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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流浪的蝙蝠”

———《庄子怀疑论美学》评介

章　辉

（玉溪师范学院 文学院，云南 玉溪 ６５３１００）

［摘　要］颜翔林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成果《庄子怀疑论美学》，以精湛的逻辑推导和理论思辨的能力，深刻阐释了
庄子美学思想中的核心结构，并将其作为借鉴以关切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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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有可能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富诗意的
哲学家和美学家。他的思想包含对自然、人生、历

史的种种质疑、提问和解答，体现出独特而丰富的

生命智慧和浪漫情怀。自汉代以后，“庄学”历代相

继，但遗憾的是，以往诸家较少从美学视角对庄子

展开研究，迄今为止，海内外学界尚未系统地从怀

疑论视界对于庄子美学思想进行系统而深入的

探索。

颜翔林教授长期眷注庄子，称其为“流浪的蝙

蝠”。［１］３１６在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成果《庄子怀疑

论美学》（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一书中，颜教授提
出了“庄子怀疑论美学”的命题，以怀疑论的观点和

方法阐释庄子的美学思想，获得诸多理论创见，为

理论界所注目。特此评介如下。

　　一　思想内容与主要观点

《庄子怀疑论美学》全书共１２章。作为导语，
第１章首先将庄子归还于其特定的历史环境，揭示
其困顿的诗性人生和悲剧化生存状态，展现他自由

的思想行程。

第２章至第６章建立在哲学原理架构之上，分
别阐释庄子哲学的方法论、本体论、实践论和认识

论（怀疑与否定、想象与提问、对立与宁静等），构成

庄子怀疑论美学的基本方法论；“道”“逍遥”“齐

一”构成庄子怀疑论美学的本体论和生存论；“心

斋”“沉默”和“中止判断”，体现出庄子富于诗性与

想象力的思维方式，是其超越现实的智慧手段；庄

子的知识批判、认识批判和真理批判，表现出在认

识论、价值论等方面的独特运思；庄子的历史批判

和技术批判，论述了工具和本体的逻辑关系，反思

了历史的公正与荒谬、技术的进步与局限，是辩证

认识后工业社会的技术进步和消费时代的技术异

化的宝贵思想资源。

第７章至第１１章建立在美学原理架构之上。
第７章探究庄子的审美观、审美标准和审美境界，
认为他强调生命本体的自由与逍遥，崇拜自然状态

和强调感觉经验，从而达到对理性形式的超越。第

８章讨论庄子的想象论和智慧论，认为庄子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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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克服空间时间、寻求自由和无限之可能性的策

略，是构建生命一体化的方式和途径，也是重新认

识历史事件和阐释历史人物的工具和方法。庄子

的智慧论主要涉及实践智慧，它包括政治智慧和生

存智慧等方面。庄子的生命智慧表现在日常经验

和心理感受上，倡导守护自然人性，蔑视名利，拒绝

刻意造作。第９章认为庄子怀疑论美学也是生命
美学和境界美学：庄子主张敬畏生命，主张生命万

象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力；他又以一种诗意和审美的

方式对待死亡和超越死亡。第１０章分析庄子的艺
术创造和审美精神，认为庄子主张自然天成，在游

戏和创造之间寻找到逻辑关联，他的审美精神包括

诗意思维、神话意识和寓言方法等方面。第１１章
专门比较庄子与孔子美学思想的同一性和差异性，

从感性与诗性、存在与虚无、人格与审美三个方面

对孔子和庄子美学思想进行了比较。

作为总结，第１２章指出庄子怀疑论美学的价
值重构及其意义：批判权力主体、知识主体、话语主

体、欲望主体、身体主体，倡导以本真自我、智慧自

我和审美自我，重构理想状态的诗性主体，使存在

者获得内在的审美冲动和浪漫情怀，克服世俗带来

的物质与功利之累。

　　二　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庄子怀疑论美学》在一般方法上，采取了历史

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对庄子怀疑论美学进行

历史主义的实证分析，将它还原在其历史语境中以

获得具体的揭示。在此基础之上，运用逻辑思辨的

方法，提示庄子美学思想的基本命题、概念、范畴、

方法、内容，尤其是它怀疑主义的方法论，分析它独

特的存疑与否定、提问和回答、对话和独白的思维

方式，以及诗性智慧和审美超越的情怀，从而获得

对于庄子美学的新解。

在具体方法论上，全书采用现象学的怀疑论方

法，揭示庄子怀疑论美学的深刻思想内涵。如运用

存疑（Ｅｐｏｋｈｅ）、否定（Ｎｅｇａｔｉｖｅ）、悬置（Ｅｐｏｃｈ）、对
立（Ａｎｔｉｈｅｓｉｓ）、均等（Ｉｓｏｓｔｈｅｎｅｉａ）、提问（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想象（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体验（Ｅｒｌｅｂｎｉｓ）等方法，其中
“前五种作为根基性方法或普遍性方法。第六、七、

八三种是借鉴性方法。”［２］将庄子哲学、美学密与西

方现代哲学、美学进行勾连比较，以揭示其价值所

在，阐明它对于现代人文精神建设的意义和价值。

此外，全书还运用传统的训诂、考据、版本、目

录、典章等方面的技术性方法，对文本进行微观的

分析研究，以深入准确地理解庄子怀疑论美学思

想。由于有了以上不同于以往“庄学”的“解牛之

刀”，作者实现了以下的学术创新：

一是批判性地运用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

义的美学理论，对庄子怀疑论美学进行了新颖独到

的阐释，呈现其怀疑主义的逻辑结构、思维方法和

基本观念，提出庄子怀疑论美学的思想价值主要在

于以生命智慧论融合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思

维形态，展现其独特的思想旨趣，并提示其关于文

艺创造和欣赏、审美体验和审美境界等理论内涵。

二是凸显了“对话”意识，注重在当今事境和古

人进行以“文本”为桥梁的“互文性”对话，和庄子

“以心会心”，揭示古典文化中深厚的人文美学、当

代美学包括后现代主义美学和庄子怀疑论美之间

的对话，打通中国古典美学和西方美学之间的历史

和逻辑的双重间隔，为中国当代美学理论的建设寻

找到新的生长点。

　　三　学术价值与当代意义

颜教授对怀疑论美学进行过深入研究，曾出版

《怀疑论美学》一书，在美学界有良好之反响；他酷

爱《庄子》，花费多年心血完成了这部３６万字的《庄
子怀疑论美学》，作为双重研究领域的交叉渗透之

成果，更显其价值不凡。

笔者以为，《庄子怀疑论美学》既推进和深化了

庄子美学研究，也为当代美学研究提供思想启示，

为２１世纪中国的人文精神之建构、审美文化的导
向、民族美学的建设，提供一条新的思想路径。全

书密切结合当今文化语境，提示庄子怀疑论美学对

于审美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建设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呈现其现代性价值和当下意义，即庄子怀疑论美学

能够启发当下的存在者获得求证自我和寻找精神

家园的理性冲动；能够启迪人们认识知识的局限

性，恢复对于智慧的热忱和回归，尤其是对于人生

智慧和道德智慧、诗性智慧和审美智慧的重新呼唤

与认同；能够为当下的诗性主体的重建提供一份充

满活力的思想资源。作者期待以此来抗衡消费社

会的膨胀的经济欲望和技术享乐所带来的诗性精

神的萎缩，抵御外来的后殖民文化、颓废文化的压

抑与侵袭。这种借鉴庄子思想以关切于当下现实

的良苦用心，这种对消费社会文化现象的理性反思

与批判，使庄子思想延伸到当下生活，有助于深化

传统美学的现代性意义。当然，作者也看到庄子思

想的若干负面，指出“必须适当扬弃其中的消极因

素，剔除其厌世主义的人生观和封闭保守的价值立

场，建立一种面向现实和展望未来的人生态度与审

美观。”［１］２９２这更显示了作者实事求是的学风和辩

证理性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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