素之一

的生理之气对心理之气的基础性限制+(才力居

中"肇自血气)

&#'!L$

!.文心0体性/#% 这里可以

见出"刘勰对王充气论观的辩证传承"既看到了作

为创作主体气的整体构成!包括生理之气和心理

精神之气#"又看到了气之构成因素之间的作用"

虽然这里只是强调了生理之气对心理精神之气的

影响"所以刘勰的气论观总体上并没有对王充气

论观造成大的突破"同样具有物质实在化的倾向%

尽管如此"刘勰通过对(气有刚柔)

&#'!LG

!.文心0

体性/#等的辨析"发现创作主体出于气的不同先

天规定性产生出情$志$才$性等主体精神因素不

同的选择性"由此产生出不同的气质个性"且在其

创作作品中得以相应表现+(贾生俊发"故文洁而

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

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

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

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傥"

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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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故锋发而韵流, 士衡矜重" 故情繁而辞

隐%)

&#'!L$

!.文心0体性/#所以(气)在创作主体

心理精神层次上即为创作主体的先天禀赋所规定

的气质个性% 再次"尽管刘勰将(气)作为创作主

体的先天因素来看待"但不可否认"他对后天社会

性因素对气的影响"还是有所察觉的% 他不止一

次这样谈到建安文学+(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

才)

&#'G"

!.文心0明诗/#" (魏之三祖"气爽才

丽)

&#'G$

!.文心0乐府/#"(观其时文"雅好慷慨"

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

而多气也%)

&#'N"N

!.文心0时序/#"认为建安文人

共有的刚健悲劲之气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 但可

惜的是"他最终还是将社会动荡$时代变迁归于是

气化流通的结果% 因此"在关于(气)为先天性存

在的理解方面刘勰丝毫未动摇过"但以此为前提"

他也承认气还是可以接受那些经过自身选择后的

社会性因素的% 如言 (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

时)

&#'!$N

!.文心0熔裁/#"并且(才有庸镌"气有

刚柔"学有深浅"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

凝)

&#'!LG

!.文心0体性/#更为明确地承认了气的

培养离不开后天的修养功夫% 总之"在刘勰那里"

创作主体的气是由多个层次!生理之气$心理精

神之气#构成的有机整体"虽然他在不同篇目中

对气的内涵的某一层次有所偏重"强调生理之气

对心理精神之气的制约作用"但也揭示出了心理

精神之气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多样的个体性与丰

富的特殊性%

同时"刘勰非常重视(气)在文学创作中的作

用"在.风骨/篇中他认为(缀虑裁篇"务盈守气"

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

也%)

&#'!GN

!.文心0风骨/#第一"气为整个创作活

动提供了物质的前提保证% 尽管文学创作直接地

表现为一种精神的心理之气的活动"但它却以生

理之气作为物质基础% 当创作主体血气运行通畅

自如时"会精力旺盛"文思敏捷,而当创作主体血

气滞碍不顺时"会精力衰颓"文思枯竭% 第二"气

能为创作主体提供良好的审美心理环境% .神

思/篇云+(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沦五藏"澡雪

精神)

&#'!N$

!.文心0神思/#"也就是说"创作主体

进行艺术构思时"务必需先进入虚静的心理状态

中"这样才能以虚纳实"以静制动"激发无限生动

自由的想象% 所谓(虚静)"即要求主体(绝圣弃

智)"无欲无求"无物无我"营建出沉寂宁静"纯净

清空的心境% 这与.养气/篇强调的(玄神宜宝"

素气资养% 水停以鉴"火静而朗"无扰文虑"郁此

精爽%)

&#'FJG

!.文心0养气/#实质上是一致的%

王充曾说+(谓天自然无为者何* 气也"恬淡无

欲"无为无事者也%)

&!'!M!

!.论衡0自然篇/#可

见"气具有自然无为的属性"即无目的无欲望"非

有意驱之% 而且"阴阳二气皆自然而动"自然而

行% 这无疑也是化成人的气的本性与规律"无论

生理之气还是心理之气皆从之% 如果创作主体违

背气的本然规律"挂心于人事"操心于物利"必会

气浮心燥"无法与大化合一"无以致清明境界"更

无力从事艺术构思活动了% 如果创作主体遵循气

的自然规律"必能外物$外我$外天下"达到气定神

闲"空明澄澈的境界"这就与孕育艺术构思活动的

虚静状态相不二% 所以遵从气的规律"有助于主

体达到虚静"有利于构思活动的顺利展开% 第三"

气是艺术想象活动的关键% 诚如其言+(思理为

妙"神与物游% 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

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 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

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

&#'!NM

!.文心0神思/#整

个艺术想象活动是创作主客体相互感兴的过程"

心(既随物以宛转)!.文心0物色/#"物(亦与心

而徘徊)

&#'N#L

!.文心0物色/#% 而这种物我交感

则根源于天地万物皆一气生成% 因而"人的生命

之气与万物的自然之气存在着内在相应相契的节

奏律动% 于创作主体来说"其想象活动更直接地

表现为情志与外物的感契兴发"而情志却受气的

统帅与牵制% 一方面"如果人的精气耗蚀过度或

虚弱不足"就会精神不举"情志贫乏"想象受阻,另

一方面"创作主体由于内在气质存在质的差别"必

然会主动选择与自己同质相感的外物% 如果物之

气与创作主体之气相异"从主体角度来讲"主体就

会自觉抛弃外物"拒绝外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从客体角度来讲"则意味着主体遭遇外物的排斥

而与外物隔绝% 即使不同主体面对同一客体都能

相互应和"但出于其各自气质的差异"其与物相感

之角度"相和之契点"即主体与客体相感时所感发

的情志的性质$内容$方向等也不尽相同"从而就

出现了不同创作主体于同一客体创造出诸多各异

审美意象的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在影响发生过

程中"创作主体的生理之气与心理精神之气是不

$!#

第 # 期CCCCCCCCCCCCCC陈春敏+论/文心雕龙.中创作主体的气论观



能截然分开"鲜然剥离的"二者相互渗透"相互融

合以统一体的姿态共同作用于主体%

正是由于气对创作活动如此重要"刘勰大力

提倡创作主体要善于(养气)% (养气)"是兼顾生

理之气与心理之气的调养% 毕竟对创作主体而言

二者是一致的"精力充沛则文思泉涌"气衰神伤则

文思全无% 那么"创作主体该如何养气呢* 在

.养气/篇中刘勰提出了养气之根本所在+(率志

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

性情之数也%)

&#'FJ!

!.文心0养气/#即创作主体

应顺乎自然"心意和畅"便会精神爽朗"写作起来

从容不迫"得心应手,如果创作主体苦心竭虑"勉

强为之"便会精力损伤"创作衰萎% 例如+(曹公

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

&#'FJN

!.文心

0养气/#" (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

虑)

&#'!L#

!.文心0神思/#% 具体说来"(养气)需

遵守三大原则+一要顺应岁时,二要自知器分,三

要调节劳逸% 所谓(岁时)"指人在不同年龄阶段

其气有不同的特点$规律% (凡童少鉴浅而志盛"

长艾识坚而 气衰)"创作主体尤其年长者更应顺

应这一规律"不要违背% 所谓(器分)"指个人的

才性的特点$能力的大小% 这是一个因人而异的

问题"由个人的禀赋气质所决定"对此创作主体应

具备清醒的自我认识"创作时取气之所适"力之所

及% 否则勉强苦行"就会(精气内销)"(神志外

伤)

&#'FJF

!.文心0养气/#"既损害身体又无益创

作% 至于调节劳逸"至为重要% 因为文学创作与

攻读学业不同"(学业在勤"功庸弗怠)"而文学创

作(申写郁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 如

果像攻读学业那样劳神苦心"就会(销铄精胆"蹙

迫和气)"加速自我毁灭% 而且文学创作中"有时

文思快畅"有时文思滞涩"在这种(神之方昏)精

疲力竭状态下"刘勰力主+(务在节宣"清和其心"

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

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

倦)

&#'FJL

!.文心0养气/#"这与现代心理学的主

张不谋而合%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一个人长

时间从事某项工作时"大脑处于紧张状态极易疲

惫"而且大脑皮层仅存此一兴奋点"造成对其他脑

细胞的压抑% 如能及时调节放松"则会激活那些

受抑细胞"以至精神大振"思路大开%

综观刘勰关于创作主体的气论观"建立在自

然元气之说基础上% 故对创作主体之气的认识偏

重于它的先天属性"虽对其社会属性有所发觉但

明显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科学的理解"这不能不是

一种局限% 但是"他却较为清晰地揭示出创作主

体之气的多层次构成"由于每一层次气的具体内

容与运动形式的不同"所以他一方面重视创作主

体心理精神之气的涵养与表达"另一方面不仅仅

停留于此"进一步揭示出生理之气对心理精神之

气的重要作用"从而为创作主体营建出更全面更

深入的修养"力争以整个生命去面对世界之根本"

在这种真实面对中创作出天人合一的作品% 从这

里可以看出"刘勰所主张的文学"绝不是简简单单

表情达意的工具"而是人与天地相契相和的自然

产物% 他的这一文学观"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

今"也是具有相当生命力的"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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