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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无论”的流弊，这无疑丰富了玄学的内容和义涵。裴

頠提出道是万物的总括，不能超越于万物之上，没有脱离

具体事物的本体存在。依此，王弼、何晏等贵无学说所言

的与具体事物分离的、凌驾于物之上的“道”就不存在。

裴頠从事物的相互关系、外部环境来考虑事物存在发展的

原因，意图改变崇尚空谈、虚浮的个人心理状态和社会风

气，闪耀着唯物主义的智慧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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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论证，揭露出“贵无”论的实质，廓清它的不良社会

影响，重新确立儒家名教的权威地位。所以，他的理论只

是为了论证名教存在的合理性而已，以恐“薄综世之务，

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埤经实之贤”，②目的在于为

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作辩护，体现出其具有的阶级局限

性。除此之外，裴頠并没有深入挖掘这些超越名教礼法的

言行之所以产生的社会根源，而从理论上对玄学“贵无

论”所造成的社会现象进行批判，所以并没有产生多大的

实际影响。

另一方面，裴頠侧重从生成论出发解释本体“道”与万

物的关系，认为“夫至无者无以能生”，②而老子、王弼等

是从本体论角度为万物寻找存在的根据和原因。裴頠没有

上升到与之相等的高度而言老子“偏立一家之辞”，②忽视

了老子“无”之概念的复杂性，没有理解到道家之“无”

不是空无所有，不是虚无，只是对万物本体的最高抽象。

“无”的内部包含对立矛盾的方面，进而转化，为万物的

产生创造条件。生有、生万物的“无”只不过是未形、没

有展开的“道”的初始、本真状态。正是因为“道”内部

的有无两个方面、两种力量使得道生万物的过程展现为从

无到有两个阶段，进而对老子的评论有失偏颇。

对于万物的生成问题，裴頠在反对唯心主义本体论

的同时，又回避了世界统一于物质性的问题，他不能解释

不同种类事物之间的生成关系，进而将万物的生成归结为

“始生者自生也”，②从而否认了事物之间相互转化，陷

入了形而上学，后又被郭象发展为“独化”学说。

但也应该看到，裴颜以“崇有论”为当时名教礼制

和社会等级体制作出辩护，并试图从玄学内部批判王弼

翔节度判官期间，其活动范围除凤翔府城以外，最主要

的行迹就是沿秦岭两麓往来。凤翔府辖区，秦岭南麓自

西向东从宝鸡县、太白县、郿县到盩厔县，秦岭北麓自

西向东从凤翔县、陈仓区、岐山县到扶风县，构成了两

条东西向的苏轼关中行迹线路。以苏轼行迹为节点，以

秦岭为依托，开辟苏轼关中行迹文化旅游线路；同时以

苏轼关中行迹、诗文创作为素材，研发苏轼、秦岭相关

系列文创产品，让游客在体验西府文化的基础上更深入

地了解苏轼、了解关中乃至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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