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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莊子美學在美育中的意涵 

第一節   美育（美感教育）的功能與其現狀  

以「美」的陶冶來促進健全人格的發展，提昇文化水準，並以此

建立更理想的社會國家，是中西歷史上向來都極度重視的教育議題。

孔子提出「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的理想人格培育過程，強調一

個理想人格的養成是要兼顧美感培育及品格之養成的。中國虞夏商三

代的學校教育以養老、教孝、習射、學樂為要務，其具體做法在於以

詩歌、音樂、儀禮等的教學，以培養具有「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

虐，簡而無傲」之人格氣質。至於古希臘教育，其基礎學校中的音樂

學校及體育學校係透過音樂、詩歌、戲劇、演說、科學及體育的教學，

使受教者身心均臻完美的狀態 113。  

 

美感教育雖在歷史上受到中外哲學家及思想家之重視，但「美育」

一詞的真正使用卻是近代才開始的，它首先是由德國哲學家席勒 114（Fr. 

Schiller,  1759-1805）所提出的。在近代中國，則應歸功於受西方思潮

影響的蔡元培先生，經由他所提出「美育代替宗教說」論點引發討論

與重視後，才使得「美育」功能之重要性得以重新被關注與重視。  

 

一、席勒《美育書簡》之美育思想  

 

美育之實施與理論之探討雖有長遠的歷史，但正式使用「美感教

育」（ asthet ische Erziehung）一辭則見於席勒在 1793-1794 年間所發

表的《美育書簡》。席勒有鑑於十八世紀末專業技術開始發展，資本

                                                
113楊深坑，《柏拉圖美育思想研究》，水牛出版社，民 85 年，頁 16-44。 
114席勒說：「法國大革命使我警覺到政治自由並非是一蹴可幾的，人從自然人過度到理性人中間

還有一道鴻溝有待跨越。」《美育書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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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蓬勃下，卻反而使人類的人格有陷入肢解分離的危險，因而提倡

美感教育，期透過美感教育，發展人類感性與精神力量的最大可能的

和諧，使人從自然狀態，通過美感狀態，而導向理性與道德化的人格

發展。  

 

十八世紀末在法國大革命影響之下，德國開始了以「狂飆運動」

為名的文藝革新運動，文學、哲學、藝術紛紛衝破封建主義的束縛，

而席勒的美育思想亦因此應運而生 115。席勒擔憂世局之紛亂，及人格

崩解與文化粗俗化的危機，因而提倡美感教育，其美育相關論述，大

部分皆在其著作《美育書簡》一書當中。《美育書簡》的宗旨寫道：「人

必須通過審美狀態才能由單純的感性狀態達到理性和道德的狀態，達

到自由。事實上人隨著自己進入各種被規定狀態而喪失了這種人性。

如果人能夠過渡到一種相反的狀態，那麼他就能夠通過審美的生命力

而重新恢復這種人性。」 116他強調具有道德美的行為看起來不依循規

則之原因，是因本身已渾然忘卻規則，就像出乎本能一樣，能輕而易

舉就完成道德義務似的。《 美 育 書 簡 》 是 席 勒 關 於 美 學 的 主 要 著 作 ，

他 也 是 第 一 個 將 美（ 包 括 審 美 ）與 藝 術 的 建 構，同 人 的 自 由 解 放 和 全

面 發 展 相 聯 繫 起 來 的 人 。  

 

席勒認為人唯有透過美感教育─美育( Aesthetic Education)

才能使得人類的感性、理性與精神性動力獲得整體和諧的開展，以造

就完美的人格，進而促進和諧社會之建立。席勒這種美育理念是希望

藉由積極地推展美育教學的實施，而透過美感的陶冶，培養圓滿完美

的人格，進而改善全民的生活品質，提昇全民生活文化的境界，使社

會、國家達到整體和諧的發展為目的。莊子美學思想是在「道」主體

                                                
115 朱狄，《西方美育小史》，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頁 245-250。 
116 席勒，《美育書簡》，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4 年版，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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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所開展出的虛空心靈之美境，所強調的亦是藉由人之修養體驗工

夫，以達到天人合一且身心靈合一的整體和諧發展，讓人能真正達到

順任自然，以合乎完美人格的最高境界。 

  

二、概述蔡元培《美育代替宗教說》的美育思想  

在 中 國 首 推 孔 子 最 重 視 教 育，孔 子 總 結 了 春 秋 時 代 之 前 的 教 育 經

驗 ， 以 六 藝
117

來 教 育 學 生 ， 而 「 樂 」 就 是 教 導 美 育 的 專 門 課 程 。 《 論

語 》曰 ：「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 孔 子 把「 樂 」視 為 興 邦 治 國

中 相 當 重 要 的 措 施 ， 強 調 「 詩 」 的 倫 理 教 育 和 認 識 的 教 化 功 能
118

。 而

近 代 較 著 名 的 且 大 力 提 倡 美 育 學 者，則 為 王 國 維 和 蔡 元 培 先 生 兩 人 ，

其 中 又 以 蔡 元 培 之〈 美 育 代 替 宗 教 說 〉，引 發 近 代 國 人 的 重 視 美 學 教

育 之 效 應 最 廣 。  

蔡 元 培 先 生 在《 教 育 大 辭 書 》中，撰 寫 了 美 育 的 條 目，向 國 內 引

介 了 席 勒 的 美 育 思 想 ： 「及 18 世紀，經包姆加敦與康德之研究，而

美學成立。經席勒詳論美育之作用，而美育之標幟，而彰明較著。」

119
蔡元培先生提出美育之立足點，與席勒的提出美育的目的實際上是

有其相同之處，其皆是鑑於文化粗俗化及社會不安定之危機下，提出

以美育淨化心靈之論。本著理性、和諧、統一的觀點，論述應由美感

教育著手，培育健全人格，提昇並淨化人心，並期能促進文化國家發

展。蔡 先 生 亦 認 為，美 育 不 但 可 以 輔 助 德 育 的 完 成，而 且 可 以 促 進 智

育 的 飛 躍 與 進 升。因 為 當 人 沉 浸 於 自 然 美 的 氛 圍 或 藝 術 美 的 意 境 時 ，

就 會 消 解 佔 有 的 衝 動，進 而 增 進 了 其「 創 造 的 衝 動 」，及「 自 我 審 察 」

的 關 注 能 力。所 以 他 要 求「 知 識 以 外 兼 養 感 情 」、「 治 科 學 以 外 兼 治

                                                
117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118《論語‧陽貨》：「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

木之名。」 
119《蔡元培哲學論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頁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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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術 」
120

， 不 僅 要 體 會 人 生 的 意 義 和 價 值 ， 在 科 學 研 究 中 亦 能 增 添 生

動 活 潑 的 精 神 ， 激 發 創 造 的 活 力 ， 並 有 利 於 創 新 型 人 才 之 培 養 。  

  蔡 先 生 不 但 從 理 論 上 宣 導 美 育，亦 主 張「 以 美 育 代 宗 教 」之 說 ，

也 就 是 美 育 不 依 賴 於 宗 教 而 能 獨 立 地 發 揮 作 用，他 曾 親 自 為 音 樂 研 究

會 草 擬 章 程，確 定「 敦 重 樂 教 ，提 倡 美 育 」的 宗 旨。在 當 時 的 社 會 歷

史 條 件 下，這 種 學 說 的 倡 導 與 發 表 是 超 前 的，同 時 亦 有 某 些 空 想 的 色

彩。但 是 隨 著 時 代 的 變 遷 與 歷 史 之 推 移，他 的 美 育 思 想 論 述，時 至 今

日 則 更 加 凸 現 出 其 價 值 與 意 義 。 在 我 們 今 日 的 教 育 方 針 和 培 養 目 標

中，過 去 很 長 一 段 時 間 以 來， 只 提 德 、 智、體 的 發 展， 缺 少 美 育 這 個

環 節，的 確 是 教 育 上 的 一 種 侷 限 與 限 制，而 使 得 教 育 難 以 充 分 發 揮 其

全 方 位 的 功 能 性。《 美 育 代 替 宗 教 說 》是 希 望 透 過 美 育 的 倡 導 來 替 代

宗 教 讓 人 們 所 仰 賴 之 心 靈 寄 託 功 能，而 美 應 當 是 具 被 普 遍 性 與 超 脫 性

的，此 特 性 卻 是 宗 教 功 能 無 法 具 備 的，因 此 唯 有 美 育 才 能 達 到 美 的 審

美 超 脫 之 最 終 目 的。人 的 形 體 、生 命 、力 量 皆 是 有 限 的 ，與 宇 宙 及 天

地 萬 物 相 比 是 如 此 的 渺 小 且 微 不 足 道，唯 有 人 的 精 神 是 無 限 的，故 若

能 與 無 限 且 虛 空 的 精 神 合 而 為 一，才 能 與 美 的 超 脫 境 界 合 而 為 一，這

也 就 是 莊 子 所 提 倡 「 道 」 所 開 展 下 的 「 天 人 合 一 」 境 界 。  

 

三、現今藝術教育之現狀及隱憂  

 

美感教育除了情意陶冶之功能，它還包括了知、情、意、行的陶

冶與社會文化的認識與批判。美學始祖鮑嘉登（A. G. Baumgarten）

雖以希臘文「感覺」（ aisthesis）來為其新學科「美學」一辭，命名為

「Aesthet ica」，但其實在其理論中，美學還是只是一種「知識的模式」

（mode o f knowledge）。當代以分析哲學為基礎的美育理論就將美感

                                                
120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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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教材，作為一種符號系統，透過這個系統的教學，發展學生掌

握世界的能力
121
。從美感教育的歷史發展看來，美感教育即為人類透

過視覺與觸覺，藉以發展人類知覺能力的過程。綜上分析，足見美感

教育不僅能陶冶情意，更涵括了知、情、意、行等認識能力、批判能

力之完整人格的培育。  

 

柏拉圖認為真正的美，是存乎永恆不變的的理念世界，真正的人

格教育須以追求理性世界的完美為終極目標，而真正藝術是源自於人

類理智的要求，以表達出理念世界裡真正美的本質，如此之美才可激

起人類高級的理性之樂 122。因此，藝術及美感培養可作為教化教育的

工具。至於虛假的藝術模仿假象，訴諸感官激情，圖以取悅別人為目

的，忽略了真善美之本質，則是有害的教育功能
123
。在柏拉圖理想國

的規劃中，特別重視藝術教材之選擇，以避免虛假藝術腐化人的真性

情，也強調教學環境的美感設計，使人能涵泳其中，以發揮其人格陶

冶的功能。他提出體育與美育的養成教育之重要性，故慎選美育教材

及美感教學環境之安排相當受到重視，並最為推崇音樂的教化作用，

因此如何運用藝術教育之功能來陶冶人的心靈，並健全人格上發展，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裡是相當受到關切與重視的。  

 

反 觀 當 今 社 會，在 青 少 年 教 育 中，有 著 過 分 注 重 智 育 之 養 成，漸

漸 忽 略 情 意 德 性 的 培 養 及 美 感 教 育 之 重 要。學 校 教 育、家 庭 教 育 和 社

會 教 育，該 如 何 切 實 地 加 強 美 育，培 養 情 感 高 尚、心 靈 美 好 的 建 設 人

才 和 公 民 ， 仍 是 當 前 教 育 事 業 中 的 一 個 重 大 課 題 。  

 

 

                                                
121〔德〕鮑姆加敦：《美學》，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 年，頁 13。   
122楊深坑，《柏拉圖美育思想研究》，水牛出版社，民 85 年，頁 82-85。 
123同上注，頁 127-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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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 從 陶 冶 情 感 入 手，塑 造 健 全 的 人 格，也 正 是 提 高 人 文 素 質 、

加 強 社 會 精 神 文 明 建 設 的 一 個 重 要 環 節。特 別 是 在 當 今 市 場 經 濟 的 潮

流 中，價 值 偏 差 、和 某 些 制 度 及 支 配 的 缺 陷，出 現 道 德 腐 敗 蔓 延、急

功 近 利、人 心 浮 躁 的 社 會 現 象，人 們 對 金 錢 和 各 種 物 質 利 益 的 角 逐 ，

處 處 對 青 少 年 產 生 侵 蝕 。 青 少 年 中 的 反 常 心 態 和 犯 罪 行 為 也 屢 屢 發

生。在 這 種 社 會 環 境 下 ，在 加 強 德 育 的 同 時，從 多 方 面 宣 導 美 育，陶

冶 情 感，淨 化 心 靈，從 青 少 年 著 手 ，努 力 塑 造 健 全 的 人 格，實 在 是 當

務 之 急。這 不 僅 僅 是 學 校 的 事 情，而 應 當 成 為 整 個 社 會 國 家 都 該 有 的

自 覺 行 動。因 此 把 美 育 看 作 改 革 教 育、改 造 社 會 的 重 要 手 段，看 作 培

養 創 新 人 才、爭 取 美 好 未 來 的 重 要 手 段，在 今 天 確 實 具 有 現 實 的 迫 切

性 意 義。如 果 藝 術 不 是 教 育 的 手 段 之 一，想 必 藝 術 教 育 的 發 展 也 將 不

會 受 到 大 家 的 重 視 了，許 多 研 究 顯 示，學 習 藝 術 的 過 程 可 以 間 接 增 進

學 生 吸 收 學 習 的 能 力，同 時 也 能 增 加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透 過 藝 術 教 育

的 轉 化 學 習，因 而 增 強 其 他 教 育 的 功 能，美 感 的 培 養 增 進 完 整 人 格 的

學 習 及 展 現 。  

第二節    莊子美學在美育功能上的啟發  

 

美育在人類文明發展中具有重大的作用。世界各地所遺留的原始

藝術遺跡與現存的原始部落之各種藝術活動說明了，與早期人類伴生

的原始藝術活動就是最早的美育活動 124，換言之原始藝術雖不乏實用

和遊戰的成分，但其中所體現出來的審美追求正是人類孕育自身精神

品性的明證。康 德 在 對 藝 術 與 自 然、科 學、手 工 藝 的 釐 清 與 解 釋 後 ，

亦 將 藝 術 定 義 為：「藝術是人類根據理性的選擇，所自由創作的產物，

無法套用客觀的理論或規則，在創作的過程中，主體的心靈處於自由

                                                
124張玉能主編，《美學教程》，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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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的遊戲狀態，而不假外求」 125。  

 

席勒則認為，只要人在他最初的自然狀態中僅僅是被動地接受感

性世界，他就仍然是和這個世界是同一的，只有當他在審美狀態中把

世界放到自己以外去觀照的時候，他個人才是與世界分開。在席勒看

來，含有美育因素的藝術、遊戰的產生，無疑是人類脫離動物界的一

個最後標誌 126。因此，莊子以「遊」與「化」所拓展出來的美學意境，

與上述強調的人在審美經驗下所呈現的精神狀態基本上是極為相似

的。莊子體「道」思想及「遊」的自由精神運用於藝術教育上，對藝

術教育功能的啟發是相當富意義性的。  

  

一 、  藝 術 （ 美 感 ） 教 育 的 目 的  

 

席 勒 認 為 美 育 的 目 的 是 要 塑 造 完 整 的 性 格，蔡 元 培 則 認 為 是 要 造

就，健 全 的 人 格，也 就 是 為 了 培 養 個 人 之 全 面 發 展 為 目 標。席 勒 在《 審

美 教 育 書 簡 》第 六 封 信 中 闡 明 了 他 提 倡 美 育 的 目 的，他 雖 過 度 理 想 化

了 古 希 臘 人 的 「 完 整 的 性 格 」， 但 他 提 出 美 與 藝 術 的 教 育 功 能 能 恢 復

人 的 完 整 性 格，則 充 分 表 達 美 育 在 其 心 裡，對 教 化 人 格 的 功 效。而 古

希 臘 的 這 種 完 整 性 格 應 該 是 近 代 人 的 典 範。由 於 科 學 的 進 步，社 會 分

工 的 擴 大，造 成 了 近 代 社 會 的 一 系 列 衝 突 對 立 和 異 化 的 生 活 方 式，亦

使 得 人 失 去 完 整 性 格，因 此 需 要 美 和 藝 術，即 美 育 來 恢 復 古 希 臘 人 那

種 性 格 的 完 整 ， 使 個 人 得 到 全 面 發 展 。  

 

蔡 元 培 在 《 普 通 教 育 和 職 業 教 育 》 中 重 申 教 育 的 宗 旨 ：（ 1） 養

成 健 全 的 人 格（ 2）發 展 共 和 的 精 神 。並 解 釋 說：「 所 謂 健 全 的 人 格 ，

                                                
125康德，《判斷力批判》上卷，台北：商務印書館，1964年，頁139。 
126〔德〕席勒：《美育書簡》第 26 封信，中國文聯出版社，1984 年，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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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分 四 育， 即 體 育、 智 育、 德 育、 美 育 。 這 四 者 一 樣 重 要， 不 可 放 鬆

一 項 的 。 」 127蔡 元 培 雖 不 像 席 勒 那 樣 全 面 地 分 析 了 近 代 社 會 破 壞 性 格

完 整 的 弊 端，但 他 從 教 育 救 國 和 美 育 救 國 的 立 場 出 發，他 的 思 想 亦 是

強 調 通 過 美 育 與 體 、 智 、 德 育 的 結 合 而 培 養 出 全 面 發 展 的 人 才 。     

  

實 際 上，通 過 美 育 來 達 到 個 人 的 全 面 發 展，是 歷 史 許 多 思 想 家 的

共 同 理 想 ， 也 是 西 方 馬 克 斯 主 義 者 的 理 想 128。 進 步 的 資 產 階 級 思 想 家

們 都 極 力 反 對 資 本 主 義 大 工 業 生 產 分 工，給 人 類 帶 來 的 性 格 片 面 發 展

和 淪 為 機 器 與 職 業 的 奴 隸 的 不 幸 狀 況，因 此 若 要 使 人 得 到 全 面 發 展 ，

則 認 為 美 育 即 具 有 此 全 面 發 展 人 為 全 人 的 功 能 。  

 

    馬 克 思 主 義 創 始 人 以 歷 史 唯 物 主 義 觀 點 科 學 地 論 述 了 個 人 的 全

面 發 展，為 這 一 理 想 的 實 現 指 出 了 正 確 的 道 路，並 且 肯 定 了 美 育 在 實

現 這 一 理 想 過 程 中 的 作 用 。 馬 克 思 曾 明 確 指 出 ：「在共產主義社會，

個性得到自由發展，因此不是為了獲得剩餘勞動而縮減必要勞動時

間，而是直接把社會必要勞動縮減到最低限度，那時，與此相適應，

由於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和科學等等

方面得到發展。」 129由 於 美 是 一 種 顯 現 出 人 之 自 由 的 肯 定 價 值 ， 它 能

使 個 人 與 社 會 合 規 律 性 與 合 目 的 性，使 真 與 善 統 一 在 人 類 實 踐 的 肯 定

之 中 ， 促 進 每 個 社 會 成 員 的 自 由 發 展 ， 塑 造 出 全 面 發 展 的 新 人 。  

 

    在 實 現 培 養 和 造 就 全 面 發 展 的 人 這 個 目 的 的 具 體 歷 史 過 程 中 ，

                                                
127《蔡元培美學文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 年版，頁 107。 
128

西方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盧卡奇在《審美特性》中曾把日常生活比作一條長河，他認為由這條長河中分流

出了科學和藝術，這兩樣對現實更高的感受形式和再現形式。西方馬克思主義：1920 年代流行於中、南

歐，不同於蘇聯的官方堅持以辯證唯物主義為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而以人的主體性、哲學與文藝來重塑

馬克思學說。開創人物為盧卡奇、寇士、葛蘭西等，包括法蘭克福學派、布達佩斯學派、存在主義的馬

克思主義、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等，為 1960 年代以後流行的新馬克思主義的前身。  
129《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第 1 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年版，頁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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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育 的 主 要 作 用 表 現 可 歸 納 為 以 下 幾 個 方 面 130：  

 

（ 1） 提 高 人 美 的 辨 別 能 力  

 

     美 與 醜 是 因 為 相 比 較 相 對 性 而 存 在 與 發 展 的，無 論 在 自 然、社

會 和 藝 術 中，美 醜 以 及 各 種 型 態 都 是 紛 紜 雜 呈 的，要 從 中 把 真 正 的 美

的 對 象 分 辦 出 來，發 展 正 確 的、健 康 的 審 美 活 動，都 必 須 要 求 審 美 的

每 個 個 人 都 要 具 備 美 的 辨 別 能 力。這 種 能 力 並 不 是 遺 傳 的 產 物，而 是

每 個 社 會 通 過 長 時 間 的 審 美 活 動 實 踐，在 各 自 社 會 下 所 延 續 的 世 界 觀

指 導 下 逐 漸 形 成 的。如 果 一 個 人 從 有 意 識 開 始，或 者 如 蔡 元 培 所 說 從

胎 兒、嬰 兒 開 始 就 經 常 接 受 家 庭、學 校 、社 會 的 正 確 審 美 教 育 ，他 就

可 以 形 成 辨 別 美 的 能 力。反 之，一 個 人 從 很 小 就 開 始 接 受 或 經 常 接 觸

一 些 庸 俗、低 級、就 可 能 無 法 擁 有 辦 別 的 能 力，甚 至 走 上 犯 罪 的 道 路。

美 育 作 用 的 理 智 成 分 薄，因 此，除 了 以 真 正 美 的 對 象 去 薰 陶 受 教 育 者

外，還 應 輔 以 必 要 的、生 動 的 美 學 知 識 的 學 習，可 以 加 速 這 種 作 用 的

發 揮。人 的 審 美 需 要 是 肯 定 且 是 應 使 其 得 到 滿 足 的，如 果 家 庭、學 校

和 社 會 不 予 以 真 正 美 的 對 象 使 之 得 到 滿 足，社 會 成 員，特 別 是 青 少 年

就 會 飢 不 擇 食 ， 無 法 形 成 、 提 高 辨 別 美 的 鑑 賞 能 力 。  

 

（ 2） 培 養 對 各 種 美 的 感 受 能 力  

 

美 有 各 種 不 同 的 型 態，有 自 然 美、社 會 美、藝 術 美 和 形 式 美；有

壯 美 、 崇 高 、 幽 默 、 悲 劇 性 ， 還 有 其 反 面 醜 、 滑 稽 、 喜 劇 性 等 131， 豐

富 多 彩，變 幻 莫 測。為 了 使 人 們 能 夠 面 對 這 樣 錯 綜 複 雜 的 形 形 色 色 審

美 對 象，都 能 產 生 應 有 的 美 感 體 驗，就 必 須 以 豐 富 多 樣 之 美 的 對 象 去

                                                
130 張玉能主編，《美學教程》，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版，頁 226-228。 
131 同上注，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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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導 人 們，培 養 其 感 受 能 力。同 時，每 個 人 從 先 天 遺 傳 獲 得 的 感 受 能

力 是 有 差 別 的，但 這 種 差 別 只 是 有 限 的，更 多 的 卻 是 後 天 訓 練 所 得 到

的 感 受 能 力 。 這 後 天 的 差 別 在 整 個 社 會 成 員 中 常 常 表 現 出 極 大 的 懸

殊。一 個 藝 術 家 從 任 何 對 象 所 能 發 現 的 美，比 一 個 普 通 人；往 往 豐 富

得 多，獨 特 得 多。一 個 沒 有 多 少 文 化 素 養 和 藝 術 修 養 的 人，與 一 個 知

識 淵 博 、 慧 眼 獨 具 、 敏 感 多 情 的 人 面 對 同 樣 的 形 式 之 「 美 」， 他 們 的

審 美 感 受 幾 乎 可 能 出 現 天 壤 之 別。要 使 個 體 的 審 美 感 受 力 得 到 培 養 和

提 高 ， 就 須 要 提 供 多 方 面 的 審 美 教 育 。 俗 話 說 「 心 以 靈 犀 一 點 通 」， 審 美

尤 其 需 要 審 美 主 體 的 「 靈 犀 」， 否 則 面 對 再 美 的 對 象 也 會 無 動 於 衷。 給

人 們 移 入 審 美「 靈 犀 」的 最 有 效 方 法 就 是 把 人 們 引 去 美 的 境 界 中 去 加

以 薰 陶，這 便 是 審 美 的 教 育 132。因 此，審 美 教 育 也 是 一 個 啟 迪、引 導 、

示 範 的 教 授 和 學 習 的 過 程 。  

 

（ 3） 發 展 創 造 美 的 能 力  

 

創 造 美，並 不 是 藝 術 家 的 專 利，應 該 說，每 個 社 會 成 員 都 有 創 造

美 的 潛 在 能 力 。 高 爾 基 說 ：「 我 確 信 ， 每 個 人 都 具 有 藝 術 家 的 稟 賦 在

更 細 心 地 對 待 自 己 的 感 覺 和 思 想 的 條 件 下，這 些 稟 賦 是 可 以 發 展 的 。

133」審 美 教 育 的 一 個 重 要 作 用 就 是 要 把 每 個 社 會 成 員 的 這 種 藝 術 家 的

稟 賦 發 展 起 來 ， 為 發 展 這 種 稟 賦 促 造 最 有 利 的 條 件 。 從 兒 童 教 育 開

始，我 們 的 審 美 教 育 就 應 該 有 目 的、有 意 識 地 去 培 養、發 展、提 高 青

少 年 創 造 美 的 能 力。這 樣 才 可 以 當 他 們 在 某 一 方 面 有 突 出 創 造 力 表 現

出 來 時，施 以 適 當 的 教 育，培 養 出 一 個 真 正 的 藝 術 家，或 者 培 養 出 一

個 具 有 美 的 創 造 力 的 普 通 勞 動 者，以 適 應 日 益 擴 大 的 人 類 按 照 美 的 規

律 塑 造 物 體 的 各 行 各 業 的 實 際 工 作。當 然，審 美 教 育 不 僅 僅 只 是 為 了

                                                
132同上注，頁 226。 
133高爾基《文學書簡》，頁 426。 

Generated by Foxit PDF Creator © Foxit Software
http://www.foxitsoftware.com   For evaluation only.



 76 

培 養 出 這 樣 的 藝 術 人 才，而 是 要 普 遍 地 提 高 社 會 每 一 個 成 員，每 一 個

青 少 年 的 創 造 美 的 能 力。因 此，審 美 教 育 要 滲 透 到 每 一 門 學 科、每 一

項 課 內 外 活 動， 讓 受 教 育 者， 無 論 是 幼 童、青 年 、 成 人 都 有 意 識 地 、

自 覺 性 地 發 展 自 己 的 創 造 才 能 。  

 

（ 4） 塑 造 優 美 的 心 靈  

 

審 美 教 育 的 目 的 是 培 養 全 面 發 展 的 完 人，但 是 在 仍 存 在 的 社 會 分

工 的 條 件 下，我 們 並 非 要 去 超 越 歷 史 地 塑 造 一 種 在 每 一 行 當 和 藝 術 門

類 都 有 傑 出 成 就 的 通 才 和 全 才。因 此，審 美 教 育 的 具 體 且 最 終 的 整 體

目 標 ， 就 是 對 上 述 三 方 面 作 用 的 綜 合 ， 使 得 受 教 育 者 對 美 的 辨 別 能

力、感 受 能 力、創 造 能 力 都 得 到 鍛 鍊 和 發 展，使 他 們 的 感 覺 力 、觀 察

力、想 像 力、理 解 力 、體 力 、創 造 力 等 等 一 切 人 類 的 本 質 力 量 都 得 發

展， 成 為 一 種 優 美 的 心 靈， 和 諧 的 心 靈 。 同 時 ， 美 育 與 德 育 、 智 育 、

體 育 等 三 方 面 的 教 育 有 機 地 結 合 起 來 。 如 蔡 元 培 說 ：「美育者，應用

美學之理論于教育，以陶養感情為目的者也。人生不外乎意志；人與

人相互關連，莫大乎行為；故教育之目的，在使人人有適當之行為，

即以德育為中心是也。故欲求行為之適當，必有兩方面之準備：一方

面，計較利害，考察因果，以冷靜之頭腦判定之；凡保身衛國之德，

屬於此類，賴智育之助者也。又一方面，不顧禍福，不計生死，以熱

烈之情感奔赴之；凡與人同樂，捨己為群之德，屬於之類，賴美育之

助者也。所以美育者，與智育相輔而行，以圖德育之完成者也。 134」

因 此，我 們 進 行 審 美 教 育 的 最 終 目 的，就 是 通 過 美 育 造 就 全 面 發 展 的

人 才，德 、智 、體、美 要 全 面 發 展 而 且 應 該 以 德 育 為 中 心 並 充 分 發 揮

美 育 的 作 用 ， 塑 造 並 培 育 出 優 美 且 自 由 創 作 的 心 靈 空 間 。  

 

                                                
134 《蔡元培美學文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 年版，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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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莊 子 美 學 意 涵 對 美 育 功 能 的 啟 發  

 

莊 子 認 為「 道 」是 客 觀 存 在 的、 最 高 的 、 絕 對 的 美， 天 地 的「 大

美 」 就 是 「 道 」。 在 秋 水 篇 中 莊 子 亦 提 出 「 美 」、「 醜 」 是 相 對 性 的 ，

它 們 的 本 質 都 是 「 氣 」，「 美 」 與 「 醜 」 只 要 是 順 任 自 然 之 「 道 」， 都

可 以 具 有 美 感 的 特 質，並 展 現 出 生 命 的 力 量。莊 子 認 為 人 的 外 型 美 並

不 重 要 ， 重 要 的 是 人 內 在 的 「 德 」， 內 在 的 「 精 神 面 貌 」 135。 莊 子 的

美 育 思 想 強 調 ，「 意 境 」 的 美 勝 過 於 「 形 象 」 的 美 ， 透 過 擺 脫 物 役 ，

摒 棄 人 為 ， 追 求 精 神 內 在 的 美 ， 這 對 後 世 的 美 育 思 想 影 響 重 大 。  

 

在 莊 書 中 對 於 藝 術 審 美 的 最 高 精 神 層 次，就 是 萬 物 隨 之 形 化「 物

化 」 準 則 為 代 表 。「 美 」 的 追 求 過 程 中 ， 為 了 合 乎 莊 子 對 於 自 然 本 性

之 美 與 美 醜 相 對 的 審 美 要 求，審 美 的 本 體 必 須 是 排 除 感 官 及 感 性 的 外

在 審 美 機 制，而 回 歸 至 精 神 本 質 的 理 性 準 則，也 就 是 將 審 美 主 體 自 感

性 的 外 在 媒 介 與 審 美 對 象 的 價 值 型 態 中 獨 立 而 出。在 這 樣 的 過 程 中 ，

審 美 本 體 與 審 美 對 象 間 的 對 立 與 型 態 漸 漸 被 破 壞，進 而 達 至 互 融 以 化

的 最 高 境 界。對 於 審 美 的 要 求 不 再 需 要 強 調 自 身 的 存 在，或 是 精 神  與

理 念 的 差 異 。 此 時 ，「 美 」 的 表 徵 是 無 限 的 、 自 然 的 、 無 為 的 、 萬 物

與 我 合 而 為 一 的 。 136 

 

〈 德 充 符 〉 中 曾 提 到 ：「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

宗也。」「 物 化 」 的 功 能 乃 在 於 使 人 與 物 間 皆 能 合 於 「 道 」 性 ， 有 就

是 說 作 為 審 美 主 體 的 人，與 最 為 審 美 對 象 的 物 之 間 沒 有 任 何 阻 礙 性 ，

因 為「 道 」的 融 合 使 得 兩 者 間 是 相 容 相 合 的，這 也 就 是 以「 道 」為 最

                                                
135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學生書局，民 55 年，頁 134-136。 
136

 《莊子齊物論》曰：「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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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的 審 美 準 則 。 137因 此 以「 道 」為 最 高 指 導 原 則 的 莊 子 美 學 ，對 當 前

藝 術 教 育 功 能 上 的 啟 發 性 ， 筆 者 歸 納 出 下 列 三 點 ：  

 

（ 一 ） 寓 教 於 「 道 」 與 「 樂 」 的 美 育   

 

美 育 不 同 於 德 智 體 三 育 的 地 方，首 要 在 於 他 所 運 用 的 手 段 和 工 具

不 是 運 用 道 德 和 政 治 的 規 範、知 識 的 概 念 體 系 或 是 體 力 的 訓 練，而 是

具 體、感 受 性 的、獨 特 性 的 形 象，而 是 主 要 地 運 用 各 種 藝 術 的 美 來 達

到 教 化 人 心 之 功 能，藝 術 的 美 是 形 象 美 與 自 然 美 的 集 中 概 括，是 內 容

和 形 式 的 統 一，主 觀 和 客 觀 的 統 一，最 富 於 創 造 性，所 以 最 能 強 烈 地

感 染 受 教 育 者，具 有 最 強 烈 的 作 用 力，也 就 是 最 能 發 揮 情 感 的 中 介 作

用，通 過 藝 術 的 審 美 功 能 而 達 到 最 充 分、最 有 效 地 發 揮 藝 術 的 教 育 功

能 和 認 識 功 能 。  

莊 子 所 提 出 之 以「 道 」為 中 心 的 美 學 思 想，也 正 是 一 種「 寓 教 於

樂 」的 美 學 教 育 。他 強 調 以 自 然 無 為 為 本，在 任 何 大 自 然 的 環 境 中 ，

若 能 真 正 體 現「 道 」的 精 神 與 意 境，則 天 地 萬 物 任 其 自 化 的 變 化 過 程，

人 籟、地 籟 亦 或 是 天 籟 ，都 自 然 地 呈 現 著 天 地 之 美，人 之 美，在 毫 不

造 作 的 逍 遙 境 界 中，能 自 然 地 體 驗 著「 天 樂 」的 美 境。這 樣 一 個 無 拘

無 束 ， 充 滿 無 限 可 能 的 環 境 中 ， 正 是 最 適 宜 培 養 美 感 教 育 之 最 佳 環

境 。 正 如 孔 子 問 老 聃 「 遊 」 之 意 境 ：「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志美

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138」一 樣，遊 於 美 境 之 中，而 達 到 至 樂 之 境 ，

即 是「 道 」的 至 美 至 樂 之 境 。莊 子 最 讚 賞 的 是 自 然 之 樂 ，一 方 面 表 現

出 人 與 自 然 和 諧 相 處 的 理 想，另 方 面 隱 涵 著 對 自 由 的 無 限 嚮 往，在 此

自 由 與 自 然 並 非 是 對 立 的 ， 而 是 統 一 的 ， 因 自 由 即 是 自 然 。  

                                                
137

 徐復觀先生認為，此一「物化」或「物忘」的境界，實即藝術精神的主客兩忘的境界。而這是由喪我、忘我而必然

呈現出的境界。參閱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88 頁。 
138 《莊子‧田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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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怡 情 養 「 自 然 」 之 性 的 美 育  

藝 術 審 美 的 另 一 個 作 用，就 是 怡 情 養 性 的 功 能，使 人 們 通 過 藝 術

欣 賞 後 而 得 到 積 極 的 休 息 與 心 靈 的 涵 養，從 而 獲 取 新 的 精 力 與 活 力 去

投 入 新 的 工 作。西 方 當 代 心 理 學 的 許 多 學 派，都 十 分 重 視 藝 術 對 欣 賞

者 深 層 心 理 的 渲 泄 作 用 或 淨 化 作 用，認 爲 美 的 教 育 可 以 使 人 們 在 現 實

生 活 中 受 到 壓 抑 或 無 法 實 現 的 情 緒、願 望、期 待 、理 想 ，通 過 藝 術 創

造 的 想 象 世 界 或 夢 幻 世 界 得 到 完 成 和 滿 足。但 是，決 定 這 種 心 靈 自 由

是 否 為 絕 對 的、 無 條 件 的 先 決 條 件， 即 是 與「 道 」合 一 與 否， 因 唯 有

達 到 與「 道 」為 一 的 境 界 ， 才 是 絕 對 的 、無 條 件 的 自 由 「 遊 」之 境 。

這 必 須 要 完 全 解 除 是 人 為 上 的 限 制 後 才 能 體 驗，而 要 擺 脫 這 種 限 制 而

實 現 完 全 的 自 由， 就 必 須 做 到「 忘 」的 工 夫。 對 道 的 體 認、 體 驗， 只

有 出 於「 自 然 真 情 」才 能 作 到 ，要 出 於 自 然 真 性 ，而 人 之 真 情 就 是 在

天 之 內 、 在 自 然 之 內 ， 順 任 自 然 著 萬 物 與 環 境 下 才 能 展 現 人 的 真 性

情。回 到 大 自 然 的 懷 抱 ，一 切 依 自 然 之 道，使 精 神 能 如「游於無窮之

野」 一 般 ， 神 遊 其 中 ， 獲 得 精 神 自 由 ， 方 能 體 驗 到 天 地 之 大 美 。  

 

而 以「 情 」感 人 的 方 式 ，是 美 育 與 其 他 教 育 之 間 最 鮮 明 的 區 別 ，

美 育 作 用 決 不 是 死 板 的 道 德 說 教，而 是 以 情 感 人、以 情 動 人，通 過 美

的 強 烈 的 感 染 性，使 欣 賞 者 自 覺 自 願 地 受 到 教 育。美 育 可 陶 冶 人 的 情

感 充 分 發 揮 主 體 之 自 然 之 性。德 育 和 智 育 過 程 是 知 識 體 系 和 道 德 規 范

的 個 體 內 化 過 程，而 個 體 所 發 展 的 主 要 是 理 性。作 為 美 重 要 途 徑 的 美

育，可 以 陶 冶 人 的 情 感，發 展 人 的 感 性 與 內 在 情 感。個 體 在 審 美 過 程

中 運 用 的 是 直 觀 的、感 性 的 方 式，即 是 對 客 觀 規 律 合 乎 於 人 的 目 的 的

運 用 的 自 由 境 界 的 直 觀 感 受。這 種 超 越 理 性 的 觀 照 方 式，便 是 審 美 的

感 性。因 此，美 育 可 以 使 個 體 的 心 智 各 方 面 的 發 展 更 加 完 整 與 和 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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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育 通 過 形 象 的、直 觀 的、感 性 的 方 式，使 個 體 獲 得 審 美 的 愉 悅。

審 美 活 動 以 非 強 制 性 地 進 行 著，使 人 在 審 美 過 程 中 可 以 自 由 自 在 地 去

感 受 美。人 是 感 性 且 具 體 存 在 的 個 體，在 審 美 過 程 中 可 以 盡 可 能 地 獲

得 並 展 示 自 己 豐 富 的 獨 特 感 受。如 果 說 德 育 和 智 育 主 要 發 展 了 人 的 德

行 和 心 智 等 方 面 的 個 性，那 麼 美 育 則 發 展 了 人 的 審 美 方 面 的 個 性。和

諧 的 最 高 境 界 是「 合 而 不 同 」，正 如 莊 子「 道 」的 核 心 思 想 是 一 致 的 ，

在「 物 化 」之 下 的 個 體 擁 有 各 自 主 體 上 的 獨 特 性，但 本 質 上 卻 皆 是「 氣 」

之 所 成，處 於 萬 物 皆 一 的 大 自 然 中，和 諧 自 在 地 冥 合 為 一，才 能 真 正

體 會 到 天 地「 大 美 」之 美， 從 而 發 展 出 屬 於「 道 」的 最 高 審 美 觀 照 。 

  

（ 三 ） 潛 移 默 化 的 美 育  

 

美 育 不 是 強 制 性 的 教 育 活 動，而 是 一 種 具 有 極 大 自 由 性 的 教 育 活

動，正 因 為 美 育 的 手 段 和 工 具 是 具 體、感 人 和 獨 特 的 美 的 形 象，它 的

作 用 方 式 是 通 過 情 感 全 面 地 激 起 整 心 靈 的 活 動 所 以 它 就 不 是 一 種 強

制 性 的 灌 輸，或 是 靠 強 化 紀 律 來 施 行 教 育，而 是 通 過 受 教 育 者 對 美 的

對 象 的 主 動 接 近，於 不 知 不 覺 當 中 受 到 了 教 化 的 教 育 過 程。在 如 此 狀

態 中，學 習 者 所 學 到 的 之 事 就 能 掌 握 得 更 牢 固，並 且 能 通 過 自 由 性 聯

想 而 隨 時 被 回 憶 起 來；間 接 地 所 得 到 的 道 德 規 範 和 倫 理 觀 念 會 更 加 鮮

明，在 日 常 生 活 的 過 程 中 會 隨 時 隨 地 給 人 的 行 為 提 供 一 個 具 體 的 參 照

者；所 進 行 的 體 力 鍛 鍊 同 樣 會 更 加 持 之 以 恆，進 而 伴 隨 著 一 種 熱 情 的

推 動 力。如 我 們 常 說 的 ：榜 樣 楷 模 的 力 量 是 無 窮 的 ，身 教 重 於 言 教 ，

沒 有 熱 情 就 沒 有 對 真 理 追 求 的 熱 情 。 其 中 就 透 露 著 美 育 的 精 神 與 特

徵 ， 此 也 正 是 美 育 潛 移 默 化 的 力 量 。  

莊 子 美 學 是 建 構 在 完 整 而 無 限 的 生 命 之 中 ， 人 是 活 在 當 下 ， 心

靈 是 無 滯 無 礙 的 解 脫，在 虛 空 中 流 動 著，體 驗 著 內 在 心 靈 的 感 動 及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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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生 命 之 成 長，藉 此 發 現 個 體 內 在 的 自 性，與 天 地 萬 物 之 形 化，以 體

悟 宇 宙 大 道 的 歷 程。此 歷 程 由 修 養 放 空 本 心，便 能 放 棄 成 見，使「虛

室生白，吉祥止止」〈 人 間 世 〉。 莊 子 哲 學 中 的 美， 並 不 是 講 純 粹 的

自 然 美 或 藝 術 美，而 是 講 人 與 自 然 合 一 的 精 神 愉 悅，這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是 表 現 人 的 自 由 人 格，是 表 現 人 的 心 靈 境 界。不 計 利 害、不 求 榮 華 而

向 自 然 界 完 全 敞 開，空 靈 而 有 光 明， 也 正 是「虛室生白」之 境 ，這 樣

的 情 感 世 界 是 莊 子 所 提 倡 的 最 真 實 的 心 靈 世 界，道 即 是 生 命 之 光，道

的 境 界 就 是 生 命 的 自 由 ， 而 其 強 調 的 也 是 個 人 的 無 待 之 心 、 無 心 之

心，心 靈 自 由，而 唯 有 以 流 暢 無 窒 的 心，才 能 進 行 獨 特 且 變 通 的 創 造

性 思 考 。  

聖 人 法 天 而 行，以 自 然 為 師，天 地 無 為 而 自 然 化 合，萬 物 得 以 生

成 養 育， 而 人 們 通 過 美 的 欣 賞 活 動， 受 到 真、善 、 美 的 熏 陶 和 感 染 ，

在 心 靈 自 由 狀 態 下，因 著 美 的 潛 移 默 化 的 作 用，引 起 人 的 思 想、感 情、

理 想、追 求 發 生 深 刻 的 變 化，引 導 人 們 樹 立 起 屬 於 自 己 且 順 任 自 然 的

人 生 觀 和 世 界 觀，達 到「至樂無樂」的 最 大 喜 悅 與 心 靈 之 寧 靜 與 平 和。

美 育 對 人 的 教 化 功 能，常 常 是 在 毫 無 強 制 的 情 況 下，使 欣 賞 者 自 由 自

願、不 知 不 覺 地 受 到 感 染，在 這 種 漸 漸 地 長 期 作 用 下 使 人 的 心 靈 得 到

淨 化，對 人 的 思 想 情 感 和 精 神 面 貌 自 然 而 然 地 啟 動 了 潛 移 默 化 的 教 育

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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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莊子「遊」與「化」對美育意涵之開拓與創生 

 

莊 子 「 物 化 」 美 境 追 求 對 中 國 後 世 的 美 學 思 想 發 展 有 很 大 的 影

響 ， 李 澤 厚 、 劉 綱 紀 所 編 的 《 中 國 美 學 史 》 中 曾 說 ：「 中 國 美 學 不 僅

是 單 純 從 物 的 屬 性 上 去 尋 找 美 ， 而 是 從 我 與 物 的 精 神 關 係 上 去 尋 找

美，把 美 看 作 是 一 種 生 活 的 境 界，一 種 令 人 忘 懷 一 切 的 特 定 情 境。這

一 思 想 是 發 端 於 莊 子 學 派 的 ， 而 為 後 來 的 『 意 境 』 說 所 本 。 139」  

 

〈 大 宗 師 〉 曰 ：  

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

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

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鏌 ?，大冶

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

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

寐，遽然覺。 

 

「以天地為大爐，以造化為大冶」的 理 念， 即 是 以「 道 」為 宗 ， 亦 是

「 物 化 」的 根 本 依 據。 人 與 萬 物 皆 具 為「造化者所造」， 則 唯 有「 物

化 」，才 能 使 其 回 歸 其 本 然 之 真 實， 亦 唯 有「 物 化 」才 能 呈 顯 人 與 物

俱 為 所 造 之 狀 況，而 如 此 突 顯 出 道 的 多 樣 多 元 化，而 屬 工 匠 性 格 的 或

藝 術 化 的 技 藝 屬 性 亦 如 是。以 一 切 為「 道 」之 所 造 為 的 觀 點 來 看，萬

物 皆 一，無 所 差 別，且 亦 可 各 秉 其 天 性 與 自 性，各 遂 其 適，在 大 道 流

行 之 下 以 見 天 地 之 全 與 真，此 為「 天 地 之 美 」， 而「原天地之美以達

萬物之理」
140

亦 為 之 展 現 ！ 「 物 化 」 也 正 是 「 由 物 化 而 觀 化 」 ， 經 由

「 物 化 」的 千 變 萬 轉 而 得 以 轉 化 成 人 間 種 種 物 相 的 差 異，以 致 萬 物 各

遂 其 適，各 順 其 性，各 正 其 位 ，而 得 以 展 現 一 體 與 自 化 之 本 然 美 境 。 

                                                
139 《中國美學史》，李澤厚、劉綱紀，1987 年，275 頁。 
140 《莊子‧知北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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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道 」的 觀 點 而 言 天 與 人 、物 與 我 是 本 然 地 交 感 而 能 互 通。而

「 物 化 」之 美 境， 是 人 與「 道 」， 亦 正 是 人 與 自 然 融 合 之 美 境， 在 這

返 回 世 界 本 質 之 中 的 過 程，即 是 美 感 經 驗 的 歷 程 ，故「 天 地 之 美 」之

美 感 經 驗 亦 在 此 美 感 的 作 用 下 得 以 體 現 與 作 用。筆 者 就 莊 子 美 學 對 美

育 意 涵 上 可 以 延 伸 並 創 生 出 的 新 意 涵 ， 歸 納 出 下 列 幾 點 ：  

 

一 、 自 然 且 超 越 性 的 藝 術 人 生 觀  

在 逍 遙 遊 中，莊 子 真 實 而 具 體 的 刻 劃 出 全 然 不 受 限 制，「 逍 遙 無

待 」超 脫 的 精 神 境 界。他 具 體 刻 劃 了 這 樣 的 一 個「天地與我並生，而

萬物與我為一」的 精 神 領 域，肯 定 了 人 的 精 神 是 可 以 獨 立 存 在 肉 體 之

外，而 非 僅 僅 是 隱 藏 在 肉 體 中 的 內 在 。 古 今 中 外 ，體 認 這 種「 化 」竟

者 並 不 在 少 數 ， 因 為 這 樣 的 化 境 並 非 訴 諸 於 語 言 、 傳 授 便 能 全 然 明

白。要 能 真 正「 知 道 」這 樣 的 境 界 ，並 非 只 是 意 識 上 的 認 知， 而 是 要

經 過 體 驗 工 夫， 才 能 有 恍 然 大 悟 的「 體 會 」與「 開 悟 」。 莊 子 把 這 樣

的「 化 」境 放 入 自 己 的 核 心 思 想 中，一 方 面 為 了 建 構 這 自 由 自 在 的 心

靈 世 界 ， 一 方 面 也 是 要 人 把 不 可 能 的 限 制 轉 為 可 能 。  

 

莊 子 的 人 生 的 態 度，就 是 一 種 追 求「 道 」為 最 高 境 界 的 人 生。莊

子 在 〈 大 宗 師 〉 云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

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強 調 出

人 與 其 奮 力 追 求 世 間 道 德 形 式 上 的 外 在 假 象 ， 倒 不 如 回 歸 其 本 性 之

真， 也 就 是「 道 」的 原 始 出 發 點， 忘 卻 仁 義、 禮 智 的 的 他 律 要 求， 達

到「大仁不仁」 141的 思 想 自 由 之 境 界 ，才 是 人 生 真 正 得 以 自 由 自 在 存

在 的 最 佳 目 標 與 方 式 。  

                                                
141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台灣學生書局，民 55 年，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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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自 然 之 「 道 」 為 人 生 觀 主 要 思 維 的 想 法 ， 在 莊 子 看 來 其 實 即 為

「 美 」的 最 高 境 界。《 莊 子‧ 刻 意 》云：「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

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閑，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

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如 此「澹然無極」 

的 境 界 正 是 合 乎 自 然 且 超 越 性 的 藝 術 人 生 觀 精 神。莊 子 為 了 求 得 精 神

層 次 的 完 全 解 脫，自 然 而 然 地 就 達 到 了 所 謂 的 藝 術 精 神 領 域 之 中，然

而 根 據 徐 復 觀 先 生 在《 中 國 的 藝 術 精 神 》中 提 到 的 觀 點，即 認 為 這 樣

的 藝 術 人 生 觀 之 落 實 ， 其 實 就 是 其 自 身 「 人 格 的 藝 術 化 」， 莊 書 中 的

藝 術 精 神 並 非 是 為 了 創 造 藝 術 而 藝 術，也 並 非 是 為 了 純 欣 賞 而 藝 術 ，

而 是 在 當 時 的 變 動 下，為 了 面 對 人 生 的 困 境，並 成 就 自 我 存 在 的 人 生

價 值 而 建 立 出 的 一 種 超 越 性 的 藝 術 精 神 。 142 

 

《 莊 子 》 中 對 於 「 美 」 的 判 定 價 值 ， 一 直 是 其 與 自 然 共 存 ， 亦 是

與「 道 」共 存 的 狀 態，在 莊 書 中 有 相 當 多 描 述 是 關 於 這 樣 共 存 狀 態 的，

例 如 ：  

         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

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齊物論〉                                                      

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理，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

稱神明之容。〈天下篇〉 

郭 象 注 釋 為 ：「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

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也。」充 分 解 釋 了 天 地 萬 物 及「 自

然 」 與 「 道 」 之 間 的 關 係 。「 天 地 」 成 了 「 萬 物 」 與 「 道 」 的 的 另 一

個 別 稱 ， 而 「 美 」 的 本 質 就 是 「 天 地 」 所 體 現 出 的 「 美 」， 此 體 現 的

                                                
142 參閱徐復觀《中國的藝術精神》提到：「老子乃至莊子，在他們思想起步的地方，根本沒有藝

術的意欲，更不曾以某種具體藝術作為他們追求的對象。」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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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也 正 是 合 於 「 道 」 之 自 然 無 為 的 特 性 。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

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

「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

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云行而雨施矣！」     

〈天道論〉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理而不

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理。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

作，觀於天地之謂也。〈知北遊〉 

 

莊 子 將「 美 」與「 大 」之 間 做 形 式 上 的 區 別 ， 美 則 美 矣 ， 而 未 大 也 ，

充 分 表 現 出 莊 子 認 為「 大 」在 意 涵 上 比「 美 」更 具 有 深 刻 且 廣 大 的 審

美 意 義 。 因 此 其 才 在〈知北遊〉裡 提 到 的「 大 美 不 言 」正 是「 道 」的

最 高 推 崇 與 肯 定，其 審 美 的 標 準 與「 大 巧 若 拙 」的 概 念 是 相 當 一 致 的。

《 中 國 美 學 史 》 第 一 卷 亦 提 到 說 ：「 莊 子 所 說 之 『 大 』 指 的 是 不 為 包

括 社 會 倫 理 道 德 在 內 的 各 種 事 物 所 束 縛 的 個 體 自 由 和 力 量 的 偉 大，它

沒 有 什 麼 倫 理 學 的 色 彩 ， 已 是 一 個 相 當 純 粹 的 美 學 範 疇 。 」
143

「 大 美

不 言 」顯 現 出「 無 言 而 心 說 」的 特 殊 心 靈 狀 態 和 心 理 感 受，這 樣 的 審

美 活 動 是 一 種「 我 」與「 物 」俱 忘 的 超 越 境 界， 亦 可 稱 為 是 一 種 自 然

與 「 道 」 的 超 然 藝 術 化 的 過 程 。  

 

二 、 非 功 利 性 的 純 粹 藝 術 思 維  

 

在 莊 書 中 並 沒 有 直 接 對 藝 術 或 審 美 等 概 念 作 文 字 上 的 論 述，而 其

主 要 的 核 心 思 想 是 在 對 人 生 與 生 命 態 度 及 生 存 哲 學 的 探 討，本 質 上 的

實 質 意 義 ， 即 是 藝 術 本 質 性 的 反 射 ， 也 就 是 「 美 」 的 展 現 。「老、莊

思想當下所成就的人生，實際是藝術地人生；而中國的純藝術精神，

                                                
143 李澤厚、劉綱紀主編，《中國美學史》第一卷，台北，里仁，1986。頁 25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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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係由此一思想系統所導出。」
144

 

莊 子 的 人 生 境 界 其 所 想 達 成 的 及 藝 術 化 的 純 粹 藝 術 精 神 境 界，此

一 觀 念 也 影 響 了 日 後 的 中 國 藝 術 觀。這 種 自 然、不 受 外 物 限 制 的 超 然

藝 術 思 維 的 形 成 ， 最 主 要 的 出 發 點 ， 乃 是 為 了 追 求 人 格 自 由 而 產 生

的。莊 子 所 身 處 的 動 亂 的 社 會 中，生 活 的 急 速 變 動，生 存 問 題 而 產 生

的 掠 奪 不 斷 地 發 生，在 如 此 環 境 下 生 存 ，必 須 面 對 生 存 、生 活 、生 命

上 的 種 種 限 制 與 困 境，因 而 追 求 心 靈 上 的 絕 對 自 由 自 在，才 可 化 種 種

的 限 制 為 無 限 的 可 能 性 。  

 

莊 子 的 純 粹 藝 術 審 美 思 維，即 是 不 對 藝 術 本 身 的 功 能 性、目 的 性

加 以 考 慮 與 討 論，相 對 的，對 於 藝 術 創 造 的 特 徵 與 創 作 者 的 心 境 及 審

美 的 純 粹 意 識，在《 莊 子 》中 列 舉 了 許 多 當 代 有 名 的 工 匠、技 師 等 寓

言 故 事 皆 有 深 刻 的 認 知 與 意 見。因 此 藝 術 創 作 與 審 美 活 動 的 進 行，必

須 是 不 受 外 力 強 制 的 純 粹 自 由 意 識 的 活 動 才 是，而 且 必 須 是 超 越 所 有

功 利 、 功 能 與 其 他 目 的 性 之 價 值 導 向 。  

 

因 此，莊 子 反 對 以 任 何 形 式 上 的 道 德 來 約 束 並 規 範 人 心 的 發 展 ，

而 是 應 當 使 人 能 回 歸 原 始 社 會 中 的 自 由 且 自 然 的 人 心 發 展。任 何 具 有

目 的 性、功 利 性 或 功 能 性 的 人 為 行 為，都 非 人 應 當 追 求 的 目 標，故 他

眼 中 的「 美 」是 必 須 要 摒 除 所 有 人 偽 的 非 自 然，才 可 成 為 真 正 的「 美 」。

正 是 如 此 的 自 然 無 為，才 能 以 代 表「 無 待 」的 空 靈 自 由 之 美，才 足 以

堪 稱 藝 術 的 純 粹 思 維 。  

 

三  、 無 用 之 用 的 審 美 觀  

莊 子 認 為 人 若 處 於 階 級 競 爭 的 社 會 中，處 處 為 生 活 的 利 害 得 失 、

                                                
144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學生書局，1966，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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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利 爭 奪，而 若 是 無 法 掙 脫 這 樣 的 得 失，則 人 只 能 生 活 在 痛 苦 與 掙 扎

中。因 此 唯 有 超 脫 並 獨 立 於 種 種 的 世 俗 利 害 的 相 對 價 值 觀 念，才 能 得

到 精 神 上 的 滿 足 與 得 到 真 正 的 自 由。這 也 正 說 明 莊 子 對 於 審 美 對 象 範

圍 的 擴 展 與 提 升，其 目 的 是 為 了 幫 助 當 時 受 困 於 物 質 界 貧 乏 而 得 不 到

物 質 欲 望 滿 足 的 平 民 百 姓，提 供 一 個 新 的 審 美 範 疇，及 一 種 面 對 不 安

生 活 的 心 靈 寄 託，使 人 們 在 動 盪 的 生 活 中，能 藉 由 精 神 層 次 純 粹 審 美

的 愉 悅 感 ， 得 到 審 美 的 快 感 與 心 靈 的 平 靜 。  

 

而 在 莊 子 的 藝 術 審 美 思 維 中 ， 除 了 非 功 利 性 外 ，「 無 用 」 的 觀 念

在 其 思 維 形 成 中 亦 扮 演 相 當 重 要 的 角 色。莊 子 認 為「 美 」若 能 達 到「 無

用 」的 境 界，則 其 必 能 超 脫 人 為 功 利 的 限 制，而 在「 無 用 」範 疇 中 真

正 體 現 出「 美 」的 純 粹 自 由 與 審 美 之 無 功 利 性 的 特 質。 在《 莊 子‧逍

遙 遊 》 中 ， 提 出 若 干 以 「 無 用 」 為 「 美 」 的 例 子 ：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

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以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

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

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 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

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洸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

謀曰：『我世世為洴澼洸，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 金，請與之。』

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

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洸，則所用之異

也。今子 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

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 無 用 之 大 用 」是 一 種 超 越 功 利 性 的 思 維 方 式，會 認 為「 無 用 」之 為

「 無 用 」之 物，乃 是 因 受 制 於 一 般 世 俗 的 觀 念 來 判 定，而 無 法 真 正 回

歸 純 正 的 對 事 物 的 超 然 境 界 所 致。就 如 同 惠 子 受 制 於 短 曲、不 暢 直 的

有 蓬 之 心 一 樣，無 法 以 超 然 的 見 解 來 對 待 世 俗 所 謂 的「 無 用 」之 物 。

因 此 美 在「 自 然 」「 無 為 」「 無 用 」之 中 ，在 莊 子〈 人 間 世 〉中 有 一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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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 師 的 寓 言「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

以為門戶則液樠，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

之壽。」莊 子 提 到「 不 材 之 木 」與「 無 所 可 用 」之 緣 故 ，而 得 以 保 全

樹 木 原 本 的 成 長 ，以 能 順 應 自 然 之 道 ，而 顯 現 出 其「 無 為 與 無 用 」之

自 彰 之 美，而 如 此 自 然 無 為 之 美，正 是 契 合 於 莊 子 所 言 之「 天 地 有 大

美 而 不 言 」之 美。莊 子 認 為 大 樹 之 所 以 令 人 感 受 其 逍 遙 的 恬 淡 之 美 ，

乃 因 其「 無 用 」之 情 狀 在 一 般 人 對「 美 」的 認 知 狀 態 下 ，反 而 使 其 不

夭 斥 斧 ， 得 以 廣 莫 之 於 野 。 因 此 ， 若 能 領 略「 無 用 之 用 」之「 美 」之

純 粹 藝 術 審 美 者，才 得 以 享 受 此 精 神 層 次 的 超 然 愉 悅 美 感 之 感 受。此

「 無 用 之 用 」 之 「 大 用 」 正 是 審 美 藝 術 觀 上 「 美 」 最 高 境 界 。  

 

四  、 以 「 道 」 觀 「 物 」， 以 「 心 」 觀 「 道 」  

 

在 〈 知 北 遊 〉 中 提 到 曰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

議，萬物有成理而不說」， 天 地 間 充 滿 了 自 然 之 大 美 而 不 言 之 美 ， 春

夏 秋 冬 四 時 變 化 有 著 明 確 且 無 須 議 論 的 自 然 規 則，萬 物 的 生 成 各 有 其

自 然 之 道 亦 是 不 說 明 的 。天 地 萬 物 的 生 成，順 應 著「 道 」的 自 然， 無

所 為 而 為 的 ， 是 無 須 再 去 言 說 或 論 證 的 。  

莊 子 雖 不 主 張「 道 」有 任 何「 實 用 價 值 」，但 是 對 於 提 高 人 的 心

靈 境 界，培 養 人 與 大 自 然 融 為 一 體 的 生 活 樂 趣，實 現 人 的 心 靈 自 由 ，

則 相 當 重 視 其 對 人 的 實 用 價 值。人 要 由 形 體 我 的 拘 執 中 突 破，轉 向 內

在 精 神 富 源 之 開 發，在 精 神 世 界 上 與 萬 物 為 一， 與「 道 」冥 合 同 遊 ，

其 關 鍵 就 在「 心 」。莊 子 認 為「 心 」有 二 層 作 用 面 向，一 種 為「 人 心 」，

亦 是 屬 於 世 俗 上 的 私 心 ；而 另 一 種 則 是 屬 於 逍 遙 遊 的「 心 」， 是「 遊

心 」， 是 「 心 齋 」的「 心 」， 是 離 形 去 智 以 凝 神 聚 氣 之 「 心 」， 是 人

在 體「 道 」工 夫 精 熟 焠 鍊 後，心 密 契 於「 道 」且 化 於「 道 」之「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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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 子 對 冥 合 於 道 的「 心 」，在〈 德 充 符 〉稱 為「 常 心 」，在〈 庚 桑 楚 〉

稱 為「 靈 臺 」，在〈 德 充 符 〉稱 為「 靈 府 」
145

。質 言 之 ，就 是「 真 心 」

或「 本 心 」，因 此，常 心 或 靈 府 心 才 能 轉 俗 成 真，化 於「 道 」，與「 道 」

同 遊 於 天 地 萬 物 的 價 值 轉 化 之 樞 紐。要 以「 遊 心 」看 待 世 界 萬 物，而

非 以 狹 窄 的 現 象 之 知，或 有 限 的 個 人 經 驗 來 理 解 世 界，亦 或 是 以 偏 執

的 成 心 慾 望 之 心 來 算 計 他 人 ， 計 較 其 功 利 性 價 值 之 私 心 。  

逍 遙「 心 」 在 神 與 物 遊 時「 以 道 觀 物 」、「 以 天 合 天 」、「 照 之

以 天 光 」， 這 是 以 審 美 觀 照 作 用 的 神 遊 。 審 美 觀 照 的「 遊 」於 萬 物 ，

莊 子 對 這 種 審 美 活 動 有 許 多 生 動 的 描 述 ，如〈 天 下 〉篇 說：「判天地

之美，析萬物之理，察古人之全，寡能備之謂也。」〈 知 北 遊 〉：「天

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理而不說，聖人者，

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理，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 道 」的 渾

全 性 及 無 限 豐 富 性 和 運 化 萬 物 地 透 過 氣 化 流 行，以 所 呈 現 的 天 地 萬 物

彰 顯 而 出 的，因 此，對 莊 子 而 言，我 們 的 形 體 可 感 覺 到 這 五 彩 繽 紛 的

世 界，我 們 的 心 靈 將 之 昇 華 到 精 神 性 的 感 受 與 體 驗，不 但 體 証 了「 道 」

及「 氣 」所 化 生 的 天 地 與 萬 物 皆 有 純 真 之 本 性，且 也 實 在 地 體 驗 到 天

地 萬 物 本 性 之 真 有 難 以 言 喻 的 無 限 之 「 大 美 」 。  

以 智 慧 的 藝 術 眼 光，洞 察 世 界 萬 相，將 外 在 世 界 點 化 為 藝 術 的 境

界，在 美 的 關 照 之 下，這 世 界 蘊 含 著 無 盡 的 美。因 著 莊 子 對 自 然 人 生

充 滿 了 一 片 無 限 關 愛 與 歡 欣 之 情，啟 發 了 其 順 乎 自 然 的 思 想，只 要「 原

天 地 之 美 」， 就 可 以「 達 萬 物 之 理 」； 而 在 人 生 觀 上， 也 應 證 著 人 若

能 本 著 欣 賞 美 的 態 度，熱 愛 生 命，讚 美 生 命，無 為 自 然 地 順 任 世 事 的

態 度 ， 以 「 道 」 觀 照 著 萬「 物 」之 變 遷 ， 以 本「 心 」觀 照 著「 道 」的

順 任 流 轉 ， 則 必 能 體 驗 到 生 命 與 自 然 真 正 之 「 大 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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