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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于中国美学史，在生成论和内审美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群举对比法，结合大量的考证，论证
了老庄人生境界向审美境界生成的机制、原因和过程，并试图在对立的两极中把握老庄美学思想的本
来面目，矫正在这个问题上的现成论流弊和片面性缺失，为建立健全人生境界美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也为中国美学史研究开辟新的视阈。

　　本书在批评继承新儒家、新道家和其他美学家关于人生境界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老庄人
生境界的考察，发现了老庄貌似自相矛盾的思想背后的生成论美学思想，揭示了老庄人生境界向审美
境界生威的机制，从而为人生境界的审美生成课题提供了典型的思想线索，并进而开显了中国美学史
、文学史和艺术史研究所应有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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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复旦大学文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华美学学会理事，甘肃省美学学会会长，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兼文艺美学所所长，省级学科
带头人。
曾在《文艺研究》《新华文摘》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过引起广泛讨论的论文。
独立出版《自然审美学》、《庄禅美学》《修养 境界 审美》《山色有无中》等书，曾获得“北方十
五省优秀图书奖”、“第五节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二等奖”及省部级一、二、三等奖十数次。
主持国家项目两次。
其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十数篇，被各类报刊、文摘、年鉴多次介绍、转载，其事迹已见于英
国剑桥《世界名人辞典》及国内外多种传记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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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西方哲学史上关于“生成”的理论最早见于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宇宙生成论，后来的
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对“生成”进行了辩证的深入的论述。
马克思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首次明确地提出了“自然向人的生成”的理论。
到了20世纪30年代，索绪尔的语言生成理论可被视为哲学生成论在具体学科中的应用。
从此，心理学上有心理生成论，如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原型生成，地质学上有地质生成论，天文学
上有宇宙生成论，美学上有审美生成论，等等。
东方的生成理论最早出现在老子的著作中，如有无相生理论和道生天地万物理论等。
在庄子那里又有更为深入的论述，如化生理论、物化理论、内化外化理论等。
还有郭象《庄子注》中的“独化于玄冥”理论等。
佛教中的宇宙生成论，人生的“四谛(苦、集、灭、道)”相继，物质和生命的“成、住、坏、空”、
“六道轮回”，心理的“性空缘起”、“境由心生”等，皆为生成理论之具体化。
但是，存在论生成论、解释学生成论和解构主义生成论所阐述的是主体间交互作用，是彼此融合，共
同创造，不断产生新的意义的过程。
它所关注的对象是现代与历史的交互重叠，是不同时代视野的交通融合，是在重复中出新、在循环中
更替、在动态中涌现的有机系统。
因此，现代解释学的生成理论已突破了古典的物质转化和概念转化的僵硬模式，而具有生命机体系统
的活性特征。
它既不同于道家、佛教和古希腊哲学的物质问的生成转换，如宇宙发生论和生死之间的转换理论，也
不同于佛教“缘起”论中的唯心牛成论，跟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生成理论也有本质的区
别，因为存在主义的解释学和解构主义的解释学所关注的是主体间以文本(text)为媒介、以意义为核心
而展开的“会话”、“融合”和“内在互动”。
离开了意义的生成，现代存在主义、现代解释学和解构主义的生成论将失去存在的必要。
　　意义生成在审美经验中具有普适效应。
从审美创造到审美鉴赏，哪种活动能不具有由主体间交互往来所自然滋生的意义呢?张若虚的《春江花
月夜》是好诗，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是好文，但这种好诗文，哪个又能离开接受者的不断介入、
不断参与呢?哪一部作品又不是在不同读者的阅读史中不断地产生出新意呢?所谓“诗无达诂”，“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云云，无不是在说明审美意义的生成性。
进而言之，所谓的美和美感，又有哪个是可以离开主体的审美实践和主体间的当下经验以及历史经验
交往而产生的呢?更进而言之，建立在主体对于宇宙人生觉悟基础上的人生境界中的审美境界，又何尝
不是审美意义、审美意蕴和审美价值的生成呢?　　但是，意义的生成理论也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它使得文本上的所谓权威的终极的解释被终结，使美学和艺术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另一方面
，也使得意义仅具有价值的短暂性而无客观的恒久性，从而使得意义、境界甚至人类的整个历史都可
能成为一种任人解释的对象，从而使得解构成了阐释的代名词。
　　从对中国古代美学的考察我们发现，审美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并不仅仅是意义的生成，更主要的是
意蕴的生成，意蕴有着较意义更大的信息含量，表现为形象、含蓄、蕴藉、深厚等特征。
在阐释中国古代审美境界时，仅靠对意义的揭示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在意义生成理论的基础上，用意蕴的生成来涵盖意义的生成，用人生境界作为审美意义的底蕴
，对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
　　P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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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立足于中国美学史，在生成论和内审美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群举对比法，结合大量的考证，
论证了老庄人生境界向审美境界生成的机制、原因和过程，并试图在对立的两极中把握老庄美学思想
的本来面目，矫正在这个问题上的现成论流弊和片面性缺失，为建立健全人生境界美学打下坚实的基
础，也为中国美学史研究开辟新的视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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