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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思想中蕴藏着丰富的传播智慧, 已成为研究中国传播思想史不能回避的重要对象。郭志坤最早

于 5先秦诸子宣传思想论稿 6 一书中阐述了老庄的宣传思想。[ 1]
其后, 台湾的关绍箕先生也曾在 5中国

传播思想史 6 中以 /道家传播思想 0 为章名, 探讨了老子、 5庄子 6、 5列子 6 等道家作品的传播思

想
[ 2]
。庄万寿先生的 5庄子语言符号与 /副墨之子 0 章之解析6 阐述了庄子语言符号的特点 [ 3]

。武汉

大学的李敬一先生也在 5中国传播史论6 中深刻指出: /道家在中国传播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传播

活动中的 -真 .、 -善 .、-美 . 的概念, 并且论述了三者之间的关系, 这是弥足珍贵的。0 [ 4]
因此, 在力

倡推进传播学本土化的今天, 我们有必要多角度地研究道家的传播思想。

道家以尊道贵德、虚静无为、去欲不争、返朴归真为品格, 讲究自正自化, 从而在内向传播、非语

言传播、人际传播、行政传播等方面的思想独树一帜。本文仅选取最具代表性的语言传播方面以管窥道

家的传播思想。道家语言传播思想是通过 /言 0 ( /名 0 ) 与实, /言 0 ( /名 0 ) 与 /意 0 ( /道 0 ) 关

系的深刻阐释, 表达了语言在传播中应当秉持真、善、美价值取向的立场。道家以 /道 0 为自己论说

的出发点与归宿点, 认为 /道 0 集真善美于一体, 非真不足以言道, 非善不足以证道, 非美不足以体

道 (合道 )。从传播的角度而言, 真是传播的出发点, 无论是传播内容, 还是传播主体心态, 都应当有

精诚之真。善是传播过程顺利进行的法宝, 传播中必须发生诸多关系, 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

会、人自我身心的关系等, 传播当以 /夫两不相伤, 故德交归焉 0[ 5]
为善, 换句话说, 传播活动当 /道

法自然 0, 即顺应自然、社会、人生之本性, 而无所忤逆。美是传播效果的评判原则, 美是一种超功利

的感受。鱼儿与其有 /泉涸, 鱼相与处于陆, 相呴以湿, 相濡以沫 0 之悲壮, 不如彼此体验 /想忘于

江湖0 之乐。道家认为真正的传播当如没有传播一样, 正所谓 /至言去言, 至为去为。0 [ 6 ]

道家运用寓言、重言、卮言等语言传播方式, 运用了大量的比喻和其它方法, 彰显了传播技巧, 以

期取得最好的传播效果。不过, 这些语言传播方式还只是重在语言传播的工具理性, 其实, 道家更注重

语言传播的价值理性和审美意境, 那就是沉浸于 /道 0 的体悟之中, 忘我、忘言, 准确地说, 是生成

了悟性之境。这种情况, 道家称为 /得意忘言 0。 /忘 0 既是悟道的途径, 也是对语言广泛意义的完全

统摄, 而语言符号此时好像被抽干了意义似的, 被弃之不顾。如果执着于语言名相, 那就会阻碍对

/道0 之意的领悟。因此, /忘言 0 是道家语言传播的最佳效果的表征, 同时也是一种 /美 0 的享受。

一  不言: 语言传播的方式

日本的林进先生指出: /各种非语言的象征符号体系如仪式和习惯、徽章和旗帜、服装和饮食、音

乐和舞蹈、美术和建筑、手节和技能、住宅和庭园、城市和消费方式等等, 都包括其中。这些象征符号

体系在人类生活中各个领域都可以找到。0[ 7]
这些象征性非语言符号也是一种无声的语言, 它们主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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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的方式传达了许多语言符号不能或不完全能传播的信息。生活中其实处处是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

相结合才能保证传播活动的顺利进行。老子率先提出 /不言0 的语言传播理念。在他看来, 就无限的

道意而言, 语言是苍白的。 /不言0 或少言比多言更能达到传播效果。老子是基于 /多言数穷0 的认识

基础上提出 /不言0 的。老子的 /不言0 思想历来引起不少争议。聪明的白居易对此也颇感困惑, 他

在 5读老子 6 诗中说: /言者不知知者默, 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 缘何自着五千文? 0 他

自鸣得意以为抓住了老子的致命弱点, 其实, 自己不过是老学的门外汉而已。 5老子 6 第五十六章所说

的 /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 0 的名言是有着深刻的意涵的。首先是老子一贯讲究慎言慎行的必然结果。

5老子6 第五十三章认为无论是说话做事, 都应当奉行 /唯施是畏 0, 言多必失, 谨防祸从口出。不过,

/老子没有否定语言传播的价值, 而是从批判的角度, 说明了语言传播的局限性, 揭示了现实社会中语

言传播的异化现象, 提出了语言传播的最佳境界是 -不言 . , -不言 . 才是最好的 -言 .。0 /从语言传

播看, 只要一切符合 -言 . 的自然性 (即 -言 . 的规律 ), 不在 -言 . 的自然性之外去刻意追求, 就

能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 这便是老子所谓 -不言 . 的真正内涵。0 [ 8 ]
其实, 最好的语言是没让人感觉语

言的存在, 5庄子 #知北游 6 就说: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四时有明法而不议, 万物有成理而不说。0 物

以其内在规定 (理 ) 呈现为现象界的形象, 这是自然而然的。语言传播的最好感觉就是让受者好像成

为对象本身, 对象的一切了然于心, 而没觉得语言符号在告诉他什么。 /老子用否定的方法建立的对语

言传播的认识, 使我们对语言媒介可以有更清楚的了解。它促使人们对语言传播中言与意的关系、语言

的美与真及美与善、语言传播的最佳效果等等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0 [ 9]

其实, 老子提倡 /不言0, 还有一个意图, 那就是实现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相互配合以实现最佳

的传播效果。5老子6 第二章曰: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0 5老子 6 第四十三章称 /不

言 0 的传播效果是: /不言之教, 无为之益, 天下希及之。0 /不言之教 0 的重要内容包括形象传播、体

态符号传播等。 5老子 6 第十五章形象地刻画了得道圣人的日常行为表现, 而圣人的以身作则, 便是对

百姓的不言之教: /古之善为士者, 微妙玄通, 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 故强为之容。豫焉若冬涉川,

犹兮若畏四邻, 俨兮其若容; 涣兮若冰之将释; 敦兮其若朴; 旷兮其若谷; 混兮其若浊。这种不言之言

的效果是 /不言而善应0 ( 5老子 6 第七十三章 ) , 意思是说百姓争先效仿。5管子 #心术上 6: /不言之

言, 应也。0 [ 10 ] 5管子#心术下 6 /不言之言, 闻于雷鼓。0 可以说, 不用言语的语言, 有着潜移默化的

效应。在道家看来, 仁义礼智信的教化效果是有限的, 很容易适得其反。 5老子 6 第三十八章就说:

/上礼为之而莫之应, 则攘臂而扔之。0 相反, 圣人 /为而不争0 ( 5老子 6 第八十一章 ) 的行为形象,

反而深深地感动百姓, 进而自觉地配合圣人的施政。正如施拉姆所言: /尽管非语言的符号不容易系统

地编成准确的语言, 但是大量不同的信息正是通过它们传给我们的。0 [ 11]
也就是说, 信息的传播并不完

全依靠语言符号, 只有充分地运用非语言符号的传播艺术, 语言传播才能得以更顺畅地进行。

此外, 不言也指面对不可言, 不能言的东西, 当保持沉默。在道家看来, 道正是这样的存在。 5庄

子 #知北游 6 说: /道不可言, 言而非也! 0 道是无限的, 语言是有限的, 以有限的语言来表现无穷的

大道, 必然会显得窘迫。 5吕氏春秋 #审应览#精谕 6 曰: /目击而道存矣, 不可以容声矣。0 意思是

说, 两个见面即相知, 无须语言。眼睛所见的形象也是一种承载意义的符号, 是谓 /目视于无形0 [ 12 ]
。

(同上 ) 见到形象, 则对方的心志自明。这正是不言的原因之一。

二  无言: 语言传播的效果

道家崇尚 /无为 0, 无为不是不为, 其实是为无为, 无为而无所不为, 无言其实就是言无言, 无言

方可无所不言。道家追求 /无言0 之境, 试图以 /无言 0 的方式去体悟道意。这其实是 /道0 的存在

方式决定的。道虽然不是具体事物, 但也是物的存在, 是无物之物, 这就决定语言在表达道的时候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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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言之言0。5庄子#则阳6 曰: /万物殊理, 道不私, 故无名。0 无名自然是无言了。无名为众名之

源, 无言为众言之主, 正所谓 /此时无声胜有声 0。在语言传播过程中, 常常也有 /此时无言胜有言 0

的情景。无言并不是不说, 只是此时此地此人不该说则不说。无言又何尝不在 /言 0。 /无言0 可以通

俗理解为 /无不当之言0。言必及道, 言必合道。 5庄子 #则阳 6 说: /其口虽言, 其心未尝言。0 他们

认为口之所言, 乃应事而言, 事过则舍, 其内心未尝动, 没有情感渗入, 故 /无言 0。 5庄子 #寓言 6

所说的 /终身言, 未尝言; 终身不言, 未尝不言0 也是这个意义。此外, 5列子#仲尼 6 曰: /得意者

无言, 进知者亦无言。用无言为言亦言, 无知为知亦知。无言与不言, 无知与不知, 亦言亦知。亦无所

不言, 亦无所不知; 亦无所言, 亦无所知。0 [ 13]
得意者沉醉于意境中, 故无言。进知者在品味智能的佳

酿时, 亦无言。然而, 他们此时此刻又何尝无言, 何尝无知, 又何尝言, 何尝知。知与无知, 言与无言

没有绝对的界限, 如果有界限了, 就是小言, 小知了。道家倡导 /去小知而大知明 0 ( 5庄子 #外

物 6 ), 认为 /小知不及大知。0 ( 5庄子 #逍遥游 6 ) 大知是没有局限的, 而小知则囿于己见。道家倡导

/大言0, 摒弃 /小言 0, 这是因为 /大知闲闲, 小知间间。大言炎炎, 小言詹詹。0 ( 5庄子 #齐物论6 )

闲闲乃宽裕之意, 炎炎乃燎原烈火; 间间者, 分别之意, 詹詹者费词之意, 含竞辩之意。道家提倡

/大道不称, 大辩不言 0 ( 5庄子 #齐物论 6 ), 大言乃是言满天下, 无所不言, 却又无所言, 因为其言

无瑕谪。小言则私心自用, 费神焦心。

道家注重无言, 并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无言, 无言是得 /意0 的结果。黄老道家作品 5吕氏春秋

#审应览#精谕 6 曰: /知谓则不以言矣。言者谓之属也。0 谓是所指, 即意义。语言是从属于意义的,

意义既然获得了, 就无需 /言 0。

三  忘言: 语言传播效果的极致

忘言是对语言工具的升华, 其实质便是意义的获得。 /语有所贵者, 语之所贵者, 意也。意有所

随。意之所随者, 不可以言传也, 而世因贵言传书。0 ( 5庄子#天道 6) 在道家看来, 单纯的贵言是舍

本逐末。 /着于竹帛, 镂于金石, 可传于人者, 皆其粗也。0 [ 14 ]
( 5文子 #精诚6 ) /粗0 意谓 /末 0。因

为本在 /意 0, 末为 /书0 (含语言文字符号 )。语言有形式上笔划的形象存在, 还有发音上的声音存

在, 然而离开了意义, 语言本身的形式存在便没有任何价值。其实正如解释学所说的, 语言一旦以文本

的形式呈现, 其意义便非立言者所能限定, 文本所载这 /言 0 总是包含着不断延伸的意义空间。庄子

学派将圣人之言视为 /糟粕0, 其旨在告诉世人不要死于文字之上, 而应于圣人的心地上驰骋。 5庄子

#秋水 6 曰: /可以言论者, 物之粗也; 可以意致者, 物之精也; 言之所不能论, 意之所不能察致者,

不期精粗焉。0 物之外在形象和内在功用常常是可以言论的, 也可以用思维来把握的。在道家看来, 终

极的意义是言语道断, 即语言成为进道的障碍, 必须 /忘言 0。只有忘言了, 才能实现对意义的完全占

有。而此时, 意会之内涵之意义是不能言传的。轮扁说: 他 /斫轮, ,,不徐不疾, 得之于手而应于

心, 口不能言, 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 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 0。此种斫轮之技乃基于悟

性, 非语言的理性所能表达。 5庄子 #外物 6 曰: /荃者所以在鱼, 得鱼而忘荃; 蹄者所以在兔, 得兔

而忘蹄; 言者所以在意, 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0 言好比捕鱼之荃, 逮兔之蹄,

行动的目在于鱼兔, 而非荃与蹄。语言运用的最终目的在于传意, 得到意, 就不需要去在乎 /言 0。究

其实质, 作者是想表达一种思想即语言不能代替生活本身。一切包括语言在内的活动都应以维护人的存

在为前提。 /得意 0 的含义在于是对语言的超越, 是人对自己存在价值的获得。此种佳境是 /无言而心

说 (悦 ) 0 ( 5庄子#天运6 )。可见, 道家除了关注言与意的关系问题, 还以 /心 0 的方式体现人的主

体性, 并关注着自由与幸福。此所谓 /言不尽意 0。 /言不尽意0 的意义在于 /尽心 0、 /洗心 0, 即心

的解决。 5易传#系辞上 6 也肯定指出 /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0 [ 15]
但这不等于说不要言, 言表达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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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而是说 /圣人立象以尽意, 设卦以尽情伪, 系辞焉以尽其言, 变而通之以尽利, 鼓之舞之以尽

神。0 这里的 /尽神0 便是 /尽心0 之意。卦象、封爻辞都是在尽言、尽意、尽利, 最终还在于悦心,

是谓 /圣人以此洗心, 退藏于密 0。忘言的精髓在于忘心。 5庄子 #大宗师 6 曰: /悗乎忘其言也。0

悗, 无心也。言必有心, 无心则无言。语言常带有个人的目的性, 而这在道家看来是人生之累的根源,

应当舍弃。无言, 无心, 逍遥自在。

在语言表述世界的问题上, 道家意识到有感性之知、知性之性和悟性之知三个层面, 且尤其欣赏悟

性之知。悟性之知其实是 /意义的盈余0, 它并没有脱离符号承载的感性对象与知性之知, 但它无疑是

一种超越。道家认为人们陷于前两者太久了, 或者说太在乎符号本身了, 阻碍了自身精神的超脱, 于是

提出 /忘言 0 的思想, 忘记语言洞察事物的本质。其实, 道家把进入 /忘言 0 当成一个过程, 一个不

断进道的过程。 5庄子 #知北游 6 记述了一位名叫 /知 0 的求道历程。他请教 /无为谓0 三个问题:

/何思何虑则知道? 何处何服则安道? 何从何道则得道? 0 无为谓不回答。 /非不答, 不知答也。0 /知 0

再问狂屈, 狂屈说他知道将要告诉 /知0, 可是 /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 0。后来只好去问黄帝。黄帝说:

/无思无虑始知道, 无处无服始安道, 无从无道始得道。0 /知 0 听了, 还以为他与黄帝知道, 无为谓与

狂屈不知道。不过, 黄帝却说: /彼无为谓真是也, 狂屈似之, 我与汝终不近也。0 作者此处所要表达

的正是语言传播的困境。 /知 0 为了求道, 得先 /知道0, 黄帝所言, 其实是对 /知道 0 的语言表达。

知道只是得道的第一阶梯。5庄子 #则阳6 曰: /可言可意, 言而愈疏。0 第二阶梯是安道, 而 /安道 0

是 /道 0 化在生活中, 自己是有体验的, 但是想用语言表达的时候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 5庄子 #列御

寇 6 曰: /知道易, 勿言难。知而不言, 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 所以之人也。古之人, 天而不人。0

因为道自道中悟, 道外勿谈道。所以狂屈, 一个率真而为的人, 他想说却说不出来。也就是说, 狂屈体

会道不能言的困境, 是个近道者。而第三个阶梯就是得道, 一个人一旦得道, 道就是我, 我就是道, 没

有任何的主观愿望, 连想说的冲动都没有了, 所以 /无为谓 0 不知道回答。这第三个境界其实就是

/忘言0 的境界。忘言的境界就是道的境界。

在语言阐述意义的过程方面, 道家还有一套臻至 /忘言 0 境界的方法, 那就是 5易传6 所诠释的

言、象、意三者的关系。这里的象主要指卦象, 言是卦爻辞, 意是圣人演卦之意。王弼是诠释三者关系

的代表。他将易理与老庄之道熔于一炉, 其思想集中在 5周易略例 #明象 6[ 16]
。首先, 他认为言、象、

意三者关系是: /夫象者, 出意者也。言者, 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 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 故可寻

言以观象。象生于意, 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 象以言着。0 /言 0 可表达 /象 0, /象 0 可表达

/意0。不过, 我们认为 /象 0 可以涵盖具象、抽象、意象三个层面。这样, 就可以构成一个诠释世界

的符号系统。其次, 对 /象 0 来说, /言 0 表达 /象 0 的工具, 而 /象 0 是表达 /意 0 的工具。得

/象0 当忘言, 而得 /意 0 当忘 /象 0。明确说明得 /意 0 须经历 /忘言 0 与 /忘象 0 两个阶段。

/象0 是此过程的中介物。 /故言者所以明象, 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 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

在兔, 得兔而忘蹄; 筌者所以在鱼, 得鱼而忘筌也。然则, 言者, 象之蹄也; 象者, 意之筌也。0 再

次, 王弼强调 /言0 与 /象 0 的工具性和过程性, 不可停滞于言与象本身。明了 /象 0, /言0 的使命

就结束了, 停滞于 /言0, 也就是不明 /言0, 就生成不了 /象0, 广泛地说, /言 0 可指人们一切活动

动机的语言表述; 而 /象 0 指为此动机而构建蓝图。而 /意 0 其实便是保证完成这个蓝图的指导思想。

同样, /象 0 的作用在于导向 /意 0 的生成, 如果停滞于 /象 0, 也就是不明 /象 0, 就生成不了

/意0。 /是故存言者, 非得象者也; 存象者, 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 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

言生于象而存言焉, 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0 最后, /意 0 是对 /象 0 了然于心, 即忘象的结果。而

/象0 也是 /言0 了然于心, 即忘言的结果。总之, 言与象是通向意的桥梁, 只有忘言、忘象, 圣人的

思想才能明白。 /然则, 忘象者, 乃得意者也; 忘言者, 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 得象在忘言。故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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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以尽意, 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 而画可忘也。0 语言使用好比巧匠手中的锤子, 锤子用得越顺

手, 其实主体越是忘记锤子的存在。海德格尔说: /锤击不仅有着对锤子的用具特性的知, 而且它还以

最恰当不过的方式占有这一工具。0 /对锤子这物越少瞠目凝视, 用它用得越起劲, 对它的关系也就变

得越源始, 它也就越昭然若揭地作为它所是的东西来照面, ,。用着操作着打交道不是盲的, 它有自己

的视之方式, 这种视之方式引导着操作, 并使操作具有自己特殊的状物性。0 [ 17]
语言也一样, 语言用得

越熟练就越是忘记语言。语言并不是不要, 而只是 /每寄言以出意0 [ 18]
, 得意自可忘言。

综上所述, 道家的语言传播思想洋溢着真善美向度。在道家看来, 语言是悟道的工具, 但语言与道

(意义 ) 是履与迹的关系。老子说: /夫六经, 先王之陈迹也, 岂其所以迹哉! 今子之所言, 犹迹也。

夫迹, 履之所出, 而迹岂履哉! 0 ( 5庄子 #天运6 ) 脚印能够说明鞋子的存在, 但不能穷尽鞋子的本质

与内涵, 更不是鞋子本身。同样, 先贤之意也不是他们的话语所可以穷尽的。不过, 道家并没有因此舍

弃语言, 而是把语言当成明道的必要阶梯, 诚如 5庄子 #大宗师 6 所言: /闻诸副墨 (文字 ) 之子, 副

墨之子闻诸洛诵 (诵读 ) 之孙, 洛诵之孙闻之瞻明 (见解洞彻 ) , 瞻明闻之聂许 (耳闻 ) , 聂许闻之需

役 (实践 ), 需役闻之于讴 (咏欢歌吟 ), 于讴闻之玄冥 (深远幽寂 ), 玄冥闻之参寥 (空廓 ), 参寥闻

之疑始 (迷茫之始 )。0 这是女偊入道历程的自白。意思是: 对宇宙本体的领悟, 或者说对终极意义的

把握, 是离不开文字 (副墨 ) 与语言 (洛诵 ) 的。道始终是向语言敞开的, 没有真切的现实感受, 即

没有立足于所见 (瞻明 )、所闻 (聂许 )、所为 (需役 ) 的基础上, 才能获得 /真0 信息。当然要获得

终极意义, 还需要善于消融感性之知、理性之知, 进入悟性之知, 即歌咏 (于讴 ) , 力求超越有限通达

无限, 这便是 /善0 的修为。这样自我在超越中忘却, 进入无言之境, 体验着渺茫 (玄冥 )、空寂 (参

寥 ) 和万物本原 (疑始 ) 的创生力, 这便是 /美0 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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