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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宗白华美学人格理想的形成

马慧 娜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人格理想是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核心, 宗白华美学的人格理想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

程,这其中有一以贯之的地方,也有逐渐发生变化的方面。宗白华美学人格理想的形成可以分

为三个阶段 人格理想的草图(  超世!与 入世!)、人格理想的具体体现(歌德之人格)和人

格理想的成熟(  晋人之美!)。对人格理想的建构贯穿了宗白华的整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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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学的最高价值不是自然美或艺术美,

而是人格美。二十世纪初,民族生存、社会生存和

士人个体生存三种具有生存意义上的矛盾突然激

化并纠缠在一起,磨砺着当时的知识人。现代中

国美学在此背景下确立了建构生命形象和设计理

想人格的取向, 并得到了 群体人格!、 个体人格!

和 审美人格!三种方案。作为 审美人格!方案的

代表,宗白华美学的人格理想有着强烈的人文精

神与生命意识, 他以审美的方式来回答乃至解决

生命的意义和人性的危机,试图为人的灵魂寻求

一条 安顿之路!。

宗白华美学的人格理想是中国哲学浸润下的

产物,也有着深厚的西方哲学背景。宗白华对人

格理想的论述与其形上思想密不可分。唯理崇真

的思想、生命哲学和德国哲学的背景使宗白华美

学的人格理想神采飞扬。这种人格理想是 空灵!

与 充实!在美的关照下达到和谐、富有节奏的理

想人格。 空灵!的美学内蕴是自由玄远的心灵以

 静照!的态度去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以审美

的精神来看待自然、艺术、人生和整个宇宙,从而

创造出具有超然绝俗的玄学的美。 充实!的美学

内蕴是 真!之美和 动!之美。 空灵!与 充实!的

二元冲突在美的介入达到和谐, 展现出具有张力

的节奏之美。宗白华美学的人格理想是逐渐形成

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人格理想的蓝图  超世!与 入

世! ( 1917 1920年)

这个时期人生观问题是宗白华关注的中心,

他发表了∀说人生观#、∀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
造生活#、∀青年烦闷的解救法#、∀怎样使我们生活

丰富#和∀新人生观问题的我见#等一系列文章来

探讨这个问题,并开始对人格理想进行学理建构。

在学术生涯的开端, 宗白华就开始了对人格

理想的建构,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萧彭浩哲学大

意#立专节介绍和讨论了叔本华的人生观及伦理

观。一九一九年宗白华发表了∀说人生观#,较为

全面的探讨了人生观的问题, 总结出三种不同形

态的人生观: 乐观、超然观和悲观,分别举出了这

三种人生观体现出来的不同派别, 并对各个派别

的特点、表现形式以及代表人物进行了详细的分

类说明。接着他又发表了∀理想中少年中国之妇

女#, 在审美意义上提出建构理想人格的观点。不

久之后发表的∀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
中,宗白华提出要发展一种健全的 新人格!。一

九二零年∀怎样使我们生活丰富?#一文中提出理

想的最高的人格。同年发表的∀新人生观问题的

我见#一文中, 宗白华认为  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一

收稿日期: 2010 11 26

作者简介:马慧娜( 1980- ) , 女,博研, 研究方向:中西比较诗学。

第 5 卷 第 1 期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 5 No . 1

2011 年 3月 JOURNAL OF SHIJIAZH UANG TIEDAO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M ar. 2011



个优美高尚的艺术品似的人生。这是我个人所理

想的艺术的人生观。! [ 1]
这个时期宗白华对人格理

想的思考集中表述在∀说人生观#和∀中国青年的

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中,在这两篇文章里宗白华

提出 超世入世人生观!和 小己人格观!。
概而言之, 该时期宗白华对理想人格的建构

主要体现在他对人生观问题的思考中, 表现出以

下几个特点。首先, 他在其唯理崇真思想影响下,

侧重以实际的现实为基础,从学理上深入探讨社

会文化和青年人生改造的问题。其次, 这个时期

宗白华对于理想人格的描述已经带有了审美的性

质。在∀青年烦闷的解救法#中, 宗白华敏锐地关

注到革故呈新的现代运动中、新旧交替的文化转

换之际青年人中普遍流行的 烦闷!现象,及时提

出了 唯美的眼光!、 研究的态度!和 积极的工

作!三条解救办法,尤其强调 唯美的眼光!。这里
所谓 唯美的眼光!, 即 审美的眼光! 也可称 艺

术的眼光!,就是把生活 当作艺术品看待!,无论

它是美善还是丑恶。他把这一宗旨表述为 纯粹

的唯美主义!, 即在丑恶黑暗中看出美, 在无秩序

中看出秩序, 从而减轻厌恶愤恨, 排遣无聊烦闷。

∀新人生观之我见#中,宗白华进一步把 唯美的眼

光!与创造行为结合起来, 表述了 艺术的人生态
度!。艺术是将物质对象理想化和美化的创造过

程,生命也是不断走向合理化和系统化的过程,故

 积极地把我们人生的生活,当作一个高尚优美的

艺术品似的创造,使他理想、美化!,就是艺术的人

生态度。再次, 宗白华对 人格!的个体意义很重

视,在 ∀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 对于

小己人格的创造!一节中,  小己!一词被频繁使
用。另外,宗白华注重人格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他使用了 新人格!、 健全人格!、 更高人格!、 超

人!等词汇,认为人格就是人类小己一切天赋本能

的总汇体, 而天赋本能是应当发展、进化的。因

此,他将歌德的名言 人类最高的幸福就是人类的

人格!改为 人类最高的幸福在于时时创造更高的

新人格。!还有就是宗白华所建构的理想人格从一
开始就包含着内在的矛盾, 充满了张力。他提出

 超世入世!的人生观,提倡 拿叔本华的眼睛看世

界,拿歌德的精神做人!。所谓 叔本华的眼睛!,

是静观的、审美的精神。而  歌德的精神!, 就是

积极创造、不断奋斗的精神。超世与入世、超越静

观与自由奋斗、自强不息与乐天知命、 无为!与

 无不为!已经构成了现代生命形象、人格理想的

二元,一种紧张的冲突蕴涵在其中。这些特点在

宗白华以后的人格建构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人格理想的具体呈现 歌德之

人格( 1920 1933年)

宗白华在 少年中国!时期建构的理想人格还
仅仅是一幅蓝图, 而歌德的人生启示则使宗白华

美学人格理想由纯理论意义上的建构转变为具体

的呈现。

对歌德的研究是宗白华这个时期最主要的成

就,也是他全部美学研究的一个闪亮点。台湾学

者、诗人杨牧为洪范版宗白华文选∀美学的散步#

所作序文,标题即为∀宗白华的美学与歌德#。文
章认为, 要认识宗白华, 体会他的诗,了解他的美

学, 必须体会他的感受, 了解他心目中的欧洲传

统,尤其是歌德在那个传统中所代表的特殊地位。

杨牧还称宗白华为 现代中国之歌德权威!,并说

宗白华 强烈的歌德认同, 不但在中国绝无仅有,

比冯至和梁宗岱更彻底,即使在德意志日耳曼民

族以外的欧洲人当中也不易多见。! [ 2]

事实上,宗白华对歌德的仰慕由来已久。一

九一八年, 宗白华在  少年中国学会!学术座谈会

上第一次发表演讲的题目就是∀歌德与∃浮士

德%#。早在一九二零年一月, 宗白华在与郭沫若

的通信中就流露出对歌德进行研究的想法,其后

在给郭沫若的信中他又表示自己要从哲学的研究

转向文学,认为将来最真确的哲学就是一首 &宇
宙诗∋ ,而他将来的事业也就是尽量加入这首诗的

一部分!。这里的 宇宙诗!也就是泛神论的诗化

哲学,而启示着宗白华进入这诗化哲学的就是歌

德的泛神论精神。由此可见,宗白华美学生涯的

开始是与对歌德的喜爱同步的。

宗白华对歌德研究的热情一方面缘自他对歌

德的喜爱,另一方面也源于他对人格理想建构的

思考。他最初研究歌德的课题为∀德国诗人歌德

Goethe的人生观与宇宙观#, 在他看来, 歌德的人

生和艺术提出了近代人的根本问题, 并暗示了一

种解决问题的途径。宗白华认为进入近代社会之

后,人类已经失去了希腊文化中那种人与宇宙的

和谐关系,也失去了基督教那种对于一个超越人

世的 上帝!的虔诚信仰。人类的理性和精神虽然

获得了解放,得到了自由,但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

依傍。人们彷徨摸索,在苦闷中追求、寻找, 试图

在生活本身的努力之中寻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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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的思想及其文艺创作,正是这种近代文化、近

代人生全部问题的反映。歌德及浮士德的一生就

是这种近代人生的体验并指出了解救之道。宗白

华认为歌德以自己的作品和人格给德国民族乃至

整个世界都带来深不可测、不可计算的影响, 歌德

代表的 是一个整个的文化!  荷马的长歌启

示了希腊艺术文明幻美的人生与理想。但丁的神

曲启示了中古基督教文化心灵的生活与信仰。莎

士比亚的剧本表现了文艺复兴时人们的生活矛盾

与权力意志。至于近代的,建筑于这三种文明精

神之上而同时开展一个新时代,所谓近代人生,则

由伟大的歌德,以他的人格,生活,作品表现出它

的特殊意义与内在的问题。! [ 3]

在对歌德及其浮士德精神的阐释中, 宗白华

提出歌德精神中 表现了西方文明自强不息的精

神,又同时具有东方乐天知命、宁静致远的智

慧! [ 4] , 他一再强调歌德合二而一的精神象征在上

升和奋斗之中, 是如何处理向外无限扩张与向内

追求和谐这对矛盾的。宗白华说:  探索歌德人格

与生活的意义时, 第一个印象就是歌德生活全体

的无穷丰富,第二个印象是他一生生活中一种奇

异的谐和, 第三个印象是许多不可思议的矛盾。

不过,这两种相反的印象却是互相依赖的。他认

为歌德的人生问题, 就是如何从生活的无尽流动

中获得和谐的形式, 但又不要让僵固的形式阻碍

生命前进的发展。!扩张与收缩、流动与形式、变化

与定律、生命与秩序在 一个圆满的具体的美丽的
瞬间!达到和谐。可以看出,表现于 超世入世!人

生观中的矛盾具体化、深入化了,这些矛盾在歌德

和浮士德那里也只有在美的瞬间才能得到平衡,

这种人格的紧张在晋人那里进一步强化。

三、人格理想的成熟  晋人之美!

( 1933 1942年)

隋唐以降, 对魏晋风度和魏晋文艺的评价便

成为热门话题,其中毁誉参半,见仁见智, 不一而

足。近代以来, 魏晋研究成为了一门显学。鲁迅、

汤用彤、贺昌群、陈寅恪、郭麟阁、容肇祖、王瑶、刘

师培、朱光潜等不少学者都青睐魏晋时期,热衷于

研究魏晋时期的历史、思想和文化精神。谈古喻

今,这些研究魏晋的文章实际上显现了研究者的

现实情怀和问题意识 这些学者大多对于魏晋

六朝的人格问题倾注了较多的热情: 汤用彤认为

魏晋时代 一般思想!的中心问题即是 理想的圣

人之人格究竟应该怎样?!他认为 魏晋乃罕有之

乱世,哲人们一方面立言玄远,希冀在形而上的思

辩王国中逃避现世苦难,以精神之自由弥补行动

之不自由甚且难全其身的困苦。另一方面,他们

又难以逃避铁与血的现实关系之网, 因而对何为

自足或至足之人格不能不有深切的思考。! [ 5] 这其

实也可以看作是对研究者自身的剖析。刘大杰的

∀魏晋思想论#以进化观的观点, 将魏晋人的人生

观特征名为人性的觉醒, 探讨了人性觉醒的原因,

分析了魏晋人的几种不同的人生观和它们的特

质。认为魏晋人醉心于人格之美, 最重抒情。冯

友兰的∀论风流#则将晋人的风流归于其玄心、洞
见(对真理的直觉体悟)、深情和对美的深切感受。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从社会历

史的背景考察魏晋人格与文学风格的形成。而宗

白华从美学家的角度直接阐释和称颂魏晋的审美

人格,并以此发展了他对于理想人格的建构。∀论

∃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是我国第一篇从美学角

度研究∀世说新语#的力作,也是我国学者研究魏

晋风度的最好文章之一。

宗白华后期对于人格理想的主要论述集中在

∀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和∀清谈与析理#中。

在这两篇文章里宗白华的美学精神与晋人的美学

风韵融为一体,展现了一种极度紧张的人格,这种

人格充满了内在的张力、表现出生生的节奏。宗

白华写∀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前后,正是一

个缺少自由、沉闷苦痛的年代,他对于晋人自由精

神的讴歌,对于晋人审美风韵的向往,是其内心苦

闷的反映。宗白华从有着血性韵致的晋人身上看

到了解脱他个人生存矛盾的因素, 也看到在混乱、

黑暗的年代培养壮阔人格的希望。他对于晋人美

学精神的发挥弘扬, 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他毫

不掩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乡愿习气的厌恶,对各

种各样专制独裁的痛恨,以及对当时中国普遍缺

乏勇者精神的喟叹。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

美#和∀清谈与析理#这两篇文章中,宗白华展现了

一种极度紧张的理想人格 简约玄澹与热情放

诞、空灵与充实融于一体。宗白华在∀论∃世说新

语%和晋人的美#一文的开篇, 用五个 最!、两个

 极!展现了一个异常紧张和矛盾的时代:  汉末魏

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

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 最富于智

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

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强烈、矛盾、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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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浓郁生命彩色的时代, 富有真情、血性和韵致

的晋人展现出极度紧张的人格, 人心里面的美与

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 同样发挥到了极致。

宗白华说, 晋人的美,是那全时代的最高峰,他们

的理想人格是一往情深的 天际真人! 深于情

但又 事外有远致!, 美到了极处后反而 雄强之

极!, 这种紧张到即将破裂的人格的二元在晋人对

美的体验中达到和谐。

四、人格理想的隐性建构

宗白华对人格理想的思考也隐含在那些论

画、论艺术的文章中。他在一九三五年发表的∀唐
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一文在文字上酣畅

淋漓,是宗白华行文中少有的 快文!。宗白华在

该文中所赞赏的诗歌无一例外都与战争有关, 他

不仅把 出塞曲!看作是唐诗的杰出代表,而且认

为这些诗是民族诗歌的结晶。宗白华为何如此看

重 出塞曲!联系那个时代答案就不言而喻了。宗

白华在这篇文章赞颂慷慨激烈的诗歌, 弘扬民族

坚定的自信力, 隐含着对尚力健动生命力的赞叹,

是对理想人格的隐性建构。

完成了对 晋人之美!的建构之后, 宗白华再

也没有专门撰文论及他的 人格理想!, 而是开始

钟情于对意境理论的创构。对意境的探究是宗白

华美学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在宗白华那里,艺

术意境与理想人格是一种彼此映射和互相涵养关

系。人格精神涵养着审美意境。宗白华认为中国

自六朝以来,艺术的理想境界是 澄怀观道!。这

种境界既要有屈原的缠绵徘恻, 又须得庄子的超

旷空灵。缠绵徘恻, 才能一往情深,深入万物的核

心,所谓 得其环中!;超旷空灵,才能如镜中花、水

中月,羚羊挂角, 无迹可寻,所谓 超以象外!。宗

白华明确指出:艺术意境的诞生,归根结底在于人

的性灵中;艺术意境的创造,依赖于艺术家平素的

精神涵养,天机的培植,在活泼的心灵飞跃而又凝

神寂照的体验中突然地成就。同时, 艺术意境也

涵养着人格精神。 艺术的境界,既使心灵和宇宙

净化,又使心灵和宇宙深化,使人在超脱的胸襟里

体味宇宙的深境。![ 4] 意境与人格在本质上是同一

生命境界的两种维度, 艺术意境归根到底是一种

理想人格形象的隐喻。它不仅仅指艺术的最高境

界,也是人生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审美境界。因

此,意境特点之一的 舞!也是人格的理想境界;宗

白华对体现意境的艺术的探讨也与他对人格理想

的建构密不可分; 甚至他探讨意境的起因也和他

对人格理想的思考分不开。[ 6]

宗白华对人格理想的思考也体现在他的人生

实践中。他一生对艺术的热爱与探寻, 其 散步美

学!所具有的独特的美学意蕴,以及它所标示的艺

术化、审美化人生的生存方式正是对人格理想的

具体表达。宗白华的一生完全可以看作是对其理

想人格的践行。

总而言之,宗白华的学术是对其人格理想的

隐性建构,他的人生是对 晋人之美!的坚守与印

证;对人格理想的建构贯彻了他的全部美学研究

和整个人生。可以说, 宗白华的人格理想既附着

于他的美学与人生, 又提纲挈领的关照着他的美

学与人生。

注 释:

( 本文对宗白华人格理想形成阶段的时间分期只是一个

大概的分段,事实上宗白华对人格理想的思考是连续

的,并无确切的时间分段。另外这个分期参考了胡继

华的∀宗白华文化幽怀与审美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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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Mr. Zong Baihua∋ s Esthetic Personality I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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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jing 100875, C hina)

Abstract: The Personality Ideal is the cor e of M r. Zong∋ s esthet ics. T 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r. Zong∋ s personality ideal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 es: the stage of draf t, the stage of perform

ance and the stag e o f m aturity. The establishm ent of personality ideal almost occupied M r. Zong ∋ s

w ho le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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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ile the capital m arket is in segm entation condit ion, the same company cross listed in

the stock market may have dif ferent price fo r a unit share. In view of this problem , w ith the price

dif ference taken as the basis for investment st rategy , this paper explores w hether arbit rage oppo rtuni

t ies can be pr oduced without consider ing the t ransact ion cost in a m ar ket w ithout emptying rest ric

t ion. The empir ical results show that investment st rateg ies using tw o sto ck prices can real ly g et arbi

t rag e pro fi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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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s the direct ion of group developm ent in the w orld that the industr ial chain is capital

ized. Railw ay t raff ic engineering pro ject in urban is interior pow er of one country in developing, that

could increase requirement and keep GDP in developing , having indust rial chain ef fect . U nder study

the chain of urban railw ay t raff ic engineering, here w riter put forw ard the m odule of urban railw ay

tr af f ic system chain capitalized by system engineering contro l theroy and econom ic theor y, that is to

take the investm ent of urban r ailw ay engineering as central in the chain, using ur ban planning and cap

ital m arket to develop investment , real estate, consultant & design of engineering, cont ract of eng i

neer ing and profession education so that the capitalized chain of urban railw ay t raff ic w ould be form ed

grad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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