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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説："萬物皆備于我。”陸九淵説："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 

宙。"你，這個人，是最本源的力量。存在的世界還詩于存在的人去驗收，要明 

白，我們不是這物質表象的奴隸,而是高高在上君臨的主子，更何况,你還想 

是以創造為己任的藝術家。高揚主體意識，發揮主觀能動，是時代賦予我們 

的神聖。佛家有言:“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中法心源”，世界、 

宇宙，都在你能動的創造中。

▲"徒然萬象多,澹爾太虚緬”（王維詩句）要是能遁人虚無，會得到一個 

大而無極的世界，一個恢恢宏宏的宇宙意識。老莊之道，為我們點撥了這此 

rj~t
着鲁青天朝下看，以生物的渺小到底有什么值得嗟嘆？真正地宇宙意 

識，是一個虚無的認識，要是把"虚無"看成是最本質的實在,那我們周圍的 

大量事物和事件不過是實在的不同表現而已，而實在本身是無限的，超越所 

有概念，既不能用理智來理解它，因為它不是冷静的知識對象，也無法用語 

言描述它，因為它是我們的情感意志和深層意識所發生的而又不僅是存在 

意義上的，所应，本質的實在是主客不分的實在。所謂"虚"，是充滿生命生生 

不息之氣的虚，所謂"無”，是由于不可限量，從本質上講它是一種動態關系 

的真實。“由無及一"（王弼語）所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這"一”,就是莫辯 

彼此,不分主客的本質實在，這“一”,就是這種恢宏而空靈的宇宙意識,就是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總體觀念。

人類能從生物性需求中超越而執着于精神的追求，是人類在這追求中 

找到了把人從自我施加的種種束縛限制中解放出來的力量。審美創造作為 

一種無私的和非實用的活動，是人類借以超越的形式，超越自我，達到與類 

的同息，超越表象世界，進而與宇宙同律。把個體的有限同絶對無限的力量 

結合，由此獲得了永遠的真正生命，所以為什么古生代遺下的那么多鵝卵石 

還不如一個個體和一件藝術品具有永恒價值。

“空故納萬境”，那么，領悟了虚無宏大的宇宙意識，就仿佛了永恒的希 

望。

"超脱現實的心靈才能是真正的藝術家的心靈。”

▲“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王國維語）這是在歷經千年的 

二無論和喬飾以后,我們所憧憬的。人進化的歷史陷入了一個不能自拔的悖 

論——在為了人的更為自由自在而改造世界并改造自己的活動中，却給人 

自身設置了不可能自由自在的囿限——為了認識世界，我們築起了理性結 

構，而却又規範了我們感知的爾角；為了遮風避雨而造屋修室，而房屋本身 

又阻礙了與世界的直接，那么多的樓臺使我迷失了大地的本原，我們營造的 

"世界”，横宜在主體通往"虚無”的道路上,偏頗和混亂着我們的感知。

也許,太初之人受天之賜,早就領悟了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真諦;也 

許，初民時期的氛圍，更易于體驗和把握到存在的直接，虚無的直接……。 

“返樸歸真”,老莊為我們提示了一個通往宇宙直接的可能。在原始狀態中透 

露的樸質、純真，在原始藝術里殘余的點滴，無一不為我們指得迷津,無一不 

為今天進化而异化了的人們傾慕神往。走回史前的混沌，走回原始的單純， 

從而走向宇宙的虚無中去，我們不是尋覓到了本質，尋覓到了真實，尋覓到 

了“無為而為”的終極目的？

也許，我們懂得太多,“天道自然”，返回自然之根吧!

▲部落時代，圖騰衍行，比附蛇鳳，拜物成風，宗教肇始"泛愛萬物，天地 

一體”的信念。咏梅唱月，言情説志，史不絶書，傷春惜秋，樂山樂水,歷代皆 

是,詩歌濫觴比興原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為什么呢？

歷史的原因還得到歷史中溯尋。天人合一説，發揚了以前天道觀的思 

想，把人的地位升高到與神性的天平分秋色的地位，雖然還只是帝王，而且 

不唯是人，就是自然現象同樣是“天”的意志體現，"春，愛志也。夏，樂志也。 

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哀，四時之則也。”（董仲舒語）， 

在先人們看來，人與萬物不過是生命的形式不同，同樣都是"天"的表象，這 

也是不分主容的東方經驗意識所决定的。所以，人物齊一，皆乃神意，皆有靈 

性，因而愛人之心的人性行為亦施于萬物，中國人撫愛萬物，與萬物同其節 

奏：静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彼。在施愛萬物的過程中同時又把對象人格 

化了，所以能等同而喻，能相借以tt,也就是在這里,人的情感得以豐富和升 

華，使得在一片秋葉，一顆勁松中放大了這么多的情懷，留下了這么多的藝 

術瑰寳，進而擴充了人類精神世界的版圖。拂去讖諱迷信和神學目的迷冃蒙， 

净裸了泛神論的思想和泛愛的人性要求。到這里，我的問號似當泯去。

人性的，就要更多些人性的。.情感的，就要更豐富些情感的。

▲河龜負圖，開天一畫，八卦象中，我們知曉了什么？

宇宙天地，萬類衆生，都由代表一陰一陽的長短綫構成了一個無所不至 

的世界,卦象的意義,是生命的意義,又是符號的意義。作為介體,它聯系着 

有限與無限，聯系着創造與再創造，想象與再想象，它以其符號形式與宇宙 

世界建立起同構關系，而且最可能地排斥了具象因素從而達到高度的廣 

泛。同時，八卦創造觀物取象的過程，也就是一個取舍的心理過程，是創造主 

體心理的形式化對客體鮫予的過程，又是觀照中由符號觸發再創造的過程， 

在這過程中完成了從觀念性到符號性的轉化。正是這些長短綫與宇宙世界 

的維系，給予符號本身以生命的意義，才會在普遍性上起着象征的作用。象 

征，其基本含義是用有限標示無限，用可傳性暗示不可傳性，象征的能動丄是 

人類最為深刻地創造。八卦的啟示、正是這種抽象符號象征的啟示，長短卦 

象，簡單而深刻。有限的具象包容不了無限的宇宙，抽象的意義，就是在最大 

限度地摒弃询涵而廣為外延中尋得更加廣泛地普遍性。所謂藝術的真實，在 

這找到了歸依。

當那廣垠的情懷不能于具體而無所依托時，我悟及于此。難怪老子要 

説:“大象無形。”因為是“無物之象”。

▲易之木、在乎變。皇皇天道，來去相復，生生不已，太極圖似乎在述説 

這運動的真理。變的形式是以運動出現,以運動的結果——新一為標準。 

“天以新為遠，人以新為生。”（譚嗣同語）没有了“新”，一切都就歸于寂滅。

"世界是無窮盡的，生命是無窮盡的，藝術的境界也是無窮的。'適我無 

非新'，是藝術家對世界的感受。'光景常新'是一切偉大作品的烙印”。

“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

好像，這“新”决定了你將在歷史的那一頁。

▲凡此種種,游離了諸多本意,只是臆度所至，我不過是想，要是藝術是 

思想者的藝術的話，也就活該受些折磨。當然，它不會是復印于畫面的直接， 

因果只是作用于畫面前的人。國粹已不復再為朝覲的聖旨，但畢竟遍布着血 

緣的難分，"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不妨回首認真一番,我唯恐 

埋頭進了牛角尖。俯瞰全體,從整體上把握到有本質意義并能為我所用的東 

西,大概該是一個方法論上的正確，“凡人之患，敞于一曲，而閭于大理。” 

可能,也只是徙勞。却也是命中注定。

可能，不該再在這沉緬，"為人作計終后人”，何况在這二十世紀都即為 

歷史的今天。

可能，更為至要的，是屁兒一拍，朝前走你的！

"藝術無需有確定的目標，它也用不着關心自己的方向/它身不由己,簡 

單地走向自己的目的地，因為它存在着，因為它注定要向前冲，向廣闊里鋪 

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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