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施保国ꎬ哲学博士ꎬ广东省嘉应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ꎬ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与思政教育ꎮ
〔∗〕本文系 ２０１４ 年度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委托项目“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怡情养志、涵育文明的重要

作用”(ＷＴ１４３４)、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ＧＤ１３ＸＭＫ０６)的研究成果ꎮ

　 　 　 　

«学术界»(月刊)
总第 ２０４ 期ꎬ２０１５. ５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Ｎｏ. ５ Ｍａｙ. ２０１５

方东美论道家政治理想〔∗〕

○ 施保国
(广东省嘉应学院　 社会科学部ꎬ 广东　 梅州　 ５１４０１５)

〔摘　 要〕方东美认为ꎬ对于道家政治主张之所以产生“无治主义”、反政治或“君人

南面之术”的误解ꎬ主要源于汉代及后人的曲解ꎮ 在中国传统德治、礼治与法治传统中ꎬ
道家政治理想属于德治ꎬ其积极的政治理想和德治主张说明了无治主义或权谋之治观

点的荒唐ꎮ 方东美指出ꎬ道家“冥齐物我”的世界观要求立足于“此世”ꎬ通过道家契入

大道ꎬ臻于至德内充的境界ꎬ冥齐物我ꎬ这是道家的政治哲学基础ꎻ道家的德治理想决定

了应效法道家“道”的生畜创造、“天”的化育完成和“自然”的创造进化ꎬ这是道家的政

治精神ꎻ道家政治观的包容性表现在道本参透道体ꎬ生生不息ꎬ体现道家政治妙用ꎻ方东

美的道家政治实践ꎬ决定了其对政治具有独到的理解ꎮ
〔关键词〕方东美ꎻ道家ꎻ政治理想

钱穆指出ꎬ中国思想ꎬ常见为浑沦一体ꎮ 极少割裂斩截ꎬ专向某一方面钻研ꎮ
故所长在整体之融通ꎬ所短在部门之分析ꎮ〔１〕 方东美认为ꎬ论道家政治理想ꎬ也
只有从道家思想的整体体系中探究ꎮ “中国的道家哲学亦以道为无所不在ꎬ而
不以之为超绝ꎬ要人于蝼蚁稊稗中见生天地之原理ꎮ” 〔２〕道家把道的标准从人生

立场解放ꎬ而普遍归之于宇宙一切物ꎬ如是则人生界不能脱离宇宙一切物而单独

建一标准ꎬ应以平等视之宇宙一切物之各项标准ꎮ 政治是人生界中之一业、一现

象ꎬ绝不是西方所说的超绝ꎬ所以ꎬ应该从一切物与大标准着眼ꎬ才可以了解道家

政治理想的精髓ꎮ 方东美通过对道家政治理想的哲学基础、精神品质、包容性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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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和积极实践可澄清学术界的一些误解ꎬ如视道家为“无治主义”、“君人南面之

术”、反政治等ꎬ为现代政治建设提供启示ꎮ

一、“冥齐物我”:论道家积极的政治哲学观

陈鼓应认为ꎬ道家整个哲学系统的发展ꎬ可以说是由宇宙论伸展到人生论ꎬ
再由人生论延伸到政治论ꎮ 然而ꎬ如果人们了解老子思想形成的真正动机ꎬ就可

以知道他的形上学只是为了应和人生与政治的要求而建立的ꎮ〔３〕 方东美从没有

博取政治高官的念头ꎬ“一生都坚定主张以哲学文化理想原则来领导现实政

治”ꎮ〔４〕具有“道家资性气质”的方东美指出ꎬ在人类全部业力中ꎬ政治生活ꎬ并非

是隔离的绝缘体ꎬ它的真谛需贯彻许多事象才能显出ꎬ如对世界、人性的看法ꎬ都
影响政治理想ꎮ 道家“冥齐物我”的整体世界观要求人不能超然于政治之外ꎮ
方东美认为ꎬ道家的政治哲学观体现在注重“此世”以及“完成大我”等方面:

首先ꎬ中国人的生活兴趣寄托在“此世”ꎬ认为在现实的人间世中ꎬ可充分完

成人类所追求的包括政治理想在内的一切价值ꎮ 人们通力合作的创造性生命可

点石成金ꎬ将现世点化超升、臻于理想ꎬ而不像宗教狂那样只以逃避的出世态度ꎬ
求渺茫的他世ꎮ 老子说过不少话表明他的“此世”观ꎬ如:“圣人常善救人ꎬ故无

弃人ꎻ常善救物ꎬ故无弃物ꎮ”(«道德经»第二十七章)“善者吾善之ꎬ不善者吾亦

善之ꎮ 信者吾信之ꎬ不信者吾亦信之”(«道德经»第四十九章)ꎮ “圣人不积ꎬ既
以为人ꎬ己愈有ꎬ既以与人ꎬ己愈多ꎮ”(«道德经»第八十一章)方东美认为ꎬ这些

言辞都表现出道家对社会、对世间人和物的关怀ꎬ从中可领会老子的忧世之言与

救世之心以及政治情怀ꎮ 庄子借老聃之口说:“明王之治ꎬ功盖天下ꎬ而不似自

己ꎮ 化贷万物ꎬ而民勿恃ꎮ 有莫举名ꎬ使物自喜ꎮ 立乎不测ꎬ而游乎无有者也ꎮ”
(«庄子应帝王»)“衣食万物而不为主”(«道德经»第三十四章)ꎬ“生而不有ꎬ
为而不恃ꎬ长而不宰ꎬ是谓玄德ꎮ”(«道德经»第五十一章)此玄德却是理想的政

治主张ꎬ一切皆各原于天ꎬ但不自居功ꎬ故万物即曰我自然ꎮ 庄子不承认有“首
出庶物之天ꎬ因亦不承认有一首出群伦之皇帝”ꎬ“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ꎬ鼷鼠深

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ꎬ而曾二虫之无知?”(«庄子应帝王»)本不需要一

政府、君人之教导与管制ꎬ即庄子所说的无政府主义ꎮ 其实ꎬ庄子并非主张无君

论和不要政府政治ꎮ 他所谓的君是一个理想的君ꎬ必能“游心于淡ꎬ合气于漠ꎬ
顺物自然ꎬ而无容私焉ꎬ而天下治ꎮ”(«庄子应帝王»)只是理想君主ꎬ不容私利

而已ꎮ 这样的话ꎬ有君即等于无君ꎬ有政府亦等于无政府ꎮ 庄子以为ꎬ天是一虚

无体ꎬ则帝王亦是虚无体ꎬ方可发生理想政治的作用ꎮ
其次ꎬ生命目的在于精神自由的“积健为雄”ꎬ不与小我混为一谈ꎮ〔５〕 人们尽

量发展普遍的同情心来拯救世界ꎬ然后充分领悟生命的意义与价值ꎬ人生的意义

在于通过集体的奋斗ꎬ朝着美与善的方向努力ꎬ能够体现道家的政治哲学理念ꎮ
方东美认为那种视道家为弃绝仁义的说法根本是无稽之谈ꎮ 他指出ꎬ道家一直

是“尊道崇德”的ꎬ老子说“道生之ꎬ德畜之ꎬ物形之ꎬ势成之ꎬ是以万物莫不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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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贵德ꎻ道之尊ꎬ德之贵ꎬ夫莫之命而常自然ꎮ 故道生之ꎬ德畜之ꎬ长之ꎬ畜之ꎬ毒
之ꎬ养之ꎬ覆之ꎬ生而不有ꎬ为而不恃ꎬ长而不宰ꎬ是谓玄德ꎮ”(«道德经»第五十一

章)在方东美看来ꎬ“道”与“天”同是生命的“本原”ꎬ“生”与“畜”则是妙道的

“运行”ꎻ“长”“育”“亭”“毒”“养”“覆”是生命之“相”ꎬ而“莫之命而常自然”ꎬ
则指生命的“感应”ꎬ表示生命本身有莫大的潜力ꎬ创造自如ꎬ毫无节制ꎮ 从方东

美对道家精神的集中描绘ꎬ可看出“积健为雄”的积极心志ꎮ “大用外腓ꎬ真体内

充ꎬ返虚入浑ꎬ积健为雄ꎮ 具备万物ꎬ横绝太空ꎬ荒荒油云ꎬ寥寥长风ꎮ 超以象外ꎬ
得其环中ꎬ持之匪强ꎬ来之无穷ꎮ”方东美说:“我管这叫做道家之大合唱ꎮ” 〔６〕 中

国诗人ꎬ老庄以后ꎬ如屈原、曹植、阮籍、李白等ꎬ其优美的灵魂乃遗世独立ꎬ飘然

高美至于宇宙晶天之“廖天一”处ꎬ内合于道ꎬ致力于精神自由之灵台ꎬ使得种种

“小我”的悲欢离合、辛酸苦楚等束缚之人生得以解脱ꎮ
再次ꎬ道家“冥齐物我”的精神境界要求遵守大公无私的社会政治原则ꎬ致

力于健全快乐的生活ꎮ 方东美高度赞扬道、儒、墨三家政治思想ꎬ认为人们的政

治生活受到三种高尚的精神感召所致:一为通过儒家以同情忠恕追求至善政治

理想ꎬ即能够在体悟天地生万物的仁心之后ꎬ奋然兴起ꎬ参赞化育ꎬ以发挥生生不

已的创造活力ꎬ追求所有生命的充分完成ꎻ二为通过墨家能力行兼爱政治理想ꎬ
避免互害ꎬ遵照“尚同天志”的原理ꎬ原天以律人ꎬ使人之所以能契合天之所欲ꎬ
据此以全天志好生之德ꎬ并使一切万有都能在广大同情之下视为平等价值ꎬ这就

是墨家的根本法仪ꎻ三为通过道家能契入大道ꎬ臻于至德内充的政治境界ꎬ“消
极的能够据以不役于物ꎬ消弥一切私心ꎬ积极的则能据以冥齐物我ꎬ怡然与大道

同体ꎬ这就是道家的卓绝气魄ꎮ” 〔７〕这也是方东美最为欣赏的契入大道的方式ꎮ
然而ꎬ政治思想分为理想政治和现实政治两种ꎮ 现实政治指的是为图私利

而玩弄民众的种种敲诈ꎬ此为方东美所深恶痛绝ꎮ 方东美所称颂的理想政治是

以光明正大的措施ꎬ不仅使每个人都能享有公平的创造机会ꎬ充分发展天赋的才

能ꎬ而且广大的人群都可发挥兼爱互助的精神ꎬ遵守大公无私的社会正义ꎮ 广大

的人群ꎬ在顺境或逆境ꎬ都可发挥兼爱互助的精神ꎬ以道家“冥齐物我”的精神境

界ꎬ遵守大公无私的政治原则ꎬ共同致力于健全快乐的生活ꎮ 在此原则指导下ꎬ
各国之间可通达心志ꎬ平等互动ꎬ联合起来ꎬ为增进人类全体生活的和平安乐而

努力ꎮ 只有这样ꎬ理想政治才能实现ꎮ 方东美赞同柏拉图的政治观点ꎬ即国王君

主是哲学家或者深具哲学精神ꎬ使伟大的政策与伟大的智慧合而为一ꎬ让那些各

有偏执的庸才都退到旁边ꎬ国家才有可能生存ꎬ才有希望ꎮ〔８〕

此外ꎬ方东美特别提到要避免对道家政治的两种误解:一为视道家为“无治

主义”或反政治ꎮ 如梁启超说:“道家信自然力万能而且至善ꎬ以为一涉人工ꎬ便
损自然之朴ꎬ故其政治理论建设于绝对的自由理想之上ꎬ极力排斥干涉ꎬ结果谓

政府不必要ꎬ吾名之曰无政府主义ꎮ” 〔９〕方东美认为胡适曾指出道家的反政治意

识ꎬ他认为胡适之所以有这样的误解ꎬ是因为掌握材料不够、理解有误ꎬ“在胡适

的哲学史里面ꎬ重要如道家ꎬ他却把老子看成反政治意识ꎻ孟子的重心明明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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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学说ꎬ他却根本没碰上边ꎮ 另外也有人看佛学复杂难以整理ꎬ就到日本去乱

抄ꎮ 中国哲学通史很少人能写ꎬ为什么原因呢? 第一ꎬ材料不充分ꎻ第二ꎬ无法驾

驭材料”ꎮ〔１０〕 二为张采田在«史微原道篇» 中提出的“道家者君人南面之

术”ꎮ〔１１〕在这里ꎬ方东美强调了道家的理想政治精神ꎬ认为“无治主义”、反政治

或“南面之术”都是荒唐的ꎮ 他指出ꎬ道家的政治思想从两方面来看就很好理解

了:一方面ꎬ对抗“现实政治”玩弄阴谋的一种“无治主义”、反政治意识、权谋之

术ꎬ并非真正的道家政治主张ꎻ另一方面ꎬ道家真正的政治主张是怀抱远大的政

治理想ꎬ以宽容慈惠的精神与大公无私的美德ꎬ教人要效仿大道的“生而不有ꎬ
为而不侍”精神ꎬ要“政善治”ꎬ即放下私心成见ꎬ浑浑然以百姓心为心ꎬ以百姓苦

为苦ꎬ才能上下一心ꎬ同登幸福之域ꎬ此为道家积极的政治理想ꎮ
我们认为ꎬ方东美强调道家冥齐物我、顺应自然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ꎬ然而

如此主体感官上的纯任自然的结果ꎬ事物的发展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ꎬ这是很值

得怀疑的ꎮ 道家思想都肯定了人和自然万物的一体情状ꎬ然而人和自然事物在

本质上是否同一? 这显然是有问题的ꎮ 事实上ꎬ人是有意志、有理性、有感情的ꎮ
意志的表现、理性的作用、感情的流露ꎬ都使得人之所以为人ꎬ和自然事物在本质

上有很大的差别ꎮ〔１２〕还有ꎬ方东美对于胡适的“反政治意识”批评也不够准确ꎮ
尽管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三篇老子»中指出老子是极端的破坏主义ꎬ对
于国家政治主张极端的放任ꎬ“对于那种时势ꎬ发生激烈的反响ꎬ创为一种革命

的政治哲学”(胡适)ꎬ但胡适的“反政治”指的是老子针对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

而言的“反政治”ꎬ胡适主张的老子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也是积极的ꎮ 如袁玉立先

生所言:“老子的全部思想ꎬ是以自然无为思想对三代以来‘治人事天’的矫枉过

正ꎬ即是对专制国家的过度管理、尊卑贵贱的永恒范式的反制与平衡ꎬ是对于过

度的政治压迫思想束缚的反抗与革命ꎮ” 〔１３〕

二、“藏天下于天下”:论道家的德治理想

我们如何为国家政治建设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呢? 方东美主张ꎬ应该契合

道家道德的精神、完善政治生活ꎬ“政治生活严格说起来都应是道德中事ꎬ理想

的政治正应契合道德的精神ꎬ表现出圆融的和谐之美ꎬ而绝不是冲突的暴戾之

气ꎮ” 〔１４〕

首先ꎬ应知道国家存在根本理由的人文道德性ꎬ注重道德、教育、文化理想的

作用ꎮ 如要了解理想政治的真正倾向ꎬ方东美认为ꎬ除了政体、权略、政令之外ꎬ
更须先追问国家存在的根本理由ꎬ即人文道德:(１)国家是一个要充分实现人文

生活的场合ꎬ一切重大措施是要保障人民生活的共同安全与幸福ꎮ 中国传统人

文使天的宗教、神的宗教成为道的宗教、祖先的宗教ꎮ “中国原始信天之宗教ꎬ
孔子以后即在上层学术文化中失势ꎬ而代之以祖先之宗教ꎮ” 〔１５〕但中国圣贤虽教

人尊祖祀先于鬼神之存在却并不加以肯定ꎬ只是说祭神如神在ꎬ重在教人于祭祀

之际缅怀先人的言容笑貌ꎬ使子孙之精神与父母祖先之精神宛然再遇ꎬ使子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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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所自生ꎬ返本复始ꎬ民德归厚ꎬ整个国家幸福安康ꎮ (２)国家不只是一种政治、
经济、军事的形式组织ꎬ更重要的乃是要进一步以此为行道的园地ꎮ 中国文化是

一种高度道德化的文化ꎬ它以道德为核心ꎮ 在敬神之中重事死如事生ꎬ如闻其

声、如见其形ꎬ正是一种道德陶冶ꎬ表现为道德的神在生活中发挥作用ꎮ 这种道

德属于形上学ꎬ而不像黑格尔把道德贬到“绝对精神”之下的“客观精神”ꎮ (３)
国家是一完满而优美的学校ꎬ能发挥人文化成的大用ꎬ使人民的潜在才能有充分

的发展ꎮ (４)国家ꎬ是文化价值绵延创造的园地ꎬ除了立法措施外ꎬ更应让人民

有平等的机会ꎬ使公民们在善尽义务之余ꎬ还能发展每个人的特殊才能ꎬ让人民

有平等机会ꎬ增进文化价值的创造活动ꎮ
其次ꎬ“藏天下于天下”的德治主张可使国家长治久安ꎮ 方东美反对各种赤

裸裸的暴力政治和那些短视势利的现实政治ꎬ认为这样的政治不可能使国家长

治久安ꎮ 他以道家庄子的寓言表达“理想政治”的标准ꎬ即“由道德力量来推进ꎬ
由教育大计来普及ꎬ更由文化价值来固守ꎮ” 〔１６〕“藏舟于壑ꎬ藏山于泽ꎬ谓之固矣ꎬ
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ꎬ昧者不知也ꎮ 藏小大有宜ꎬ犹有所遁ꎬ若夫藏天下于

天下而不得所遁ꎬ是恒物之大情也”ꎬ方东美认为“庄子这段妙语具有深奥的哲

理ꎬ其用意当然不只在解释政事”ꎬ〔１７〕“藏天下于天下”强调了道德精神、教育力

量、文化理想对安邦定国的重要价值ꎬ如果只知道以力服人ꎬ靠现实政治的经济、
军事、政治ꎬ尽管费尽气力ꎬ整个国家在夜半还是被偷走了ꎮ 在中国古代德治、礼
治和法治传统中ꎬ方东美欣赏德治ꎬ接受礼治和适当的法治ꎬ以“力”或“术”统治

容易腐败ꎬ不为所取ꎮ 大致说ꎬ道家、儒家和墨家多主德治ꎮ 后儒自荀子起盛倡

德治兼礼治ꎬ法家则遵循法治ꎬ后法家入极术之中而失去了效用ꎬ最终与“藏天

下于天下”的德治理想背道而驰ꎮ 这是需要特别警惕的ꎮ
方东美引柏拉图“政治篇”来说明“藏天下于天下”的德治主体“哲王”ꎮ

“治国如医病”ꎬ如最理想的政治主体“哲王”以完美道德智慧为准则ꎬ并能英明

地力行实践ꎬ则不需要“法”了ꎬ但是在广大众民的国家里ꎬ现实政治情况比理想

中复杂得多ꎬ病人众多ꎬ需一套系统法制ꎬ借法治以补德治礼治的不足ꎮ 所以方

东美主张ꎬ德治为最理想的政治信仰ꎬ礼治次之ꎬ法治也可ꎬ千万不要用“术治”
与“力治”ꎮ 从为民谋福来说ꎬ法治的重要性不容否认ꎬ法治是对德治的补充ꎬ但
要“把合情合理的‘法’与权谋巧诈的‘术’分开ꎬ便知法治仍是一种理想政治ꎬ不
像术治或力治一样不足为取”ꎮ〔１８〕当然ꎬ法治的一些原则必不可少ꎬ如“万事皆归

于一ꎬ百度皆备于法”ꎻ“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ꎻ“不可为一人枉其法”ꎮ〔１９〕

方东美批评了儒家的德治主义ꎮ 他说:“从儒家来看ꎬ国家就是这种道德精

神实践的园地ꎬ政治就是这种道德精神开放的花朵ꎮ 因此ꎬ政治的生活就是道德

的生活方式”ꎮ〔２０〕 因此ꎬ要将整个宇宙和政治看成同一类型ꎬ即体验宇宙要达其

美ꎬ体验生命要正其性ꎮ 但是从这一层看ꎬ儒家的“德治主义”又很容易变成“礼
治主义”ꎬ孔子说:“尊之以德ꎬ齐之以礼ꎬ有耻且格”(«论语为政»)ꎬ“礼之用ꎬ
和为贵ꎬ先王之道ꎬ斯为美ꎬ小大由之” («论语学而»)ꎮ〔２１〕 儒家伦理绝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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窒息了其学说中的主体性原则ꎬ不利于独立人格的成长和个性的发展ꎮ «论语»
讲“君子之德风ꎬ小人之德草ꎬ草上之风必偃ꎮ”这就成了尼采所说的“羊群式道

德”“奴隶道德”ꎬ导致人们的生活缺少活力与创造力ꎬ即缺“酒神精神”ꎮ 这种泛

道德主义ꎬ使人的视、听、言、行都受到局限ꎬ教人循规蹈矩ꎮ «诗经»中孔子的伦

理教化解释ꎬ使泛道德意识渗透到文学艺术领域ꎬ消解了创造热情ꎬ压抑着创造

冲动ꎮ 而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是民主、自由、法制与生产力的发展ꎬ在这

方面ꎬ儒家意识形态是一种阻力即非动力ꎮ
再次ꎬ大的政治家应效法道家“道”的生畜创造、“天”的化育完成和“自然”

的创造进化ꎮ 一切万类都修养生息于此精神之感召中ꎬ做到“尽人其才ꎬ尽物之

用”ꎬ这样才是为而不侍ꎬ和而不争的政治精神ꎻ再一方面ꎬ老子反对专制君主的

剥削ꎬ所谓“损不足以奉有余”ꎬ他要竭力提倡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ꎮ 这种

看似无为实际“无不为”的政治即是方东美所说的积极的政治———“德治”ꎬ并做

到“善行者无辙迹”ꎬ绝非“无政府主义”或“君人南面之术”ꎮ 道家的德治视宇

宙的存在与发展过程中蕴含了丰富的价值ꎬ而否认宇宙为没有价值和意义的机

械系统ꎬ它否定了价值中立的思想观点ꎮ 他对西哲二分法、二元对立进行深入剖

析与批评ꎬ认为其偏执于逻辑分析方法与“孤立的系统”的理论局限ꎬ以及忽视

价值ꎬ导致价值贫乏的价值中立主义ꎮ

三、“阴柔慈惠”:论道家政治观的包容性

不同于儒家为“时际人”ꎬ将人分为庶民大众、知书达理的人ꎬ文质彬彬的君

子、大人ꎬ内圣外王的圣人ꎬ至天人合一的至上境界ꎬ道家为“太空人”典型ꎬ具有

提神太虚、俯视万物的自由解放精神ꎬ及由道家特有的诗艺灵感所激发的空灵意

境ꎮ 发挥艺术才情ꎬ以开阔包容的心胸和超现实方式ꎬ观照现实、拯救现实ꎬ这是

方东美一直所强调的道家精神ꎮ
首先ꎬ方东美以司马谈论道家之术“以虚无为本ꎬ以因循为用”说明了道家

的虚怀若谷的阴柔慈惠和包容的特征ꎮ 他认为ꎬ老子参透道体ꎬ好似生生之源ꎬ
周行宇宙ꎬ溥博和同ꎬ虚而不竭ꎬ无一物失道之本体ꎬ无一处缺道之妙用ꎮ 老子怕

人类自私ꎬ见小失大ꎬ不能法道之无不生成ꎬ教人去私以息争ꎬ退身以存公ꎬ反复

说“吾之大患ꎬ为吾有身”“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

长”(«老子»第二十四章)ꎮ 以此虚无之心ꎬ杜绝世间的政治纷争ꎬ当然ꎬ面对战

争ꎬ也要“道法自然”ꎬ激发斗志ꎬ首先取得精神之胜利ꎬ树立强大的自信心ꎬ在知

晓双方情况的基础上ꎬ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ꎬ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ꎮ “我希望全

国各个青年ꎬ在物质战争、物力战争、兵器战争上先作精神战争中一位所向

无敌的文化战士”ꎮ〔２２〕

其次ꎬ道家深知生命是大方无隅、相符而有、一往平等的ꎬ所以执着于大象、
守道于大中ꎬ包容万物的是非ꎮ 这犹如百川全入大海ꎬ并行而不悖ꎬ正因为能宽

宏大量ꎬ容纳众流ꎬ所以才能蔚成主流ꎬ形成万盛的生命气象ꎮ 所谓“上善若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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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善利万物而不争”ꎬ大德之人立身清纯ꎬ恰似大海之不竭ꎬ此即所谓“居善地ꎬ
心善渊ꎬ与善仁”ꎬ所以才能够善体大道ꎬ使道不失德ꎮ 常善救人ꎬ使人无弃人ꎬ
常善救物ꎬ使物无弃物ꎬ这是何等伟大的精神!〔２３〕 此道家伟大的道德精神就是

“慈与惠”ꎬ就是“爱、仁、亲”ꎮ 方东美指出了道家人格发展的特点如下:一是道

家天人合一的态度ꎬ肯定了人性可使之完美ꎬ每个人的人格可通过精神修养而达

到极高的境界ꎻ二是超越的态度ꎬ从现实出发去超化现实ꎬ点化为理想世界ꎬ即道

家的艺术世界ꎻ三是包容的态度ꎮ 他说:“中国人向来具有一种天才ꎬ凡是遇着

有形迹、有障碍的东西ꎬ并不沾滞ꎬ总是把他们点化成极空灵、极冲虚的现象”ꎮ
我们知道如何在物理世界掩其实体、显其虚灵ꎬ显其极大的包容性ꎬ世界真相因

此而展现ꎬ“真”的领域因此而显豁ꎬ“善”的领域因此而完成ꎬ“美”的领域因此

而实现ꎮ 老子说过:“三十幅共一毂ꎬ当其无ꎬ有车之用ꎮ 埏埴以为器ꎬ当其无ꎬ
有器之用ꎮ 凿户牖以为室ꎬ当其无ꎬ有室之用ꎮ 故有之以为利ꎬ无之以为用ꎮ”
(«道德经»第十一章)世上许多东西的功用都不在于物体之实ꎬ而在空虚、包容

之虚ꎮ “就以一座演讲厅来说ꎬ在屋顶下各位能发现什么吗? 除了一大片空间ꎬ
充满空气之外ꎬ什么也没有ꎬ然而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中国智慧里‘去其障ꎬ致其

虚’的精神作用”ꎬ〔２４〕所谓“含情无言最迷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ꎮ
应该说ꎬ中国传统哲学内容非常丰富ꎬ道、儒、墨、法、阴阳家等都有值得肯定

和吸取的积极因素ꎮ 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传统哲学的利弊ꎬ有选择地接受并创

造新的文化成果ꎬ是方东美哲学的重要方面ꎮ 道家的自然无为及其不干涉主义ꎬ
对于专制政体具有很大的消解作用ꎬ它的叛逆精神及其“一切价值重估”的观

念ꎬ对于僵固思想具有极大的激荡力ꎮ 对己来说ꎬ不固执己见ꎻ对他人来说ꎬ“安
时而守顺”ꎬ如庄子言 “臣之事君ꎬ义也ꎬ无适而非君也ꎬ无所逃于天地之

间ꎮ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ꎬ德之至也ꎮ 为人臣子者ꎬ固有所不得已ꎮ”
(«庄子人间世»)此种“叛逆精神”体现在他人方面就化解了“叛逆精神”ꎮ 李

存山先生也指出道家的治世思想:“道家思想不治世则已ꎬ若治世则其强调‘君
臣之义’往往不逊色于儒家ꎬ从老学衍出的法家实践了老子‘圣人不仁ꎬ以百姓

为刍狗’的理论ꎬ汉初黄老之学尊王胜过儒家ꎮ” 〔２５〕

四、方东美的道家政治实践

方东美一生从事哲学活动达五十三年之久ꎬ其政治实践体现了他的“道家

资性气质”ꎮ 一为“创造少年中国会”ꎬ凸显道家冥齐物我哲学视域下学术与政

治不可分的主张ꎮ 方东美于 １９１９ 年成为“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的会员ꎬ并
任«少年中国»月刊总编辑ꎮ 在“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前后ꎬ五四运动风起云涌ꎬ
方东美是南京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ꎬ为发动学生运动而奔走忙碌ꎮ 在 １９２０ 年

“少年中国会”第一届会议上就“政治活动问题”ꎬ方东美说:“我不赞成对现实政

治全无反抗ꎬ故主张加入政界ꎮ 但就事实说ꎬ旧政界内幕复杂ꎮ 政治活动ꎬ局外

人说什么监视ꎬ实则只是空谈ꎮ 故我亦信旧政治除打破无二法ꎮ” 〔２６〕 就“学会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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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及主义问题”时ꎬ方东美说ꎬ“学会宗旨‘本科学的精神ꎬ为社会的活动ꎬ以创造

少年中国’规定得很好ꎮ 这已指出学术不能分开ꎬ而且果有益于社会ꎬ为学亦活

动之一种ꎮ”学术要有益于社会政治建设ꎬ这是学会活动的宗旨ꎮ〔２７〕

二为反抗现实黑暗政治、向往理想政治ꎬ以“积健为雄”的姿态实践政治理

想ꎮ １９２５ 年ꎬ方东美与罗家伦、梁实秋等共同执教于东南大学ꎬ他不满意当时的

政治现实ꎬ因此不赞同罗家伦的所谓政治抱负ꎮ “假使一个真正的读书人ꎬ若想

根据他的理想来搞政治ꎬ柏拉图就是一个前车之鉴”ꎬ“不管任何人ꎬ要有柏拉图

的能耐ꎬ怀抱理想而从事实际的政治ꎬ有两个条件:第一ꎬ肯拿头出来ꎬ第二ꎬ当主

张不能实现时必须降身为奴ꎮ 但是柏拉图却把他政治上的理想ꎬ写成不朽著

作ꎮ” 〔２８〕作为学者如何为国家政治理想作出贡献呢? 在抗战前夕ꎬ方东美积极投

身政治ꎬ应邀于中央电台做八次«中国人生观»的广播演讲ꎬ呼吁以中国哲学精

神振作力量ꎬ抵制外敌ꎮ “七七”卢沟桥事件后ꎬ在庐山会议上ꎬ方东美就如何抗

击日寇侵略ꎬ慷慨疾呼ꎬ“力言民族精神和文化命脉之重要ꎬ半小时的讲话中慷

慨激昂ꎬ声泪俱下ꎮ” 〔２９〕 吴经熊认为方东美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爱国学人”ꎬ评
到:“他对民族与文化的灼灼热情、理智与感情并行相映的哲学智慧ꎬ以及他那

一生秉持的浩然正气与赤子之心ꎬ都是永远值得有心人士缅怀与纪念的ꎮ” 〔３０〕正

如殷海光先生对陈鼓应感叹的那样ꎬ“台湾当下有风范、有骨骼的知识分子太少

了! 像方东美那样ꎬ便是仅剩下的一片傲霜叶了ꎮ” 〔３１〕

三为包容开阔心胸ꎮ 方先生以包容开阔的心胸看待对民族和国家热爱的不

同方式ꎮ 在抗战胜利还都的南京中央大学礼堂里让在场的师生大大见识了一

次ꎮ 那时许多人都有“以胜利者回到沦陷区”的心理ꎬ譬如当时的南京有伪中央

大学ꎬ上海也有伪中央大学ꎬ那些学校里的学生是有泪流不出ꎮ 国民政府一批腐

败不能的官员竟然张口闭口称伪人民、伪学生方先生听了极其愤慨ꎬ怒斥

到:“当撤退时ꎬ你无飞机、无轮船可坐、无火车可乘ꎬ所以才留下来ꎬ在沦陷区便

深受日本人的蹂躏ꎮ 我们在后方每逢遇到日本飞机袭来ꎬ我们并不悬念我们的

安全ꎮ 因为我们在后方ꎬ不管贵州也好ꎬ云南也好ꎬ都有安全的地洞可躲轰炸ꎮ
表面看来好像很危险ꎬ其实我们却很安全ꎮ 但是我们在防空洞里面所悬念的就

是南京大屠杀以后ꎬ连带了在各沦陷区里面留下来的同胞在遭受日本人的蹂躏ꎮ
所以我们怎么能忍心叫他们‘伪民’! 他们在沦陷区里面为民族苦撑而忍受这

一种灾难ꎮ 天下只有伪政府、伪币制ꎬ哪有伪人民、伪学生的!” 〔３２〕顿时整个中央

大学的礼堂哭成了一团ꎮ 对于处于沦陷区里爱国的广大百姓和学生以同情、理
解和支持ꎮ

四为弘扬道德生命ꎮ 方东美亦诗人亦哲学家ꎬ他认为庄子亦诗人亦哲学家ꎬ
并认为庄子一生献身于道德生命的高扬ꎮ 庄子悲悯于人们为一己私利、表象的

价值、世俗的虚荣ꎬ而把真理泯灭在物质的世界里ꎮ 方东美赞同庄子的整个精神

在于完成一种寓言化的大思想体系ꎬ以辨明精神解脱的重要性ꎬ彻悟道德生命的

崇高意义ꎬ使精神升华与道体合一ꎬ把人世的快乐与天道的至乐打成一片ꎮ 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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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方东美政治理想的追求和生命写照ꎮ 方东美一生以苦为乐ꎬ多次以“坐飞机”
的方式发现生活中的道德和美ꎬ融会贯通古今中西哲学、致力于中国哲学的广布

和弘扬ꎮ 他在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等多种场合为捍卫中国哲学尊严、推动哲学

伟大复兴和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作出积极贡献ꎮ

五、小　 结

方东美为中国现代哲学家ꎬ因其“亦儒亦道亦佛亦西”的学术定位ꎬ使学术

界很难将其明确归入哪一派ꎮ 正因其注重平等的“学统”而不是“道统”主张ꎬ使
他对道家的政治理想非常青睐ꎮ 从方东美对道家政治观的分析ꎬ我们觉得ꎬ今天

的政治建设可从中获得有益启示:如何做到“冥齐物我”、如道家般积极的政治

观呢? 道家德治观的包容性及“藏天下于天下”的德治理想所体现的气度尤其

为今天一些囿于具体道德范畴的行为所借鉴ꎮ 方东美的德治思想可作为眼下的

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德治精神渗透的有益补充ꎮ

注释:
〔１〕钱穆:«庄老通辨»ꎬ北京: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１０５ 页ꎮ
〔２〕〔６〕〔１５〕〔２４〕〔３１〕方东美:«生生之美»ꎬ李溪编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２、２８１、２、

１２３、３４４ 页ꎮ
〔３〕〔１２〕陈鼓应:«老庄新论»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９２ 年ꎬ第 ３、４１ 页ꎮ
〔４〕〔２９〕杨士毅:«方东美先生纪念集»ꎬ台北:正中书局ꎬ１９８２ 年ꎬ第 ５９、５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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