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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生命力美学的问题之思
!

吴!炫!蔡甜甜!闫!淑

摘!要# 在生命力对生命感觉,意志,情感差异进行捍卫并产生文化创造力的意义上&中华生命力美学以改造传统儒道
美学和西方生命美学的美学问题为宗旨&旨在从中国儒道文化轻视和排斥的生命力之历史和现实中提出自己的美学问
题- 一是从历史上汉民族外受侵略,内受奴役&个体生命不能捍卫自己的意志和情感尊严&从而失去战斗力的历史中提
出#生命强大$与#国家强大$的关系问题)二是来自对中国文学经典如'山海经('国风('乐府民歌(等崇尚生命力的优
秀文化进行总结&提出尊重生命力关联创造力的现代性问题)三是针对先秦诸子受制于'易经(凶吉思维使生命感受大同
形成哲学利益问题小异之局限&从捍卫生命复杂性的生命力入手提出区别先秦哲学的超功利问题)四是对当代青年柔
化,宅化和网络愤化现象进行生命力强弱的审视性分析&从而指出生命力外柔内强是中国现代个体建设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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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生命力美学$作为否定主义美学之基
础%是在 $%$% 年 #% 月由中华美学学会(太原师范
学院和上海财经大学中华文化理论原创中心共同

主办的#中华生命力美学与贾樟柯电影全国学术
研讨会$上提出的& 作为区别中西方#生命美学$
的#中华生命力美学$%不是对自然性的#生命$进
行文化性提升的美学)如超越美学(仁爱美学*%
也不是对复杂性的#生命$进行人为切割"

的美学

)如欲望美学(身体美学*%而是生命以自身的力
量捍卫生命的感觉(意念(情感(私欲(关爱等复杂
性内容以获得尊严感的美学%是将生命力之美作
为生命信仰%参与中国现代文化信仰建构的美学&
当代中国人需要还原生命的复杂性尊严之审美力

量%衔接和重建已被我们遗忘的中华生命神力崇
拜的优秀文化传统%才能在根本上扭转由先秦哲
学建构的功利性哲学思考和美学问题&

具体而言%#中华生命力美学$首先是针对殷
商先秦生命%以及自秦汉之后受儒道文化束缚%生
命力逐渐式微(不敌外族侵略的情况提出美学问
题%是在承接远古生命神力崇拜的文化中发现中
国抗击外来侵略的案例和文学经典呵护生命力的

案例作为美学问题的经验支撑& 中华生命力美学
区别了儒家#中和之美$(道家#柔弱之美$(道教
#长寿之美$%更注重在先秦诸子功利性考量的哲
学问题中发现诸子生命力受+易经-凶吉思维制
约之问题%并且将之与当代青年生命柔化(生活宅
化(网络愤化现象关联起来%旨在发现国人生命力
强弱问题%从而使中华生命力美学在应对历史与
现实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

一$ 生命力孱弱难以支撑生命和民族尊严

儒家以#子不语怪(力(乱(神$ )孔子 3"*将
生命力及个性纳入温柔敦厚伦理美学予以规范%
道家对生命爱欲及介入现实的生命力量予以回

避%法家和道教将个体生命同质化和养生化%逐渐
架空和异化了中国人秦汉以前生机勃勃的生命内

容%从而弱化了生命力%这是中国几千年外受侵
略(内受奴役的原因之一& 因此%中华生命力美学
以#生命力孱弱难以支撑生命尊严和民族尊严$
为中国现代美学必须面对的历史教训&

一方面%中国历史自北魏鲜卑族生命力原生
性文化

#
入主中原%与汉民族儒道礼仪文化抑制

生命力相反相成%揭示的不仅是儒道文化与外来
民族文化如何相融之问题%更是需要改造儒道文
化%使生命力从边缘走向前台的问题& 汉代至魏
晋南北朝的文化失误在轻视殷商的生命力而选择

了道教(玄学(佛学%北宋的文化失误在于选择
#重文轻武$之求和而不是#文武并重$%这导致
#崖山之战$中儒家精英跳海殉国& 汉民族生命
力在汉高祖推行休养生息的黄老政策时就开始式

微了%刘邦和刘彻不能将呵护生命尊严的生命力
与抵抗匈奴的战斗力联系起来%反而将尊重生命
力与百姓休养生息看成对立的问题%推行#独尊
儒术$%致使汉末以后的中国进入权力纷争(士人
行乐的无生命尊严之魏晋时代,且鲜卑后裔唐太
宗未对战国和三国的多元混杂文化进行#天地
人$的非+易传-性哲学建构%从而纵容了举国文
人进入快乐浪漫(长生不老的抒情世界%生命力的
迷失为安史之乱的权力任性埋下了伏笔,又由于
宋仁宗虽然倡导道家#无为$亲和生命的策略%明
仁宗废除朱元璋和朱棣的酷刑执政九月%但休养
生息的国策不等于轻视国人生命力的问题未得到

审视%崖山之战体现的无生命力之中国是比崖山
之战后无儒家气节之中国更为严重的问题%汉族
文化才失去了借远古生命力崇拜创造中国现代文

化信仰之最好机缘& 元(明(清三朝对此问题依然
悬置%虽然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
以制夷$)#*%但也没有触动儒家用伦理之道遮蔽
生命之道的根本& 结果%生命力孱弱(贪图享受的
群体与先进军舰军力之怪诞组合%便成为国力水
平和生命状态不相匹配(外强中干之大清的缩影&
因为#师$本身就是儒家宗经依附思维的产物%无
助于文化思想和科技原理的自我原创& 与此不
同%明治维新的日本始终强调批判改造西方%创造
日本文化主体性& 故战争胜负不是技术问题%而
是手握技术的人的信仰问题,信仰问题也不是移
植西方宗教信仰%而是建立有自己文化资源的中
国现代信仰问题& #生命尊严之道$作为高于皇权
稳定和百姓安乐的根本之#道$%之所以被放逐%是
因为魏源之后更多中国学人还是以儒家的依附思

维直接移植西方文化观念和技术%而不关注对儒家
文化的批判改造!!!诸如牟宗三#内圣外王$的儒
家圣性与西方民主打通的提法!!!这样%#弱生命
力必然弱国家强力$$

这个问题%自然就成为中国
现代美学的问题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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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生命力美学的问题之思

另一方面%孟子的#威武不能屈$ )孟子 ^^*
看似也接近人的生命尊严之问题%但由于儒家
#不能屈$之气节解决的是捍卫忠孝节义问题%缺
乏生命自卫的内驱力%这就必然导致南宋精英只
能跳海殉国而不能呵护生命尊严%生命尊严的丢
失也必然会导致清末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而老百姓

的生命反应麻木& 百姓生命反应麻木和南宋精英
殉国说明生命尊严不是自杀成仁的问题%而是生
命尊严不可被侵犯(反抗侵略必须战之能胜的问
题,不是精英们怕死不怕死的问题%而是死也要战
死%并且是为生命尊严而战才能有战斗力的问题&
这意味着%国家强大是强大在能呵护每个人的生
命感觉(意志(情感所构成的生命有机体之尊严%
而不是强大在让每一个子民为不能呵护不同生命

的皇权去牺牲%所以生命的力量不是观念化的
#舍生取义$之呐喊%而是每个人为同胞的生命而
战%这才是在为国家而战的实践& 尤其需要说明
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力也不是国家输送个人利益
就能产生的力量%利益输送产生的是快乐享受而
不是生命尊严的痛苦承担%所以利益的快乐享受
正是削弱生命力的原因& $% 世纪国民党失败的
原因正是在于利益驱动且迷信武器更新%而共产
党成功的原因则在于每个老百姓当家作主的意志

激发了生命自发力%用小推车去打飞机大炮& 可
惜的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只知道宣讲顾炎武的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_*%即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却不知道唤起每个中国
人生命力觉醒(捍卫生命尊严& 当代中国学界儒
家复古主义盛行%但缺乏对轻视生命力文化的审
视%说明儒家忠孝气节不可能捍卫有生命尊严的
国家尊严的问题依然被放逐至今%这才是生命力
孱弱需要创造性改造儒道文化之问题追问&

另一方面%远古涿鹿之战中黄帝借助天神的
力量才能取胜于蚩尤%其实已开启了不靠自己的
生命力量战胜对方的功利计谋文化之先河%与汉
代刘邦不择手段追逐权力的#真小人$%

性质相

通& #成王败寇$一旦成为中国人衡量生命价值
的主要尺度%黄帝自然就是中国功利性文化的祖
先%而#虽败犹荣$的生命力信仰便成为真小人们
嘲笑的对象& 纵横家鼻祖鬼谷子的权谋术和孙武
+孙子兵法-的战争术%也可以作为中国人回避生
命力以消灭对方为目的之谋略文化之分支& #兵
不厌诈$其实是#权不厌诈$和#利不厌诈$的源

头%可以描绘刘邦的谦卑伪善与诸葛亮的运筹智
斗%可以描绘赵国郭开和明孝宗时期严嵩的阴险
狡诈%更可以描绘中国当代现实普遍存在的欺诈
现象%从而使得#诚信$名存实亡的原因从未被深
层追问& 生命力被智谋权术排斥%不仅项羽式的
生命率性英雄稀有不再%而且老庄式的超功利道
家也必然会被道教养生术所替代& 余英时在+东
汉生死观-中用#此世性$ )_*来概括东汉生死观
虽然不够准确%但此世享乐自汉至清在中国官场
和学人间大行其道%才会不断出现和珅这样的贪
官与钱谦益这样的#偷生$学人& 饶有意味的是%
这种享乐性的文化对蒙古(女真等外族的麻醉%常
常会被中国学者美化为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同

化力%并混同为文化生命力%却不能理解朱元璋赶
走元皇帝正是蒙古人生命力在汉文化的享乐主义

腐蚀下的必然结果%故这样的#此世性$实在是中
国文化的负面性& 当代中国官场腐败和学术腐败
之一唱一和%所谓美学建构同样只能是中西方美
学概念中既要#天人对立$又要#天人合一$的拼
凑整合%又焉能不是知识性赏玩文化的延续%从而
远离中国现代美学的原创问题提出'

因此%中华生命力美学将中国近代受国外势
力侵略的历史和国内优秀生命力文化受权贵打压

的历史%看成儒家(道家(道教(法家不尊重个体生
命感觉(意志(情感(欲望的文化长期熏陶教化而
成的历史& 捍卫国家(民族的尊严和捍卫生命的
尊严作为生命力美学视域中相辅相成的问题%其
解决的路径需要在哲学上对儒道为主的传统哲学

进行创造性改造%进入尊重生命力的中国现代
#生命复杂变化地道$的建构中来%以此区别#宇
宙神秘创化天道$和#文化多元创造人道$)+生命
力"变化力"创造力- #b^!#_^*%建立对#天地
人$的新的文化哲学理解&

二$ 生命力之美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抵抗日本侵略的龙潭没有一个百姓逃跑之经

验%志愿军以弱抗强之经验%妇好(项羽(木兰(杨
家将(杨靖宇这些响当当的汉民族个体生命力形
象影响海内外%上承+山海经-对抗自然力的#后
羿射日$的无畏勇力之美%中显+国风"溱渭-中
的率性爱力之美%下传+红楼梦-中丫鬟晴雯生命
本真烈力之美%说明中国生命力文化虽然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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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化%但未真正消失& 如何将之提升为文化性
的中国现代生命力信仰%是中华生命力美学之于
传统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之愿景&

一方面%我们应该将中国夏商动植物生命神
力崇拜%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 "^3*(
九黎战神蚩尤崇拜)借天神胜蚩尤的黄帝尊蚩尤
为兵主*%殷商武术如#凡执技%论力. 适四方%裸
股肱%决射御$)杨天宇 #`^*和桑林舞&

的生命神

力祭赞%以及春秋侠士#诛暴不避强谓之力$ )晏
子 #*%看成一个由中国人鬼神合一的#巫$文化
分离#巫官 礼仪$而成#巫婆 鬼神$的民间生命
力传统&'

从+国语"楚语-的#九黎乱德%民神杂
糅%不可方物$)左丘明 "b_*到孔子的#敬鬼神而
远之$)`a*%都意在贬抑生命神力和鬼神崇拜%但
孔子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_"*则暴露
了儒家的尴尬%表明儒家仁道不是建立在对生命
力的尊重上%因而无能为力,而这同时也暗示着%
生命力是一种呵护生命本身复杂内容的力量%只
能尊重疏导%不能节制& 所以不能提出#见利思
义$的命题而只能提出 #己利不损他利$(

命

题!!!#小利之利$和#大利之义$不是前者受后
者牵制的关系%#大利之义$之所以不能利用和剥
夺#小利之利$%是因为不尊重#小利之利$便只能
导致#以权谋私$和#假公济私$之权力腐败& 而
#己利不损他利$首先属于小利之间的关系问题%
也可以推出大小利之间的关系问题. 利益追求不
能以干预他人利益追求为前提%个人利益(他人利
益与群体利益之间也不能有主从(大小理解%所以
#小利$本身就是传统伦理轻视个体生命内容的
一种体现%应该改造为#利利对等互尊$%不分大
小,#利利矛盾$关系也应该秉持对等原则去解
决& 最重要的是%因为生命诉求的差异%每个人利
益需求种类(程度均是千差万别的%所以严格来说
不存在欲望满足和欲望节制的标准问题!!!
#节$意味着对生命欲望的差异性和程度性的轻
视%很容易导致叛逆的沉湎欲望异化为从众的欲
望享受& 节制的伦理性(淡泊的去欲性会逆反性
地带来趋利的一致性(享乐的雷同性%这都体现了
不尊重生命感觉和欲望差异性的异化结果& 与此
同时%每当国家危难(生民涂炭之时%常常只靠有
生命力的英雄或群体来力挽狂澜%而贪图利益的
权力者均在自私保身%这不是因为后者不知道儒
家大义的问题%而是不知道这个大义是不是呵护

每个个体生命尊严之问题&
另一方面%西南少数民族作为中国历史上的

#夷$%走上了一条区别于儒道文化的#生命神力
信仰$之路%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新石器至夏商
的动植物生命神力崇拜的传统& #生命神力$可
以泛化为#天道神力$产生物质世界%也可以解释
为#地道神力$衍化为动植物和人类生命的创生
力量%但肯定不同于人类文化创造和圣王权力的
伦理建构& 汉民族称少数民族为#蛮$%在逻辑的
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汉族文化对#生命神力$的挤
压同化%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生命神力$民族发展
自己的区别于#圣王崇拜$的中国文化信仰%也阻
碍了西南少数民族走向自己的区别于儒道文化的

哲学创造之路& 但+离骚-之#狷狭楚风$没有转
化为#生命力美学$%并不影响楚文化的生命神力
崇拜在中国近现代建立超世俗(超功利(超生死的
生命力审美形象. 湖南是抗日战争日军攻占七年
也没占领全境的省份%长沙是全国唯一会战 a 次
的省城%衡阳 ab 天保卫战是东方历时最长的城市
保卫战%而溆浦龙潭战役则是日军唯一承认在中
国失败的战役& 这些战役最重要的美学精神就是
毛泽东所概括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生命

力信仰. 生命尊严不可侵犯& 与天奋斗的革命先
烈#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 #a`*的伟大气魄%
可以衔接#盘古开天辟地$的创化精神,与地奋斗
的大寨人大战狼窝掌%可以衔接#后羿射日$和
#愚公移山$,与人奋斗的志愿军以弱抗强%可以
衔接秦末的巨鹿之战(三国的官渡之战& 具有强
大生命力的弱者可以对抗天力(地力之强%也可以
对抗数倍于我的军力之强%我认为这就是毛泽东
的生命力美学之核心所在& 这种令中国人自信的
文化也是对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化%应该在
中国现代美学的问题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再一方面%从早期的中国新石器性交图腾(殷
商玉雕虎鸟龟蛇以及+山海经-神话传说一直到
+诗经"国风-(#乐府民歌$和#唐传奇$%再到鲁
迅的+铸剑-%均有中华生命力之美的超功利信仰
之文学形象建构%发挥着激励中国人生命爱欲(生
命抗争力的审美作用& 但这样的生命力之美常常
被视为儒家文化性解读)如+木兰辞-被解读为替
父从军之孝*%而文化性的生命痛苦)如屈原和王
国维*又常常被混淆为生命哲学之痛苦%所以中
华生命力美学需要辨析#生命痛苦$与#文化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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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性质区别并张扬前者%尤其是辨析王国维
依托叔本华生命哲学抒发文化性痛苦%辨析+史
记-中项羽不肯过江东维护生命尊严之信仰与君
子之德的区别& 王国维(屈原(项羽的自杀性质之
不同在于. 如果生活在北宋%王国维不会自杀%如
果楚怀王接受了屈原的建议%屈原也不会自杀%说
明王国维和屈原均殉生于文化政治信仰之坚守&
唯独项羽是一个文化上的无家可归者!!!非道(
非儒(近侠. 项羽的英雄性在于手刃秦朝的不得
民心之专制%但不屑于君子和小人的大利小利之
考量,项羽在鸿门宴上可以放走对手刘邦%并不是
君子的以德报怨%而只是生命无亲疏远近之同情%
这是侠心之本体,项羽自刎乌江是因八千兄弟已
死而愧对江东父老的生命尊严之虑%本质上是生
命自信(自尊(自豪的尊严不可污辱之体现%与君
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忠孝$并无关系& 生命力之
英雄往往不能忍受污辱%而很多君子却在忍受污
辱中方显大度& 所以人们喜欢和尊敬项羽%与喜
欢仅凭力量进行战斗(不玩手段的九黎战神蚩尤
是一样的%而与喜欢+三国演义-刘备(关羽(张飞
这样的桃园结义之英雄则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
结义之前的张飞勉强接近靠勇力说话的英雄%那
么%结义之后的张飞被儒家的义气收编%其力量之
美就化为蛮力武夫而含贬义了& +水浒传-对黑
旋风李逵的处理也大同小异%生命力捍卫生命尊
严之美隐遁%张飞和李逵便只能以义气之美和忠
孝之美为褒义评价&

因此%中华生命力美学将消解儒家人伦的伪
善性%从而恢复生命力文化的坦率性%以此建立中
国现代文化的生命信仰%形成传统儒道生存智慧
和现代生命信仰对等互动的关系,将弘扬中国历
代抗击侵略(伤害(污辱生命的英雄%视为中国优
秀文化%并与东西方英雄观打通%形成生命力英雄
和道德性楷模对等互动的关系& 这将在儒家忠孝
文化之外建立以呵护所有生命尊严为目的的美

学%形成中华生命力美学与儒道美学对等互动的
中国现代美学形态&

三$ 生命感受大同造成哲学问题小异

因为忽略感觉(个性(意念(关爱(私欲等生命
复杂内容的有机关系%先秦诸子生命受制于+易
经-凶吉思维%功利性地思考各种哲学问题%从而

阻碍了超功利的信仰哲学(超私欲的生命力哲学(
超亲情的生命关爱哲学在先秦的发展%揭示了生
命感知世界大同必然导致哲学问题小异之哲学现

象或规律%故中华生命力美学的#中国现代超功
利文化创造何以可能$必须面对#生命力关联创
造力$*+,

之美学问题&
一方面%中国文化的哲学性创造*+-

基本上都

是在民间%而民间生命的#鱼龙混杂$相对来说为
生命本真复杂保留了一定的自在空间& #鱼龙混
杂$可对应生命差异%生命差异可提升为创造不
同& #鱼龙混杂$从儒家规范文化角度来看是一
个贬义词%但从生命力美学来看正是生命原生性
状态的中性词& 民间社会是区别于体制生存的自
力更生%从而思在自己)如老子和庄子*%也可以
囊括借体制生存但并不依附体制的独立生命状

态%从而思由内心)如司马迁和苏轼*& 不仅民间
手工业(小商品(私塾(自学成才等均是个体生命
在民间自力更生的体现%古今中外的伟大爱情也
都是民间个体情感的自由实践冲破婚姻家庭阻

力& 生命的#自力$和文化的#阻力$形成的张力%
使得个体生命在与文化的矛盾关系中容易发现创

造性的问题& 墨子从农民生命无亲疏等级之别中
提出#兼爱$命题%杨朱从每个生命均是为自己生
存去奋斗的现象中去提出#贵己$ )吕不韦 a%a*
和#不能贵己则不能贵人$的命题%而孟子则从生
命的普遍关爱现象提出#恻隐之心$为仁的命题
)虽然#恻隐之心$与#辞让之心$并不存在逻辑关
系*& 尽管这些哲学命题不等于生命本身的内
容%但却源于不同的生命感受& 比较起来%王充(
司马迁的哲学创造溢出了儒道墨法的哲学框架.
王充的生命之气本体突破了儒家仁德天道%从而
成为汉代独树一帜的哲学家,司马迁的人人平等
突破了儒家的尊卑思维%进而突破了帝王英雄史
的框架%这无疑与二者由个体生命体验世界的立
场提出独特的哲学问题有关&

另一方面%如果生命感受受制于文化%其哲学
创造就会文化化%而不再关涉生命感知的问题&
孔子以#乱$感知先秦世界%其生命感知尺度是礼
乐化生命而不是原生化生命%所以对+诗经-的生
命自然本真也只能用#无邪$去把握& #邪$与
#正$是伦理尺度而不是生命尺度%功效上就难以
走向生命自然感觉的审美鉴赏& 这使得孔子的
+论语-只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但哲学创造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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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道德经-%这也是后来的哲学史对孔子是
不是哲学家产生争议的原因& 至于扬雄%他之所
以没有能最终建立起自己独特的哲学%同样是因
为他没能在生命感受与儒道文化的矛盾关系中发

现自己的哲学问题%其所谓#庄(杨荡而不法%墨(
晏俭而废礼$ )扬雄 #$#*%不过是在儒道法墨之
间互比长短%其所谓#太玄$也终究没有摆脱老子
的#道生万物$思维之左右%突破不了先秦诸子哲
学的框架&

特别是伴随春秋分封制向战国郡县制转换%
先秦民间社会的生命状态开始由+易经-的凶吉
占卜巫性文化向权力利益的逐鹿文化演变!!!儒
家礼仪之安(之吉不敌利益追逐之乱(之凶%可见
儒家礼仪并不是尊重生命欲望%建立人性文化从
而避免利益角逐的最好伦理方案%而且其#节制
欲望$的态度必然逆反性地导致#沉湎欲望$之现
实& 但可惜先秦哲学没有一个哲学家从#欲望与
关爱并立$的角度思考生命复杂性的伦理哲学建
设& 一方面%在殷商贵族竞技性武术经由春秋竞
技性战争向战国武力性吞并的转换中%作为生命
力展现的武术异化为权力利益争夺的武力%直接
开启了秦始皇以武力%而不是用人心统一中国的
大一统文化& 生命力信仰隐遁而权力信仰滋长%
是造成中华民族被外来势力侵略只能靠谋略应对

而常常失策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德国汉诺"
夏里修斯和里夏德"弗里贝所说的#每个微生物
群系都是独一无二的$)#_*和英国尼克"莱恩所
说的#复杂细胞的起源$ )#`#*%这样的个体原生
复杂生命说%并没有走向尊重生命复杂性的文化
秩序建构%而是异化为个体利益凶吉纠葛考量之
文化%从而使得诸子哲学均为#小利大利$所困
扰!!!哲学问题的大同小异使得先秦哲学超功利
的信仰之思难以出场%#先天八卦$天文符号所可
能产生的中国仰望星空文化彻底中断%使得自然
神秘的#天道$成为儒道化的凶吉之道的助力符
号%这是先秦哲学创造与中国超功利信仰文化建
设擦肩而过的根本原因& 墨子的#兼爱$和杨朱
的#贵己$看似有所对立%但实际上是针对儒家的
大利之义(之爱%考虑非差等之利和个人利益问
题%这亦未出#利即爱$的思维框架& 庄子的#无
待$看似批判儒家的权力化世俗功利%但实际上
是个人快乐哲学之利的另一种考量%且在关怀苍
生上难以为力& 所以道家和墨家均不会提出超功

利(超快乐的信仰问题来审视儒家%更不会提出虽
痛苦但幸福的超凶吉之信仰哲学问题来开辟中国

现代性文化哲学之维& 墨家和杨朱哲学在先秦产
生而在汉代独尊儒术后式微%正好说明汉代以后
国人的生命状态已被儒家(法家和道教收编& 儒
道哲学将生命力理解为#怪力$%这种#怪力$潜入
民间则成为#妖力$%生命力在文化的双重异化中
以#怪力 恶力$循环%由此产生的哲学局限%只能
由+聊斋志异-这类以个体哲学来呵护生命复杂
性的作品来弥补%这就造成中国哲学史中具象思
想与抽象思想互动的特性&

再一方面%先秦民间哲学的#善恶之辩$*+.
哲

学命题%是不尊重生命复杂有机性%并对生命进行
切割的结果%一定程度上窄化了中国文化哲学创
造的问题视域& 只要我们注意动物世界既有生命
本能之为己%也有生命关爱之为他!!!甚至是动
物的跨种类关爱%我们就可以发现荀子的#性本
恶$和孟子#性本善$均具有不尊重生命复杂性%
从而也简单化地理解了动物生命之局限%动物生
命被简单化和人的生命善恶化自然弱化了生命的

复杂力量!!!生命一方面只能在#私欲之恶$和
#关爱之善$间挣扎%使得生命的个体感觉和意志
差异弱化,另一方面%不同生命对待世界的感知就
被儒道文化同化而失去了挑战文化的能力& 具体
体现为. 其一%将#禽兽$与#私欲$画上等号%提
出#人与禽兽$之别的伦理命题%如孟子将#食色$
当作#兽欲$*+/%本质上是人的道德生命优于动物
生命的思维所致%没有看到人的色欲与动物性欲
的区别在于不侵犯他者意志& 对这个问题的认知
错位%必然会产生荀子以#性本恶$对动物复杂性
生命的伦理丑化%以为生命欲望一定会展现冲突
之恶%没有走到己欲侵犯他欲即恶的伦理命题上
来%更区别于笛卡尔和黑格尔在思想上强调人兽
之别的哲学思维& 其二%孟子的#性本善$同样是
对动物生命切割美化%用动物的#恻隐$来加强
#仁义$的合法性%要求他者行善其实已经由自然
的#善性$转化为人为的#仁性$& 儒家伦理对生
命复杂的无力性产生的伦理困境是. 将动物的私
利本能放大为人的文化性的#自私$%然后通过轻
视#自私$来文化性地强调#大公无私$%从而对动
物之间的#关爱$也进行了#无私$之放大%是造成
国人在#大公无私$和#自私$间进行文化异化循
环的原因%并间接造成了国人生命失去了自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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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关爱和私欲的能力%从而走向生命力弱化与
麻木& 不敢正视动物的复杂性和人的生命复杂
性%也就建立不了中国式的以复杂变化为特性的
生命哲学!!!生命必然只能停留在本能性的低层
次诉求%而人就成了礼仪性的#谋道不谋食$ )孔
子 #`$*%轻视生命复杂性的存在& 其三%由于儒
家文化规范下的中国人生命在#礼仪$和#本能$
间循环萎缩了生命对世界的多种感知力%国人便
丧失了在生命复杂与文化规范的互动关系中发现

新的哲学问题的能力%致使中国伦理文化只能在
#轻利$与#重利$间恶性循环!!!#重利轻义$的
社会现实存在只不过需要#重义轻利$的意识形
态来虚饰而已%创造性的#利$的哲学问题便很难
被提出&

值得说明的是%老庄哲学虽然在民间为主导%
但并不是说老庄哲学是鼓励思想文化创造的哲

学%而是老庄哲学低调无待(自适其适(不依附权
力与世俗%从而使生命状态处在相对自在的状态%
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文学和哲学创造& 老庄的生命
自在状态虽然也不是尊重生命复杂变化性力量的

哲学%但多少为生命的感觉(欲望(意志的千差万
别提供了可呵护的精神空间& 由于人的创造性活
动主要还是体现在精神空间对现实空间的疏离审

视%所以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先秦诸子为什么是
学在民间(思在民间& 准确地说%道家化的民间
为个体创造提供偏向内心自在自由的土壤%这
就为个体生命意志捍卫自己提供了空间. 无论
是生命力的敞开还是退让%均由个体的选择来
承担&

四$ 当代青年柔化$宅化和网络愤化
现象中的生命力问题

!!当代青年柔化(宅化和网络愤化所构成的生
命力虚弱现象%说明道家柔弱美学遇阻退缩的生
存方式并没有在市场和权力博弈的当下空间消

失%反而以躺平的生存方式宣告一个不想作为%也
不知何为的生存方式的到来& 而辨析其中是否有
#虽弱且强$#虽宅且敞$#虽愤且思$的个体生命
力和创造力潜在涌动%则成为中华生命力美学必
须面对并回答的当代文化美学问题&

一方面%当代青年男性柔化一般是指男性女
性化& 女性化不仅指女性的装束打扮%而且是指

女性的柔性气质在男性身上出现并体现在生活的

方方面面& 柔性气质作为女性由受动支配的生命
特性%在性质上不能理解为女性的软弱%而是女性
主体建构自身并与男性刚性对等互动的方式& 女
性的温柔性既可以内含生命力%形成韩剧+大长
今-中#外柔内坚$的气质形象%也可以内含顺从
性和依赖性%从而揭示中国女性依赖家庭和夫权
的生命异化关系& 当代青年男性的女性装束和温
柔特性%如果不遮蔽其内在的生命感觉和意志%其
实是一个无可厚非的社会文化现象& 因为阴阳互
动也包括气质互渗%因为唐代敦煌壁画中也有女
扮男装%汉代乐府民歌中也有替父从军的花木兰%
为什么当代就不能有男扮女装和刚柔转换的混杂

特性呢'
但男性以#娘化$形象出现作为一个可争议

性美学问题%是指其超出了男女可以互为对方特
性的范畴%从而异化为生命软弱怕事之怯懦现象&
这种生命怯懦现象具体的案例之一是. 台湾青春
偶像剧 +别叫我软柿子-中女主骂男主为 #娘
炮$*+0%这种男性形象在中国各类影视剧和综艺类
节目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此类男性俗称#小
鲜肉$& #娘炮$在这部作品中已经不是指性别上
的柔性%而是指生命状态的软弱& 如果温柔和柔
性是特性词%那么柔弱和软弱就是问题词%其指向
生命失去自身原本具有的捍卫生命尊严的抗争

力& 生命抗争力是一种不需要他者帮助的本然抗
争力%是成也要争(败也要争的非智慧性自发力
量%在一株小草抗击狂风中也会呈现& 如果一个
人像一株小草%那么当他既不愿意与外在世界抗
争%也不愿意与自己的内在世界抗争而躺平的时
候%生命力也会召唤他不能无所作为%至少他的内
心会说#总不能无所事事地一直这样躺平$吧&
所以真正的生命异化之躺平是失去了这样的生命

意念%而不再思考什么是属于自己的可为&
当然%如果#娘炮$特指男性讨好取悦女性%

#娘化$就成为男性生命自然魅力丧失的同义语%
而喜欢被讨好的女性则相应成为虚假快乐的生命

接受体!!!躲避生命痛感的人造麻醉感& 由于快
感痛感相伴才是生命的自然正常体验%所以当生
命拒绝痛感(迷恋人造麻醉感时%男女两性均丧失
了#自己让自己开心$的生命独立快乐能力& 爱
情不再以独立(自尊(魅力产生爱的吸引力%#我
要你哄才能开心$#哄你开心我便开心$便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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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对生命虚弱共生的异化关系& 讨好的本质是
迎合%迎合的本质是屈尊%屈尊的本质是权力%权
力的本质则是自私%自私的本质是享乐%享乐的结
果就是虚弱%虚弱的结果便是死亡& 于是%讨好(
迎合(权力(自私(享乐(虚弱(死亡共同扼杀了生
命天然的自爱力(抗争力(关爱力(变化力%个体生
命必然从传统的人格依附(思想依附进入生命感
觉也依附的无真状态%其思维是#你的感觉就是
我的感觉$%这是生命力严重丧失之体现&

另一方面%当代青年宅化和躺平现象在文化
渊源上与道家回避政治文化世俗现实的文化哲学

有关%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老子低调隐居和庄子
内心无待哲学的当代延伸和异化& 这种异化是
指. 老子和庄子的哲学是个人保持内心安宁与快
乐的方法%而宅化与躺平中的个人体验的不是快
乐而是焦虑%昭示出当代青年本质上想有所为而
不得的心态%这不是道家的无为静心%相反地%它
体现为厌工(厌学(厌奋斗的情绪蔓延!!!#厌$
是生命对无意义事物拒绝的方式%但#宅$和#躺$
却解决不了什么& 如果#厌$是利益诉求的压力
导致%那么#宅化$和#躺平$就会通过刺激性体验
消耗自己的生命而与利益诉求的压力同质& 如果
#厌倦$的无意义与#刺激$的无意义是生命异化
的正反面%本质上是内在世界没有属于自己的超
快感超利益人生目标%那么%湖南长沙 $# 岁女孩
小媚)化名*每晚蹦迪至凌晨致肠烂死而去世*+1%
与企业白领们在利润的压力下奋斗猝死%性质就
没有根本的区别&

上述现象之所以是同一种文化病症%是因为
功利性的为国(为单位(为自己的目标趋向%是与
现代性的#不同于他人$的超功利文化信仰教育
背道而驰的%更是与生命天然的差异性感觉背道
而驰的%所以它阻碍了当代人获得不同于功利快
感之幸福%反过来也会使当代中国人不可能有不
同于传统文化的价值依托和行为方式& 当#我为
什么不能成为我$异化为#我为什么不能成为他
人$时%#借助从众性人生进行不同于他人的奋
斗$的思维方式就是缺席的%自我应对不鼓励自
己人生设计的社会环境之思考也是缺席的%对
#要么什么也不做$和#要么就从众性之做$的逆
反恶性循环之审视同样是缺席的& 看起来#从众
性之做$似乎比#什么也不做$更积极一些%但由
于#从众性之做$的廉价性和非创造性是从未经

过理性审视和追问的%故#宅化$中的生命同样也
是未进行理性审视的%这就是文化上的乌合之众
形成的原因& 如果当代青年能通过生命力美学和
创造性思维在自我审视中超越前人%在宅化和躺
平中能展开#什么是自己的做$之独特思考%让生
命孕育生命力并通过建构性的创造力区别于原来

不躺平的从众性生存状态%宅化躺平与社会奋斗
之争的问题就会被双双消解%即#做和不做$之命
题就转化为#什么是自己的做和不做$之命题&

再一方面%当下网络世界群愤攻击现象屡见
不鲜%从另一个方面揭示出社会压力的变异宣泄%
反映出重儒家#大我情感$的生命群体喜欢在#膜
拜 拒斥$的思维下进行价值判断的问题%也揭示
了个体生命力创造力虚弱的问题& 在思想力根本
上受生命力制约的逻辑下%网络群愤其实是儒家
的#抒情自大$与#实力自卑$文化之体现& 这种
文化遮住了这样一个道理. 生命力之强是靠行动
力而不是靠抒情力%是靠关爱力而不是靠排斥力%
是靠理解力而不是靠判断力& 正如爱情是靠行动
关怀而不是靠语言关怀一样%迷恋和依赖语言的
抒情暴力正好是生命行动力虚弱(不敢有所为也
不能有所为的中国生命孱弱呐喊文化之延续& 生
命的行动力之所以是深度分析能力而不是煽情判

断能力%是因为分析作为思想和思维的行动不是
表现在简单肯定什么和否定什么上%而是通过分
析性语言不断揭示现象后面的问题%并且让问题
构成对现象的审视%这种审视会使我们对社会现
象的认知走向深刻和复杂%并让我们对司空见惯
的判断标准进行深思%从而将情感判断隐遁%情感
性的自大才能转变为理性化的自信& 所以%靠分
析行为看待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就会意识到中国
的儒道文化并不一定是令中国人今天自信自豪的

文化%反而民间性的+山海经- +国风- +乐府民
歌-等才是肯定生命力的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现
代化也不是用儒道文化与西方文化去拼接%而是
从中国自己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中提出现代性的哲

学问题对儒道文化进行创造性改造的实践%因此
中国应当为什么样的文化而自豪就成为中华生命

力美学研究的问题&
最后%一个国家的网络现实不是抒情性地捍

卫自己国家的利益%不是贬低与我们价值观不一
致的民族和国家%而是放弃自己的利益考量%包容
并理解与我们价值观不一致的民族和国家%才能

"#_"



中华生命力美学的问题之思

以有胸襟(有理性的关爱人类的方式维护国家和
民族的形象%突破情感性的自大和自卑相伴的弱
生命力文化思维定势& 这里面就有一个如何理解
#国家强大 生命强大 思想强大$的关系问题&
如果每一个人的生命强大在于尊重不同生命的感

觉和意志%派生出每一个人的文化强大在于不同
思想的产生%那么生命之间的排斥打压和文化之
间的排斥打压必将得到纠正,如果每一个人有自
己对世界理解的追求并按照这样的理解去生活%
不受社会环境左右%那么%由这样的生命个体组成
的群体自然就不是相互排斥(轻视(打压的声讨性
关系%而是彼此尊重(批评(创造(影响的多元对等
之文化关系& 这样的关系之展开%才能形成人类
命运共同体所要求的不同文化对等互动创造的健

康关系%突破以自我利益为价值判断标准的传统
亲疏远近关系%也突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
统抒情性的排他性思维关系&

注释%>0#%)&

! 本文系中华生命力美学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另外两篇
分别为中华生命力美学的内容之思和方法之思&

" #生命切割$意指人的伦理创造以动物的某种特性如
#私欲$来切割动物的复杂生命%形成人与禽兽之别的先
秦哲学命题& 荀子视#私欲$争斗为#性本恶$%明清顾炎
武(王夫之肯定#人欲$& 孟子则以#恻隐之心$对生命的
关爱性进行另一种称之为#善$的生命切割&

# #原生性文化$意指其文化停留在狩猎层面%依靠力量
获取资源%尚未在思想创造层面上完成自己的文化建构&

$ 否定主义哲学认为%现代性的强国首先是现代文化思
想创造的影响力之强%而不是经济指标和军备数量之多&

而在生命力孱弱的土壤中%其生命感觉和意志是被文化
制约的%难以在生命与文化的张力关系中发现创造性
问题&

% 源自+宋季三朝政要- #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伪
君子$%指品德低下的人& 参见罗竹风. +汉语大词典-第
$ 卷%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年%#a%&

& 桑林舞%是#用以祭祀自然神的一种舞蹈00据记载%

表演桑林舞时%舞者头戴五色羽旌%形状可怖$& 参见赵
志远(刘华明. +中华辞海-第 $ 册%北京. 印刷工业出版
社%$%%# 年%$%%a&

' 参见+国语"楚语-.#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
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
天通&$引自左丘明. +国语-%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年%"b_&

( #己利不损他利$意指自己的利益追求不能以损害他

者的利益追求为前提%而应该以生命实力相互竞赛& 损
利是指干预他者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这属于权力对利
益的干预%所以会以群体之利的#义$轻视个体之#利$的
合法性&
)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人民解放军王杰同志一
心一意为革命的崇高精神的概括%后经毛泽东的赞扬和
倡导%这一口号在全国广泛流传%体现了#为了共产主义
的伟大事业%要有不怕流血牺牲的彻底革命精神$& 参见
罗国杰. +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 # 卷%长春. 吉林人民
出版社%#^^" 年%第 a3` 页&
2 生命力维护的生命感受差异性在与文化规范的矛盾关
系中容易发现不同的哲学问题%进而成为文化哲学创造
的基础&

*+- #哲学性创造$在中国包括观念哲学和文学艺术的非
观念性哲学%意指对世界有独特理解从而在世界观层面
给人启示的思想%区别于对中国经典和西方经典进行阐
释的学术性创新&

*+. 钱穆.#孟子提出辞让之心人皆有之作为性善论的根
据%荀子则提出争夺之心人皆有之作为性恶论的根据%其
实辞让固善%争夺亦非恶& 争夺而过是恶%辞让而过亦不
是善%两说各得其一偏00$参见钱穆. +湖上闲思录-%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3!#^b&
*+/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
之00$ 参见孟子. +孟子-%长沙. 岳麓书社% $%%%
年%#a#&

*+0 #娘炮$一词的意义可参台湾电视剧+我要变成硬柿
子-%#剧中3娘炮4被女主角用来责骂男主角软弱胆小(缺
乏男子气(像个娘们儿%与我们通常所说的3娘娘腔4含义
类似$& 参见单波. +跨文化传播研究-%北京. 中国传媒
大学出版社%$%#^ 年%#"`&
*+1 参见网易网+$# 岁长沙女孩一周七次#_`b$肠子都烂
了. 别放纵了%真的会死-%$%$#年 #%月 #_日%$%$#年 #%月
"%日l*881D.mm"-2#3"24+5m>.m(:8'4I9mLM\]7cnV%`$`6]VG2
*85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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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版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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