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生命完成--正信與生命美學

一、前言

　　生命是什麼？有諸多說法。有人認為它是物象的繁衍，屬於生物的、是

細胞繼續分裂，儘管如單個細胞的生物，如變形蟲，它都在增加細胞的活

力；若再明確地說，生物之能夠維持汰舊推新者，就是有生命、有機能。以

此類推，生命是有機活體的進化或衍生，相對的它也是無機體物象的審視，

正如植物受到光合作用，使無機物象成為有機現象。所有「誰知道物質不是

由有生命之本體退化而來，而無機物和機械性不是已逝生命的殘餘物呢？」

（費科納Fechner）

　　在物質循環的不滅中，屬生物者，可分為動植物；屬礦物者，則得以自

然物體的物理、化學反應作為物與象的詮釋。動物有生命，易於區別與分

類，好比人可以思考、可以學習、可以感應、也可以行動，還可以主宰其他

想像到的行為模式，但人以外的動物呢？它們是誰？沒有學習嗎？它可以被

保護，也可以集體抗敵，對於後代的呵護，有時候更甚於人類。我們常可在

人類世界看到動物的行為，似乎它們更直接了當，說它們在求偶、在競爭，

在爭取生命的繁衍。如家畜中的貓狗，當它們為了下一代的生命，不惜瘋了

似的採取主動，使出最大的力量來交配；事後又如何呢？生命和經驗有關，

與猶豫無涉，所以在動物與生命的詮釋中，人是複雜的，而動物則簡單直

接，此下文再談。

　　至於植物，其生命體往往密藏於敏感部分，植物有無感應？答案是有

的。植物的成長常被象徵、被圖騰為人類的意志，例「歲寒三友」或「四君

子」的意象，必有環境的成長意義；又如蒲公英在夏日開花，花絮如雪飛揚

大地，為繁衍生命，它藉風力散播種子，類此又如代表愛情的玫瑰，顏色越

來越多元，樣貌也越來越花俏，這不也是自性的繁衍嗎？台灣蝴蝶蘭花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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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紫而紅、而淺黃、而白，其五花十色的成長，不亦植物性的繁衍嗎？眾所

週知，植物有向光性、向水性、向空性與向上性，豈非其們性格之伸展？或

謂植物沒有生命，那是全然的錯誤，君不見修枝後的茄冬或風槭，會流出血

也似的汁液，這豈不是一種性靈或靈犀嗎？

　　而礦物或自然物質是否也有生命的課題，似乎並沒有被忽略。「石蘊玉

而山輝」說明石岩可堆積成山，它在溫度、濕度、引力與位置的安置上，是

具有敏感的神經結構的，若其位置不動、重心不穩、或被蹂躪不堪，它會傾

斜、會崩潰等等，它的力量是超越人的；「水懷珠而川媚」的情況亦然，水

可載舟亦可覆舟，當上善若水時，它是溫柔的，當它成為怒濤則是兇惡的。

物象為體，水性為用，是以自然界的礦物水象豈無生命？其物象與性質，亦

為自然界的生命體吧！

　　從宇宙觀論之，生命又和時間、空間，有著絕對與相對的關係。地球是

宇宙間的一個星球，被制衡於太陽系中運行，它的運轉成為人類四季作息的

規律，而成球的歷史不見得比其他星球為久，這是生命流動的外在條件；若

以其陸地與水域的空間分配究理，它的生命意義是否也與人的生命有所類比

呢？似足引發更廣泛的討論。即如無法用知識推理的想像詮釋，時空之所以

成為生命體所必備的條件，包括人類生死、物象的起滅，或不定性的損殤，

時空被圈出它的光輝與幽暗，在矛盾與和諧中，值得被比較與類比。

　　更具體地說，生命的感受是人，人有思想，所以有知識與經驗，才能在

物象與人情間了解生命的意義，因為「一個能思想的人，才是一個力量無邊

的人」（巴爾扎克），因為有思想，才有行動、才有活力，生命的意義於焉

產生。

二、生命之美

　　生命意涵，在以人類為主體的各項環境中，動植物或自然物象的生命，

是一種平衡、牽連與互為表裏的關係，繁複而緊密。任何有關生命的解釋

或體悟，「人」的角色具有主要地位。那什麼是人呢？是碳水化合物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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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這樣的解釋未免過於簡單化與物質化。人是生物，也是動物，也是

有思想、情感與行動的實踐者，或說人可學習、可思考、可以積累經驗者，

這都是我們要說的範圍。人的生命意義究竟有多少能量，是值得討論的問

題。

　　人是萬物之靈，是宇宙重要詮釋者，是物質、也是精神體，是文化、也

是歷史。錢穆說：「人分為三個層次，屬於物質經濟方面的，是人對物的問

題；屬於政治社會方面的是人對人的問題；屬於精神心靈方面的，是心對心

的問題」。人對物的基本需求，如衣食住行；人對人則是秩序與權責的問

題，人是競爭的；而心與心的問題，則在精神層次，是美與善的同理心，同

情心中的心靈。

　　基於這三種層次，人擁有物、人與心的共通性與普遍性，因物質的需

求，必先求飽，然後知禮儀。在原始與文明間，人有過多的思慮與決斷，不

能傷己為先，才能不能傷人、不會傷人，才能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

意義，才有心靈的溝通與互動，這也就是人類文化被尊重的要素。茲將這三

種現象陳述於后，希望能從中了解生命之意義與美感。

　　其一、生理需求與滿足，是生命美學的開端。人在百歲生命中的主要需

求，即是繁衍的本能，這也是保護生存的條件。在這個本能中，物質不滅論

或許可派上用場，凡物都有形變、質未變的存有，從單細胞分裂的觀察來理

解，生命的衍生，即使僅留單性存在，它依然可由單性演化成新的生命，檢

視低等動物，在它需要繁衍下一代時，即便把雌雄斷頭，它仍然強悍地有交

媾的行為發生，這項實驗生物學家喻之為生命的原性。我們還要關注到雄性

與雌性之間，為了要引起對方的注意以進行繁衍下一代的本能，常常演化外

表的綺麗，或是分泌一種特殊的體味，以為求偶的必要條件，例如孔雀或公

雞，披有鮮麗的羽毛或冠肉，當發情時，便能孔雀開屏，或雞鳴喔喔，這是

求偶動作，或是進一層美豔炫目的舉動。人是動物中之「聰明」者，他的生

理需求仍然是自生的，也是天然所然，只是人因有社會行為，便把一些原相

的動作掩飾，因而有「地下情」的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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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生理需求是有很多面向的。性的慾望基本上是動物本能，但為求偶

或擇偶，往往有極繁複的動作與趨力。當兩性不相識卻有幾分眼熟時，事實

上，常常是自己形相的縮影，也是自己想與之交往的偶像，若此時有成熟的

機會，便會引起一些追逐的行為，包括爭奪、排斥或戰爭。古今中外，為異

性而挑起戰爭者歷歷在前，不論是特洛伊王子或是拿破崙，他們的事績與愛

蹟，皆被視為生命光芒的折射作用。

　　市井小民或王親貴族都是人，人的情慾是生理的需求，加上身體、健康

或存在的實體，便有很多的規律與約束，然就生理中溫飽、繁衍子孫的安

排，便有婚姻關係，有裝飾的必要，儘管年老色衰，但「色」本身，除了外

在形式外，內在的滿足，則是美的起源。英國經濟主義告訴我們，美感就是

快感，美就愉快。在這項論述上，我們很容易感受生理需求得到滿足前的驅

力，就是美的力量，而情緒成為經驗是維持美感的決定要素。

　　任何有關生命流動中的美感，在需求與不對稱的相對中，凡能引起愉快

或滿足的人、事、物都可能產生美感，與人生原相的意義。人要求生理的滿

足，除了繁衍下一代的愉悅外，更要符合社會規範。換言之，當客觀條件從

主觀認定得到舒解時，美感是主觀的心理作用，美與美感，美與需要是同等

意義，所以休謨說：「美不是事物本身的屬性，它只存在於觀賞者的心裡。

每個人心裡見出千種不同的美。」這種看法，正是我們世俗間常提到的「情

人眼底出西施」，或是「緣份天成」的解題，當人的求偶條件不在現實，而

在本能時，往往是在自己最直接感通的部分上，乃主觀意識的需要，而非客

觀屬性的條件。

　　這種包含為自己需求與誇飾的行為，正符合生命中補償作用的反應。美

感存在生理需求是最美，生命是生理延續存在的現象，存在就是美學，也是

生存的意義。

　　其二、競爭與比較。前述人與物之聯結，使美在生活上得到滿足，就產

生了生命的意義，但它畢竟是屬於生理的基本結構。我們要說的生命之美除

來自生活的美滿外，人的生命尚有很大的部分在爭取群體的認同，或成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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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生活的典範。好比歷史上的偉人，大致來自皇戚貴族的設立或爭取，即如

秦始皇或羅馬皇帝等皇帝，他們爭取權力、爭取領導，就生命的流動上產生

更宏大的需求，要不然不惜征戰與犧牲，人並沒有太多的意義，有了這一層

競爭與比較，那一份成就感，便產生巨大的吸引力。

　　這項過程，有精密的設計，有莊嚴的儀式，更有群體與個人相融的力

量，當個體能在群體得到認同時，個人的名聲便凌駕群體之上，是責任與權

力的肯定。因此，權力是爭取來的，也是奮戰來的，換言之，要得到大家的

服從，需要智慧、勇氣與才情，但論這些內在能量是天生或後天的學習所建

立的「權威」，必在群體與個人之間有一份從屬的模式，這也是人在社會中

所規範出來的。規範的原理、原則，成為從屬權力階層的組織條例，凡人都

在爭取最後最主要的施命者，這是人生一種漫長奮鬥的動力，當這項理想被

完成時，必然有巨大的權力與動力，使其雖老之將至，而不知其老。此亦何

以集團、國家的領導人會受萬民尊敬，渠實為人生存在的動力。

　　當然，在人的世界裡，競爭與比較，是比其他生物繁雜的，生物世界

裡，只要是勝利者，達到原始的目的即止，而人類確有更多的野心或追尋，

包括取得權力之後的安排，或比之更高的權力結構，是深不可測的「人情慾

望」，其中名譽或權力的平衡，責任與服務的分配，都在追求「真實」上著

力，這個真實是理式，還是感覺，則是要求概念的永久性與普遍性產生，也

就是「有口皆碑」的真實反應。有這一層真實反應，便有「真理」的信度，

而普羅大眾在物質滿足的過程中，追求真理的理想，是建立名譽的過程。

　　名譽來自競爭與比較的結果，生命美學就是在這領域上得到讚美或肯

定。坊間多少整天沉浸在書堆中，或成天周旋在人群中，看智慧、看服務

的內容與層次，也看他的動機與行為，當這些結果得到肯定，熱情便得到釋

放，情緒因而亢奮，這是生命成長的溫度，也是生命意涵的詮釋。

　　這種導致「止於至善」的模式，有時候可推移到宗教家的佈道或論述，

抑住不穩定性的變易，留住可為「善」的適當安置，不論物與物，或人與物

之間，其相對引力取得平衡時美的持續穩定必然存在於行為模式上。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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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或比較是生命存在的兩項必然，生命除了存有，亦在人與人，或人與物

之間有依存，有共相的事實，才能導致生命產生光彩，才能引發人類不斷開

創的美學概念。

　　其三、美在價值。美的價值或價值的美，重點在心靈中心對心的事件

上。

　　當人能以心對心的思考模式時，便是人生的本質部分，也是人生美的極

致目的。

　　人除了有動物的本能需求，還要有成就感、歸屬性與自我實現的理想，

這是一項高級行為的心靈活動，是可感可知的價值認定模式，之所以美在價

值說，乃存在倫理、秩序與社會生活的歷程上。不論談倫理的層次，或是人

倫中的秩序，我們還可以審視自然界的運行軌跡，除了天體的引力平衡外，

我們強調人倫中的層次與道理，便是宇宙間保有距離與時間的承載問題。

　　眾所周知的美的形式，在於比例、對稱、統一、協調、漸層或輕重、緩

急等等，都可從物理性取得驗證，在此不再贅述自然物體的排列與組合，是

合乎邏輯上的秩序與理性，但就美在物體上的視覺經驗、秩序引發美感，正

如人倫導致唯善則美的關聯性。因為形象的認定是由感官所承受，當形象被

認知為美或不美的過程，是透過知識所透析的選擇，或也可以說是形象美與

否在人類思維中判別，這些道理一則是物理，另則在心靈。心靈在知識與經

驗的多少而定，所以說心靈之美在價值，問題是價值的具體陳述亦可能在秩

序的排列。西哲畢達哥拉斯曾說：數的協和就是美，意指在秩序討論上，才

是美的符號。亞里斯多德也說：「一個有生命的東西，或是任何由各部分組

成的整體，如果要顯得美，就不僅要在各部分的安排上見出秩序，而且還要

有一定的體積大小，因為美就在於體積大小和秩序」，換言之，秩序就是倫

理，就是一種規律。

　　當美的要素來自秩序與倫理時，不論是色彩的分布，物象的比例，或是

人倫中的長幼秩序，時間與空間的安置，皆得到應有的和諧與悅目。引申在

生命的消長，如慈祥尊親或可愛孩童，按生理秩序運行，必是依序成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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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更替其應擔負的角色，如此才能促發生命的光輝。

　　將倫理的長幼有序或生命的成長節奏運行在社會的發展上，便有個體與

群體之間的互動關係，也就是說人在社會的角色如何？在個體尚停留在自然

界生態時，可能只是自發性的存在，但個體投注在群體時，便產生繁複的變

化，其中有善的動能，也有物的現實，面對這項問題時，群體意識也就是社

會意識，必然左右人的行為。若追求物質需求者，必然忘卻心靈的安置處，

反之，自發性的心靈價值與理想，必然在「善的行為」上有所選擇，有些人

投入社會公益，有些人信奉宗教。前者是很直接的心靈奉獻，後者則是心靈

提昇的契機，人類便在這種省思與行動中，肯定了生存的意義。

　　再者，生命消長的過程，或許還有很明確的行為規範，都納在價值的評

量中，人可否為所欲為，不受社會規範，例如婚姻、家族，這便是社會的約

束力，也是道德行為的考驗。因此，道德在人類生命更替中，應該在有益的

行為中被體現。而道德探究，是人類品格的考驗，所以「沒有偉大的品格，

就沒有偉大的人，甚至也沒有偉大的藝術家，偉大的行動者」（羅曼 .羅蘭

語）品格沒有一定標準，卻有一定的水準，生命的價值，或許就在一種信

念、一份堅持、一份善心，以及一項自我實現的理想。

　　在「利他」的行為中，生命的光輝最容易顯現出來。「利他」乃在道德

理念中，也得在心靈的感動處，對社會發展所產生的價值，此乃生命存在的

意義。

　　我們肯定這些價值，也肯定空間的時間意義，它成為文化議題，也是人

類心靈共通的問題，「人類文化中最堅實的一項東西便是心靈，它能啟發、

能感動和積累、能變化、能享受」（錢穆語），心靈是項價值，是心與心感

通的原動力，因為它的存在方可判斷自己行動是否有意義、有價值。有價值

的人，必定是有益社會的人，他的生命必然勃發興盛，充滿美感的活力。

三、生活藝術

　　生物的喜悅、活力，是生命的跡象，而存在的喜悅活力就是美的象徵。



17

活力是希望，也是美，人類對美的詮釋不一而足，也沒有確切的統一標準，

只有客觀的現象依存在人類的生活中。所以生命的意義中，「美」是最難詮

釋的字彙，不論是哲學的美學，或文學的美學、或現實的美學，都無法說明

白，但有一個共同因素，就是美在心靈，在人類靈魂深處，隨伴著生命的活

動。

　　眾所周知，美的起源，如擇偶時的特殊動作，歌舞與色彩、勞動節奏、

紋身自娛、刺身耀人、儀式呼喊，或佯信嘻戲等，有些可從生物動作探知，

有些是人類行為歸納，但有一個共同點，美是性別互為吸引所造成，或為取

悅、保護、擁有、繁衍的動機，再演化成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說是人類的

生命寄寓，包括愛情、禮儀、期待的生活變易。

　　對於生活中的美感或美的詮釋，約略分三種形式，第一是基本美，在

生物體、或人身的檢視。凡有「需要」的事物就是美，不需要就無關美或

不美，凡有害於自己的就是醜，因此美與醜是相對，並非絕對。在人身的應

用上，所有事物的形狀與色彩，是否被需要，或需要的多寡，分別會給人生

活上的不同反應與情趣。基於此論，美似乎與實用有所關聯，也有所區別，

對人的生活來說，美的涉及程度，和自己的需要程度或擁有的多寡有關，尤

其是擇偶的動作，以及妒火中燒的情境都可以看到基本美學在生活的需要。

第二是自然美，是生物與生俱來的本能。以人類身體來說，他有各種器官功

能分辨顏色，辨別造型，選擇安居處，有視覺、聽覺、嗅覺，可對付生活周

遭的問題，好比面對四季景色變化，我們的心情亦會隨之改變，看到夕陽，

會感受生命的消長，凡此景象，都直接告訴人們的生命跡象亦應如此，使之

類比，而引發生活的美感與創作。第三是藝術美，是後天學習的共知共感美

學，也是人身美感再生的方法。因為不論自然美，或基本美，它是客觀事務

的條件，若沒有人類的智慧則不能分辨它是美或不美，所以藝術美在於人

為，在於人的價值肯定。

　　人生的價值是什麼，是名譽？利益？權力？還是私利？它們雖也是構成

人生價值的因素之一，然卻不是價值的終極。價值對於生命而言是理想、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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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公益的事，有益於大眾，又能啟發人性之美的事。若失去這項理想與動

力，那麼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還能談美或不美嗎？所以美的呈現是在自然

社會共識下完成，並不是凡事計較美否？「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

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老子），美是一項生命價值，是生活上一種積極

主動的態度。

　　那麼，如何才能把生命依持的價值具體化呢？誠如前述生命美學的歸納

中，人類特有的記號在於知識的獲得，也在於是非的判斷，更是心靈愛心的

抒發，在同理心的演化中，要達到生命價值的高度，必須掌握人性的幾項

特質，方可盱衡全局。其一是創意。這一名詞，是當下流行用語，具有動

詞與希望，是改變當前奢靡浮華機會的新思考。但創意不等於藝術創意，而

是具備無限的機能，在人為的力量上，將人性光輝與能量推演，匯成一股生

命美學的力量。具有創意的人必具有正確而豐富的想像力，方能造就全新的

生命，使趨向健康、快樂。想像力不是幻想或亂想，而是設想與創造，把醜

變為美的，不好的變為好的。好比頹廢的城市改變成生氣蓬勃的都會，暗的

角落變成鮮麗的街坊，這是藝術的行動，也是想像力發揮的功用，愛因斯坦

說：「想像力的力量比知識更加巨大」；藝術美就靠想像力建造，當然基本

能力要來自知識的充實，想像力才能更豐富、更偉大。在此，我們提出藝術

家之於社會文化的貢獻，不僅可以提供人類共同的精神力量或文明經驗，而

宗教家，或許也在心靈的積澱上有更巨大的收穫。想像力給人類社會生活的

美感，正乃生活藝術的展現。

　　其二是發現。是藝術創作的過程，是一種探究真相的力量，也是生命成

長的光源。它在未知與已知之間，有很多的驗證，例如人的身體比例，或人

的觀念與看法，會隨著年齡、地區而有不同的認知。其中在審美的條件上，

究竟是嚴肅、保守，還是健康、開朗、使人愉悅，或者說「善的原則，就是

美的條件」，中國人或西方人，都採取同樣看法嗎？

　　對於神秘不解的問題，或主觀意念上的客體、事實，都需要被探索與發

掘，真實才能呈現，也才有被發現的快感。生活現實中，考古學家之所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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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辛苦一路走下去，就是在工作過程裡有更貼切事實的期待，可加強人類知

識的增進，那是愉快的，也是興奮的；又或者說版畫家，其製版印製前的辛

苦，便是帶來印製後的喜悅期待之所在。

　　生命是什麼？不僅要活著，更期待停止呼吸後的生命，有更大更廣的著

落處。這就是人類之所以不斷探索、不斷辛苦工作的動力。生命長短在生

理、更在心靈，也在歷史時空的期待，那些哲學家、文學家、宗教家、藝術

家的生命光輝即源於此。

　　其三、行動。生命的跡象、呼吸、移動，在於目標的確立，人生的目

標、利己利人、服務桑梓是目標，立言、立德、立功也是目的。那麼，諸多

社會價值選項的行動，是人生的重大學習。因為有了較健全的知識，才能判

斷行為的種種，「好好充實內在，空袋子是站不起來的」（富蘭克林語），

充實的過程，可能就是人生，就是生命流動的美感，當人在社會生活起落

時，除了充實自己外，如何採取有效的活動，是必要的設計。至少，他不只

要活著，要活的精彩，便要有積極的行動。包括愛因斯坦在內的世界偉人，

他們奮鬥一生，為的就是生存價值的追求，除了減低個人的慾望外，更強調

社會責任，他說：「一個人的價值，應該看他貢獻什麼，而不應當看他取得

什麼？」又說：「人只有獻身於社會，才能找出那短暫有風險的生命的意

義」。

　　生命長短不只指生理運作，生命意義在貢獻有益社會的事物，乃求心靈

志業的延伸。不論是「留取丹心照汗青」，或是「千古傳誦」，以有限的生

理生命，達到綿長的精神生命，或許這就是人生追求的價值所在。當然在價

值彰顯，導入藝術創作，是最直接而真切的文化活動。

　　文化活動中，以藝術創作的呈現最為具體，人類因學習、改造、發掘的

心思，必然是前進與活躍的，正如前述朝向價值目的前進。在這項有力的行

動中，「我們能夠用千百種方式，沿著我們的感覺、知覺、記憶和觀念，追

溯慾望之選擇的和造形的活動」（威爾、杜蘭），是以生活藝術的重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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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與人之間的心靈感通，社會發展的活力。

四、小結

　　生命的意義，很多事物並不全然可以說得明白，不論生物在演化過程如

何具有科學性或社會性，生命的價值，就人類來說，是項永遠要探索下去的

課題。即便宗教的解釋更為神秘而幽遠，以生命美學作為基點來深入探索的

好奇心，則是藝術家應積極參與的活動。

　　它的關鍵，在於美學的詮釋，就生命的意義，有新興的動機，與發掘

真相的情趣。而美學的觀點，是造形藝術，還是心靈藝術，或者說是精神

文明？面對這些問題，各家都有主觀的解釋，而本文要說的是「生命」的真

相，來自自然界的孕育，與其它生物一樣，生命是活著的細胞分裂，達到成

熟時，它開始有了衍生下一代的本能。為了繁衍下一代，便有慾望，也開始

了「私己」的直接目標，凡生物本能皆然。

　　但同為生物的人類，卻懂得進一步追索，除了「生之慾」之外，還有更

繁複的慾望在驅使更多的活動，也因為人有知識、記憶、經驗，必然會在慾

望中選擇對自己有益的工程建設。這種「益」處，並不是只對自己有「利」

而是對他人亦同樣適用，因為人是群性活動的整體，他的思慮必須更為深

遠、更有秩序，才能在生命的維護下，得到更為豐富的資源與利益。

　　但人真的太複雜了，人對生命的尊重，有時候輕於鴻毛，有時卻又有重

於泰山的執著。人的生命是否有意義，是在學習與活動中被釐定，所以才有

各項精神性的心靈活動，希望在某一項活動中，得到生命的寧靜、或被鼓

舞。

　　這需求不斷的探索、尋覓，人類應用知識、記憶與理想，試圖探求生命

流動的美感，包括名譽、權利、品格與創作的呈現，尤其提昇精神生命，是

在有限物質生命中引發的活動，因為精神與心靈，就是文化的延伸，是無限

生命的開端，比物質的擁有更為直接且別具意義。

　　生命美感，存在於人類行動中，不論是屬於探求真相的驚喜，或是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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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發揮，生命在不斷演化中得到強壯、讚美、依賴或期待，這就是美感，

也是人生無限美好的開始。生命美學在於人性的整體，而有更高的情操、品

德與智慧來判斷自己的行為是正確的、高尚的。因為那是人性的喜怒哀樂、

棄暗就明，就是在世俗中、傳習中、歷史中、社會中的動力，也是價值目標

的工程—美學引力。我們相信這一真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