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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庄子思想对阮籍的影响

戴文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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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阮籍是魏晋 时期的玄学大师『他的 道 家思想深受庄子的影响。阮籍以庄子的 最高理想境

界--逍遥游" 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又深得庄子批判精神的精髓 a 阮籍追求心灵的自由逍遥 批判束缚人身心

的虚伪名教但其实又是儒家正统思想的 捍卫者 。 这是他与庄子最大的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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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阮籍列传》中记载" (籍) 博览群籍

尤好庄老。"阮籍崇尚老庄罔有特殊的时代背景。

魏晋之际政治黑暗罔政权更迭频繁罔尤其是随着司

马氏集团一步一步掌握大权罔对曹魏集团进行了

大肆残害罔许多文人志士也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这使得当时卷入政治i旋涡的文人心中都不免有一

种恐怖与畏惧感 。 他们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罔

对人生无常的感慨、唱叹罔顿时弥漫开来罔成为那

个时代的典型音调 。 思想文化方面罔玄学思潮像

狂飘骤起罔以其无可阻挡之势罔席卷着魏晋时期意

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庄子思想愈发得到重视罔成

为士人们心灵解脱、精神慰藉的工具和思想文化

批判的武器。阮籍经受政治、思想两方面的冲击罔

其儒家的"济世志"在开始遭到破灭的时候罔逐步

由信奉儒家学说罔转变为信奉老庄思想罔并以老庄

思想、为武器罔转而去批判儒学和司马氏集团所谓

的‘名教"、"礼法"之制罔开创了魏晋玄学新的发展

阶段罔成为当时著名的玄学家 。

庄子的‘逍遥游"思想和对整个社会文化体系

的批判精神对阮籍的影响很深。庄子主张精神虚

静罔游心物外子虚幻境界罔达到个人精神的绝对自

由 。 阮籍也把庄子的最高理想境界 "逍遥游"

作为自己追求的人生目标。此外罔阮籍深得庄子

愤世嫉俗的批判精神的精髓。 下面试作阐释。

一、庄子的‘逍遥游'思想对阮籍的影晌

庄子的‘逍遥游"思想对阮籍人生观的形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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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很大影响。"逍遥游"主要指心灵的逍遥 。 而

要达到J心灵逍遥最主要是回归自然，虚静无为

使物各畅其性以达到任自然而行的和谐状态。

阮籍在庄子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人的精神的绝对

自由罔追求自由旷达的生活罔并'IE" 逍遥游'作为自

己人生理想和精神的最高境界，强调人心、人性。

l 、崇尚自然

庄子的"自然"概念是指自然而然的状态罔而

不仅仅指自然界。他张扬返朴归真的"自然'\认

为自然的就是完美的是无需人为引导的。人应

当作为自然的人而生存不应该强加人为而打破

自然的平衡。((秋水》中说"牛马囚足罔是i冒天罔落

马首罔穿牛鼻罔是i冒人 。 故曰罔无以人灭天罔无以故

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

真。 "1 1 I (P 刑刊" 阮籍认为自然是个广大无边的

物质统一体罔所谓的"自然之道"就是客观物质世

界自身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人们要遵循自然而

不是违背自然、改变自然 。

首先罔阮籍认为自然是广袤无垠、包罗万象

忧天地万物都产生子自然 。 他说"天地生子自

然，万物生子天地。 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

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当其无外谁谓异乎?当

其有成谁i冒殊乎'ì ，， 1 2 1(P. l 2) 其次罔自然不仅能够派

生万物罔而且是有规律的 。 "天地合其德罔日月顺

其光 。 自然一体罔则万物经其常。" ( ((达庄论)))这

个‘常"就是规律性。在这广大无边的自然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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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都充满着阴阳二气。"混元生两仪罔囚象运衡

矶。瞰日布炎精罔素月垂景辉。" ( ((咏怀诗》其六十

九)元气按照季节和早晚时间的不同而榈代存在罔

是充满天地之间的孕育万物之气。 自然作为一个

整体其任何部分皆有其自然的使命。整体的

部分遭到毁坏，其他部分也将难以继续。因此

人们应该"循自然，性天地" I ?I (川无为虚静。

《通老论》中罔他强调君主治世也应该要因循自然

"圣人明子天人之理，达子自然之分通子治化之

体罔审子大慎之训。故君臣垂拱罔完太素之朴罔百

姓熙怡罔保性命之和。"又说"道者法自然而为化。
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I 21 (P. 29-l0) 

2、与世透ii 全身远害

庄子主张要"虚空其心，随顺物性" ( ((人问世》

成玄英疏l 川( P. 1~5) ) ，对人的生命、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的社会地位与遭遇等采取无累、无患、无待的态

度保持恬淡无欲的心理状态。《人问世》说"且

夫乘物以游心罔托不得已以养中罔至矣。" I I1 (P. 1削庄

子又借楚狂接舆之口说"天下有道罔圣人成焉罔天

下无道罔圣人生焉。方今之时罔仅免刑焉。福轻乎

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罔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

人以德1 殆乎殆乎画地而趋T 迷阳迷阳无伤吾

1r! 吾行邵曲无伤吾足1" 111(P. nU") 他告诫人们清

静无为避世拔俗，尤其对子无道社会要懂得全身

远害罔与世透泡 。 阮籍处子乱世罔在现实世界里不

能得到真正的洒脱和自由罔转而追求精神的绝对

自由、心境的情绪恬淡罔并以此作为处世待物的基

本出发点 。 《晋书·阮籍列传》评价阮籍"至慎'\

"喜怒不形于色" "发言玄远罔口不减否人物'。稽

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也说"阮嗣宗口不论人

过， "至性过人，与物无伤"。阮籍指出不要盲目

追逐名利，不要为外物所累，保全性命和人格的独

立才是最重要的。他警诫人们功名利禄不可贪罔

遁世隐身方可以全性在在真" 膏火自煎熬多财为

患害罔布衣可终身罔宠禄岂足赖" I 21 (P. ~6-~7) 罔提出了

养生的办法罔"焉得松、乔?颐神太素。逍遥区外罔

登我年诈。" I 21 (P. 1 页。! ((咏怀诗》其五十六针对人们的

庸庸碌碌，阐述恬淡无欲顺应自然的人生哲学

"穷达自有常得失又何求" "阴阳有变化谁云沉

不浮" "系累名利场鸳骏同销。岂若m耳目

升遐去殷忧"。阮籍还把庄子提倡的寂寞恬淡的

心境引入美学鉴赏范畴罔他认为要"清虚寥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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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存"罔"睹窃穿究E而淑清"川l口川2匀川I(川p ， 1川页引}。保持恬淡虚静的

心、态才能达到最高层次的审美境界。

二、庄子的批判精神对阮籍的影晌

庄子对整个社会文化的批判和反思成为阮籍

抨击虚伪名教的有力武器。庄子认为儒家等思想

扭曲、禁锢了人的自然天性罔是无用甚至有害的。

"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绳约

胶漆而固者罔是侵其德者也罔屈折礼乐团啕俞仁义罔

以慰天下之心者罔此失其常然也。" I I1 (P.l2 1) 认为所

谓的圣人的存在是天下动乱、人心不古的根源他

们‘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罔悬、跤仁义以慰天下之

心，而民乃始提跤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

亦圣人之过也，， 111(川"。他甚至认为要摒除圣人

才能达到太平之世"彼圣人者罔天下之利器也非

所以明天下也。故绝圣弃击日，大盗乃止，撞玉毁

珠罔小盗不起罔焚符破窒罔而民村、鄙罔指斗折衡罔而

民不争罔赠残天下之圣法罔而民始可与议论。"

庄子批判当时一切制度和权威思想罔君主、儒

家、墨家、法家等都在其批判的范围内"彼曾、史、

杨、墨、师旷、工借、离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给乱天

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 1 I1 (P .l5l) "肖Ij曾史之行钳

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阮

籍则集中批判、抨击虚伪儒学罔蔑视礼法俗规 。 在

他看来罔司马氏所提倡的孝道不过是欺世盗名的

鬼把戏团儒家设定的道德礼法尽被了"奸人"所窃据罔

已成为司马氏贱害名士消灭政敌的工具罔因此他

始终不愿与这些虚伪之士为伍。阮籍虽然陆续任

过 些官耳职FR、却"不与世事?酣饮为常

挡箭牌对绕治者的f征正召采取虚以透泡的措施消

极回应实则拒绝。他自知无力与统治集团为敌

就聪明地把自己的态度立场纳入思想、文化、艺术

等范畴从不涉足政治领域，而把批判的矛头全部

对准虚伪礼法及其卫道士。他善为"青白~~"罔对

子世俗的礼法之士稽喜不以理睬罔"以自~~对之'\

使其"不悻而退"而对子志趣相投的稳康则"大

悦见青H良"。所以"礼法之士疾之若仇"多次找

机会想治他的罪只是因为阮籍并不与统治阶级

公然分庭抗礼，才每每得以保全。阮籍毁弃名教

"自绝子礼法"0 ((阮籍列传》记载 " 籍嫂尝归宁罔

籍才回见与别。或讥之罔籍曰‘丰L岂为我设邪 l'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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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礼岂为我设邪"不光是对礼法之士的反击罔

更反映阮籍对当时名教的态度。

阮籍还以诗赋的形式作斗争。《达庄论》指斥

那些‘诵乎六经之教罔习乎吾儒之迹"的人是伪君

子是"出媚君上?入欺父兄冗，刁'E炭o!发1子名利富贵的可

怜虫认为其言论是"毁德之端

《大人先生传》中?阮籍更进 步 f借苦大人先生之口

讽刺那些礼法之士罔把他们比作一群逃窜子裤裆

里的虱子，把他们所推崇的礼法比作"天下残贼、

乱危、死亡之术

的极端虚伪说"今汝造音以乱声罔作色以诡形罔外

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他

主张建立一个"无君"的社会罔没有贫贱富贵罔没有

君臣礼法，才是 个理想的"至德之世"。对当时

统治者的否定达到了极至。在《咏怀诗》其五十五

中阮籍嘲讽当时披着儒家外衣欺世盗名的礼法之

士说这些人道貌岸然，循规蹈矩高谈礼义仁信

其实只是一些装腔作势的虚伪之徒罔"外厉贞素

i免户内灭芬芳。 放口从衷出罔复说道义方"。而

在《答伏义书》中则与礼法之士正面交锋。以"九

苍'中的迅羽、"囚溟"中的游鱼两组比~指斥礼法

之士鼠目寸光表明自己"弘修渊王军"、"灵变神

化"?"非近力所自能E究

之士"欲f衍主勾1倾城之金?求百钱之售制造天之丰礼L ，惋

肤寸之检 。 劳王躬以役物罔守牒秽以自毕罔沉牛迹

以i邑薄罔恒干可汉之无根'\可愧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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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罔阮籍批判的不是整个儒家思

想文化体系罔对子儒家的精髓部分罔他是表示肯定

并加以继承的。他对子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颜

回等的才识和德行大加赞赏。《咏怀诗》其四十五

赞道"儒者通六艺立志不可干。违礼不为动非

法不肯言。渴饮清泉流饥食甘 篷。岁时无以

祀衣服常苦寒。展履咏《南风))，组袍不华轩。 f言

道守《诗)X(书》罔义不受一餐。"对老子给他们的‘烈

烈褒贬辞"不以为然。母亲去世他照旧下棋、喝

酒、吃肉罔毫不避讳罔因此而招来非议罔但从他曾两

次‘举声一号罔吐血数升"以至子"毁婿骨立罔殆致

灭性"就可以看出他其实是 个至孝之人儒家的

伦理孝道思想、根深蒂固。他之所以如此反感名

教罔正是因为他太相信礼教，是儒家正统礼法的捍

卫者。阮籍实行外道内儒的处世原则，以道家方

式处事罔儒家理想深植子心罔这是与庄子最大的不

同之处也是阮籍思想中的主要矛盾。此外，庄子

思想本身也有矛盾之处。庄子批判一切社会制度

和思想文化罔主张回到原始社会。这是很不实际

的罔他的思想批判有余而建设不足罔并不能提出具

体的主张解决实际的问题。由子阶级和时代的局

限罔阮籍也只能利用庄子的思想对虚伪儒学和礼

法之士进行口诛笔伐他不可能找到解决社会矛

盾的真正办法。这是阮籍思想的根本矛盾所在。

因此他的思想始终处子矛盾、痛苦之中 。 这是阮

籍本人的悲剧团也是时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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