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岳论丛
= Jan., 2008 Vo.l 29 No. 1 2008年 1月 (第 29卷 /第 1期 ) ( Dong YueT ribune)

[作者简介 ]栾芳 ( 1966- ), 烟台大学人文学院教师。

审美 /物化 0的三重境界浅说
栾  芳

(烟台大学 文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05)

  [摘  要 ] /物化0的境界是一个层进式的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是 /兴境0, 也即 /兴而超然之境0; 第二重境界

是/化境0, 也即 /化而无我之境0,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 /无我之境0,第三重境界是 /游境 0, 也即 /游而至乐之境0。

这是 /逍遥游0的境界, 是 /神与物游0、/物我两忘0的 /至乐之境0。因此, /物化0的境界也就包含了 /兴0、/化0和

/游0这三个重要的方面, 是 /兴0而 /超然0、/化0而 /无我0、/游0而 /至乐0的境界。 /兴0侧重于心灵内部的提升,

是 /内孕0的过程; /化0侧重于主体外部的超越 (即超越自身, 齐平万物 ), 是 /外化0的过程; 而 /游0则侧重于新的

主体的自由活动,是 /物化0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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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专家和学者对庄子的 /物化 0说进行

研究的很多,且已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遗憾的是

尚缺乏对物化境界的充分研究。至今, 除王国维在

5人间词话6中论及了 /无我之境 0之外,再未有单独

的针对物化境界的研究文章。有的文章虽有所涉

及,大多往往是一语带过, 或仅仅认同为 /无我之

境 0,如徐复观先生在 5中国艺术精神 6中说过这样

一句话: /物化的境界, 完全是物我一体的艺术境

界 0¹。我认为, /物化 0的最高境界并非仅仅是 /物

我一体 0或 /无我之境0,而是 /逍遥有我之境 0,是一

个逍遥游的至乐之境, /物化 0境界应是一个层进式

的三重境界: 即兴而超然之境 ) ) ) 化而无我之

境 ) ) ) 游而至乐之境。当然, 我在这里并不是否认

王国维先生对 /无我之境 0的阐释,更不是肯定朱光

潜先生对王先生 /有我之境 0和 /无我之境 0的重新

认识。我们知道,王国维先生在 5人间词话 6中曾把

意境分为两类,即 /有我之境0和 /无我之境0; 他说:

/有我之境, 以我观物, 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

境,以物观物, 故不知何者为我, 何者为物 0。这里
的 /有我之境 0和 /无我之境 0的 /我0, 是指客观现实

中的具有社会意识、道德观念的 /有欲的我 0或 /有

累的我 0,也即 /现象的我 0。也就是说, 在 /有我之

境 0中, 现实中的 /我0的感情色彩比较浓烈, /我0的

表现比较鲜明突出; 而在 /无我之境 0中, /现象的

我0或 /有累的我0泯灭了,与审美对象融为一体了,

所以 /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0。我很赞同王国维

先生对 /有我之境 0和 /无我之境 0的阐释, 用 /无我

之境 0来概括物化的第二重境界也即 /齐物之境 0或
/化境0是非常准确的。但如果用 /无我之境 0来概

括物化的整个境界, 我认为就不够全面。在 /无我

之境 0上面,还应有一个 /逍遥有我之境 0, 这一 /无

我之境0之上的 /有我之境 0是物化的最高境界。当

然, 这里的 /有我之境0的 /我 0是经过 /齐物0之后的

脱胎换骨的 /我0,是 /无累的我0、/纯粹的我 0,也是

/本体的我0。因此,这里的 /有我之境0并非王国维
先生所说的 /有我之境 0, 而是一个全新的至乐的境

界。而且这里的 /有我之境 0也并非朱光潜先生所

说的 /有我之境0。朱先生认为王先生所说的 /有我

之境 0就是 /无我之境0, 因为经过移情;而王先生所

说的 /无我之境0就是 /有我之境 0, /都是诗人在冷

静中所回味出的妙境,没有经过移情作用,所以实是

-有我之境 . 0º
。朱先生的说法我觉得亦有待探讨,

我认为王先生所说的 /有我之境 0和 /无我之境 0都

有 /移情 0的成分。在王先生所说的 /有我之境 0中,

既然 /物皆着我之色彩 0, 那当然有 /移情 0的成分。

而在 /无我之境 0中,不仅 /物皆着我之色彩 0,且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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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着物之色彩 0, 因而物我之色彩同一 ( /故不知何

者为我,何者为物 0) , 这当然也离不开 /移情 0的成

分,因此,不能以有无 /移情0来推翻王国维的境界
说。

总之,我认为 /物化0的境界, 是一种 /物我界限

消解, 万物融化为一的神与物游的心理境界 0。这

一心理境界, 并非仅仅是忘我而化的物我一体的

/齐物无我之境0,更是 /神与物游0的乃至至乐的逍

遥游的 /有我之境 0, 而要想达到齐物而逍遥游的

/有我之境0,那是绝对离不开 /兴而超然0的内部孕

育提升。因此,物化的境界应该是三重境界, 而且是

层进式的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是 /兴境 0, 也即

/兴而超然之境0,这是个虚廓心境、超越生命、愉悦

心灵的超然愉悦之境; 第二重境界是 /化境 0, 也即

/化而无我之境 0, 这是忘我 /齐物 0的境界, 也就是

王国维所说的 /无我之境 0; 第三重境界是 /游境 0,
也即 /游而至乐之境0, 这是 /逍遥游0的境界, 是 /神

与物游 0、/物我两忘 0的 /至乐之境 0。因此, /物

化 0的境界也就包含了 /兴 0、/化 0和 /游 0这三个重

要的方面,是 /兴 0而 /超然0、/化 0而 /无我 0、/游 0
而 /至乐 0的境界。

三重境界的划分

(一 ) /兴0 ) ) ) 超然无我 (隐 ) -静态

在 /物化 0的境界里,兴境是一种浅层次的愉悦

之境。 /兴0即是 /感兴 0, 它是 /一种感性的直接性

(直觉 ) ,是人的精神在总体上所起的一种感发、兴

发,是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升腾洋溢,是人的感性

的充实和完满, 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和解放0»
。/物

化 0的过程是一个体道、闻道的过程, /物化 0的境界

就是一个精神自由解放的境界。 /感兴 0作为 /物

化 0的第一重境界, 是体道、闻道的开始, 也是精神

自由和解放的初级阶段。它包含了三个渐进的层

次,一是虚廓心境, 二是超越生命, 三是愉悦心灵。

在忘世忘我中获得一种超然之喜。因此, /兴境 0是

一种超然愉悦之境。 /兴境0侧重于心灵内部的提

升,是 /内孕 0的过程。

/虚廓心境 0是获得心灵内部的提升, 达到 /超
然无我 0的 /兴0境的前提。审美主体只有去除内外

的一切不和谐因素, 保持虚静的心态, 才能与 /道 0

为一, 实现 /超然0的审美体验。因此, 虚廓心境获

得超然之心,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虚静的 /忘世虚空 0和 /忘我去欲 0打开了
个人生命的障壁, 纯洁了心灵, 虚空了心灵, 从而为

主体提供了一个审美的心理条件。虚廓心境的目的

是为了 /无功 0、/无名 0、/无己 0, 其中 /无己 0最为

重要。而要想做到 /无己 0, 那只能靠超越。超越是
指超越个体的生命, 从而在精神上泯灭物我的界限

与物融通,以至实现物我的合一。在审美活动中, 通

过 /虚静 0的孕育而拥有了虚空、纯洁的审美心胸之

后, 通过想象就会慢慢地获得对个体生命的提升与

超越。人的个体生命是有限的、暂时的、遮蔽的。但

是人在精神上有一种超越有限趋向无限、超越暂时

趋向永恒、摆脱遮蔽寻求澄明的要求, 而要达到这样

的要求, 就必须把个体生命投入宇宙的大生命

( /道 0、/气0, /太和 0)之中, 从而超越个体生命存

在的有限性、暂时性和遮蔽性。这样, 个体生命的意

义与永恒存在的意义就合为一体,从而达到一种绝

对的升华, 这就是审美感兴的超越性。庄子 /知鱼

之乐 0所显示的,正是庄子在移情想象的基础上, 所

获得的对生命的超越和体验到的超然之喜。在精神

上, 庄子还未明显达至与鱼同化的境地,虽然有超越

生命的忘我的一面,但超然无我还是隐性的、不明显

的。因此,庄子虽然达至了与鱼精神融通的境地, 能

体验到鱼之乐,获得一种超然之喜,但还只是一种浅

层次的愉悦。

综上所述,虚廓心境体现了物化的离形去欲性;

超越生命体现了物化的忘我性;愉悦心灵体现了物

化的逍遥性。通过虚廓心境的忘世忘我, 使主体的

生命和心灵的境界不断地得以纯净、提升和超越, 从

而达至了超然无我的境界, 获得一种超然之喜。虚

廓心境、超越生命和愉悦心灵集中体现了黑格尔的

著名论断: /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 0¼,也体现了
/物化0所具有的超然之乐的特点。然而, 这一 /兴

境0虽然是超然无我的愉悦之境, 但作为 /物化 0的

/无我0而言, 它还是隐性的、不明显的。虽然物我

之间获得了一定的精神上的融通,但 /无我0的状态

没有呈现出来, /物化0表现为静态。如果 /无我 0由
隐性变为显性, 那就步入了物化的第二重境界 ) ) )

/化境0。

(二 ) /化 0) 齐物无我 (显 ) ) 静态

在汉语语汇中,经常用到 /化0字。作动词用主
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指 /变化 0, 强调的是事物的演

变过程; 二是指 /化合 0, 强调的是事物演变的结果。

/化合0指的是两种以上的物质互相结合变成一种

跟原来物质都不相同的新东西。 /物化0的 /化 0也

有 /化合 0的 /化 0的意思,但不是指人与物这两种事

物发生了化学反应,而是达到了精神上的融通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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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地说,这一 /化0应是 /化和0。这一 /化 0意味着

一事物完全消除了与另一事物的对立而彻底地改变

了,不仅达到了 /变化 0的极致,而且与对象化而为

一,和谐统一。 /化0字在5庄子 6中是一个很重要的

概念。 /物化 0既包含了 /化 0的过程 ) ) ) 层进式变

化,又包含了 /化 0的结果 ) ) ) 和。 /兴境0就隐含着

/化0的过程,是隐性的 /内化 0; /化境 0既体现着外
化的过程 ) ) ) 即齐物, 又显现着内化与外化的结

果 ) ) ) 化而无我; /游境 0既是 /化 0的完成阶段, 又

体现了 /化0的最终结果 ) ) ) 即 /逍遥有我 0和 /游而

至乐0。这里所说的 /化境 0是指 /物化 0的中间过

程,也即外化过程。 /化境0侧重于主体外部的超越
(即超越自身,齐平万物 )。

/物化0的 /化 0, 其实也就是 /和 0, 是 /化和 0,

是 /化0 /物我不一 0为 /和谐统一 0。 /化 0就是指从

主体出发,通过 /体物 0 /忘己 0, 从而慢慢地与物融
通,在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中与道为一, 化己为物,

物我一体,达到物我的和谐与统一。为什么要在更

高的精神境界中与道为一之后, 方能达到物我的和

谐与统一? 这是因为, 从现实的纷繁复杂的物的现

象而言, 物我是不一的、富有差异的; 而从更高的精

神视域来看,也即从本原上来看, 物我是齐一的、等

同的, 都来源于 /道0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

万物 )。物我界限、物我不一的现象和万物齐一的

/道0是 /物化 0的起点和条件, /化 0是其途径和过程
(这一 /化0主要指变化 ) ,齐物而逍遥游又是其目的

和结果 (这是 /化 0的结果 )。在物化的 /化境0中,主

客体的界限已经消失,不仅精神融通,而且也摆脱了

万物纷繁复杂的形躯的局限,两者完全合而为一, 达

到了不分彼此的交融状态。主体的活动进入 /化

境 0的重要标志, 就是 /无我 0。也就是说, 这一 /无

我 0是显性的。对主体而言, 物化的第二重境界就

是 /忘我而化 0的 /无我之境 0) ) ) 也即 /化境0。

总之,主体的活动进入 /化境 0的重要标志就是
/忘我0,不仅 /忘心0而且 /忘形0。

在 /化0境中, 不仅主体在生活中的欲我 (或有

累的我 )泯灭了, 摆脱了是非名利等 /心累 0,而且也

突破了形躯的局限,摆脱了 /形累0。因而, 较之 /兴
境 0而言, /无我0是显性的, 但 /物化0的状态依然是

静的状态,没有鲜活的动态感。如果审美主体在审

美欣赏的过程中,不但忘却自我, /化 0我为物, 而且

精神随物而逍遥游, /化而无我 0之后所产生的新的

主体具有明显的动的态势, 那也就意味着审美主体

步入了物化的最高境界 ) ) ) /游 0的境界。

(三 ) /游 0) ) ) 逍遥有我 (显 ) ) 动态

物化的最高境界是一个 /物我两忘 0、/神与物

游0的 /逍遥游 0的境界, 逍遥游 0是 /无待 0而游, 它

无需凭借任何外在事物和力量, 通行畅快, 自得其

乐, 无限自由。因而 /物化 0的最高境界 ) ) ) /游

境0,是一个至乐之境。 /游境 0侧重于新的主体的

自在遨游。

/游 0是庄子美学思想的核心概念。 /游 0有两

个突出的特点。一是5庄子6中的 /游0常分别与 /逍

遥0和 /心 0联系在一起,是 /心游 0, 是 /逍遥游 0, 联

系起来就是一种心灵的 /逍遥游 0。庄子的 /游 0主

要是指精神上的逍遥游。 /游 0的本质是游心, 游心

是 /无待 0之游,是合道之游 ( /游心于物之初0 ) , 是

一种超越现实的心灵的逍遥游。游境所追求的超越

性的自由,是从人类个体的有限性、暂时性和遮蔽性

出发,通过否弃外物 (包括形体 )纯洁心灵而获得

的。 /游 0的特点是自由自在、闲放不拘、无挂无碍、

怡然自得。 /游 0的感觉是 /乐 0, 是一种从主体出

发, 毫无功利之心, 放任自适的自得之乐。这种乐,

是一种由至美而产生的忘我的、解放心灵的 /至

乐0。因此, /游境0是一种与物相适的自由之境, 因

而也是 /逍遥至乐之境0。5庄子6中的 /游0或是 /逍

遥游 0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是 /上下与天地同游 0。

/上下0意味着超越时空的自由度; /与天地同游 0说

明人与天地一体、人与天地相谐而游。 /游 0的主体
是人,同时离不开与之相适的 /物 0。 /游 0体现于人

和物的关系中,是人与物在统一和谐的境界中同游。

因此, /游 0境是经过 /兴境 0, 和 /化境 0的实际的

/体道0修行所实现的独特的生命体验与超越的精
神境界, 是经过合 /道0的 /物化0之后,所进入的 /至

乐0而 /逍遥 0的心灵自由之境, 它是庄子自由哲学

的顶峰。

/游境0是审美体验的最高层次。在审美主体

的审美体验中, 审美主体获得了同情与共感。并且

往往出现高度共鸣, 情不能已的情境。在 /游境 0

中, 审美主体所获得的同情与共感, 与 /兴境 0中审

美主体所获得的同情与共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在

/兴境0中,审美主体获得同情与共感, 也只是产生

了情感上的愉悦状态。而在 /游境 0中,审美主体所

获得的同情与共感,却是情感上的极乐状态,获得了

一种高峰体验。在 /游境 0中,审美主体不仅体验到

/物我两忘0、/身与物化 0、/我没入大自然, 大自然

没入我0的 /化 0的审美境界, 而且在与物冥合之后

产生了一个新的纯粹的主体, 并且呈现出这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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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逍遥游态势。柳宗元在 5始得西山宴游记 6

中,对这一境界中的体验有过这样的描述:

    悠悠乎与颢气俱, 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

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 颓然就醉,

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 自远而至, 至无所见,

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

这里的 /心凝形释, 与万化冥合0, 是对 /物化 0
的共感现象的极好描述。内心平静至极, 躯体一切

束缚均已解脱,仿佛自己与宇宙万物合成一体,并且

产生了 /悠悠乎与颢气俱0, /洋洋乎与造物者游0的

空旷感、自由感。主体感到天地间的 /颢气 0充溢心

胸,似乎与造物主神 /游 0天外。这是精神上的大解
脱、大超越、大自由。苏轼在 5前赤壁赋 6中也有类

似体验的描述: /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

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0面对风月之美, 作

者只觉得浩浩荡荡的好像凌空驾着风飞行, 不知要

飞到哪里去,又觉得飘飘然的, 好像脱离了人世, 无

牵无挂,成了神仙,飞升仙境一般。这是一个多么自

由、多么快乐的精神逍遥游的体验,忘却了人世遗世

独立,忘却了自身羽化登仙,遨游太空,飞升仙境, 享

受了现实中无法享受到的幸福和快乐,这就是审美

欣赏中所获得的一种高峰体验。高峰体验可以把人

从有限推向无限,从瞬间推向永恒,把套在人身上的

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枷锁统统解除, 产生忘怀一切的

自由感、逍遥感。高峰体验所达至的境界, 正是 /物
化 0的 /游境 0。

三重境界的层进性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物化的境界包含了

/兴 0/化 0/游0这三个重要的方面。 /兴 0是前提,

/化0是中介, /游 0是结果。 /化而无我 0、/神与物

游 0是 /物化 0的突出特征。作为 /物化 0的三个层

次, /兴 0、/化 0、/游 0这三境中都包含着 /化 0和

/游 0的成分。 /兴0境通过 /虚静 0而 /超越生命 0,
步入了 /化0的过程,但 /化而无我 0的 /无我 0还是隐

性的、不明显的, 但已包含了 /神与物游 0的成分。

如庄子 /濠梁观鱼 0的故事, 虽无明显的 /神与物

游 0,但通过庄子的 /知鱼之乐 0,我们可以领会庄子
已体验和想象到 /鱼之乐 0, 所以庄子也已达到与鱼

融通、/神与物游 0而精神愉悦的心理境界。 /化0境

是在 /兴 0的基础上达到了与物浑化的境地,生活中

的 /有累的我 0或 /现象的我 0已完全忘却, /无我 0是

显性的, /神与物游 0的成分较之 /兴境 0更为明显,

精神也由愉悦而进至畅悦。如 /庄周梦蝶 0和陶渊

明的 5饮酒6 (第五首 )等,所表现的都是 /化而无我 0

之境中的情状。在 /化0境中, /无我 0由隐而显, /神

与物游0也由 /兴境 0中的 /蕴含成分 0转为 /化境 0
中的明显特征,但 /神与物游 0的动态感还没有显现

出来。到了 /游境 0, /神与物游0的动态感就明显地

显现出来,精神也由畅悦而进至逍遥, 而且 /游 0的

主体是一个全新的主体,是经过 /化境 0的 /无我 0而
产生的一个全新的、脱胎换骨的、与物冥化的、本然

状态的 /我0, 也即 /纯粹的我 0或 /本体的我 0。 /无

我0是指 /无欲我 0; /有我 0是指 /有与物合一的

我0,即 /有纯粹的我 0或 /有本体的我 0。在 /化境 0

中, /无我 0是 /显性 0的, /有我 0是 /隐性 0的,也是

/静态0的;而在 /游境 0中, /有我 0是 /显性 0的, 而

且是动态的, 也即 /纯粹的我 0的活动状态是明显

的。如苏轼的 5前赤壁赋 6中的 /浩浩乎如冯虚御风

而不知其所止,瓢瓢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0, 以
及柳宗元的5始得西山宴游记6中的 /悠悠乎与颢气

俱, 而莫得其涯; 洋洋乎与造物者游, 而不知其所

穷0等,都是 /物化0的 /游境0中的 /神与物游 0的动

态感的极好代表。因此, /物化 0的境界不仅是三重

境界,而且是层进式的三重境界:

首先,从 /化而无我 0的 /化 0来看, /兴0、/化 0、

/游 0这三重境界是层进式的, /化 0的过程和结果都

明显地显现出来。 /物化 0就是一个从 /物化 0前的

/有我0,到 /物化0的 /兴境0和 /化境 0中的 /无我 0,
再到 /物化0的最高境界 /有我 0的过程。即 /有我 0

(指 /有累的我 0或 /现象的我0 ) ) ) ) /无我 0 (指 /有

累的我 0或 /现象的我 0 ) ) ) ) /有我 0 (指 /纯粹的

我0或 /本体的我0 )的过程。 /物化 0的过程即:

兴境 ) ) ) 无我 (指 /有累的我 0或 /现象的

我0 ) ) ) ) 隐

 |

化境 ) ) ) 无我 (指 /有累的我 0或 /现象的
我0 ) ) ) ) 显

 |

游境 ) ) ) 有我 (指 /纯粹的我 0或 /本体的

我0 ) ) ) ) 显

其次,从 /游而至乐 0的 /游 0来看, /兴0、/化 0、

/游 0这三重境界中也是层进式的,在 /兴境0和 /化

境0中都有 /神与物游 0也即都有 /物 0与 /我 0之间

精神上的融通,但这种 /融通 0是笼罩着浓郁的 /静 0
的氛围的,是悄无声息的 /游 0,是隐性的 /游 0, /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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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神思和想象 )也只是显示了 /化 0的过程 (虚

静 ) ) ) 超然 ) ) ) 愉悦 )和结果 (无我 ) , 也即是写

/化0的静态,而没有将 /化 0的动态显现出来, 没有

将 /物化 0后产生的新的主体 (纯粹的我 )的动态感

显现出来。而在 /物化 0的第三个层次, 也即 /游境 0

中,这种大 /动 0显现出来了。这一 /动 0是 /神思飞
跃 0的 /动0, 是 /显性 0的 /动 0,是 /精鹜八极, 心游

万仞0的动, 是精神随物而逍遥畅游。 /兴0、/化 0、

/游0这三个层次境界越来越高、/动感 0也越来越

/显0、/动0的态势也越来越强。从这一方面来看,

/游境0也是 /物化 0中的最高层次:

兴境 ) ) ) 神与物游 (愉悦 ) ) ) ) 隐 ) ) ) 静态
 |

化境 ) ) ) 神与物游 (畅悦 ) ) ) ) 显 ) ) ) 静态

 |

游境 ) ) ) 神与物游 (逍遥 ) ) ) ) 显 ) ) ) 动态

综上所述,庄子的 /物化 0是由 /兴而超然 0, 到

/化而无我 0, 再到 /游而至乐 0的层进式的三重境
界。 /兴 0侧重于心灵内部的提升, 是内化的过程;

/化 0侧重于主体外部的超越 (即超越自身, 齐平万

物 ) ,是外化的过程; /游0侧重于新的主体的自由活

动 (即逍遥游 ) , 是内化与外化后所达至的极至状

态。在 /物化 0之前, 人好比是一个 /茧蛹 0, 既受到

外壳 (即 /形 0)的束缚,又受到内在的能力 (也即 /有

累的心 0 )的束缚。 /兴 0作为内部的孕育提升,可以

看作是逐步摆脱 /有累的心 0的束缚的过程,也即由

/蛹 0孕育成 /蝶0的过程,摆脱了人与万物在质素差

异上的纷扰; /化 0作为外部的超越, 好比 /金蝉脱

壳0摆脱外壳 (或 /形 0 )束缚的过程,也即摆脱了人

与万物在形体差别上的纷扰, 齐平了万物。 /化 0的
境界好比 /金蝉脱壳 0完成的境界, 虽已 /破茧为

蝶0,摆脱了 /形0的束缚, 但还未张开翱翔的翔膀,

还未能自由遨游; 而 /游境0是在 /兴境 0和 /化境0摆
脱 /心0、/形0束缚的基础上, 获得的一个崭新的主

体 (如蝴蝶 )的自由遨游的境界。因此, /游 0是脱胎

(形 )换骨 (心 )之后新的主体的自由畅游。 /兴境 0

的精神状态是 /孕育0, /化境 0的精神状态是沉醉,

/游境0的精神状态是迷狂。 /兴而超然0、/化而无

我0与 /游而至乐0在这一物化境界中是彼此交融为

一的。只有 /超然0才能 /齐物无我 0, 也只有 /齐物
无我 0才能进入 /逍遥游 0的 /至乐之境 0,而在 /逍遥

游0的 /至乐之境0中,也会更加地 /心凝形释0, 彻底

干净地忘我。由此可见, 物化的境界既是一个层进

式的三重境界,又是一个忘我 (无我 )而至乐的交互

推进的浑然一体的境界。

[注释 ]

¹ 徐复观: 5中国艺术精神 6,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7年,第 75页。

º 朱光潜: 5诗论6,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杜, 2004

年,第 42页。

» 阎国忠等著: 5美学建构中的尝试与问题 6, 合肥: 安

徽教育出版社, 2000年, 第 129页。

¼黑格尔: 5美学6 (第一卷 ), 朱光潜译,北京: 商务印书

馆, 1999年, 第 147页。

[责任编辑: 曹振华 ]

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