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晉前期審美觀的轉化與特色暨

《人物志》的美學;意義

蕭 4且邦

人主學教

本文所討論的重點集中於魏甘前則是學忠您的發展特色與關鍵問題，附內丈則大~U

為「魏晉前期審美觀的轉化與特色j 、 I ((人物志》在魏晉前期審美觀轉化中的美學意

義 J 兩品，分別予以中論。第…部是就總督前即!z相關資料，處理其審美觀發展特色的

一毆性通論，第二部則其就《人物7t.)) 一書，扭的與第一郎平j闊的深層解析，可以說，

第二部是第一部美學觀點與陳章的擴充或傑化。

安、魏晉前期審美觀的轉化與特色

徵諸國史，總苦前期 Ct ，.)可「諸多記載巾所關稀拉們的印象，多半是動蕩、混亂而

生民苦痛的，但也正是在這 獨特環境0/:]" >>:的觀w')下，魏晉的期的人立思想有了重大的
時蟹，本共在美學盟想 l 更有劃時代的開拓，此誠如大院學者宗白華氏所的間的 「漢

末魏晉六朝是 Ij:l閥政論 l 最混亂、社會 h最苦痛的時代，然1M 1可是精神 I 版自由、極解

放，最窮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制時代，也用此就是最富有興術精神的一個時代。」

Ct~-) 根援華有的理解，在先磊、兩漠哲學和莘學所tt定的深厚基礎上，魏晉美學息;但

展現更深化的發展，是 不靜的事實，而在眾白華簡約描述的現象背後，其實隱含了無

比錯綜設稚的互動閃素，此如何宜于﹒天還》所云 「草討代之流，而會乎常寺之聲」

。(立三〉

如果1'<們提星星術社會串的觀點來看前述命題，魏背前期美學思想的整體發展，貨與

整個社會恕潮的開展暨環境變動的歸趨喘不可卦。是以，基於魏背的朔的特殊時代背景

;時人多悲世局、故體之亂，故在當時以立苦苦削作政治~淪為 I 具，多無好處，從 1m土

人不再的政教觀點、立場剪iJì丈塾，如是，反促使審美活動聞自新局。以次，本立即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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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背時代聽個主要社會也潮脈動側前的解析 9 討論軍事所關在的魏臂的均在美觀的轉化

與特色。

一、工具性「神秘主義」的式微

付識緯訓諧的反動

約尺之，泰此之後，前11:;經籍多乍酸損 9及~叫漠蔥帝時除挾~W ，成帝時方的重新

大力徵求遺書。當其時，漢代學者致力於考接種理工門，困難重重，跌了斷簡!l篇本國;

5草草木全，圳在肺m儒解經不司，經仰所陣各持家法之外，更加上陰陽史與之ijt學入六

經之中，大儒董仲舒、鄭玄、劉何等人，咒攝jJ Iffi波，終於衍生了 I ;:i!i:綽之fJì 1 (}叭叭。

「識綽」與漢代陰陽民異之說向1'1術數之喂，由lJjJIJ之， 11T)\分為「易碎!與[國

議」兩主。按《混書﹒五行志》所.z::

品曰: r 判山圈，雖出舌，刊坦人則立，1 ，.....。以為〈河間〉、〈緯

書〉相為經綽，八卦、九章相為1::.痕。 。漠興，草泰誠學之後，芳、武之

世，董仲舒的《公 1立在秋)) .的推陰陽，為儒者宗。(注目

要之. ， λ卦J 以陰陽變化定占凶. 1一九鴨」以夫人感應驗件峙，漢時，占驗推算之術

'陰陽且具之說，國主事古龍粒之學，大揖皆以此為濫觴。

其次，西漢末年，宿儒假託經義，品符命瑞應之書，如《漢書@主持傳》所μ:

是月〔按:即漠平帝崩之月) .前揮光謝囂奏武必長拉通淚井得自石，有

丹垂著右，丈叫: r的安漢公芥為皇帝。 J 符命之缸，自此始矣。〔拉六)

又如《後漢吉﹒舔防傳且去:

安帝即位，以11:策封龍鄉仗(故指話:防)。企吧千一百i戶。其年以災異

冠賊策兔，說國。凡主公l;~且其策鬼，蛤自防也。〔立的

如前肝插，大紙為1il1識家假天后以造奇書 P 惑人耳 11 '拉圭址:車前途的w例。後來比風

更與原本凶經學家各持門j弓，相互攻難，而盛行的l訓叫:之學糾結合。此如《三間4位﹒蜀

書 a 先主{車且此

〈洞闡〉、〈油需) .五經譏綽，孔于所甄，驗應自泣。c;;t入)

《漢書﹒藝立志)) :i,. 

後 I背經傳阮已乖離，博學蔚文不思主b聞網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使辭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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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破壞7位髓，說1i.字之文，至於二三品品。後還彌以馳遂，故的車而守 主畫

• I可肯而後能立，安JU好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 G:!'.jj.)

f後I!i書﹒蔡茂傅》泣

衷于間以儒學顯，徵拭博):.對策陳;足異，以自等權拜議郎，遷侍巾。

(立。〉

凡此，儒學考接íiü外，又加緯茜災耳聞識之說，為1也不可不足j深遠，及主漢末學者

多所厭倦，而趨於義理談論，終閉目昨識之風。 λ於魏晉，則此論綿訓tJI多流於偏的，不

再為時it冊里。大體上說，此一 I 神秘上義」的逐次式傲，又可歸結兩路:

J(一，漢代的間識之說， Jj;t是為帝王軍服務的仁具，大概假m它的「神都性」以惑

眾自利罷了， {U若從夕J --個角度來看，識緯之說的風行，質際意義;更可能是針對il11\1;(

*.儒家思想見範的反動。根股市1述考察.1'Ii代識緝的流行，特在泉、平兩朝之後，正

可以推斯，它丑拭間對忱閻典範地位的情通fiE恕， 'y以驚動變平的一種ti'i勁，再加以求

後與經學的結合，吏彰制 r此一A潛在意鬧。故此一潮流， !i1{11J比對後來ß~背時期儒家您

想!危樹的法現，而自J作為其遠閻之 ，只赴，漢時它自於故消閑窮的考生壘，表現得並不

徹底。

其二， ÞII ((丈心雕龍﹒正綽》所云

按經驗韓，其偽宿悶， 。沛獻集緯以通經，首農撰識以定禮，乖

道謬具書亦已甚矣。 Gt--)

X如((iU:品﹒質極》冊五:

漠成帝半趙飛燕，飛~~~講班捷好祝誼，於考悶。辭曰: í妥聞死才有命，

寫賢在去。俯菁尚不iIi蝠，為邪欲以何t;t? 若鬼神有知，不受邪飯之訴，苦其

無知，且正之M置?故不為也。 J (立一1

的前述引立的例示，可以有u\ ((丈心雕龍》皮1討論綽之說，而類似「灰神秘主義j 的言

行，在((1廿品新而且中也給予了正耐的評價，正 'liJ說明魏晉Hij期至少到《文心雕龍》問

世，已明揭反諷綽思想的大堆，關(( fft ., ~î JIj ))更嘉許與它相反的行為，這些都能作為

魏背時期「反民異蓋章緯」芯恕的;ù徵，同時，這也可為魏晉時期儒家怨怨的復興作一月品

閱C+-，. ".)。

著筆者的述的解折無誤 'ftû漢末7iE魏晉前期目的反草草綽 M!，潮，一方面，它正代表了主

一 163 一



魏晉前期審美稅的半年化與特色墊《人物巷》的美學意義

而向儒家思想挑戰的行動， Rt 跳戰影響所及，終於使[工具L性的神秘主義」逐漸瓦解

，老莊思想得以入主人心，而使魏甘人閥割IJt體 1'1 身從事考罷，問問了後來魏晉hìt家莘

學的特色。另一方面，它也代表了部分人仕對傳統儒家思想某種程度的叫歸，而在魏晉

美學觀轉化過紹中注λ了傳統倩家思想的附束。

仁j神仙思想的轉化

神仙也131的出現，可遠溯幸謹，到了魏甘、則念形熾訓，惜，時除了民間流行之外，讓

此泊的公卿王侯也高眾， Jl巾有貴為帝王品由1曹志， ((學文頸聚)) iJl 1 魏丈帝遊1111詩

(故 -EH 〈折梅柳行> ) Jμ. 

而IU 何高，高兩殊無樞，上有側面11 章，不飲亦不宜，典故一丸藥，正曜

有1色，服贊四五 n '胸怯生羽翼，輕學化風雲，候忽行..攏，流覽觀回誨，

茫茫 JI 所識。(芷閥〉

此外，血1'，品峙的名班時他雖位列主候，但持才j!l.忌 9 在不得志，一如《三關志﹒魏書

t了成陳j~ll:上傳》所載，陳忠王背植 l 常自慣怨，抱利器制無昕施， ... .., J (芷 7日，也有

〈飛龍〉、 q，u遊〉之作，大率為神仙之想以追悲懷。《藝丈類聚)) iJ l 1魂陳玉曹植遊

111j持J 五:

人可不滿惜，戚戚少歡蜈，草欲奮六繭，排攝陵紫虛會蟬蛻悶松詣，詢跡

程鼎湖，翱翔九天上，騁巒遠ü遊， 'lt王觀扶桑躍，西臨弱水班， ~七極登玄講，

由翔阻;J'l丘。 U._.-;;\;)

然 I肘，曹柚lUìu未得n1!於其正咒，後半生又飽受其兄防忠冷路，時11幸感慨人生的危

始， )1)吟詠出 U';丰和il/重恕，天命信可蹺，虛無准列{llJ '松于久吾吾歡J 的感數〈立-{;)。

從前引各;在立 iiJ嵩山，暫捕以本並不快拉神仙思想，只是人生坎啊，轉 {i'ii對登仙成j宜之

事]lt失嚮往之情。特別f的得我們It聾的是，這 種現象，也山現在〈古詩十九甘〉巾。

f昭間文選》所錄〈古詩十九首> .大位排定為後漢末期的作品(注入) ，多以詠歎

人生產2幻巨訓與世事之悲涼為主，其巾兩位明顯地把及神仙方術之1年:

人慌忽如寄，壽無金石凶，商投更相送，學賢且能度，服企求神仙，

多]，.黨所說，不如l飲主洞，故脆說與束。

為樂當且時，何能待來站，愚措愛情費，但為後1時嗤，仙人王于裔，

難叮與嘻閉。(立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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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這兩前詩丈，叮WII斷當時神也IJ忠想II!!普遍流佈民間，但若再深思〈古詩十九首〉所

反映當時間亞首L1: 1月的人生觀，別人矩的般無幻誠日益加諜，遂感Jlt'1:之術、神ilIJ之事，

都渺茫不可貴蹺，叫隨於辛樂的追求，也是“I以想像的口

〈古詩 l.jL甘〉是ì'l'末、魏tf扣u*亂時代的庫物，足堪Jk徵L~眾的思想和情感。在

那個長期混亂中，然禍之蓋章，直 rlJ之亂，以及長年不晰的兵禍、屠授、饑荒草i瘟疫，不

僅摧殘了全體民眾的安樂生活，甚至也劇烈地勁搖了民眾的思想和信仰，凶此，不免對

設和J以來流行的神仙您想感到一份無力與無奈 1 當時的人在苦難疏離中，連這最後的一

組朋望都1睡不可寄花的時候，很閃然地使朝向朋跟一 fifj主軒的浪漫情境邁進，以待人是

的轉機。是此，魏晉人的浪漫赴大動亂時代孕育而司的，它來 11 權 l~k與1i6間的 4體行動

，代表于整個時代的心聲與脈動。

笠仙成道的渺不可則，使魏晉仕人不免為之生疑， ti日之民具識綽思想的反動，而導

致 I 工具化的神秘 L義 l 逐次落峙，來後，部分為在征主;也所限代，部分則轉為文革草創

作，在丈善惡WI站 Itl {主緝神秘將駝，以求情感 I 的棋論與滿足，故也問峰造脫了《神興

趣》、《卡州，è)) 、<<ì'l'武帝故事》、《漢武帝內傳》、 f洞冥記》、《西以雜2日、

《列具'~i3 ))、 f博物品、》、《使神後記》與 f述it記》嚀「神怪小說J (前二心)的傳世，

光分表現 I魏晉人在這方面的持情存意。

二、人物品鑑之風的激 *'1

f後EEE胃，提鍋列傳》泣

白漠祖杖劍，武夫教興，靈台寬餘，丈禮的閥，緒餘間越E之烈，人懷陸 t

之，[) ，經死直氣，怨車必蟬，命行恩庭，權移匹服，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

武帝以後，崇向備學，懷辭協術 9 所在話會，主晶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

說，守土之徒，臨於時矣。主主持非憾，終於軍閥，忠義之V1t 恥且經飾，遂

乃榮華斤:.'" ' t~足柏摘。間t中興在潭，摸德軍閥，而保身值j方，彌相慕艷，去

itt之節，讀於時矣。速扭靈之間， _ LJ'i'L政露，悶命委於閹寺 2 土于革與為伍 9

故匹夫拭慎，直上橫議，遠乃祖揚吭聲'Tr...相題拂，晶康公卿，故最執政，悴

l誼之風，於斯行矣。

而是正直廢放，那枉熾結 s 誨的話風之流，進共相標路，招天 F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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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稱號。(立一一〉

的ì!lè" I立閉載「。 匹夫抗慎，處 f了橫議，遂乃激晶晶暉，互相Jm拂，品接去卿，裁最

執政J '貨早於東漢時期已成風俏，時人吭，以「靜論人」稱1世，此如((1壘~書﹒郭符詐

列傳》五

若欒 F昭、車l'品土店，並獻才有於世。故天 F 吾故土者，成稱討、郭。

(計)

月許、郭之後以下說晉~íj期，品l鑑之風日嚨，位l喘盤判啦仍爾共蓓 'L:J命運窮通無

關晶德之t堂弟，或以按驗名賞，最村按官為奈，故人物晶鑑多iJi:r質之辨識。這一種看

法到劉g~ ((人物志》肘，別提供了較混世的錯識理則或傑啦，而明確地在「德性J 與

í:r性」、「感性」與 I í:u!生|之間融通考量，開展了獨步時代的鑑識觀點，例如，

圳、物志﹒九徵》云.

益人物之本，出于惰性。惰性之理?起放而兀，非黑人之祟，其孰能究立

成?凡有的L氣者，莫不合元-以為質，東陰陽以化性，隨五行而若形，何i布形

質猶可即而求之。(立二三)

則開宗明義論人物之4:難以究闕，唯具「形」、「質 J ìrlì後“JU求立。此一看法已在某

種程度上預示了融通觀點的開發。筆品以為，這類獨特觀點，可以說多少延撤了先幸何

家古風(立四戶開l繞Æf人格1世界以提論，對魏甘前別的審美觀有其特定的膜部作用。

ìlLk魏初晶鑑人物多以識故人才之別為缸，故其說較向實際，且至魏晉前期的人物

品鐘，由於故治勘亂益菇， 'f::.民鼎沸，仕人日益 ~l~尚告莊，故商仕逸人多慕遁1世之J丘，

勉強山耐用世的，也只能與峙舒捲，聊以平成而已，吏且，爭奪權勢者，相互殘殺，才

智不得其用，所以而鑑人物的風尚，轉而秉蛻掃除俗盒，超脫冊惰， ffiI追恬淡曠達之君;

趣，與~U3P嘻輩，位::r德、人偷與i!t用若眼以鑑識人物，貨巴大不相間(注二五)。此一旦 j

共立趣的說賢人物品鑽，至《世Jfì新語)) ì的注於頂峰。

《世說新語》雖不在1y.;們討論的跑開之俏，但以其多載的朋恩怨，足以作為了解總

晉的期思想發展背景的暴考。((jll::，1新語》是-部記述魏晉時fi ij-行觀感的文集. '自以

:t:.m化軍材反映了魏背時仕的人物性格，其巾許多記述，主徵了魏管時仕的 lfill鑑frl調和

審x風f晶，因此，在《世說新語》巾，說們可以獲得 特總督人物品艦的消息。

第一，從它虛脫人物的聲采、風度1l'特色來看，魏晉的期已然樹立了新的審美尺度

-1的一



人主學教

，而此→特色大致上可以「提感性紹驗描述詞J 的轉換 1--有間來。，倒約地說， ((情誼

會I語》所用的感性經驗描述肘，是從「摸蝦內在人格的話盤」轉換為「鎖lt丹在t!t捍的

話韋J 。雖這 轉換可以看間，其rJj~最」的內容愈來愈宮肯 般人所 iiJ能做壺的經驗

惹禍，其判?lh訴求印出純抽象的內在世界(人棉世界〉漸漸轉向宜際的外在世界(人物

世界) ，而變得更平宜，史有商品餘地。令以三何說明此→「研彙」轉變的軌助

某一， ÝU後漠持切的「月且評 1 '且《後漠~.郭符許列{串》所載.

的嘗到穎川，多長者之遊，啥不候睞吏。做聲直是幸還葬，鄉人畢至，f(rj由

獨不f士。或閱其故'的日: ì太丘;宜肢，廣則難肘，仲學性眩，峻nu少通。故

不.i&也」。其多所裁最1，"此。

有接故時，常卑辭厚膺，敢為己 u 0 ll1J晶rrJt人 rlü不肯對，操乃伺隙帝的'

的不得己，日: ì君清平之姦賊，面L 世之英雄。」操大世而去。(在三六)

其二三，如《人物志自九徵》分人物為五類

性之所盔，九質之徵也， ......)L徵皆至，則純粹立德也，九徵宿遷，

則偏雜之材也。三度不闕，其德與稱。故偏至立材，以材自名。!ffi'材之人，以

德為目，誰德之人，史為主號。是故兼德 i(lj束，討之中庸，中庸者，聖人之目

也。共體而徵，謂之德行，德ü也話，太雅之稱也。守、謂之偏材，偏材小雅

之質也。 徵謂之11<似，依似亂德之類也。一至一退，謂之間雄，間雖無恆

之人也。無但依似，皆風人京流，未流之質，不可勝論，是以略而不概也。

其立，如《世誼商語﹒梅lU) 主、

草書康身長七尺人寸，成且是特罪。且者歎曰: ì蕭蕭肅繭，爽朗清單。」或

云: r豆|白鼎立11松 F風，商制徐引。」山企叫 「稽叔在之為人也，最巖若弧松

之獨立，其醉也，傀做1'i ::r 111之將崩。 I

劉尹j直桓告 =n晶晶l皮峭皮，眉如紫石麓，白是係仲謀、司馬宜一流人

。 J COl -cλ〉

從上列所舉三種不悶的人物鎧識內容，不難看山魏背仕人在品鍍尺皮，與用宇遣辭

上的輯投軌跡。詐的月R人物、劉IW ((人物志》均未脫離人開(當才質〕、人格義的裁

壘，其標單戌討之以天 F之任，式的之以道德修養，且!t街之以「知性J 與「感性J 的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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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均與《世說新語》清新品解、比類具體世界的語祠，具有很大的差異。

第二，能d臼所描述的人物 r1Ò貌來看，可以發現混晉仕人開始重 iR\l自然美的欣賞。換

言之，魏晉仕人遞過丈藝的創造，將他們的「世界」內泊鹽潤擴大了，魏晉人以其特有

的時代感觸，抉擇了某一「可能世界 J .而以藝術于法將之質現(具體化) .並透過他

們的創造成晶(鑫術晶〕召喚世人關注、進入這一「新的世界J 0 ~互是一項劃時代的創

舉，不但閥創了魏晉前期的審美特色，也為後人開啟了主新的藝術做域和人存模式，它

是巾國美學發展過程無與倫比的成就?此如((jll 說新;需﹒宜譽》云:

見(草蘭韻，汪翔靡所不有。見山互源. !al登山臨下，幽然深遠。(主二九)

又如《世說新語﹒容庄》云:

海凶時 9 諸公每朝，朝堂猶晴，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罩。

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 í濯濯如春月柳。 J (主三ü)

第三，從它表露仕人對人物的期許與關懷的內容來看，魏官仕人特別凸顯了一種

「遺世而獨造」的藝術造境。或基於時代環境的影響，魏晉仕人特別嚮往環境控桔的擺

脫，故必期許昕抉擇的「可能世界」與現質f吐血具有更多的差別，以致在藝術的轉化過

程中，展現了強哥!抽9 í新揖界」的創造。此如《世說新語﹒巧藝》所載: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庚道幸君之，語戴云: í叫蚵太俗，由卿世情

*益。」

顧長康宜于寫起人形，欲岡股荊州，殷曰: í:f\\形惡，卿不損耳J 0 顱曰:

「閱府正為眼爾。Iê_明點童于，飛白掛其 ι ，便如陸雲之蔽 n 0 J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蝦石裳。 λ間其所以。顧日: í謝云『一丘一盤，自調

過之』。此于宜置丘靈巾。」

顧長康責人，或數年不點目備。人間其故 9 顧日: í四體飾品，本無關於

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靖中。 J (口一)

又如 f世說新語﹒容止》云

王長史為中書郎，往敬和詐，爾時積雪，長史從門丹下車，步入尚書省。敬和

遙墓，歎曰: í此人不復1);1世巾人。 J (;1 毛一)

引文所示，皆有新鐘之想，其中遺世獨造之志甚間，此貴為規晉美學經營的特色之一，

而且與魏晉前期失學經營的關係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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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談之風與去菸哲學的推擴

魏晉「玄學J 以漢末的消議、清談為先莓，三主、 t太三步、》等為淵源，並以新出現

、不斷變化的名士階層為基髓 I i(ií成形於正始之間l' 大膜上是可以接受的定論(~t三三)。

然而，無叮諱吉 P 魏ß' f玄學」思想潮流的形成，與政治、社會脈動有真不叮分割的關

係。

魏晉「玄學J 或又稱「洽談」、「我理J '一方而，銜怯了漢代「處士棋議 J 局而

所開 It\的「情議J c"三四)之風，加以「人物晶謀 l 的路布，談風議成。另一方巾，漢末

以來，學者結厭輝主整泊、軍1iJ i~1I品之學，由是一蓋亞而加λ談京市t月((J~行歹，時加以當

時政局不足，官場股惡，仕人見權勢不 iiJ恃，不免游心恬淡之!f l , Wíi衰亂之t覽 'ß生交

捕，民生疾峙，人思黃老之泊，史促使「起it哲學」鼓獲世人依噩，總此緝齒，清談遂

大:fj其站 (;;-t_:::::_JJJ 。

正始前後，人們或接受〈繫辭上傳> 1書不盡首」說，認為日譜表達「本體」的J)]

妓勝過文字。當時立仕成品的主wi途僅不是著書，而是在交祝場肝馳騁辯才(丘吉、)。此

如 ((j世說新語﹒丈學》所載

樂令位于於清吉，耐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jt1 請潘岳為衰，潘云; 1可作

耳，要常得肅立。 Jm三七)

在有岳立之「勝過樂帝，名峰1串連不血l擎咐，正說閉甜時較空虛脫的是清談，而非文革

(注入) ，是此，魏ß'時期談玄之風熾盛，有流叫f品，蔚為風氣，是不難想像的。但這些

人的「清談J '到底談什麼呢。《丈心雕龍﹒論說》云:

魏之初，霸術兼唱法，持蝦、王槃設做:-ß理，迄至正始，務欲守士，何是

之徒，始騙主"曲。 m一…九〉

種苦|虫;若束， ((丈心雌龍》以「名理J 與「玄諭j 這兩組才i祠說明「清談J '大拉上是

一定論。對此，軍括以為牟宗二先生在《才性與玄理》中的說明，有助於政們的單解，

牟先生詢:

魏晉玄學通常亦稱清談、名斑。但是說到清談、名理，則又不單指玄學一

面而言。像《人物志》那樣的著作，像竹林七賢那樣的生活情調，亦通包站在

內。而若從「學J 1íjjij 鼠，則玄學稱為玄學名理，而《人物志》則稱為才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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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玄學名理以正閥、戶I壘為Ît'仇:毒、郭象隨之。才柯:名理以《λ物志》閔

其端，干炫鐘宙之「四本論J (間本論，論f性之間、典、離、脅。傅蝦論同

，李學論興，錯脅論侖，正廣此離) 0 CI:四0)

總此，故們 11I劉 ITP ((人物rt、》暨其道路，以及王粥自《品》、《老)) ; M~、解《論

語》、 JÍIÎì <<起于)) ;向罪?注釋((J1l:))、 f品)) ;張湛Ii' ((列于7 月F 口占滸傳的主、論著作

，不難看 lU魏晉清談所談的內容，以及老莊思想的條路。本主原不艇在此1號人討論魏管

玄學的內駒，但必須 提的是，我們出《世說新語》一些村I閥的人物記述巾，但能更干

品地呼股到類似的 I ""Mt玄論J 氣息。此重11 (( j~說訢語﹒丈學》五:

和I壘注《老于》未 \11， ，見王闕，白說注《老于》旨。和I意多J斤鈕，不做得

作聲，但應之。遂不但注 9 悶 fF <道德論〉。

毆仲堪五: r'" 日本防iii ((道德經)) ，便覺古本問強。 J

跤于嵩讀《莊于)) .開卷-尺詐，也I!敢去，曰: r了不典人章。」

當泣王7MB;曲江左，止道〈聲無哀樂) (稽叔夜〉、〈益生) (稽故夜〉

〈古畫意) (歐陽堅石〉三迎間已。然宛輯關 '1戶，無所不人。(注閃)

這些記載則反映了在莊思想在魏晉仕人間的影響力，而此一特色， ?S 由美學經營的貨時

角度看，老莊恩怨的隆蜓，適足以與前立所信神面J!}~)恕的變動銜接。主莊背學除了攏供

了魏晉清談的思想起i按與內特之外，貨際上也多少化解了[聲叫H足道J 渺不 iiJ期的腎、疑

與iii盧. 1叮給出了另 個文述兩致的FJl想i市場?于人以新的情感~M ，1--E。

老莊思想在魏晉時代實良性的轉化 玄論名理的生活化之後，為魏晉仕人的人位

ttλT新的力最，這一買股轉化的側i圈.<JC們可以從 f世說新語》的人物生活小品中有

所體商。《世說新語﹒任誕》云

劉伶常縱濟放i章，或脫衣裸形在監巾，人見議之。伶曰: r我以天地為棟

字，屋軍1'u.衣，諸君M為入我揮中 ?J

諸阮皆能飲桶，仲容主眾人間J~裝，不js!用常站斟酌，以大聲盛潤，閣盤

，相向大酌。時有誰豬來飲，直接土，使共飲之。(j-四)

此外，如《甘當.Yí:過傳》云

尋以世難，避亂渡江. r"依輔之 o 1JJ空，屬輔之與謝棍、阮故、畢卓、芋

一 17。一



人文學教

婪、桓鼻、阮宇敵髮裸標，閉桂樹飲巳早日。逸將掛戶λ ，守者不斃，逸便於

戶外脫在露頭快狗食巾，畫畫之而大吽。輔乏驚日 「他人決不能繭，必1k孟祖

也。 j 還呼λ ，遂與飲，不抬盟夜。時人謂之λ遠。(註阻三)

此一-老性也想轉化為實踐力量的開展方式，一方悶，為魏甘自'J期的美學經營加λ了

批判的接點與動力，另叫方面，透過此一生活質踐，使當時世俗生活的質質的容遂苦游

淨，而得以章罰叫到人自身，j;(全樹驗視當時苦難生活質臨的感性內洞! .w重新誼訂感

柯-:l! 活的H華契踐。

1).1一，是順就魏晉清談之風的盛行，析解13 1[ ，1JJ您在魏晉前朗的美學經營中不呵抹

魚的重要貢獻，耐j魏晉的期莘學思想的發展，可以說正是農繞古老莊思想和其實踐的轉

化而演變開展的。至若仙容學祖氏誦: r主主當 H 清談竄，含有捕教革命之思想，自阮籍

硝康以來，沒假 110成為風尚。又清挨家自1If\l~主義而λ於個人之樂天主義。 然為.tt

之說，直íJl:i之人生觀，社宙之墮落，不能消任 部卦之咎J (泣 ~q間，這種觀點毋寧是站

在總甘人的人生質感外國來已11三議j(事，一正如[事不關己J 地談論別人的苦難，革措以

為，縱然j( ;øl足以自闕，也難與總督的時代情撮叫應(正因A) 。

四、 r Þ，，3生 l 與[伊性 l 觀點的辯證深化

丹外值得 挺的重點是，從就宵的期間的的開始發展的「丈論J '十分強調「氣」

方繭的討論，其中以 l 氣」、「生氣 l 、「神氣」、「能氣 j 、「精氣」或J可 I天地乏

氣」、「天地11 侃之氣」等多且諸軾J己，此如現丈帝的《典晶晶﹒論丈》所云:

徐幹時有齊泣， 于L融體氣兩妙， 火丈本同而京血， 立以氣為

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 。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文

兄，不能以移于弟。(注仰六)

這時有關「氣 J 之詞語的閃現，從唐!論 l 議，太極上反映了魏甘人認識「美J 、描述

「主 J 之「貨貿概念」的確立(立即七)。幸括以為，此類「也氣1 、「神氣」、[靈氣 j

「精氣」等等名詞，並非如曾耐藤正E所謂的 I 美學範疇 J '把這些名詞當作判斷

「主」的「形式J (即「範疇 1 11，內誦) ，很明顯地是一種錯誤的比附，正確地說，這

些名叫應為 I 夫的贊賞概~~司 J "也洞攝 r魏背前期莘學經僻的質際內容。

其次，俯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些 l 夫的貨貿慨~~riJJ 最:在都成為魏佳人抒發美感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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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的依餒， i可以故? IR lilí l( -i't的研究，這比 I 咒質概念詞 j 之前以能成為抒發J2感鍵質

的依據，垃 l 耍的原悶在民、，魏晉人透過它們l~f可除中前經驗帕瓦粘合，兩i形成了一個

典仕活報驗可能關庫的「感性網絡J '並且指晶~~-，~ r 感性網絡 J '要感經驗得以為當

時的人所理解，換古之， i美的形式J (那些「範疇(注謂茫然〉概意 J )終能將由

[寞的實質概念 J 'ïíii揖譎經驗的攝證以形成多少具備「幸的知識 J 形式的各種論述，

也凶此，我們混在f有 f解與討論說苦的財主學的徐地。

考"有現有的魏晉前期莘學資料，其小最 l一要市l外延最大的 i 美之質質概念J .仍然

是延續白先萃的 l 情]與 iÐIU 嘻概念心側的，而且從整個魏晉}'學思起!發展來看，文

學學術作晶 j ，jJ r情」與「理|的各積訴求，正呈現為「感性」與 r知性」追求「平衡J

(1，一種現象。所謂斜育人對「感性與知性平衡 l 的追求，是指)l丈蔡表現巾. i虛理」

傾向朝「重情」航向轉化的過程，換古之，即是人存模式出現了「知性」與「感性J 訴

求交融辯訝的傾向，而這!4'J種傾向隨著立與活動的發展，不斷在競爭中求其平衡，又

在新的平衡某礎上進行競爭(注四九) ，這積現象無具也是魏TE前期莘學經營的重要特色之

一。

星血背時代，是古代 rtrU 和「理」這對「夫之質質概念品」發展的驛史轉折時代，

當時 l iI志」晶晶詩論'1'的地仰逐手下降， 將來「百不盡意 l 識也成為魏管名仕的主張

，而重要的是，如魏文帝《典，~話﹒論文》的「詩賦欲鸝J UKO)與世土衡的「詩緣情山

綺雌 J \If觀點，均以新的「理論形態 j 山現在丈晶晶中， i敵情」說服克)的提悶，可以

品闖關了古代情和理發展的一個新的進程。

緣情品山現品魏甘前J\目，有其多方而的社會的素。首先，從時代發展的脈絡來者，

東漢來年以迄曹魏，在盤、政各項發展上出現T l'i干改革措施，更在學術思想 l' 加λ

丁法家和;有古之學，從岫造，\lt I 種擺脫漢代獨尊儒術束締的識見，加以制後魏晉玄學

的盛行，名仕們力闡打敝漠儒死守草旬的陳姐陋習，多少閉關了人們的眼界，再加』這

個時期清淡的流行，社人相互辯論的風氣大闕，附則形成了學術活躍、思想開放的新周

而，這品凶案可以.1是新的立學JlH論所以的現的時代背罩。

其去，從現存的丈甚至資料來看，純青前 j目的立學，在的容 l 多半個向抒寫個人的情

懷的傾向，劉觀評建安立學傲骨謂 J )主 1111任積商L離，風衰俗恕，並志深而筆長，故概

Ilû多氣也。 J CtJ_;:=.)立學創作中的「懷恨之氣 J .植根於「世積面L離，風衰俗怨」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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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時代，表現出沉鬱悲涼的抒情特色。凡此，文學創作 t的確 11J現了許多新現象，與

「詩Z志J 等舊觀j章，自有其不閥的特色?新的創作質踐，必要在理晶七提山訢的說闕

, ，緣情j 宇間忠於是應運削'1:.是叮以合理推斷的。

其三，提魏宵的j咱哥吉眾對立藝特性的認識來看，立學之「藝術優位J (1;1府覺J ' 

也是重要的表現之叫，尤其在曹志的《典諭﹒論丈》時，有其鮮明的表現。一Jj師，丈章

在甜甜生的中的地位卒，前提高，曹來把文章提到[輯關立大提」的地做 o jJ 方而，也

更州軍閥丈葷的形式妾，其巾，陸去衡的線情誨，正探刻地反映了這→- 1 丈學的 l可覺時

代末臨 1 的要求. I而且，對與術審美活動的認識 l戶，且解深刻，大大地超越了削人。

凡此，皆表現魏晉人提肘「于是之質質概念」之後，也留下了若干具備「吏的知識」

形式的論述，而且 I 感性 j 與，ó 叫你」問題的純情與詢和，也見諸各種鼎論的鋪陳，而

預示了美學組攘的建立，此質j這創時代的車J舉。

貳、《人物志》在香鬼晉前期審美觀轉化中的美學意義

一、轉化中的文學藝術審美觀之「珍型」

如前肝述，魏晉前期大體上是一個戰亂頻仍，民不聊生的E軒~"白〈古詩 1-)，茵〉

陸經『建安立學1 '直到阮籍的〈詠值!詩> '始終悶響蔚藍J人生(1，無限感傷 J 倪志)。

魏晉前闖出於時代理坡的影響，人史的探究與反省道步觸及個體性命的故心，而凸顯 r

人鬥身的糾結與民法的解悶嘻嘻問題。加以魏晉清談的盛行，不仰使名理、玄論故談盛

麟，也使老rr1思想的風行轉為生活的質眩，逐步替代了神仙思想、識綽民異之前，而終

於成為現實苦難的解拉動力，成為親賢人立情躁的底按。

的於環境發展的迫求，丈學藝術在這樣一個時代「到底有什腔作用或早竟有何使

個」帶提悶，更隨若人自身問題的凸顯，而成為祖待解決的課題，也悶此，魏督的期從

事藝文討論的仰人，多半從歸納、比較的觀點，在文學藝術 l 表現了跨越人際輿超越時

代的關懷，或多或少在尋索T_命(當位存)意義與價值峙 9 提JI-[文學藝銜的重且gt生 f

這 種轉變{搞得'!!<們注;囂，譬如，曹丕的《典論 s 論丈》、李充的《翰林論》、主持康的

《丈t，i':流別論集》叮叮ι四)、陸土銜的〈立狀〉、劉蟬的 f立心雕龍》都是有我的作品，

且們均表現 r魏世前則立學藝術觀轉化的質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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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部分筆者曾描述、分析了個人所關注的社會脈動與思潮轉化的若干側面，而

這幾項社會脈動與思潮轉化所耳厲的特色，質際上也是在進入國史上月1謂的「魏晉時

代J '才且正凸顯為具體的社會現象，而且至少成為部分「政界」人物輕文人集團所表

現的主要特色(立了1日，若再細別相關資料上發現、歸納出來的這顯現象的記述，實具有

它脈動、轉化的時代轉換點或轉關昕在，而非憑空動化。但是，當iI<;們試間就當時相

關的丈褻著述巾找尋明確的線索或證攘，以說開丈藝活動脈動、轉化的關鍵何在時，

那麼，無論這類線索、證按在數量 h有少，我們所持的理由也只是一種「隱示性的」

(suggestive) 理由，而非邏輯上的理由。

正因為如此，現有的各項研究中，已然發掘出的形成魏晉前期美學思想發展的內、

外在因素極多，但我們很難說問那一個因素是具有Ih定性的關鍵因素，或至少具有邏輯

上的說服力，換言之，魏晉前期莘學問題仍有待從各種不同的觀點、不同的層次從事討

論與究閉。值是之故，針對魏晉前期莘學就改有的丈學理論、藝術哲學與美學討論動線

之間選擇一種進阱，或選擇某一值得討論的問題進行研究，可以說是比較恰當的作法。

其夫，常研究者針對某一魏晉前期丈學贅作晶中的審:在概念詞，而武固推究元始使

用者的內在心理結構，或試圖攘擬、還原此一概念詞所隱含的元始心理狀態或精神內油

(換言之，屬當事人的內在感受〉時，實際上困難重重，所以，筆者以為當我們所面對

的做常是一種形諸文字的資料，是一些關鍵性的「詞語J '與其在其間模擬、揣測其中

隱含的「感性的內涵J (個人的賞折行為自不在此限) ，試圖捕捉某些「古人的感覺」

、成「以自己的感受取代古人的感受J '倒不如先將這些「詞語」觀為單純的概念，而

直接尋求其資料中之重要概意與概念悶的邏輯關謹，進而得以理出一條可循的探討路徑

來。如是，先在:&們合理的思考捏捏中說服我們接受這些資料或竄定其意義，讓各項研

究成為可能，或可謂較為理想。

筆者在此並非一味強調邏輯的優位性，而是試閱讀閱若能先在「理上」說服我們自

己，間確地建立一些可資討論的您跟，那麼進 步在其們既作的種種「感性跳躍J '才不

至太流於自由心證式的個人鹽譜。各概念詞之間邏輯關謹的把撮，實際上也只不過是在

遵守思考法則的前提 f' 發師出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感性脈動空間罷了。

前j丈骨指們，魏晉前期顯現了重現人物暨采、風度等等新的審美尺度與特色，在本

文這 jß分所關注的是其中與「人物品鑑j 相闊的問題。大致上說， I人物晶鑑」是魏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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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美觀發展的主要動線之一，而卸1筆品所述，此一發展脈絡可以從感性概驗描述司白

「慢擬的在人格的聶華 1 :主「獄JUf在世界的括最|之間的轉化約時識得。這一 IIT~

彙」轉化的發展，使魏晉人「晶鑑J (1， 內涵，~*愈 ill古一般人所可能做堂的經驗意繭，

換言之，其訴求判帶即由純憑感應(抽象〉的的在世界(人格 Ilt界)之m擬，漸漸轉向

實際丹在世界(人物世界〕自 J鞭驗顯此，進川拓展了形成一足資按誼之「判很」的可能

刊。根按筆者的研究，描述線飛觸及了巾國美學的「感問判斷的標車」或「史學範峙」

嚀恆心課題，可以說極為學it削重要，故ut:/，把這類具有問確脈絡 iiJ誦，而個得研究的

美學J且想!特徵，簡稱之為 1 魏晉前期文學壘，術審美觀轉化的陰烈」。

這里所謂的「學型J '是指在某 時代的眾多文學藝伽作晶巾，要想問一些可靠的

討論對象，誰敢清其間發展的脈絡買JI 品事，果爾能滿足 F述三降件 第一、立學童基術

作品味，可以發現 峙 iiJ靠的資料，並且足以作為還告使其中所渦攝的「莘學時論J 顯現

的依躍;第二、這些資料具備了若干「體系化]的要素，或本身就其起了「系統」自 J特

質，而不是故亂的斷簡殘篇，第三、這些資料在經過進一生長條煤10之後，至少能為其他

莘學理論昕機前或否說;符合這三項條件，則 jiJ視為-討論攘型，而通常泣額討論模則

對研究詩來說，相應諸概念的疏通整合得之不品，社謂之「吟型」。

進而舌之，在前述「魏晉前朋丈學藝術審美觀轉化的路型」發展過程中， ((人物

志》可以講是重要的關鍵作晶之品。筆省以為， ((人物 ;t~)) 所凸顯的關鍵性意義，不僅

在於它鍵問了-套系統化的 I品雄理論J '更因為它在魏晉前期審美觀發展過程逐漸加

華分楚的「經驗要素」巾，現確地加入了@驗式的那論歸結，使得比一轉化具備了生活

控股化的體認與實踐基麗，往范與現質佳棒，而且以開展其質m閥的訴求，故可以開確

地 l[!l立 J!H人物晶鑑謬型」趨向完整發展的輯關所在。以 k即提出較為 l 邏輯 I (1，推想

，井、宗三先!!:在《才性與:k蟬》 書中且是骨有類似簡要的說明:

從純初:r性才可用，到正始〈曹)}年號〕主間和J是之玄學有理，盛談老

莊，以及那個時代朝野 f了大夫主11:. /;5情調，與夫所以能與佛教水乳交融'1M吸收

消化佛教之挫，必有…個學加精神I:.fl'，基本原理，或人之結神生 ili [某種精神

隊蟬，為其主持點。這個主持阱，說們可以「人物tt、」作為了僻的關端線索，

再l值後來的發展，君主:p'影額之，懿定之，使其具體化，有H觀Jti早央、限度、以

且其與各方甜的關係。 (μ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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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筆者前述有關「文學藝術審美觀轉化之珍型」的看法可以成立，則討論這一「珍

型J 發展過程中的關鏈概念或作晶所具有的實質意義，即為美學研究的可行工作了。

二、《人物志》與說晉前期審美觀轉化的內在關條

從魏晉前期美學發展的整體脈絡來看， <<人物志》不失為其代表性的著作之一，而

且從審美觀點言， ((人物志》畢竟是可J因為較具系統的「晶鑑人物才性」的討論作晶，

而且誠如劉綱紀氏在《中國美學史》所說:

能部j叩 開始，這種政治性的人物品藻朝若兩個方面迅速地發生了轉變

。一個是從政治上如何鑑別任用人才轉向對理想的社會改治和人生的意義價值

的哲學的探討，由此產生了玄學。另一個是從政治需要出發的對人物個性才能

的評f晶轉變為對人物才情風說的審美晶祥。這在兩晉時代獲得了極大的發展，

並直怯地影醬到文藝和美學。(立在七)

大體 t誨，類叫劉綱紀氏的考察，多半若眼就整個時代人文環境的轉變和需要，以

考量仕人活動的取向盟的柄，而由於常時環境的日趨惡化，士民的生活普遍情苦，故在

生活前追求'I'!質意義，以及講求實利的風氣漸盛，肝以人物品鑑的形式也多少在環度氛

圍的影響 F .本來就有日趨貨際的傾向，更且也因而逐漸凸顯其代表性。在這裹，假如

我們換 個角度或方式來看，即以《人物志》昕顯示的人物晶鐘獨特體裁與內容觀之，

其實它是反過來為那個時代的人文j』潮的開展，提供了較為新穎的觀點與進路，深深影

響了人立環底，對此牟宗三先生曾謂:

然則魏初之晶評人物、論才性，乃是新題目、新內容，有非先素六家所能

骸括者。(立五入)

這一個新的進路，根按筆者的理解，貨際 t是由人士環境的考察轉λ於「個體」特

貴的考察，並試岡就「個體」特質的究呀，進一主為人主環境提山 種「理想的」人之

「值型J .以期人士環境能具備顯叫人才，並因為這些人的事與而有所改醬。故舌之，

f人物志》所提出的表面上看來在於拔躍人材之實用取向的新進路，實際上可以推演出

四大理論上先在的理念 第一、「個體」的特質是可以究闋的，第二、作為一「個體J

的人，只要能實現這些特質，即可逐步成為一「理想的人J ;第三、人的特質經由明確

的「等組化」區分與說明，人將更可能7解並嚮往作為一「理想的人 J ;第四、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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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人的轉化或適用 J .必能為人丈環境投λ改善的激素. :1，終 I而促使人文環頃獲得改

善。

從《人物志》推演出的這四大先在理念再深析之，質際 t也正顯示它質己IJl設了人

性的已然用足 1 雖然， <<人物志》原初畢竟是有為了解決選舉、考課中浮現出J r人相」

問題而作的傾向，但從內容觀之，則可謂特重人之惰性的抒發與考究，並的貞泛的「人

性J 為出發點，提出了間確的「人性」之等領ft區判(兩者總體表現為 t人物志》文本

中閻明人性的深層解折) .以作為「壘材用人J 的標準，故歸之於「λ性論」的 主亦

無不當(注五九)。果爾!itr是'HIl筆者以為 f人物志》與魏管前期審美觀轉化的內在關部，

正在於《人物志》揭明了某種確定的人立特質，娃透過較系統的架構予以深隔地解析，

這一種努力在當時文學藝術的tA動取向之間，產生了韓誼的互動. r叮引生了美學iE想多

樣發展的可能。

此一轉化間的內在關係，可以說即表現為魏晉人的「美學經營J U，\Ol在「人性」

側面的重要發展軌跡，換言之，它是動態的，若再加上前文所述它X如同是→種轉化的

「珍型J .那麼!l(干革質可以如同把切片 (slice) 擺在領故鏡「仔細地蜍說一樣，從容

而審慎地俄1且這 Jt ["魏晉歷史的切片」了。

三、《人物志》在審美亂轉化中的美學意義

面對此一轉化修型或發展軌跡，至少誠們應關注兩個問題。第一、魏晉前期美學經

營立研以有長足的進告，以及美學規模的建立﹒ TZ必擂台「人性」向度或多或少的貞定

，如是，此一「人性」的良定則究何即指令第二、從先秦開其端，而到漢代引發多樣探

討的「人性論J .何以正魏晉去j 闖出 r r人性」之品鍾」的學型?

就第-個問題而論，主的體現若必關連於人立特質的釐清、肯定典人性的闡揚，則

人性的內涵必先貞定乃成為美學開展的先決條件，而「人性的貞定」也即成為關鍵問題

。就現存的典籍而且， <<人物志》可以說是魏晉 iÌÍi期一部以「人性」為討論主膛的主要

著作，但i臼所探討的人性底嗨，質與先秦儒家孔孟所代表的人性觀有!河山入印六) .或

者其間「人性已然貞定」的內涵與忌義有所小同，或者其關注之重點有所轉向。先秦儒

家孔孟肝代表的人性觀特重於人之內在特質的自覺把握，而《人物志》則未就此一脈絡

深論，反而先提出了 例肯斷的「人性說閱J .此如《人物志﹒九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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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助1氣者，莫不合元一以為質，車陰陽以立性，值五 fÎ而著形，在J有形

質抽可自]而束之。廿六月

接言之， ((人物志)) m蜓揭的「人性之庇定 1 '質際上只是接納 [1 人具有j\過同

一的特質」這 命題，拱豈可以說只是先作了這外單預設，而於其內泊特末就理土推論

其究竟 ， k又 ïm循若 -111:從外在具體路相的區別'tJ富貴驗其內在特質的血路，強調就人的

各種表現，以「經驗考察地迎糊」人的內在特質，此Pn ((人物志﹒九徵》云:

軒昂其材賀，帶諸主任物， :fi物之徵，亦各有於厥體吏。 五質惋惜

，放;\~之五常矣。 hlltü理變無窮，猶依于古賀，故其附菜、閱鵬、貞間之徵

，屑于形容，且乎聲色，發乎情味，各如其象。 物生有限，形有神捕，能

知精神， nlJ窮理亟性，甘之所盡，九質之徵也。位六刊

所以. ((人物志》中故露的「貞:Q:之λ性J .本質|二只是接受，種常識觀點的陳說，其

目的在於述問經由經驗的考察，自先秦以來原本在理 k把握的人性內繭，可以透過具體

的經驗，特別是感性判斷于以峰說缸判，間其間感性判斷的功能立特為重要，這是《λ

物志》一吉I'j'l且先可以把握的重點。

說第 p個開題而論， r 人性論JJjH人物品鑑 l 學型的問世， 方的正說明了人性

已然t-u泣的事笠，封】方面也明刮了人性之探討方向與層面的轉換。簡言之， ((人物

志》臨肯定人之特質是Jf.;通同一I肘，其稱之為 1 元一J .此一 I 元一」所顯露的「人

的 J '又可以經由經驗的考察，缸人的丹在表現逆糊其本質，而逐次得獲他當、良定的

內涵。此間，更重要的是， ((人物志》在辦析人性峙，也問時將它所踩行的特殊手段，

亦即針對人所作的感甘晶鈍，于以等組化。按《人物志》所捕，它將人分為五等，有所

謂的「三度」、「束流 J c" 六四) ，大凡，也通過「九被J 1;，\逆溯人的特質，通過「艘巨UJ

、「流業」、 I 材~1J 、「材能J 以序此特質前展現的體性、村能 l 的美別等第，並就

「入觀 j 、「七繆J U~章:古人的惰性之主，此一等級化建和完備。

又日

但此 等組化，劉郁認為實告所涼，非始!t ((人物志)) .其〈序〉段日

是故仲站不試，無所援升。猶序門人以為四科，泛論眾材以辨三芋，又歎

中庸以殊導人之德， ílìJ能以勸庶潛之論

知人誠智，則眾刺得Jl:序，而FK幾之業興矣。(且1G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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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一品纜的等級分化，從 f人物i0:)) 的觀點看束，一方而有其歷史的淵源，

劉ßlJ所學的例于乃是他研單齒的先事時代的人之等第民判的模擬，以示人性可以作區判

的質問。 另一方而，也強調了這種關判的把撮，實有顧人智的發用，故而兼重人智這

I面。凡此，可以簡約地說，劉卻自~ r志序人物J '實際土是欲給的 「人物(人倫〉之

序(草3Ill J '然間此「序」本質 k放J，的於「理 [;J 的也l辨把握， iiií是就感問判斷的

飽問和晶鑑的JJI f\I 給其對象某夸~m 、秩序，但其中文!可能地東批知性與感性的共同作

用，間而前設 r兩品 niJ調和改對立的發展。

其次，此-等級化質普及 頃輔妞，要之，感性判斷過主持判斷，即是要龍肘，感

性的次站，是盟判;也所謂的笑，給予日常照物一種1質([(l '而劉{jiJ所論，質質 I 則是論人

的次tfJ '要判定人材的堪肘捏皮。所以《人物志》的入路賈豁顯了人之判權與美之判準

互動融合的大方向。

當我們飆別現階段普查而方美學思想影響的美學研究中， r審美判斷(主感判斷)J

與「道德判斷J 往往分最於獨立的討論領域，而中國美學在i孟方而的經營，則往往不能

忽略人格面的整然關注，所以 H 祠的研究成果，多半是就 r，[命哲學」的λ路討論人文

藝繭的精神償的，呈現的趨勢是就一「人格世界」體駝的美，而在 I 人將世界J qf將

I 審美判斷J 與 i 道德判斷」泣 區判予以整合，消除了兩軒闊的仟格 o ((人物 ;l:;)) f{ 

除上也具有此 特色，平先生骨明確指出， ((人物志》是說 1 門然生命 l 做域，從晶鑑

的立場予以全腦搜間， 1ft日觀各種人格之f性C~_/\;:、) .故能「在莘學興趣 f- ，對於氣性之F

性或質刊全幅展開而予以晶鑑，此別開頭術境界典人格美之境界」廿六~:')。

裝才;以為. ((人物JL、》在魏晉的朋審美觀轉化過程中的美學 k的重要是、義是， <<人

物志》顯示它成為「人物 l 之晶鑑，則~Jj崗農促也有關「審美判斷」自m卒，換語之

，~拌jË fi!I謂「主 J .月-方面，也要蛇出有關於「人」自身的判啦，換舌之，要揖定

「人」之所以為人，所以. ((人物志》一方面主現 r對人之本質的玄思，另【方面，則

棋力從人的J情作為七，越清審史晶鑑的民脹，故此質Pì r 知性」與「感性」綜合的努

力，這 努力，貴為中國之莘學發展指間 r新頁，把美學研究的重~i問題之一展示在吾

人面的。

以上，筆者僅就 f人物志》在魏晉前划審美觀轉化的幾個重要關鍵問題. ftT概括

性的討論，尚未涉及其內部概忌的細部辦析 9 綜純地說， <<λ物志》之作，根本目的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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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晉前期審美觀的轉化與特色墊《人物是》的吳學意義

是在解決政治上是材段官的才可質問題，它 J方承接了漢人晶鑑λ物的風氣，另一方面又

直接闖出了「人物分析」白白質例，而全篇重點在於「知人」、「用人」原理的反覆推陳

C:J:六八〉。可以肯丘地誨， <<人物;-~;))並末就「人性」白身加以討論，譬如對「人之本質

性的差別何東」、「人性等w化的本質依攘」等問題均略而未串起，唯說一前有的共通人

性，考量如何n日有高 f 不同的表現，並確實把扭其「民材、大敵」以資運用。

難能 iiJ貴的是， ((人物志》考察人之惰性的方式，以及透過此一方式所揭發的深層

莘學特貴的彰顯，位，已成為此頓立學聲術跨型發展轉化的關鍵， <<人物是』之後，阪為

政事附庸的人物品評盡量已/'.j心 ， ~n逐漸轉向個人情感的抒發和生命才惰的探討，並在個

人化的過程中，凸顯了丈學藝術地位逐 Jþ受到重鼠的美學觀。

結語

魏晉前期的士學草草術作品非常繁富，全面性的考察的確十封不品，筆者以為，直接

透過資料把握其中各重要概念之間的邏輯關通，以形構確當的討論空間，貴為一可行的

研究道路。同時，經由概念之邏輯關連的把喔，我們也不難在轉化中的魏晉前期丈學藝

術審美觀中發現若干轉化的珍型， <<人物志)) !Ê其中共有代表性的重要研究對象之一，

而透過《人物志》這 具代表性個側的深層考察，可以釐清魏晉南J期文學藝術審美輾轉

化的若干側面，並提供研究者更豐頓的理論經營憑接與質踐轉化的可能。

簡約地說，根攘前述研究，魏宮之起，貫以老莊思想為底蘊，重新扭轉7神仙思想

所展現的「美學的異化」。工具性的「神秘主義J 式徵之後，老莊玄學遂取而代之，更

與環境需求結合，而形成了他們特有的人物品鍾與清談之風。此間，經由 f人物志》所

凸顯的「人物晶藻」在「人之判準」與「美之判車」之間的互動經營，彰顯了「知性」

與「感性」調和的課題，比貴為魏晉前期審美觀轉化的重要關鍵之一。關後，幾大丈學

理論出入儒道地居問運作、調整，中國之美學理論終於出現，不但提升7立學藝術的重

要性，而且「情感」的特質也逐步成為丈學藝術創作的主要訴求，普遍開展了立學藝術

創作的自覺，美學的規模至此可以說已確然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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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蛀

註 -: 1車間史所載，軍事由L佳，東iIfi.帝開已實實崩型，形成溫由L割據 z 想雌交糊攻戰的局繭，

而變亂撞攘不休。大致上說，一直要到赤戰機佳， 1-"有 I 三國分:\J:J %勢的阻艘，而主

權獻帝建主斗}間年(去元二二C 年) ，一亡國 5}:1'1成為~局。次年，曾丕草漢('是其晶

晶「禪讓) ) ，步入了關史土昕謂的(盟有南北朝!時代。但嚴格地品， r古國分立J

興「魏甘舟1~朝J '要到聽權稱帝那 年(魏吵j帝太和三年， ;:上兀一 九年)才算正式

開始。本立所謂的「童車晉前期J '質捕巾漢末、 1 直安」年間的西起起，的奈面主南邊

之前lf (位元 1一句至三一入年) ，不涉及南朝、北朝的對立。 這時代收捨分紋的

主買理由，請參閱抽著《從扭扭美學論先裝到魏甘美學規模的問且是)) ，中間文化大~\古

學研究所博 f 論立，甚北，民國七十八年六月，瓦 趟。

註 一 參且﹒敢自卒， ((莘學與 .c'J!)) 'W眶，淑聲山版社，華北，只開七一l 八年間月，頁 4

入 , (論 ((1扯起;，J; ffr語》和干于人的美〉一文 u

芷 二，參見郭盟藩，制L于1點釋，卷而下)) ，畫一服，河洛闢?雪山版社 3 噩二位，民國六 l 二年

?Jj'耳五~1i o

註 四 參此楊家路 1 誦， ((新世本漢寄:位附桶一種﹒卷三。)) ，一肢，鼎立m局，哥北，民間

六 l 八年 力，宜一七。一， (頭立lι〉。詐制討論，可參闊的凱，個E玄之論緯學》

'初服，幸灣商務印書館，壺站，民間七十一年后月，民一-)L六 u 啦，周紹旺， ((魏

tf{l奇說述論且，三版 P 學灣商務印書捶 1 直北 3 民國七十六年 月，正 -jî_ 。本陸有

關「自制引導概金的討論，部分參g~，JI:七兩晶論點。

挂 在﹒叫前.J' 楊家駱1 騙，叫l俊水ì~書並附偏二徑，然 f 的，頁 τ 7Î.-一三→

七。

註六 扣j話間，楊家時主蝠， ((新校本;聽;們的甘編一種﹒卷九九JCI)'直凹0七八。

註 七楊家駱3 蝠，仰i哎木聾禮品並間編一二種﹒念問凹且，三缸，鼎立書局，壺北，民間

六+七年十月，直五。二。

註入，梅家駱 l 騙，軒俊本三關;E 附素引﹒卷立且，二版，鼎立書}.J'室主北，民國六十七

年 l 一月，直/\i\ 七。

KI 九 I;-UU阿 9 偈家路 1 編 《新仗*ì葵書並附蝙一種﹒卷 。且，頁一七二三。

註，0 :悶;it七，揖家鶴立蝠， ((第7位*後草書故附儡-一τ種﹒卷一/~)>民九0，" ' 

正 劉認， ((士心服龍﹒卷一)ì '再版，文光圈，r.赴台'] ，直北，民國五十入年九月，巨一

。。

一 181 一



要鬼昔前期審美馳的轉化與特色暨《人物色》甜美學意義

;;1:一二:楊剪， ((但說新語俊告﹒下各且，初版，正文向局街限去司，華北，民間七十七何一月

'瓦五。八。

証三參見吋，u>. ，繭飯，咕， ((從後設主事論先乘到敏仔插進美學的現模)) ，頁 一凹~一

七。此外，大陸學者直夠再氏，亦宵就「八軸的玄學 z 轉向對個人白山的探討上，

而攝禁7兩涅的級學價佈觀 j 嚀觀點，晶咧，?~學J /l'!敢作時朋的脈動時化，請參閱袁

漪冉， ι℃朝美學ì) , 版，站立大亭的版社間服，一九八九午八月，只一→。

缸一間﹒歐陽誨， ((醬立類聚)) 'i亨版， 11 1止 iil服社株式會社， 1] 本京都市， 九八0年十 月

, ft "三三一。

註 'fi_ : 1i'iJ，il:八，楊家臨 i 俑， ((新校木闊 Ie;，ì!附乘引﹒起一九)) ，頁 h六 ll. 0 

挂一六.怖主冊。

挂一七﹒李苦祉， ((附明士盟-谷J二門﹒贈白馬王彪持一回)) ，初眩，河海關需 ill版社，主北，

民國六 1""年五月，立在七。

~t.一八: <-Ilj~守1 九首〉或謂且一笠無名fI家的作品，誼與〈閥風〉相近。巾草吾日蝠， ((Jfl固

立學費注史》謂 「他們(指〈古詩十九目) )在生的時代，大都在東程建安，是在吉

詩成熟闊的代表作J '參見小平主;叫蝠， ((中國文學1至連史)) ，有足六版，堂情 1!'t1表的間

，堂北 z 民國六 i 三年八月，瓦一七八。此外，新欣出服社編，你l'關立學史》以臨

峙《詩品》謂 [焦炭以為僧，主之作J '而揖:，Il i或會紹過欠人的不，C" 次的創帥，

或竟1ì許多是揖作。~是對這將沛，竟是到習、玉立時'"，甜飾到如此的完備立境的

~[g .1 '參且新欣山版前鍋， ((, 1呵呵ò(研究)) ，初脹，新欣 :i:服刑，華北，民國六十間年

三月，五-C)八日

芷一九: ['，\j說 七'字苦住，刊'H月立盟﹒卷 九﹒古詩十九前且， j!i{ )z、一凹~六三豆豆。

註三O 闢肘銀宮的「神怪小說 1 '請參閱|司注一八，巾學品閒騙， ((巾關文學薩達史)) , ß(::: 

在~三 九。 EtTf時闊的有較著名的討論神仙導養之街，此見於耳酷立峙。

註 一﹒參且問誰七， I惕家駱 i 蝠， ((新校本接耳，r，: 1Ì在附騙一三種﹒卷六七)) ，瓦二一八門~一

一八五，二一八七。

;tl:~-一﹒同~t 七，楊家路 l 騙， <<新世本撞 ì1l占3主附編 ω三種﹒念六八)) ，瓦 二三凹。

前 三:參兇劉凹， ((人物正品，且在五版，幸筒中華書局《凹部備要》本，屯it '民闡j、 1 七年

七月 'ft""QJJ請參闊的峙， ((人物志;誰蓋)) ，初版，鵝湖學祉，香港九龍，民國五

十于1年九月，宜 。

前二四 中草書局 f閻部備要且 (金華本校列)木，錄< ((λ物 ;t.)) 提要〉一立，其 ql].;: ﹒ l 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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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J!(恢﹒情血書)雖;丘于仇家，其理別弗平於俑者也。」引士參見間的注t;lJ n由， ((人

物;t.i>> '頁一。

註二五﹒詳細討論， j'J參間社間，周紹賢， ((t'4f'i'i青訣述品針 ，頁二四~1i.三。

註二六 《後漢書﹒郭符詐列傳》戰﹒「初，的與靖〔放 其從兄也)俱不î;自各!好共嚴論鄉當

人物''Î#月研'l'Jt品臣，故汝布俗 r 1J月且詳」焉J '與引文俱且尚且七， I易家協 l 蝙

《新哎本後直書故附偏 二種﹒卷六八)) ，頁二一凹~三三Ji. u

註二七 問挂二三 1 劉悶， ![人物古品，五三~叫口

註二入，同 ;;-1:--二，唱勢， ((世說新語佼軍﹒下卷)) ，頁問六 t三;I"l七五。

註二九 同前註，楊勇'í\ì世說新語侵華. rl T卷1> ' 五三一人。

且三。 何在 二，楊剪， ((世謂新語設單﹒下卷)) ，頁四七八，四七九。

"t三→: jl'J証一二，楊貴， ((i什 aíl新語哎蓋﹒下卷>) 'Jüi四 ，五四二 J 五凹三。

;;--j:_三二: jr，j說一二，楊亮， (( 1甘品結iá~授主吾﹒巾省)) ，頁凹匕七。

註三三 參見毛陳述，《正始玄學)) ，初版，山東齊魯書~i~_ ' 九八七位九月，頁 。七l:!步。

註三四((音吉﹒山街傳》截﹒「郭太許用之倫，問1TH品於平野J ' (條主{專〉王 r虛立放誕

立論，盈於視野，使天下借故清講」 J 凡此昔日J見「情晶 l 主義。目|泛參見梅家駱 i 騙

, ((音吉﹒卷阿三﹒卷門帥，初版，鼎文詛日，直北 3 民國六十九年三月，頁一二三

/丸，一→三三 /丸。

註三li 關於聶哥泊議如何形成的問題，請參閱王保咕的〈正始立學的illJ立、告作和分期) ，且

同註三三，王A立法， ((正始玄學)) ，頁 。t;- 入三 0 月請參閱賀且里， (晶宮的誤

思想初讀〉、 ;u大杰， (主鬼苦思想論〉、湯用彤，位鬼冒玄學論稿> ;車行沛， (魏晉

玄學中的百草之排與'1'闊古代文藝理論> '見劉大木等， ((魏甘思想品 ，且仁古局，直

北 l 民間七十三年一月。只請參閱何早年民，位鬼晉思想與談論的關係〉、〈正始談風〉

諸立，且何早年民， <<魏冒思想與品是風)) ，科版，臺濟學tf:_書昂，畫北，民間六十七年二

月，頁 ~一七，七阿~ 。一。

社三六.請參閱|吋註三三，王侃眩， ((正的玄學)) ，頁一一七。

迋三七同芷二，鴿頁， ((世說新語役軍﹒上卷)) ，直九七。

立三入 「文筆」的討論，參見郭諂處，訓，國立學此評史﹒上卷)) ，初版，唯 芷業cr心，畫

北，民間六 l 凹年九月'j\四五~四六。

H三九﹒同註 P 劉鈍， ((丈心雕龍﹒卷四)) ，頁六入。

註凹0 牟宗三， ((才性與主題)) ，修訂四肢，畫冊學生壽間，盡北，民國六十七千字十月，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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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悶。

註門一 同泣一 ，楊3月， <<IIIj且新品投含義﹒ i 各ì) ， 分別兒抉頁一五三 z 一五六， 三欠了弓，一

丸。。

註問 ﹒同註一 ，惕勢， <<t!t說新商投鐘﹒下卷)) ，告別見於頁五7i.~ ; Tî.lí.間。

山間二 同註二凹，楊家!~Jí :.l騙， ((胥需﹒為四)時，直…一入門。

正閉門﹒守主學租， (魏晉的自然主拉) ，且 1，>]註二叮， '劉大杰等， ((聶哥思想)) ，頁八七。

前凹Tî. 廟宇林宿 li.'肯說亡間說，此揖餘論。筆者嬰正t~j的是，本論文所採取的是雖說三是學的

觀帖，關切的是莘學思想的積展覽前，故哩I木涉且懦道且想萬別J能對立、融合的訓部討

論。

註凹六，阿拉一七，不著佳， ((1月1 咧立Jl!﹒卷五 )) ，頁一一 七~ 令一八。

註問七 千J關「貪官概念訓 l 開相闊的「站時(茫然)概念祠」的討論，請參閱同註 B 肅振

邦， ((從接誰主'1'諭究秦王的j魏胃美學i阻梭的間B帥 ，窮了i.J手指 pg怖的品!粥，許此不高扭

述。

討問八﹒ l 情理]在劉秘的《立心雕龍﹒時序)) 11"骨研破:1\現過，劉直EL有﹒「時盟主診，實主代

簣， i1í!午情嘿，如叮吉于J '參見戶]註一 , ((文心雕龍﹒卷!LI) ，):(一去 。

前凹九﹒老且甘租臣 ((r扣間出 i~ 欠著苦生學1.疇)) ，初眶，互之津H\版社，直北，民闢 t 卡六年入

月'Ø( -'.C' 0 tH街闢|情 l 興「理]等概念的討論部分參考其識點。

註JiO 見附拉開J、 p 平苦缸， ((昭明主選﹒急了王一)) ， n.~一一入。

社 Ji. ,,- :且向前一仁，李著性， ((阻胡立選﹒卷叫 t)) ，頁二凹)L-三五t;。

註丘二﹒間 ~I: 一， ((立心雕龍﹒綜九)) 'J'i.....JL凹。

泣1i:士一 參見劉制紀等蝠， ((1:1'閻美學史.在二且，盡-版，在風問版社，華北，民間七十六句

l'土月，頁二八。

;il 瓦凹 守克的 t翰林論》與摯處的《文革臨別論梨)) ，都是到背品 WI重要的文學理論捏樹， 'iiJ 

惜那失傳 r 0 進一-步的討論，請參閱間正一入， 11'恭喜間騙， ((11'國立學棋迷史)) ，立

"'0六-".0九。

;:I=1i. 丸。大隊~-1奇品消息民有-: <<六頑主學》一書巾甘謂﹒ rm萬→種不同抉兩車美學的獨立的意

識'1"麓，它向己的載體一一土族階層蜘起有關 Q 1'[ tJ注麼說，兩漫畫學的 t 體 情家

的審美關代表兩漢大 統帝國的唾手制皇權利益，而六朝主學者t某種程度來品，即是六直到

去脹的主學。」草者以為這u 種觀點今少有其與貨度，放軍者甘說類血脈絡的種股作

站咧，請參出吋 ~I:一，蕭拉法滯，你E後甜美學論先秦到聶哥儒道美學規模且 ， re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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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此不何報述。引文且用註一三，盡濟喜， ι!〈明美學)) ，直九。

註五六 roJ註凶口 'LF宗三， ((才性與立理 1) ，頁凹同。

証五七﹒|吋芷10三，劉綱記等桶， ((11-1回美學史﹒卷三且，阿九口。

正五八，牟/氏三先生在《才性與主理﹒魏甘名理正名》一主巾骨謂: r r人物志』之內容量晶鑑

才性，聞自人格土之美學原理與藝術揖界。其目的問在實用， !~j'[知人用人。然就其們

容而觀之，似與先秦名家之形名學完全無關。持反時史經絡志則將列入子部名家。此甚日j

t望。 J 後牟先生才扭也是改解釋，以m閉《人物，1，;))體裁內容立新，木條附;臼 1):見|司

註四0' 牟京三， ((才性與立理ì) ，丘二一一，本主4'之。 l立見同 PJ頁二二三口

起五九﹒類此論說，請參閱j司i注三三，王/朵眩， ((正甜立學且，瓦六九~三七一。

;t六0: 所謂「莘學組營J '筆者指的是 c若說傳統中岡美早思想表現的特色而論，實際上並

不要求(讀者說不足以)形傅 在『美的知識」的學間， r主』可能只是關注於生命特

貴的體置聶它在生活實際中的表現和受用，而很難打一佮切的把鐘。所以 9 在『中國主

學則準」現『中國美學範疇』尚未普遍確立的以前下，本文所謂的『主學J '僅街的是

生命體現完菁、趨向美好的一種經營，但是，這 種『控告J '在研究者的以場看，也

正直足以後設地澀的較明催的美學思想理路來。更切確地品，木立所謂的『美學J '質

量指 種『斐學盟俾JJ ' 方面，直指涉前賢先聖體現『主』的生命買路與表現，另

方面，它立包含了論者有限的話f11觀點，所以 P 白是輩有品間將 I 的人的美學宜股l ' 

以 種較客觀之 F知識形式』來討論的融合體。」請參闖出主(常代新情家美學研究試

揖) ，體在於「常代新儒學國際研討會J (目前論主集巳付手的。

註六 這種觀點也見之故 A:C>學占孔繁民閉著《起旨主學司馬(1)ι學且一古，請參閱扎繁， \\蘊

音立學和丈學)) , 服，中圓社會科學出版社，-九λ 七年，才二月，頁七。

註六三向社二三。

註六三 阿拉二三，劉郁， ((人物志且， 頁一~三。

註六四 「三度」是指「中庸」、「德行」興「幅材J ' r末流」是指「依也」與「悶錐J '見

《人物志. !L徵》。

註六五 引立皆且向註二三，劉珊， ((人物志)) ，頁一。

註六六.同註門。'牟宗三， ((才性問立連叫，直三九。

詛/、七阿蘭註 9 頁間。 。

社六入﹒關方、《人物志》的諭旨 l 江建俊在《漢末人倫鑑識之總理則 劉郁λ4w志研究》一書

一 185



說者前期審美攏的轉化與特色墊《人物志》的美學意義

中，有 ι間)的屁眼的主J!此，值拇參考。請參閱江在俊， ({'笑末λ倫鑑;潰之總理則一一盔

卻人物志研究ì) , N)肢，主史研 III版社，聖i七，民國七 'J.--".1F- '1 • )j , j{1L -l;~六四。

正六九﹒頓此觀點亦 "1 參閱[>，j前丘，江是E俊， ((但未人倫鑑j設立總理則 劉別人物志研究》

!(一， <第甜﹒揮→ I;h~的j卻如市考課議〉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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