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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研究】

论《庄子》中畸人形象的地域文化内涵*

郭 树 伟

摘 要: 春秋战国时期，商宋之地社会群体由于殷商遗民身份而在精神层面长期受到周朝统治者的文化压制和侮

辱，又由于居住在中原军事要冲之地，这又使得他们在生活层面备受战乱频仍之损害。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和社

会现实是《庄子》思想形成、包括畸人形象塑造的文化地理环境。《庄子》思想的形成与商宋之地的地域文化有着

历史近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的因果关系，《庄子》的畸人形象也具有商宋之地社会群体形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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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中畸人形象一直是《庄子》研究的热点

之一。其中的畸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庄子对文学形

象的塑造，更表达了庄子对人生、对社会、对文化的

理性思考。庄子塑造了畸人的文学形象，写出了具

有哲学意蕴的文章，在先秦诸子著述中别有一番思

路和趣味。前人多从美学、文学、社会学诸方面考察

《庄子》畸人的美学意义、文学形象和社会根源。实

际上，考察《庄子》的畸人时，商宋之地的地域文化

内涵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庄子》的畸人形象

具有商宋之地社会群体形象的文化内涵。

一、关于《庄子》畸人形象的研究综述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关于《庄子》畸人研究

的论文多达 20 余篇。这些文章虽然不能反映这个

问题的研究全貌，但基本亦能洞察和表达当代关于

《庄子》畸人研究学术思路的几个方面。首先是从

美学角度对《庄子》畸人的研究: 黄林斌①认为畸人

形象对“忘形得意”这一中国艺术的基本命题和“以

丑为美”这一极具个性的审美趣味形成都具有启发

作用。孙艳萍②认为《庄子》塑造了形形色色的畸

人形象，有跛子、变形人、纯粹丑陋之人、心理变态的

疯子，主要在于阐述畸人的形与德的问题，体现了庄

子辩证的美丑观和遗形取神的思想。其次是从社会

学角度对《庄子》畸人的研究: 吴小洪③认为《庄子》
的众多的畸人形象有其文化学成因，即庄子深受上

古巫文化观念的影响; 其社会学原因是当时宋国刑

网广张，诛戮惨重而造成相当数量的畸人群体，这些

畸人形体不类常人，却德性完足，正好可以用来表现

庄子学派的哲学观念。金野④分析了《庄子》畸人

的社会学成因及畸人的生活态度。徐春根⑤则从畸

人形象研究中体验庄子对于生命的意义和人的价值

的推崇与追求。再次是文化人类学角度的畸人研

究: 黄林斌⑥认为畸人的意象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

多元背景，具有浓重的感情色彩、呈现出浪漫主义的

文学特征，是齐文化和楚文化双重作用的产物。邓

心强⑦则从区域文化研究思路解读庄子的畸人意

象，有未能尽兴之意; 殷志芳⑧和邓联合⑨两位学者

有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庄子中的畸人和巫文化之

关系的文章。前面分别从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

几个角度来归纳关于《庄子》畸人的研究论述，有割

裂诸作者整体研究之弊病，实际上诸位作者的研究

常常具有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交叉综合研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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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和内容，此处之所以作以区隔，职为研究方便之

故。
上述研究文章从美学方面而言之并没有走出李

泽厚、叶朗和刘成纪等美学研究者对《庄子》中畸人

研究的认知范畴; 而从社会学角度的畸人研究则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运用马克思社会学理论研究《庄

子》畸人形象的思路，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而从

文化人类学角度的研究基本上是闻一多先生对《庄

子》畸人研究思路的进一步解读和深化。诸论文对

《庄子》畸人的讨论从研究思路方面存在着不足之

处，表现为三个方面的研究割裂: 首先是美学研究和

社会学研究的割裂，即研究庄子的美学思想而对庄

子美学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没有提到足够的认识;

其次是庄子研究和社会研究的割裂，即研究庄子的

个人思想而不研究庄子周围的社会群体之思想; 再

次，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割裂，即研究《庄子》的

浪漫主义文风而对《庄子》浪漫主义产生的社会现

实基础认识不足。前车之鉴，足以启发后来，如果从

商宋地域文化地理特征来分析《庄子》畸人形象，不

但能折中群言，更有新辟之劳，试析之。

二、《庄子》畸人形象的地域文化内涵

黑格尔关于地理环境对不同文化面貌的生成问

题有过详细论述。他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这

个概念，并按照地理特征把世界区分为三种类型和

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区域。文化地理学者有理由认为

区域文化的生成和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决

定文化传统的民族性特征的是地理环境因素”⑩。
当我们沿此思路审视庄子思想产生的文化地理学环

境特征之际，就不能不对庄子的畸人形象产生一些

新的认识。
首先，商宋之地战乱频仍的社会生存环境是畸

人形象群体生成的社会现实基础。宋都城南有睢

水，东有孟渚、空桐泽，北有菏泽，河流纵横，林木茂

密，水草丰富，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湿润，是最早开发

的农业生产区。这样的地理环境在和平时期是发展

经济的有利条件，但在春秋王室衰落、礼崩乐坏的时

期，却成了大国争雄称霸的战争舞台。古人云: “得

中原者的天下”，这句话包含着某种残酷的历史记

忆。商丘是殷商先民的发祥地之一，《诗经》上说:

“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

商是常。”瑏瑡《孟子·公孙丑上》云:“武丁朝诸侯，有

天下，犹运之掌也。”瑏瑢春秋战国时期，宋国又地处齐

秦楚魏诸大国之间，其所承受的兼并攻伐战争带来

的灾难自是可想而知，两次弭兵运动皆由宋人发起

是有其 特 定 历 史 依 据 的。“兴，百 姓 苦; 亡，百 姓

苦!”可以说，商宋之地比中原其他地方承受了更多

的战争灾难。当然，战国初期，宋国的宋康王，昏君

乱相，刑网密布给普通人民带来的肢体残损和死亡

恐怖也是可以想象出来的。由此言之，战国时代思

想家庄子畸人形象的浪漫主义笔法下面既有着历史

近时段令人窒息的社会现实，也有着历史中时段和

长时段的社会背景。庄周塑造了众多的畸人形象，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突发奇想，因为他身边就生活着

这样的畸人群体。这些饱经战争和死亡忧患的畸人

群体，对生命变得分外珍惜，对名利变得特别淡然，

生活的磨折打扰不了他们生活的宁静。不难想象，

这些饱经战乱的退役军人和备受兵燹的畸人群体宁

静的生活态度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种社会文化氛围正

是《庄子》籍其寓言的依据，也是《庄子》浪漫主义的

地域文化起点之一。
其次，战国时期商宋之地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备

受文化歧视的社会环境。宋国是周初少数的殷遗民

国家，西周封宋的目的是让他们奉其先祀。在先秦

诸子的著述中，宋人和宋国是被周代社会集体嘲弄

的对象:“据笔者对《墨子》《孟子》《荀子》《庄子》
《列子》《韩非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等先秦诸子

书的统计，分布情况大致是: 被讽刺得最多的诸侯国

是宋国，计 23 次; 其次是齐国，计 16 次; 再其次是楚

国，15 次; 再其次卫国，计 9 次。”瑏瑣宋人是诸子百家

嘲讽得最多的一个社会群体，几乎成了“愚昧”“荒

唐”“滑稽”的同义语。这是因为宋国乃周人赐命殷

商后人所建，而殷商贵族本系周人伐灭取代的对象，

再加上春秋末期宋国又出了一个殷纣王一样的暴

君———宋康王，两次政乱，为天下恶; 两次亡国，为天

下笑。诸子虽国属有别，但其文化精英基本上认同

周之臣民身份，周德虽衰，诸子仍出于历史惯性而维

护周朝文化系统，视商宋旧族为敌对和异己的文化

群体。商宋旧族不但备受生活和身体上被损害的痛

苦，同时也在文化和精神上被侮辱，被损害，这是

《庄子》畸人形象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
最后，当我们仔细审视战国诸子的文化地理地

图，就会发现商宋区域的士人有着和其他区域士人

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诉求。宋人以农耕作为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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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

耕夏耘，秋获冬藏，周而复始。在这样一种有规律、
有秩序、宽缓安定的生活环境中，逐渐形成了文质彬

彬的性格和尚文习礼的风俗。如果你想对这种文化

品质有更多的感悟，这就需要文化地理学者的田野

考察。当你真正踏上庄子生活的商宋旧地，你会对

其思想发生的文化地理场景有着一个更为深切的体

悟。当秋日早晨的千里雾霾笼罩在这片广袤的平原

之上，你感受不到天地的边际在哪里，生活在这里的

人们有一个迫切找到个体生命坐标系的冲动，他们

有界定自己在茫茫时空中位置的心理需求。今人如

此，战国时期的古人大概也有这样的日常生活焦虑!

无论是被后人称誉的老子和庄子、或者是被世人嘲

弄的忧天之杞人。人们对生命存在的认识，既有时

间问题，也有空间问题。怎样看待由生到死这一生

命存在的时间长度，怎样确定生命存在的空间位置，

是生命意识和文化觉醒的重要内容。庄子站在上下

四方、古往今来的宇宙高度来审视和体认生命的出

现与消失，对生命存在作出他特有的时空定位。庄

子对生命的时间定位是用一个非常灵敏的动物来作

譬喻。《知北游》说: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

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 油然漻然，莫不

入焉。已 化 而 生，又 化 而 死，生 物 哀 之，人 类 悲

之。”瑏瑤“白驹过隙”，就是庄子对生命的时间定位，

他用“忽然”来描述这一极其短暂的人生时间。其

次，庄子对生命的空间定位，同样也是以马为喻。
《秋水》说:“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垒空之在

大泽乎? 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

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 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

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 此其比万物也，不似毫末之

在于马体乎?”瑏瑥“毫末之在于马体”，这是庄子对生

命存在的空间定位。在这里，庄子为人类打开了一

个可以无限拓展的时空系统，使思想的视野得以自

由的舒展，使人类的心胸为之阔大。他的用意在于

启发人类从自多、自大、自高、自傲的思维模式中走

出来，登高壮观天地间，透破现象界和形器界的重重

封隔，从宇宙的更高层面来确定个体生命在自然界

中的空间位置。由此可见，宋国特定的文化地理环

境和社会经济环境也是宋人文化心理形成的重要因

素，商宋之地广袤的地理风貌正是庄子思想形成的

文化地理因素。
由此而言之，《庄子》畸人身上蕴藏的着三种激

烈的冲突: 战争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摧残和蹂躏、社
会文化对这片土地的歧视和侮辱、个体生命站立在

苍茫大地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孤独感。宋人，战

国时期这一特定的空间区域内的社会群体，他们的

战争创伤感、文化的被歧视感和人类生存时空的孤

独感较之于其他列国的士人有着自己更为独特的感

受，《庄子》的生命哲学是宋人文化地理环境在更高

精神层面的反映。

三、商宋边陲士人群体对河洛主流文化的

解构和抗争

生活对于某个社会群体在某一方面的剥夺，常

常在另一方面给予这个群体以代偿。商宋旧族士人

在体悟生命存在的意义方面取得了战国时期的最高

哲学成就，庄子就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代表。《庄

子》中淡然从容的畸人，何尝不是庄子的自画像?

他表面淡然，内心抗争，他的抗争显然不仅仅是为了

自己的口腹之欲，他曾经弃掷楚国卿相之位如敝履，

作为商宋旧地的士人，他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他不遗

余力地解构周代的河洛主流文化，为商宋文化的存

在而抗争。《史记》言道:“世之学老子则绌儒学，儒

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是谓邪? 李耳

无为自化，清静自正。”瑏瑦这句话准确地表达了当时

儒家学者和道家学者的颉颃之情! 《庄子》在许多

地方看似描写畸人，常常又描绘了与之相对的所谓

正常人这一极，或者说为了制造对比和映衬效果，显

示出对儒者的讽刺。今以连续塑造了六位畸人的

《德充符》瑏瑧为例: 王骀———孔子; 申徒嘉———子产;

叔山无趾———孔子; 哀骀它———鲁哀公; 堙跂支离无

脤———卫灵公; 瓮鸯大瘿———齐桓公; 连线左侧是清

一色的畸人，右侧则是与之相对应的所谓正常人。
在这里，王骀行“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瑏瑨的超

尘绝俗，使孔子和弟子受其感化而钦佩不已; 申徒嘉

的不卑不亢、游于德内和子产的飞扬跋扈、庸俗傲慢

形成鲜明对比; 叔山无趾对自身独立人格的追求和

尊严的坚守，对孔子的遗憾和失望，与孔子幡然醒

悟、知错即改形成对比; 哀骀它被国王信赖、被男人

喜欢、被女人爱恋与世俗的以形为美形成强烈的、近
乎反讽的对比，这些映衬和对照，使庄子的美学思想

得以深刻地传达出来，更得以表现庄子对生命内在

意义的关注和对儒家哲学的讽刺。两周时期，王朝

真正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河洛之间，庄子和商宋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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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群是不属于这个文化圈的，他们处在这个文化

中心之外的“边陲”之地。生物学的研究表明: 哪怕

最微不足道的生命都会对周围环境做出反应。哪里

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话也适用于春秋战国时

期商宋旧地的文化氛围。今天那些具体的行为抵抗

早已湮没在历史的草莽间，而这种文化的抵抗却被

庄子记录下来。商宋旧地的文化特征就表现为是

“边陲”的商宋士人群体对姬周河洛文化“主流”永

无休止的解构和绝不妥协的抗争。在《德充符》中，

庄子写出畸人之圣和圣人之畸，进而完成了畸人对

儒者和所谓“常人”“圣人”的讥讽和嘲弄，指出所谓

圣人“畸于心”，畸人“圣于内”的文化现实。这里我

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庄子对以儒家为代表的姬周河

洛贵族群体主流社会的某种批判和嘲弄。孔子“祖

述尧舜、宪章文武”，大声疾呼: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

称焉”; 孟子终身之忧是: “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

世，我由未免于乡人，是则可忧也”。庄子则反复阐

释“无功”“无名”“无己”的思想。他不但通过畸人

形象和圣人的对比来表达自己的理念，同时也通过

自己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来表达对儒家文化的彻底

决绝。《秋水》写道: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

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

“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以巾笥而藏之

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 宁其生

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 “宁生而曳尾涂中。”
庄子曰: “往矣! 吾将曳尾于涂中。”瑏瑩这是一种最

决绝的抛弃。这是对河洛之间姬周政治贵族文化给

出的一种最深层次的抗争。畸人形象就是庄子批判

的匕首和投枪; 庄子就是这样的一位商宋边陲之地

绝不妥协文化抵抗者、永无休止的解构者。
《庄子》的畸人形象表现出多层次、多侧面的美

学意义、文化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作为商宋旧地

士人对姬周河洛主流文化进行抗争和解构的庄子，

他更为重视畸人的文化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他的

争抗、他的解构都在后二者表现出来。我们不必赞

叹《庄子》浪漫笔法，也不必惊诧他的汪洋恣肆的想

象。他就生长在这块囹圄之地上，这是庄子哲学发

生的一种残酷社会现实，也是庄子之所以为庄子的

地域文化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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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红色文化与‘中国梦’”学术研讨会在合肥召开

2013 年 12 月 14 日至 15 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官学院大别山红色文化研究所、安徽省大别

山文化研究院红色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大别山红色文化与‘中国梦’”学术研讨会，在安徽合肥召

开。来自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山东、江苏、四川、重庆等地的 9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

会专家学者围绕“大别山红色文化与‘中国梦’”这一主题，分别就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整合与区域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红色旅游产业开发、大别山红色文化传承与思想政治教育创

新等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和深层次探讨。本刊副研究员唐金培应邀参加会议，并被陆军军官学院大别山

红色文化研究所与安徽省大别山文化研究院红色文化研究所聘为特邀研究员。 ( 南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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