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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物视角看“物化”中的道家情感论

胡素情

摘　 要： 本文以动物为切入视角，从情状、身体和语言三方面探究“物化”中的动物书写及道家情感论。 论文先从“物化”
中确凿的物种间情感现象出发，在德勒兹等人的“生成 动物”和“情状”概念启示下探究“物化”中人与动物相互转化的

哲学张力及情感动力，并以战国末期的气化宇宙论及“气情”说证明“物化”确实潜藏着人类 动物间的情感关联。 其次，
“物化”具有人向动物“生成”的具身性和操演性，交接之“气”则在人、物交接中形成了类似于情的空间氛围。 从语言上

看，“物化”体现了《庄子》以动物为媒介往返于语言分裂地带，从逻辑向诗性的感性言说，是人向自然转化的书写实践。
概言之，动物为我们探究先秦道家情感论的生发及其自然走向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物化”并非原始思维的活物论，
而是《庄子》对理性思维的反拨，对个人情感的正视及其自然化处理的解决之道。
关键词： 《庄子》；　 情状；　 物化；　 生成 动物；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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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物化”中的物种间情感现象

“物化”是庄子哲学的重要概念，它既是“道”
的本体论和宇宙论表象，也是通往道家功夫论和

境界论的必经之路。 “物化”一般指万物间的相

互转化，也可引申为纷繁世相的变化。 但如《说
文》所释，“物”也有“动物” 之意：“物，万物也。
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
《庄子》最初的“物化”语境也与动物相关：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
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 俄然觉，则蘧蘧

然周也。 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 胡蝶之

梦为周与？ 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 此

谓之物化。 （《齐物论》）①

无可否认，“物化”的典型范例是一只昆虫。
更重要的是，醒后的庄周“蘧蘧然”，暗示失去自

我身份的瞬间恐慌。 然而“物化”的目的正在于

此：“化”的反差越大，“物化”的体悟更深刻，“周
与胡蝶，则必有分矣”，在这个意义上，“物化”既

是人向昆虫转化，更是人向自己的对立面———动

物的转化，它的隐含逻辑是对人类 动物差异的二

元消解。 事实上，动物在“物化”中频频出现，如
鲲鹏之化、子舆死后“化予之左臂以为鸡”（《大宗

师》），又如《天运》中的“程生马，马生人”，无不

是令人惊奇的动物之化。 也只有推衍到人类 动

物关系时，“物化”才能彰显更重大的颠覆和转化

意义。 可见，动物是“物化”的必要而不充分条

件，“物化”潜藏着人类 动物关系的哲学张力。
以此，本文认为庄周化蝶的动物案例并非偶然，很
大程度上，“物化”就是人与动物之化。

“物化”中的人类 动物关系在“濠梁之辩”中
进一步彰显：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 庄子

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 惠子

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
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
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不知

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 子

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

我，我知之濠上也。”（《庄子·秋水》）

这个故事有两种动物观： 惠施主张绝对的物

种差异，庄子主张人类 动物的同一性。 它与“庄
周化蝶”一道反映了中国古代思维在战国末期的

两大重要分支： 一是以惠施和公孙龙为代表的逻

辑和思辨的认识论进路，如《庄子》提及的“坚白

离”“白马非马”之论；另一是庄子强调的主客合

一、物我亲密的诗性情感进路，“化蝶”和“知鱼”
正是这一进路的物种间情感案例。 无独有偶，庄
子对“物化”中“化作动物”的快乐之情多有向往，
他羡慕鲲化鹏徙的逍遥（《逍遥游》），愿变成乌龟

自在地“曳尾于涂中”（《秋水》），或“梦为鸟而厉

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 （《大宗师》），动物自由、
优美、适意的自然之态深深感染了庄子。 对动物

世界的向往暗含对人类身份的厌倦离欲，对它者

的惊奇和艳羡，情感意欲是“物化”的重要驱动。
正如有西方学者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探讨庄周梦蝶

的心理机制，认为梦蝶是人深层欲望的表达

（Ｓｋｏｇｅｍａｎｎ ７７），化蝶、知鱼或想象鲲鹏之化时，
都不乏与动物相关的情绪驱动。 可见，“物化”不
仅有着动物的身影，更潜藏着人类 动物间的情感

现象。
物种间情感论反映了庄子对他所在时代弊病

的反拨。 诚如孔子认为诗可“多识于草木鸟兽之

名”，自然的对象化，人的主体化和符号化始于春

秋；至战国晚期，以名家为代表的分类和逻辑思维

渐臻成熟而自成一派，而庄子恰恰处于这一转折

时期。 他深刻意识到自然客体化的分类和求同异

等逻辑思维带给人的弊端：“其分也，成也；其成

也，毁也。 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 （《齐物

论》）。 更重要的是，人与自然分化会导致种种情

感困顿：“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 与物相刃相

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齐物

论》），因而庄子以“混沌凿七窍而亡”的寓言主张

回到混沌如一的大同世界。 也如葛瑞汉（Ａ． Ｃ．
Ｇｒａｈａｍ）所言，庄子对扭转以惠施为滥觞的古代

中国逻辑走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体现了一种原

始主义进路（１９８）。 这既表现为以自然（动物）对
抗人为：“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
谓人”（《秋水》），又表现为以感性对抗理性，如化

蝶、知鱼。 概言之，向着动物的“物化”能弥合人

与自然的分裂并疗愈这一疏离带来的情感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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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背后有庄子对人类情感状态的关注及解

决之道。
人类 动物间情感如何可能？ 德勒兹和瓜塔

里（Ｄｅｌｅｕｚｅ ａｎｄ Ｇｕａｔｔａｒｉ）的“生成 动物”及其情

状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后现代的理论启示。 他

们将人向动物的转化归于一种“广大的移情” （ ａ
ｖａｓｔ ｅｍｐａｔｈｙ），即在与动物他者接触过程主体受

其感染导致情感或感知上的变化，这一人与外物

在身心交接下的移情状态被称为“情状”（ａｆｆｅｃｔ），
而动物恰恰能“给人一种未知的，不可思议的感

觉———一种情状” （Ａ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２５８），如一个人

面对中毒濒死的群鼠感受其苦痛的“神魂颠倒”
之状（２６８）。

庄子进入蝴蝶和鱼的“物化”之境与德勒兹

等人的“生成 动物”及其“情状”十分类似。 “物
化”也大多是在某种感觉或情绪中的身心动态中

发生的，如 “梦蝶” 就是一种半清醒，半混沌的

“梦”的身心情状，人被蝴蝶的自由翩跹激起对自

然的向往和脱离伦常自我的强烈欲望。 知鱼之

乐、羡鹏高飞，都有人对动物的情状勾连。 可以

说，庄子向动物昆虫的 “物化” 也是 “生成—动

物”，它们并非人幻化成动物，而是逼真情境下脱

离自我想象其他身份的创造性异质体验。 庄周梦

醒时分有失去自我的瞬间茫然和恐慌，但在移情

性体验中自我的短暂缺席却换来了扩展身心、通
往他者之境的独特感受。 庄子对于这点应是了然

于心的： 《齐物论》中，子齐要听天籁，必须“形容

枯槁”，清空自我虚位以待，在天籁中达到“吾丧

我”的境界。 爱莲心（Ｒ． Ｅ． Ａｌｌｉｎｓｏｎ）指出，庄子

不仅意图突破庸常思维，还刻意解构自我，重构自

我，其“忘我”“丧我”是自我解构，而与天地万物

融为一体则是自我重构（４９１）。 庄子的“忘我”并
非完全消弭自我，而是将主体意识缩至最小，在移

情中体会天地万物，进入“道”的境界。 借用柏格

森的话，面对自然万物，庄子要“进入”而非“绕
行”，如吕梁丈夫蹈水，“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
水之道而不为私焉” （《达生》）。 就动物而言，最
典型的例子是庖丁解牛时消弭了感官自我与对象

客体之间的二元关系，将自我消融于牛所蕴含的

自然天理的肌理之中；佝偻承蜩时“虽天地之大，
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因凝神于蝉将自身化

为“株拘”和“槁木” （《达生》）。 鱼之乐、鹏之逍

遥、化蝶的适志之情表明，《庄子》主张在动物昆

虫的影响和感染下以主体的消弭和低伏姿态重返

动物的天然本真，达致“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

同一”（《齐物论》）的移情之境。 以德勒兹和瓜塔

里概言之，“纯粹的情状包含一种去主体化的运

动”（Ａ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２７０），反言之，“物化”是部分让

渡主体性去成为他者的过程，潜藏着情状的生发。

二、 “物化”中的情感本体论

如果说“情状”概念从后现代哲学视角启发

我们对“物化”中物种间情感的理解，下文将回到

中国语境探究“物化”中“情”的确切生发。 庄子

的“物化”之“情”既是对主客分化理性思维的反

拨，也有着战国末期流行的气化宇宙论基础。
《庄子》持有气的发生论：“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

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至乐》）。 万物互

相转化，“通天下一气”，都是气的“委形”（陈鼓应

３５）。 生命的本质在于流动之气，物化就是气化，
气化也是物化（赖锡三，“气化流行” ５０）。 其次，
气与其高级形式如精、神、魂、魄的密切关联还预

示着气的心性论和情感论。 有学者指出，气一方

面通向躯体，一方面通向心灵（杨儒宾 ４４４）。 气

与情的关联早现于《左传昭公 ２５ 年》：“民有好恶

喜怒哀乐，生于六气。” 《庄子·在宥》称尧舜“矜
其血气以规法度”，“血气”就是人的情感冲动，
《论语》《礼记》《荀子》中也可见血气与情感之关

联。 成于庄子与后学之间的《性自命出》曰：“喜
怒哀悲之气，性也”，其实是以气指情。 稍晚的

《管子·禁藏》已有气情之说：“故意定而不营气

情。 气情不营，则耳目穀，衣食足。” 很显然，在
《庄子》的成书年代，气与情已存在或隐或显的

关系。
《庄子》虽未直言情发于气，但常以气论情志

变化。 《庄子》中，我们能发现两种情绪类型。 一

是气、物交接中的前情绪兴发。 “不精不诚，不能

动人。 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

者虽亲不和” （《渔父》）。 气凝成“精”，可以“动
人”，表现了人与万物在生命网络中交接时的前

认知状态和情绪变动。 《大宗师》道：“喜怒通四

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四时乃时气、物气，它
们对人的情绪感染在《庄子》中多有表现，如“山
林与？ 皋壤与？ 使我欣欣然而乐与！ 乐未毕也，
哀又继之” （《知北游》）。 即便是“古之真人，其

·１６３·



文艺理论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寝不梦，其觉无忧”，他们也无法逃避宇宙气化带

来的身心变化：“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其颡

頯，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 （《大宗

师》）。 庄子以气的融通为理论依据，将人和万物

关联在一个拟人化的“有情”世界中，气化流行中

的万物难免于各种情态：“已化而生，又化而死，
生物哀之，人类悲之”（《知北游》）。

《庄子》中情的另一形态是复杂的人情纠葛：
充溢于身体和万物的气无时不在变化和运行中，
人、事、物的交接中必然充满了气的多寡、凝滞、冲
突，从而“物有结之” （《大宗师》），致情志失调，
如“阴阳并毗，四时不至［……］使人喜怒失位，居
处无常”（《在宥》）。 如赖锡三所言，庄子深刻洞

察礼教、伦理、关系、价值等文明规范对身体的符

号制约和割裂；“混沌凿七窍而死”的寓言表明，
身体不仅在符号化和主体化的过程中丧失其天然

本真之气，更意味着与天地生命之气阻隔疏，带来

各种身心情感困顿（“《庄子》身体观” １０）。 “喜
怒哀乐，虑叹变慹，姚佚启态” （《齐物论》），从这

个角度看，庄子主张 “无情”： “［……］ 庄子曰：
‘所谓无情者，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

而不益生也’言”（《德充符》）。
在庄子看来，气通于物是自然之情，气滞于物

则多为人为之情。 前者是外界激惹下的本能情态

反应；而后者更多是社会产物，是人加诸自身的情

感纠葛。 两种情的区分反映了战国末期“言志”
传统下个人之“情”仍未正式确立，带有非个人化

和中性化特征。 同时， “物化” 既为气化， “气”
“情”不离，那么气、物交接而成的个体必然是情

状中的自我，潜藏着“情绪”或“前情绪”的生发，
这在理论上将情上升到宇宙论或本体论的高度，
有助于情的“合法化”。 但“物化”之情的自然旨

趣凸显了情的物质交互性和原始唯物论色彩，
“受而喜之，忘而复之” （《大宗师》），某种程度上

带有被动和消极色彩，回避了情应有的社会维度

及自我构成的丰赡情态，使之成为类似风雨阳晦

的自然现象，有将情简单化、客体化的倾向。
不难理解，“物化”以气的交感打开封闭自

我，使被名、知、德、欲遮蔽的异化自我重返气通于

物的流畅性，对保持情志舒畅有重要作用。 动物

作为“物”的代表和自然的典型表征，它对人类

自然之间的“复情”有特殊作用和意义。 首先，动
物是物化循环中极其重要的环节。 《庄子·秋

水》形象地描绘了气的作用下生物链条的形成：
“种有几，得水则为继，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蠙之

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久竹生青宁，青宁

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 万物皆出

于机，皆入于机。”在战国晚期气化生成论的背景

下，其中的“机”即为气。 可见，动物是气化生物

链条及其完整循环的重要环节。 而在庄子诟病的

对象化思维发轫之际，“道在蝼蚁，何其下也”，人
类 动物之分可谓“天下为道术裂”的典型表征。
向着动物生成与气化，气的融合便越有意义，越能

弥合人与自然分离的巨大鸿沟，摆脱与自然之气

割裂导致的情志困顿。
其次，相对于其他万物，动物与人类之间“物

化”的情感关联更可能、有效。 如前文所述，《左
传》用“血气”指情绪冲动。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

以“气” “血” “血气”来区分生物与非生物，且动

物与人之间的差别仅在于气之精粗。 《礼记》《荀
子》《列子》《语丛》等皆提及，“血气”为生物所特

有，是性情和情绪的直接来源。 汉代王冲则直接

指出，因“血气”之故，鸟兽在情绪和欲望上与人

类并无二异（《论衡·道虚》）。 以上观之，在《庄
子》成书年代，人与动物之间的情感相似和相通

性有着丰富的背景支撑，动物作为有血有情之物，
特殊地享有“万物”中能与人“物化”的物质和情

感基础，同时也规定了 “物化” 中情感的自然

向度。

三、 “物化”中的情与动物具身化

如前文所述，身体的“物化”即气化，气引发

情，情物并生意味着身体的生成与感知和情感同

时发生，是一个具身化（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的过程。 在分

析思维不占优势地位的古代中国，具身化是人的

常态。 《庄子》不仅重视身体，更开启了以形入神

的先河，这一点毕来德（ Ｊｅａｎ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Ｂｉｌｌｅｔｅｒ）、吴
光明 （Ｋｕａｎｇ⁃Ｍｉｎｇ Ｗｕ）、赖锡三等学者多有论

述。②但他们并未体察到动物与道家身体的关系。
《庄子》中体现了大量对动物身体的模仿、企羡和

操练，尤其在对理想人格和人生状态的功夫论塑

造中，动物是不可或缺的组成因素，如：

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
寿而已矣。 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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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考者之所好也（《刻意》）。
夫圣人，鹑居而鷇食，鸟行而无彰

（《天地》）。
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泰

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
以己为牛。 （《应帝王》）

真人、圣人、神人们自如而不自觉的动物身体

切换体现了人的动物本真和人作为自然之物的理

想状态。 如果说身体往往是社会规约及符号的傀

儡和绑架对象，向着动物生成，无疑是对社会规范

机制的反抗，体现了庄子反智、反权力的身体政治

实践。 这既是不断追寻生命直觉和自发性的回归

之路，也将人从种种世俗考量和情感困顿中解脱

出来，达至身心愉悦的情绪状态。
动物具身化也与空间有关。 战国时期，人们

普遍认为生物与地理空间有特定的对应关系。 如

《周礼》指出，山川、森林、河海、天空各为特定的

动物所占据，而这种对应关系则是因为不同的空

间和生物之间有着对应的“地气”和“血气”（ｑｔｄ．
ｉｎ Ｓｔｅｒｃｋｘ １０３）。 《庄子》对人类心灵的狭隘多有

诟病，对视角和空间格局十分重视，“自彼则不

见，自知则知之” （《齐物论》）；或如《胠箧》中防

盗之箧的内外空间差异。 对局促的身体和心灵，
庄子主张“逍遥游”。 “游”意味着身体的自由走

向，更意味着对空间和场所的开拓性创造和体验。
恰如段义孚（Ｙｉ⁃ｆｕ Ｔｕａｎ）写道： 人类不仅区分外

在地理空间，还会在心灵中创造抽象空间，他们试

图通过将自己的情感和思维化身为可触可感之物

（１９７）。 可以说，“物化”就是借助外物延展自我

心灵及情感空间的过程。 “民湿寝则腰疾偏死，
然乎哉？ 木处则惴栗恂惧，猨然乎哉？”（《齐物

论》）。 动物不仅因其与人的身体相似性和连续

性能提供更为顺畅的代入感，更能提供人类所不

能体会的视角和地标，改变情感体验。 《庄子》
中，动物无疑是最能带领我们开启新的空间和场

所的“游”的向导：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 ［……］ 是鸟

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 （《逍遥游》）
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

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

乡，以处圹狼之野。 （《应帝王》）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
乘云 气， 御 飞 龙， 而 游 乎 四 海 之 外。
（《逍遥游》）

就空间而言，“物化”的“气”媒介不仅意味着

不同身体的融合，更意味着身体空间的主体间性

及其中间状态。 身体随物化之气延展空间，气情

不离，人与物、物与物的交接间会形成类似于情的

空间氛围（ ａｕｒａ）。 梅洛·庞蒂（Ｍａｕｒｉｃｅ Ｍｅｒｌｅａｕ
Ｐｏｎｔｙ）从现象学角度有着相似的描述： 我们的身

体与环境之间有着类似于情感（ 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的感

知，它是非理性、前语言的（ｑｔｄ． ｉｎ Ｂｕｒｋｉｔｔ ７５）。
因而，就动物而言，“物化”意味着在化身为动物

的代入感中达成自我与动物所在空间的情感融

合，进而融入近“天”的自然情境。 如庖丁解牛时

“以神遇，而不以目视”，毕来德在《庄子九札》中
认为，“神”并非庖丁身上或身外的某种力量，而
是一种类似于“境界”的身体“机制” （ ｒéｇｉｍｅｓ）
（２２）。 本文认为，若以“气”释“神”，更能体现人

与牛之间气化融合交接之态，也为具有空间色彩

的“境界”概念提供了一种物质解释。 化作动物

的“物化”意味着人以动物为媒介对环境的想象

性情境进入，是以身体交感感知动物及其所在的

自然山水，并在空间上发生情感联接和渗透。

四、 “物化”关于动物的抒情性书写

我们知道，道家在某种程度上是“反语言”
的，道家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对语言挟带的意识形

态和权力暴力等幽暗本质最敏感且炮火猛烈者

（赖锡三，“神话·变形” ７）。 这在《庄子》对杨

朱“坚白离”的关注以及数次庄惠之辩中可见一

斑： 庄子对抽象概念语言与隐喻性语言的分野高

度自觉，也对命名与分类带来的淆乱了然于胸。
“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 （《人间

世》）。 他受困于语言的悖论陷阱，既主张无言，
又要“强言之” “尝言之”，即便已言说，又反复质

疑言说的真实性：“果有言邪？ 其未尝有言邪？”
（《齐物论》），表现了对语言的深度质疑以及在

“语言的分裂处”的流连反复。 因而在语言有效

性的矛盾中折衷地运用流动的，富于弹性的语言

或是庄子寻求的语言策略。
《庄子》中大量动物形象暗示我们，作为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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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之一的动物或是庄子突破语言逻辑，回归诗

性言说的策略之一。 而动物与语言的隐秘关系在

于，动物曾参与了语言的构成，是“语言分裂处”
的一个特殊存在。 “语言的分裂”指语言在指涉

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言语和语言、符号和语义之间

的分裂，而最初与人类共享语言符号的动物则被摒

弃于人类“话语”之外（Ａｇａｍｂｅｎ ５９）。 克里斯蒂

娃（Ｊｕｌｉａ Ｋｒｉｓｔｅｖａ）有类似的响应： 动物是出入前语

言（ｐｒｅ⁃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与再现性语言的动态力量，是突

破再现性象征语言系统的活力因子（１０—１２）。
庄子虽未直言“语言分裂”和“前语言”，但无

不渗透对相关问题的洞见。 动物为庄子打破言说

的悖论僵局提供了另一种可行性。 如维特根斯坦

的名言，即便狮子能说话，人类也无法理解，这意

味着在承认动物主体性的前提下，动物有不经人

类语言媒介的难以言喻或辞不达意的经验和存

在。 又如德里达（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ｒｒｉｄａ）对动物的论述：
动物在人类语言中处于特殊的地位，动物所缺乏

的，正是像人那样“通过能指并受制于能指而成

为主体”的东西（１３０）。 这些“缺乏”既是语言指

涉链条的断裂处，又是语言指涉的逻辑真空。 如

果说庄子“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因而可

算是“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 （《天

下》），那么庄子的动物言说也屡屡挑战人类的有

限理解。 如《逍遥游》中“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

也”“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或雕陵中庄子见

到异鹊发出的疑惑：“此何鸟哉，翼殷不逝，目大

不睹”（《山木》）；或极端性：道“在蝼蚁”“何其下

也”《知北游》；或不容于世的非实用性，如“大而不

能执鼠”《逍遥游》的斄牛。 这些无法理喻的动物

意象不仅表明经由语言的人类思维之狭隘，更以其

模糊性和不可言说直指语言的有限及其内在漏洞，
故庄子“以马之喻白马非马，不若以非马之喻非

马”（《齐物论》），他秉持的正是以难言之物（如动

物）言难言之物（道）的语言策略。 这与庄子“正言

若反”的否定性思维特征是相通的。 动物这一不可

知、不可言之物使得语言本身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受

到质疑。 它们来去无踪，变动不居，直指言说的虚

无和逻辑的空洞。 动物书写不仅提供了理解“道”
所需的非人类视角，而且提供了一种来回于语言和

前语言中间地带的非逻辑指涉言说方式。
不难理解，庄子主张重返以动物为代表的前

语言之境，因而“物化”的语言哲学意义在于，当

人回归以动物为典型表征的“物”的状态时，将必

然脱离以语言建构的自我，就像卡夫卡《变形记》
中变成甲壳虫的格里高那样，动物式的失语成为

割裂他与人类世界关联的最大鸿沟和标志，将他

引向了德勒兹式的，对艰辛恶俗生活机器的逃逸

和超脱。 庄子对动物“无知” “无言”境界的孜孜

以求，无疑也是对“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引发“是
非之谓”，使人“苶然疲役”的人世生活的逃离。
濠梁之辩中，庄子打破人、鱼之分，以看似狡辩的

方式指出语言固有的逻辑漏洞，其实质是摒弃语

言对物的指涉功能，以身心的情状感知恢复万物

间相即相入的状态，是在直观中追寻物之诗性，从
概念回归情感的动态过程。

关联动物的前语言使得言说成为将发又似未

发、情感与理性混杂交缠的话语方式。 这在《在
宥》的鸿蒙中有充分体现：

云将东游，过扶摇之枝而适遭鸿蒙。
鸿蒙方将拊脾雀跃而游。 云将见之，倘
然止，贽然立，曰：“叟何人邪？ 叟何为

此？”鸿蒙拊脾雀跃不辍， 对云将曰：
“游！”云将曰：“朕愿有问也。”鸿蒙仰而

视云将曰：“吁！”云将曰：“天气不和，地
气郁结，六气不调，四时不节。 今我愿合

六气之精以育群生，为之奈何？”鸿蒙拊

脾雀跃掉头曰：“吾弗知！ 吾弗知！”云

将不得问。

在这个具有神话色彩的故事中，智者鸿蒙总

处于“拊脾雀跃”的半人半动物状态，面对“云”从
语言中获得普适之道的渴望和希冀，他以“游！”
“吁！”等叹词对之，并以“弗知”草草离场。 这暗

示语言初期的半透明状态： 既是感性抒发，又有

命题取向。 而且，这一辅以身体语言的言说为我

们提供了述行和转化的动力，如鲲“化”鹏“徙”，
“雀跃”而“游”。 进而本文认为，庄子的动物书写

本身就有功夫论或操演论的修为（ｐｅｒｆｏｒｍ）之意，
它是经由写作“生成 动物”，在审美情绪中实现

自我转化的有效途径。 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指

出，卡夫卡的《变形记》书写就是经由“生成—动

物”实现对宏大叙事的逃逸和解域，是反意义的，
有强度的语言操作（Ｋａｆｋａ ２２）。 庄子屡屡通过

动物重温与物为春的逍遥喜悦，它们在语言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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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物视角看“物化”中的道家情感论

更直观、纯粹、身体化的感性真实。 先秦哲学典籍

中，也唯有《庄子》出现大量的动物形象并常充当

主角，体现了从人类向动物世界的频频回顾、从文

明到“蒙昧”，从理性到诗性的逆向运动。 庄子的

写作本身就是以书写为身体实践，在“物化”中

“生成—动物”，成就诗性自我回归的过程。

结　 语

如陈世骧所言，中国文学的光荣，在抒情的传

统里（３２），情物关系当属这一抒情传统的关键性

内容。 从动物视角考察“物化”，可以细致而微地

观察“情”如何在初发阶段战胜语言逻辑进路的

叙事冲动，挣脱先秦 “言志” 的政治怀抱，并在

“物”中回归自然向度。 一般认为，情从“志”中脱

出逐渐独立要到荀子的年代，写于战国晚期的楚

简《性自命出》对情的大规模论述则标志着“尚
情”思想的确立。 而从“物化”中的“气情”关系

看，《庄子》不仅最早尝试将情从志中剥离出来，
确立了理想化个人情感的自然维度、空间化和具

身化，还蕴藏着物感、感物、物色乃至意境等一系

列中国抒情概念的哲学基础，可谓是中国抒情传

统核心内容的最初滥觞。 当然，《庄子》的“物化”
并非凭空而来，它有着古代中国原始文化的深厚

背景，也广泛存在于庄子及同时代人的思维当中。
细察之下，“物化”又并非原始思维的活物论，而
是有意为之的感性对理性的反拨，是向着以动物

为代表的自然之物与人类的亲密情感的回归；而
《庄子》也以书写为媒介践行了这一道家情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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