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十三讲、魏晋南北朝哲学、
宗教与文学、艺术 

    教学目的：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
的   文化，讲清儒、佛、道斗争交融和
科学技术进步等问题。
    教学重点：儒、佛、道斗争交融
和科学技术进步等问题。
    教学难点：儒、佛、道斗争交融
。



  

一、哲学与宗教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主要有两大派，一为以“玄
学”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一为以“神灭论”为代表
的唯物主义。

 1、玄学
 何谓“玄”？
 玄学实质及内容
 玄学产生根源 
 玄学思潮发展的过程 
 评价



  

魏晋时代思想界出现了一般崇尚老庄学的思
潮。这一思潮当时人称之为“清淡”、“清
言”，或称之为“玄远之谈”、“虚谈”、
“玄论”等等。亦可称之为老庄之学（老学
、庄学等）。它的特点是长于言谈，以辩论
取胜，所以能参与这一思潮论辩的士人，时
人誉之为“名士”、“名胜”、“名通 ”、
“命达”等等。而其言谈的内容则以先秦的
《老子》、《庄子》和《周易》（以老庄思
想解释之）三书为中心，所以后人又把这一
思潮称之为三玄之学。或简称为玄学。 



  

●● 魏晋玄学魏晋玄学
魏晋时期，士大

夫 把 道 家 的 《 老
子》、《庄子》和儒
家的《易》称为三
玄。所谓玄学，就是
糅和儒、道而形成的
一种新的唯心主义思
想体系。玄学最早的
代表人物是曹魏时的
何晏和王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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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这一概念来自《老子》一书。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
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儌。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老子》一章 

在这里“玄”是用来形容“道”的 ，因此玄学即是指
一种研究深奥理论的学问。以当时的清淡家看来，
《老子》、《庄子》、《周易》三者都是研究深奥
学问的。



  

 玄学乃是一种本性之学，即研究自然（天地、万物）与人内社会（人）
的本性的一种学问。它的根本思想是主张顺应自然的本性。它是先秦道
家崇尚自然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汉代理论思维的一次升华，
是汉代之后一种新的研讨“天人之际”的学说。 

 就宇宙（天地万物）本性而言，玄学提出了一种新的宇宙本体之学。而
魏晋玄学探求的是宇宙在的根据，要透过宇宙万有的现象，直探其本性
、本体 (玄学所讲的本体，指宇宙万物赖以存在与发展变化的根据，宇
宙万有是现象，其存在的根据则是“无”，而“无”也就是宇宙万有的
本性。 )，从而提出了一个以讨论末有无问题为中心的哲学学说。 

 就人的本性而言，玄学提出了人的自然本性的问题，即认为人的本性是
自然的与生俱有的东西。因此人的活动与人类社会的活动，都不应当违
背人的自然本性，而应当顺应人的自然本性。就其主张顺应人的自然本
性而言，玄学各派思想都是相通的。但在如何顺应自然本性的问题上，
则各派的讲法，又有着很大的差别 。



  

 从思想方面的原因来看，它是汉代儒学的日趋衰颓和汉代道家自然主义
思想的日益兴起的一种自然演变的产物。儒学的衰落与道家的兴起，这
是东汉以来学术思想界发展的一个大趋势。自东汉末年儒学颓坏之后，
道家起来取代儒家的地位，以成为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玄学就是在
这种思想演变发展的潮流中产生的。 

 从社会的原因方面来看，玄学的出现，则是魏晋时代整个经济政治形势
发展的产物。魏晋时期是一个社会处于分裂战乱的时代，门阀士族割据
称雄，统治阶级内部互相杀伐，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社会动
荡不定，人们生活不得安宁，士人们（广大知识分子）则出于朝不保夕
的境地。而儒家的名教已经难系不了整个社会的活动，士大夫们则纷纷
起来重心探求新的“之国安帮”之策（如何晏、王弼等）和探求知识分
子自己的“安身立法”之地（如阮籍、嵇康等）。这样他们就主张清静
无为的《老子》中找来了“君子南面之术”，从主张齐物逍遥的《庄
子》中找到了自己的安身之地。这就是先秦两汉以来的道家思想，为什
么能在魏晋兴盛的真正时刻的社会根源。

 此外，玄学理论之生成，还可能受到佛教般若学的影响。 



  

 “正始之音” ——魏曹芳的正始年间正式产生的以夏
侯玄、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贵无论思想。主要以老
学为主，他们提出了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宇宙本体论
学说。由于这种学说主张以无为本，把“无”当作为世
界的根本、本体，所以一般又把它称之为玄学贵无论。 

正始之后的魏朝末年产生了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
玄学。阮籍、嵇康等人，都崇尚老庄学，高扬道家的自
然主义思想，抨击虚伪的儒家名教。 

针对着当时盛行的崇尚虚无的玄学思想和元康放达之时
风，裴頠、郭象等人，揭起了玄学崇有论的旗帜，起来
批评何晏、王弼的玄学贵无论思想和当时所谓的放达之
风。 

 东晋张湛的《列子》注的玄学思想，只不过是企图把何
、王玄学，林下老庄学和郭象玄学三者思想加以综合杂
揉而已，并没有更多的新的创见。



  

康嵇 、阮籍 玄与 学
稍晚的嵇康和阮籍，也

党附曹氏。曹氏失败后，他
们对司马氏诛除异已，杀害
“名士”，杀君篡权，很是蔑
视和不满。但又不敢正面反
抗，于是谈说玄虚，政治上
不明确表示是非，却用猛烈
抨击名教和蔑视礼法的行
为，对司马氏假奉名教表示
抗议。他们认为名教与自然
是对立的，提出“越名教而
任自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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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性不羁的阮籍任性不羁的阮籍
阮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

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
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
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
骸。时人多谓之痴。……性至孝，母终，正与人
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一斗，
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豚，饮二
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
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裴楷往吊之，籍
散发箕踞，醉而直视，楷吊唁毕便去。或问楷：
“凡吊者，主哭，客乃为礼。籍既不哭，君何为
哭？”楷曰：“阮籍方外之士，故不崇礼典。我俗
中之士，故以轨仪自居。”时人叹为两得。

《晋书·阮籍传》



  

 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史乃至整个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
一个颇为重要的阶段。它上承汉代的儒学与道家思想
（确切的说，它是改造了汉代的经学与黄老学），下开
了东晋、南北朝、隋、唐整个一代我国的佛学，直至影
响到宋明理学的建立（如：玄学所提出的有无、本末、
使用的哲学本体论思想，影响了佛学与宋明理学等等）
，同时它还对魏晋南北朝整个一代的文学艺术，乃至文
人学士们的生活习俗等，都给予了深刻的影响。当时是
诗赋文章，言必称老庄，成为时代文学的风尚。而所谓
的魏晋风度，则成为一代文人学士的生活风尚。这种风
度甚至影响到而后的整个中华知识界。总之，魏晋玄学
，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玄学由于过于“玄妙”，主要在社会上层中流行。当时
，在广大百姓中具有很大影响的，却是佛教与道教。



  

 玄学思潮影响下
的士人生活

 ▲竹林七贤砖画 
 ▲任性不羁的阮
籍 ▲名士与酒▲
《世说新语》



  

 2、佛教

佛教兴起的背景

著名人物

佛教影响



  

西晋“八王之乱”以后，又发生了永嘉时期及以
后的民族仇杀，许多士族、文人死离逃散，玄学
受到重大的打击。南北各族统治者亦都为他们的
兴亡无掌的命运而提忧，在设法巩固他们的统治。
各族广大劳动人民长期为残酷的剥削、压迫和战
争所苦，亦想将自己的希望有所寄托。于是佛教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南方和北方都获得迅速的发
展。



  

●● 佛教佛教
◆佛教传播条件：魏
晋南北朝时期，长期
的战乱给人民带来无
穷的灾难，这种情况
造成了宗教流行的土
壤。各族统治者为了
巩固统治和获得精神
安慰，也有意识地提
倡。后赵重用佛图
澄，前秦重用释道
安，后秦重用鸠摩罗
什，南朝重用僧朗，
这些名僧都可以参与
国家大事。



  

 当时，西域的许多僧人东来传教，中国人支求法的也不少。后赵时，龟兹
僧人佛图澄很为石勒、石虎所敬重，尊为“大和尚”，利用他传播佛教，
以加强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统治。佛图澄前后有门徒将近万人，所到州
郡，兴立佛寺共有八百九十三所。佛图澄的弟子释道安博学多识，对佛教
经典很有研究。他起初在北方传教。后赵末年，中原大乱，他到东晋的襄
阳传教，以后又移居长安。他在襄阳时，为佛教僧徒制定了“戒律”三条
；在襄阳和长安时，又致力于佛教经典的整理工作，这两项事对于当时 和
后代的佛教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道安的弟子慧远为东晋某种名僧人，在
访山东林寺建“莲社”（亦称“白莲社”），宣扬死后可“往生”西方
“净土”的说法，后世净土宗人尊之为初祖。

 龟兹僧人鸠摩罗什于后秦时到长安传教，译佛经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
他的著名弟子有道生、僧肇等。

 自中国西支求法的有东晋僧人法显。法显本性龚，平阳武阳（今山西襄
垣）人。从长安西行，自海上归来，前后共十四年，历访三十余国，携回
很多梵本佛经。归国后在建康译经。又撰《佛国记》，亦名《法显传》，
记录他的旅行见闻。是研究五世纪初期亚洲佛教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中
外交通史和南亚各国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佛教的传布对于麻醉劳动人民起了重大的作
用，这对于统治阶级是有利的。但佛教的发
展和寺院的增多，尤其是寺院拥有各种特权
以及兼并土地、隐瞒户口等情况对封建国家
的赋税征收和徭役征发都很不利。因此，封
建国家与寺院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北魏太
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都曾下令焚经
毁像，坑杀沙门（僧人），或迫其还俗，这
是对佛教的两次沉重打击。



  

 3、道教

分为两派，一为祈祷派，在农民群众中传布，以
符水治病，叩头思过，属于秘密结社性质。一为
炼丹派，主要为士人信奉，讲求炼丹、辟谷、导
引之术，以求延年益寿。这一派多为统治阶级的
政治和生活需要服务。

主要代表人物



  

 葛洪是炼丹派早期的代表人物，为三国吴时官僚之后。他在少年
时代，读过儒家经曲。西晋末年，曾参加镇压农民起义。东晋初
，封为关内侯。后退居罗浮山（今广东增城东）炼丹，归宗于道
家。他撰写了许我有关儒、道以及医药方面的著作。其中的《抱
朴子》一书，内篇二十卷，谈“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
，禳邪却祸之事。“为道家思想。外篇五十卷，是政论性著作，
为儒家思想。葛洪反对祈祷派道教，攻击张角等；把道教与儒家
思想结合起来，成为地主阶级的一种思想工具。

 寇谦之也是炼丹派一个代表人物，为北魏前期人。原奉天师道
（即五斗米道），后为了适合拓跋氏统治的需要，伪造道教经典
，声称“清整道教，除支三和（张修、张衡、张鲁）伪法、租米
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
练。”（ 《魏书 ·释老志》。服食，道家修炼之术。通过呼吸
，可以服食“日精月华”。闭练，辟谷、炼丹。闭，或谓“闭
房”）他得到太武帝拓跋焘的支持和扶植，在魏都平城建立天师
道场，称为“新天师道”。



  

葛洪《抱朴子》
分内、外篇。内篇论
神仙养生之术，为道
教建立了理论体系，
在医药学、化学上也
有贡献。



  

◆◆道教的传播

东汉中后期形成的
原始道教，晋以后开
始分化。一些地主阶
级人物为了和在民间
活动的原始道教对
抗，就把道教推向贵
族化。这方面的主要
代表人物，在南方有
葛洪，在北方有寇谦
之。《抱朴子》一书
被历代的统治者奉为
道教的经典。

◆寇谦之改革道教◆寇谦之改革道教

经寇谦之改革后的新道
教，主张“服食闭炼”。他把许多
封建伦理教条变成道教的教义，
要安于贫贱等。寇谦之这种新道
教得到统治阶级的赏识，北魏皇
帝拓跋焘以寇谦之为国师，使他
辅佐国政。道教在北魏盛极一
时。



  

 4、范缜与《神灭论》

范缜，字子真，原籍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西
北）。少时孤贫，学习刻苦。先后仕齐、梁，任
尚书殿中郎、尚书左丞等官。他发展了魏晋以来
的无神论思想，对佛教和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进行
了尖锐的斗争。

思想代表作——《神灭论》

社会上的其他思潮：“无君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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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和艺术

 1、建安文学

建安（ 196-220年）是东汉献帝的年号。这一时期
的文学很盛，史称建安文学，以诗歌的成就最为显
著。讲座们继承了汉代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以当
时社会的战乱、人民的颠沛流离为题材进行创作，
许多诗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疾苦与要求。
建安诗人的代表有曹操父子、建安七子（建安七子
是孔融、阮禹、陈琳、王粲、徐干、应瑒）和刘桢
和蔡琰等。



  

● 三曹与“建安七子”：建安时的
曹操父子（曹丕、曹植）和“建
安七子”（孔融、王粲、刘祯、
阮瑀、徐干、陈琳、应钖）写出
了许多现实主义的诗篇，揭露了
军阀混战给人民造成的苦难。
●蔡琰与《悲愤诗》：女诗人蔡
琰（文姬）的五言《悲愤诗》，
是建安文学的一篇杰作。记述自
己在战乱中被匈奴所虏的悲惨遭
遇和痛苦心情。
●陶渊明与《桃花源记》：陶
潜，字渊明，作过彭泽县令。后
来辞官归隐。他接触农民，写了
许多反映农村生活和他参加劳动
的诗篇。



  

 2、田园、山水诗
      陶渊明的作品是田园诗的代表。 
      山水诗派的开创者是谢灵运 。
 3、民歌
       魏晋以后，中国长期处于南北对立的状态。民歌
的发展也就带有地区特点。南方的民歌有吴歌和西曲之
分。吴歌为建康一带的民歌，西曲为郢、荆、樊、邓一
带的民歌。吴歌和西曲多以表述情爱为主要内容，以婉
转缠绵为其特色。北曲包括了北方少数民族如鲜卑、吐
谷浑、步落稽（即稽胡，分布于今山西、陕西北部山区
，亦名山胡）等族的民歌，汉族亦有不少优秀之作。多
以反映社会情况、北国风光为主要内容，以慷慨爽朗为
其特色。 



  

明人《渊明逸致图》 
台湾故宫博物院藏

    明马轼等据陶渊明意绘
《归去来兮》

陶渊明论酒

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
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



  

谢灵运与山水诗谢灵运与山水诗

谢灵运出身名门，兼负才
华，但仕途坎坷。为了摆脱自己
的政治烦恼，常常放浪山水，探
奇览胜。谢灵运的诗歌大部分描
绘了山水名胜。其中有不少自然
清新的佳句。谢灵运以他的创作
极大地丰富和开拓了诗的境界，
使山水的描写从玄言诗中独立了
出来，从而扭转了东晋以来的玄
言诗风，确立了山水诗的地位。
从此山水诗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
上的一个流派。

谢灵运像



  

 4、文学评论

文学评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成长起来的一种新的
文学形式，是在文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形成的。
其内容包括了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代表作有曹
丕的《典论 ·论文》和刘勰的《文心雕龙》。

 5、石窟寺——雕塑艺术的杰出代表 

石窟寺是一种佛教寺庙的建筑形式，起初是以洞
窟为主，后来出现了露天摩崖造像。石像有佛、
菩萨、天王、力士等。大型佛像神态肃穆安详，
虽静欲动。云冈石窟、龙门石窟 是其主要代表
。



  

●● 雕塑：雕塑：
石窟雕塑最为著名。国

内现有石窟遗存100余处，
大部分分布在北方。最著
名几处石窟的开凿都始于
十六国北朝。著名的有山
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河南
洛阳的龙门石窟和甘肃敦
煌的莫高窟千佛洞。



  

 6、绘画、书法 

东晋南朝时期有三大画家，即东晋的顾恺之
、刘宋的陆探微、萧梁的张僧繇。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家很多，其中以东晋
的王羲之与王献之父子最著名。 



  顾恺之《女史箴图》局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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