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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与道家思想的传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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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就魏晋风度与道家思想的传承关系进行了探讨，分析了道家思想重新崛起的原因、儒道本义、魏晋风度的特征及 

其对道家思想的继承与阐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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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中国是一个提倡儒家思想的国度，但 

在历史上的某些年代，道家思想曾占据了社会的主导 

地位——魏晋时代便是典型的例证。虽然在西汉的 

汉武帝时期已经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建议，使得儒家思想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 

但到了汉末道家思想又重新崛起，议论争辩的风气相 

当盛行。正是在此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 

经学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 

了，并进而促成了魏晋时代人的自觉。 
一

、汉末魏晋道家思想的重新崛起 

汉初，黄老道家思想曾盛极一时，成为当时的主 

流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道家便失 

去了原有的优势和地位，但并没有从历史舞台上消 

失，它作为一股暗流，始终在汉代社会里涌动，并且随 

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着。到了汉末，随着大一统 

王朝的衰微，中央集权对人们思想的控制与影响也日 

渐衰微。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 

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及至曹魏时期， 

道家思想开始从复兴中的诸子之学中脱颖而出，并逐 

步成为魏晋时期的主流思想，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 

想的复兴，既是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必然，也是那个时 

代的文人们对生存方式的重新选择，对个体人格的重 

新塑造。曹魏崛起以后，一批提倡老子道德论的知名 

学者汇集于曹氏父子麾下，夏侯玄、苟粲、钟会、管辂、 

裴徽、刘劭是其中的主要人物。道家思想复兴是有其 

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 

第一，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在中国封建社会，由大 

乱之世转为大治都必须经过一个清静无为、与民休息 

的过程。西汉初年盛行的黄老思想，就是这种历史要 

求在理论上的反映。东汉初，光武“以柔道治天下”， 

实际也是一种黄老思想。汉末魏晋时期全国动荡不 

安，也同样需要黄老思想来理顺各种关系，巩固国家 

政权。 

第二，在政治思想领域，经过实践的检验和历史 

的筛选，黄老思想也确实显示了它的优越性。王弼在 

《老子指略》中曾经指出，当时的法家、名家、儒家、墨 

家、杂家、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只有道家才能做到 

“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既高于各家，又不遗漏各 

家的长处。王弼的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第三，从士人阶层这一角度来看，一方面，士人与 

政权的疏远使他们由忠君忧道开始趋向自我，追求个 

体生命存在的价值；另一方面，士人冲破儒家经学的 

长期禁锢后，需要有一种适合当时状况的思想观念作 

为支撑。士人的这种现实需求正好与道家思想观念 

找到了契合点。从儒家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士人 

们，面对惨痛的现实，感到人生的无常，他们渴望能抓 

住或延长这短暂的人生，在这生命的瞬间追求生存价 

值的永恒。道家的“任 自然”、“养生”、“全身”、“重 

情”之说正符合了他们的心理，于是为士人所接受。 

二、儒道本义与魏晋风度 

以上探讨的是汉末魏晋道家思想重新崛起的因 

由，接下来探讨儒道的本义究竟区别在哪里，它们又 

如何影响了魏晋时代的士人们。事实上，这一时代注 

重道家思想，并不是说这一时代完全抛弃了儒家思 

收稿 日期~2004一o9—2o 

作者简介：陈登平(1970一)，男，福建尤溪人，三明学院初教系教师，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 

http://www.cqvip.com


陈登平 魏晋风度与道家思想的传承研究 59 

想，而是把儒家思想融到了道家思想之中。王弼就是 

这一时代之集大成者，《三国志》称王弼“好论儒道”， 

即合儒家之书，如《周易》、《论语》与道家之老、庄并 

论。那么，儒道的本义究竟有无区别?老子五千文 

中，反复说“无”，所谓“无”，非一切皆无，实一切皆有， 

何宴《无名论》云：“若夫圣人名无名，誉无誉，则夫无 

名者，可以言有名矣，无誉者可以言有誉矣，此比于无 

所有 故皆有所有矣。”儒家之根本义为“中”，孔子说 

“中庸其至矣乎”，《中庸》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 

中”。“圣人无情”，是魏晋清谈时所留意的，而为何 

宴、王弼所首倡。魏晋人醉心于人格之美，最重抒情。 

喜怒哀乐，情也，《晋书 ·卷四十三 ·王衍传》：“衍尝 

丧幼子，山简吊之，衍悲不自胜。简日：孩抱中物，何 

至于此?衍日：圣人忘情，最下不及于情，然则，情之 

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圣人忘情”， 

正是何宴之说，而“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则为魏晋清 

谈家自况。就老、庄而论，老子太上忘情，“少私寡 

欲”、“绝学无忧”(《老子》十九章)，庄子虽自谓无情，其 

实未免于有情，庄子日：“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 

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孔子固茂于 

情者，然儒家运情，务在得情之中和，即以理控制情。 

何宴、王弼之后的嵇康也著《声无哀乐论》，以为哀乐 

发于情，情动于心，声成于外，所以声音与哀乐无关。 

在政治思想上，儒本仁，而道本于自然，《老子》日：“道 

法自然”，主张“无为而无不为”。在实际政治上，儒家 

政治思想“直而不能曲”，可以守常，难以应变，道家思 

想容易两极分化，运用得好，国家太平，人民生活安 

定，运用不好，就会流而为法，主张霸术，可以成功一 

时，而不能垂教久远。 

所以，无论是“无”，还是“自然”，在本质上仍然是 

对社会生活的干预，道家与儒家所不同的是对这一世 

俗社会的干预方式不同罢了。魏晋风度便是这一时 

期人的自觉与道家思想交相融会的产物。一方面，死 

板的儒家教条在此时处于衰落状态，因此思想上的禁 

锢松弛了许多，知识分子终于可以以一个独立的人的 

身份去思悟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本质与意义。另一方 

面，严酷的社会现实严重威胁着知识分子的生命，越 

是清醒就越是会对现实作出深刻的批判，也就越容易 

遭受杀戮。由此产生了两种貌似对立的生存方 

式一 或是内敛式的玄学思辩，或是激进的佯狂避 

世，而其中不变的则是知识分子的叛逆性与潇洒性的 

并存。总之，这是一个反对政教礼教对人的“异化”的 

时代，这是一个个人存在价值前所未有得到突现的时 

代，是一个在喟叹人生无常表面之下强烈渴望实现人 

生价值的特殊时期。 

三、魏晋风度的主要特征 

魏晋风度即魏晋名士风度，它讲求保持人的自然 

性与生活上的率性而为，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思 

想。够得上称为“风度”的，当有它独特的生活方式， 

而这一时代士人们的独特生活方式全部保存在《世说 

新语》中，鲁迅在他著名的演讲稿《魏晋风度及文章与 

药及酒之关系》中，以“药”与“酒”两样东西来概括魏 

晋名士的生活方式，是相当敏锐的概括。下面简要概 

括一下它的特征。 

论道谈玄 论道谈玄的名士讲风度，有风度的名 

士应该手握一支麈尾，东晋初年的王导是其中的一位 

典型人物。主要内容便是儒道，但更多的是谈玄学， 

故而又称谈玄或玄谈，如论“有”与“无”；既为清谈，当 

然注重口才与论辩能力，因而《世说新语》中“言语”是 

列在“德行”之后的第-I'-J的；同时还对当时的人物进 

行评论。 

狂放不羁 以“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为代 

表。如嵇康在钟会去拜访他时，“箕踞而锻，不为之 

礼”；同为“竹林七贤”的好友山涛举荐他为官，他立即 

写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拒绝云：“一旦迫之，必 

发狂疾。”最终因为不肯和司马氏合作而被杀害，临刑 

前旁若无人，弹奏一曲《广陵散》而终。阮籍的著名典 

故就是一个成语：“青眼有加”。据说他能为“青白 

眼”，只有嵇康来时才加以青眼，其他人一律白眼相 

加；司马昭盛排宴席，“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 

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阮咸放荡惊世骇俗，刘 

伶却放情肆志，甚至在家里会客衣服都不穿。他们还 

吃药饮酒。吃药，最早是何宴，吃的是“五石散”，鲁迅 

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就是因为吃药的缘故，其后 

还有王弼、夏侯玄。“竹林七贤”主要不是吃药而是饮 

酒，嵇康是喝酒兼服药，而阮籍却是专喝酒的代表，司 

马昭为儿子向阮籍求通婚，阮籍大醉六十天，不能言 

可否。醉酒中的竹林七贤代表了玄学初起时的一种 

人生观念，之后，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文人士族中开 

始流行，谈玄理、读《老》《庄》、服药饮酒、放浪形骸，不 

理世事的闲适是他们崇尚的“无为”“自然”境界，但这 

正体现了他们的“人的自觉”的精神。 

山水隐逸 从汉末开始的天下大乱，使得隐逸之 

风前所未有地兴盛，到东晋时在名士之中已相当普 

遍。当然投身于山水隐逸的真正目的是各不相同，不 

管怎样，山水田园成了士大夫生活与心灵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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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史上，人与自然还从未这样真 

正的接近并相互交融过，而人与自然的融会又反过来 

对人的精神面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歌舞声色 中国知识份子的这种“风流儒雅”的 

作风是到魏晋时代才形成的，“琴棋书画”在此时正式 

成为名士风度与品位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事实上成 

为了人内心价值自觉表现的寄托物，对歌舞声色的追 

求，对生活方式的重视，实质是追求精神价值的实现， 

这和后世的声色犬马、浮靡享乐是有着质的不同。 

超越生死 关于人生的思考，最沉重、最深刻的 

莫过于生死问题。在那个战乱频仍、命如草芥的时代 

里，死神如影相随。因此，在这一时代，除象曹植等一 

部分人仍然保有一种“戮力上国，流惠下民”思想外， 

更多的是采用了一种放达的生活方式和及时行乐的 

思想，甚至于逃向道教与佛教。而庄周对待生死的态 

度是生死一同，《庄子 ·至乐》说，庄子的妻子去世，他 

鼓盆而歌，吊唁的人不明其理，日“非徒无生也，而本 

无形，非本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 

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之而死”。庄子 

的这种行为，在魏晋间最得人心许，死亡犹如归家，生 

死界限一除，人心顿然彻悟。总之，一切皆是返其所 

始，生与死都是一股“气”，超越生死，参透生死正是魏 

晋人从老庄那里学来的对生命的直接观照与感悟。 

四、魏晋风度是对道家思想的继承与阐发 

从魏晋风度的主要特征里我们可以看出道家思 

想对魏晋风度的产生所带来的影响，可以说魏晋风度 

是直接从道家思想汲取营养，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特特 

征的。那么，魏晋名士们又是如何从道家思想里汲取 

营养的呢? 

第一，直接注解老庄。汉末《老子》一书，一方面 

为张陵、于吉、张角、张鲁所利用，与方术相结合，而成 

道教之经典；另一方面与佛理儒书相结合，而开魏晋 

清谈之风。《老子》之有注，实始于马融，直接注解《老 

子>的还有王弼、钟会、何宴。注解《老子》等道家学说 

可以使道家思想的流传更加广泛，影响更加深远，而 

注解之人更是深受影响，从而使黄老思想成为自己的 

世界观。自此而后，六朝谈士，莫不奉《易》、《老》、 

《庄>三书为玄典。 

第二，在言行上学老庄。前述已经提及，魏晋名 

士们的清谈、狂放不羁、隐山水等无一不是从老庄，特 

别是庄子那里学来的，再加上他们的身份与地位，使 

得他们的行为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日渐深远，成为人们 

争先效仿的对象。魏晋士人们的吃药饮酒虽说与道 

教有关，然而道教也是从黄老那继承思想的(他们把 

老子奉为鼻祖，实际上道教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当然 

我们这里要区别开道教与道家，道家思想是哲学思 

想，而道教则是宗教。 

第三，对道家思想的阐发。他们并不是简单的注 

解黄老，更是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了自我需要的发展， 

从而形成自己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王弼与张衡对黄老 

的注解皆各不相同可为明证，王弼注《老子》是“以道 

证玄”，探讨“有”与“无”，而且王弼又把老庄思想和儒 

家思想结合起来，而张衡则把“玄”扩大为一种宇宙 

论。东晋时代的著名僧人慧远就以佛教徒的身份解 

释黄老，把释道儒融合在一起，而陶渊明却是儒道合 
一

。 汉末魏晋时代士人们对黄老的继承与阐发，直接 

导致了汉末魏晋间思想的空前大解放，形成了自己的 

独特特征，用杜牧的诗句“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 

最风流”来概括是再恰当不过了。但也不是没有人批 

评过这种“风流”，东晋的干宝、葛洪，明清之际的顾炎 

武都曾痛骂过。无论怎样，魏晋风度的影响却是非常 

深远的，后世的李白、王维等便颇有魏晋遗风。当然， 

魏晋风度产生在充满动荡、混乱、灾难、血污的社会和 

时代，因此，有很多时候是表面看起来潇洒风流，而骨 

子里却潜藏着、深埋着苦恼与恐惧，甚至于因不与统 

治者合作，而惨遭杀害，如何宴、嵇康等等⋯⋯“广陵 

散于今绝矣”，“华亭鹤唳不可复闻”，留下来的就是这 

种痛苦悲哀的传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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