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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视野下的具象表现绘画与《逍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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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逍遥游》是《庄子》的总论，集中体现了庄子对精神自由的祈向。《逍遥游》有三个方面的

思想：至人无己；拔俗；无用之用。通过解读《逍遥游》文本，力图挖掘其对于当代中国具象表现

绘画艺术的某些启示。首先论述画家如何通过“待道”的途径实现“无待”，达到至人无己的生

命境界。其次论述艺术沦为俗务的种种表现以及拔俗对于具象表现绘画的重要性。最后论述

了将具象表现绘画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实现其无待逍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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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象表现绘画一词是法国艺术评论家让·克

莱尔在1975年法国策展中使用的，他用这个词来

形容欧洲一批“画家中的画家”，来概括那些认真

观察细微真实的事物，注重表现视觉真实和精神

的画家的作品特征。具象表现绘画理论在20世

纪90年代初由华裔法籍域家司徒立引入中国。

中国具象表现理论基本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发

展，初级理论与胡塞尔现象学以及海德格尔到梅

洛·庞蒂的存在主义现象学紧密相连，而高级理

论则与马里翁现象学以及道庄思想紧密相连。

徐复观认为：“庄子本无意于今日之所谓艺

术，但顺庄子之心所流露而出者，自然是艺术精

神，自然成就其艺术的人生，也由此可以成就最高

的艺术”⋯53。《庄子》分内篇、外篇和杂篇，学界

一般认为内篇为庄子所著，集中代表了庄子的思

想精华。内篇共七篇，《逍遥游》是其中的首篇和

总论。“逍遥”一词不是庄子的首创。《诗经·郑

风·清人》即日：“二矛重乔，河上乎逍遥”，《楚辞

·离骚》亦日：“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

羊”。在这里，“逍遥”是安闲自得的意思。《庄

子》中用到“逍遥”的概念，大多也袭用这个含义。

顺着《逍遥游》的思想脉络，从三个方面来探讨逍

遥游思想与具象表现绘画的共通之处以及可能性

影响。

一、至人无己

庄子日：“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

名”【2】14。“至人”是庄子提出的一个名词，至者，

到也，达到人了。无己，意指没有偏执的我见，即

破除自我中心，而臻于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

《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此虽免乎行，犹

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

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L2 J14庄子认为若能顺

着自然的规律，而把握六气的变化，以游于无穷的

境域，那还有什么依待的呢!“有待”是指人自己

不能支配自己，而须受外力的限制甚至支配。

“无待”才能逍遥游，才能做到至人无己。

至人无己的思想与具象表现绘画有着共通之

处。庄子对至人无己的思想的展开是从鲲鹏和蜩

鸠的对比人手的。逍遥游开篇描写了鲲鹏逍遥游

的壮观景象，接着也描写了蜩与学鸠的逍遥。

“此小大之辩也”表明庄子认为逍遥是有层次的，

他所向往的是那种最高层面的无待逍遥。

具象表现绘画中的现象学式的观看，亦即待

道，有助于实现绘画写生活动中的无待逍遥游。

在具象表现绘画艺术的摹写之初，是有待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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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客体对象与主体画者是物我对立，物我相待的

关系。通过对客体对象的摹写，有待怎样才能转

为无待呢?

有待进入无待的途径便是待道，即“乘天地

之正，而御六气之辩”。没有任何先验的现象学

式的观看和摹写，顺万物之性，合乎自然之道，亦

即待道。现象学式的观看，涉及现象学的还原。

还原并不是针对现象，而是恰恰相反，是针对主

体，针对主体的各种非现象学态度。一旦我们悬

置了各种先见、概念和荒唐的理论，现象就会自己

向我们显现。

直观首先意味着一种对于事物的直接把握的

态度，要求悬置一切先见和概念。然而，流行和惯

常的绘画样式和思维方式总是抢先于一切对于事

物的直接观看和沉思。贡布里希曾经揭示了一个

现象：艺术家从传统艺术中习得的图式决定了其

观看和表达的基本方向。即艺术家是通过对传统

图式的模仿而“看见”并表达其所见。因此，实现

绘画中的直观并非易事。

歌德有句名言：“艺术的表现，除了真实还是

真实”。具象表现画家如何看待真实呢?贾科梅

蒂认为：“真实只能存在于没有任何先验的观看

之中”[3】163。他强烈地驱使自己去抓住他在外部

世界感觉到的瞬息即逝的幻觉。他蔑视从希腊以

来的所有绘画法则，试图像从洪荒而至的原始人

类那样，第一次观看眼前的世界。在抒写视觉真

实的绘画艺术活动中，主体的视觉不断碰撞、作用

于客体对象，感知着对象的存在。人所描绘的对

象是人的视觉中的映像，而人的视觉具有流变性，

于是对象在不断流变、不断生成的状态中被感知

着。同时，对象本身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主

体视觉与客体对象两者都在变化，因而实现主体

眼中的真实并非易事，画面中的描绘对象似乎总

是处于不断逃离着的状态。

贾科梅蒂说：“真实仿佛躲在一层层薄幕后

面，扯去一层，又有一层，一层又一层，真实永远隔

在一层薄幕后面。⋯⋯我行动起来，不停息地，似

乎最后我终能把握到生命的核心”∞J掰。他以孤

独作为保护和代价，对人类所面临的自我异化过

程做着顽强的抗争。他背朝世俗，一边摧毁一边

前进，试图进入生命的真我状态。画面呈现着视

觉求真之路的痕迹叠痕迹的丰盈记录，正如《老

子》所言：“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

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主体通过观看和心手相随的技艺，终于感觉

到在画面上实现了对客体的实在把握，画面中的

对象似乎获得了实在的生命。此时，自我的封界

取消，主体精神跃出“我”，与客体对象相通，进入

了物我两忘的艺术境界。“在人生忘我的一刹

那，艺术心灵诞生了。此时一点觉心，静观万象，

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这自得的，自由的各

个生命在静默里吐露光辉”【4 J161。此刻，有待通过

待道的途径，实现了无待，达到了至人无己的至美

境界。

待道的过程是一个顺真我之性，不断摆脱偏

执的小我和扬弃伪我的过程。无我才能实现毫无

先验的观看，恢复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至人无

己是对自我生命精神的超越，也是世界图像黑暗

时代求真的绘画艺术得以成立的内在需要。

二、藐姑射山的神人

《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

⋯⋯之人也，之德也，将磅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

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2J21藐姑射山上的神

人，其德量广被万物合为一体，任何外物都伤害不

了他。庄子描述了一种超凡脱俗、神化之极的生

命境界。

通过抒写视觉真实的具象表现绘画，我们能

达到藐姑射山的神人的生命境界吗?他之所以能

人如此境界，是因为他不肯纷纷扰扰去管世间的

俗务。俗务是生命本真以外的功、名、利、禄、权、

势、尊、位。绘画艺术一旦沦为俗务，以其为桥梁

的通向神人之境的通途便自行关闭。绘画艺术的

主体精神，应当透破功名等的束缚，不为世间的俗

务所缠，而保持逍遥的状态。明末画家石涛在

《远尘章第十五》中提到：“人为物蔽，则与尘交。

人为物使，则心受劳，劳心于刻画而自毁，蔽尘于

笔墨而自拘，此局隘人也。”《脱俗章第十六》：

“愚者与俗同讥。愚不蒙则智，俗不溅则清。俗

因愚受，愚因蒙昧。故至人不能不达，不能不明。

达则变，明则化。”愚蠢与落俗同样会受讥笑，不

受愚昧蒙蔽才能显现生命的智慧，不沾染俗务才

能展现生命的清静。遭受功名等俗务的蒙蔽便会

愚昧无知，愚昧无知便会落俗。人的神由拔俗而

见，拔俗有程度上的不同，于是神可以表现为许多

层次的变相，拔俗拔的最高、升华升得最高的形

相，即是逸的形相。严格地说，逸是神的最高的表

现⋯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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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认为，艺术是艺术生命本身的自我显

现的结果。艺术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自身内在

的生命力。一旦艺术的生命力自身受到外在的力

量的干预，它的艺术价值就遭到破坏，它就不再成

为艺术。然而，自现代主义以来，众多的画家们热

衷于艺术发明，各流派之间不断上演着追名逐利

下的各种“名词之争”。欲望、焦虑充斥着西方现

代主义画坛，艺术的真义遭受着蒙蔽。当画家们

苦苦折腾于艺术标新立异及其形式法则之时，他

的心灵为“功”所缚；当画家们汲汲于展览之时，

他的心灵为“名”所缚；当画家们追逐于市场和卖

相之时，他的心灵为“利”所缚。沦为了俗务的所

谓艺术远离了艺术精神。心若蒙尘，则无画意。

陷入俗务的画家们若不能自察与超拔，便难以在

作品中开辟境界，抒写性灵。

绘画艺术的追求是一把双刃剑，一不小心便

为其所伤。艺术应当滋润着自身的心灵。当艺术

创作遭遇现实生活的困境，放下，也许是其时一种

好的方式。哲人柏拉图认为，大艺术家最高的境

界是他直接在宇宙中观照得超形相的美。这时他

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尽管他不创造艺术品⋯⋯艺

术品仅是一座桥梁，而大艺术家自己固无需乎

此¨】．趁。从中我们能体悟出柏拉图重艺术精神本

体，而轻艺术品及其形式的深刻思想。也正如后

现代艺术家杜尚所说：“艺术家的状态比他的艺

术更重要”D’。

静穆的观照与飞跃的生命构成了绘画艺术上

的阴阳两仪HJ141。莫兰迪的静物画传出了宁静和

隐秘的气息。莫兰迪以宁静观照世界的精微，贾

科梅蒂却以激情深人宇宙的动象，这代表着艺术

精神上的两种最高形式。抒写视觉真实的绘画之

至艺的创成，既须缠绵悱恻，又须超旷空灵。缠绵

悱恻，才能深入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环中”。超

旷空灵，才能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4 Jl¨。

“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诗中的我冲淡而超脱，似与自然同

化而不复存在。由拔俗而来的超然避免使艺术的

精神主体滑入自我的无限膨胀，避免主体对于自

然的残暴姿态，避免使绘画成为绝望中的喧嚷。
J

三、无用之用

惠子谓庄子日：“吾有大树，人谓之樗⋯⋯今

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㈨29像这种大而

没有用的事物，大家都抛弃。今日之绘画是不是

像“樗”一样大而无用呢?

油画因其材料性能，能逼真的表现对象，而与

社会实用功能紧密联系在一起。写实绘画这种写

幻如真的技术，成就了绘画在当时社会重要的功

用价值。早在18世纪，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社

会的现代化进程，艺术的危机就已经出现了。德

国作家席勒说：“实用是这个时代的巨大的偶像，

一切力量都要侍奉它，一切才能都要尊崇它。在

这架粗俗的天平上，艺术的精神功绩没有分量，而

且艺术得不到任何鼓励，她便正从本世纪的喧嚣

的市场上消失。”【6归当下，绘画基本丧失功用性，

便也不过多的为社会所拘束了。绘画不必受缚于

在画面上还原客观对象，也不必再纠缠于“成教

化，助人伦”的说教。超越了实用目的性的绘画

因不必再受到社会的种种束缚而变得更加纯粹，

更加靠拢艺术本身。康德认为，美的判断是趣味

判断，其特性乃是不带任何利害的一J。所谓无利

害，主要是既不指向于实用，同时也无益于认识的

意思。康德对于美的判断与庄子“无用之用”有

异曲同工之妙。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

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

下。”L2罔艺术树之于无何有之乡，植根于虚寂。

无何有之乡指一物皆无、了不可得的地方，乃是真

正艺术发生之土壤。艺术之“用”不是功利主义

之“用”，而是一种“无用之用”。这对长期以来从

功利主义角度看待具象油画作用的我们来说有着

显著的纠偏作用。现代的进程伴随着人的异化，

而植根于无何有之乡的艺术确正是作为完整的人

的内在精神需要。正如席勒所说：“因此理性又

做出了裁决：人应该同美仅仅进行游戏，人也应该

仅仅同美进行游戏。终究会有那么一次最后说出

这样的话：只有当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

戏；而只有当人在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人。”∞J43

席勒“游戏冲动说”∞Ⅲ与庄子“无待逍遥游”的共

同之处在于都是对绝对精神自由的追求，都与社

会功利性毫无关联。只有返回到艺术创作的初

衷，回归到艺术“存在于世”的最初自然状态，我

们才能体味到艺术与个体生命的息息相关，才能

去掉吸附在艺术身上的各种遮蔽物，从而纯粹艺

术创作。

“不天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

哉。”L2瑚绘画艺术不再为社会实用性所侵扰，而

更加直接服务于人的精神生活。具象表现绘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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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精神化的视觉记录，是个体视觉对于客体对

象的存在感知和把玩。在无何有之乡，具象表现

绘画及其活动过程而恰能合于“用”，实现其无待

逍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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