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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朱熹的经典诠释则体现了对中国传统美学理论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他立足于《诗经》本身所具
有的审美意蕴和孔子的美学理念，努力适应他的时代儒、释、道审美精神的合一趋势，将中国传统美
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邹其昌博士具体地论证了朱熹的诗经诠释美学的“以《诗》说《诗》”、“感物道情”、“讽诵涵泳
”以及“性情中和”在中国古典美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具有转折性的意义。
本书对朱熹美学思想的内涵及其在美学史上的定位，都有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表现出可喜的学术
创新精神，值得一读。
　　本书是研究朱熹美学思想的一个良好的起点，由于著者是从朱熹的《诗经》诠释切入本题的，所
以还留给我们继续研究的广大空间。
我们一方面可以对朱子全部经典诠释（如《楚辞集注》、《周易本义》、《四书章句集注》）及有关
论说再作进一步研究；一方面还可以研究朱子美学思想对后世美学理论以及明清两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
这样，我们对朱子美学思想及其历史作用会有更全面的、充实的认识。
当然，这两个方面的全部深入的研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许多人的努力，不应该对限时的学位论文
提出这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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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其昌，湖北荆州人，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1997年7月在湖南师范大学获文学硕士
，2002年6月在武汉大学获哲学博士，2004年1月在清华大学从事艺术学博士后研究工作。
主要从事中国美学、艺术学、诠释学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
曾在《光明日报》理论版、 《文艺研究》、 《美学》、 《中国美学》等重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
余篇，并曾出版专著《中国美学与艺术学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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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序二　　　　　　　　　　　　　
　　　　　　　　　　　　　　序三　　　　　　　　　　　　　　　　　　　　　　　　　　　导
论：诠释与意义第一章 《诗经》诠释原则——以《诗》说《诗》第一节 “以《序》解《诗》”辨第
二节 以《诗》说《诗》第三节 关于《诗》与史第四节 关于《诗》与“论”第二章 《诗经》创作旨趣
——感物道情第一节 “感物道情”的提出第二节 “感物道情”与“交感说”第三节 “感物道情”与
“诗言志”第四节 “感物道情”与“兴”第五节 “感物道情”与“淫诗说”第三章 《诗经》品赏方
式——讽诵涵泳第一节 “讽诵涵泳”及其基本特征第二节 “讽诵涵泳”的心理流程第三节 “讽诵涵
泳”与“章句训诂”第四节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第四章 《诗经》审美品格——性情中和第
一节 “性情中和”与“心统性情”第二节 “性情中和”与“二南”说第三节 “性情中和”与“礼乐
”第四节 “性情中和”与“气象”说第五节 “性情中和”与“平淡”说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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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诗经》诠释原则——以《诗》说《诗》第一节 “以《序》解《诗》”辨二、辨《序》：历
程与剥离（一）朱熹辨《序》历程   朱熹诗经诠释学体系的建立，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主《序》到疑
《序》再到废《序》的辨《序》过程。
一般而言，朱熹的诗经诠释学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以主《毛序》为主旨的《诗集解》和以废《
毛序》为主旨的《诗集传》。
其间还有若干小的阶段。
在《朱子语类》中就记载了关于朱熹疑《序》废《序》思想历程等问题，如：  某自二十岁时读诗，
便觉《小序》无意义。
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诗》词，却又觉得道理贯彻。
当初亦尝质问诸乡先生，皆云，《序》不可废，而某之疑终不能释。
后到三十岁，断然知《小序》之出于汉儒所作，其为缪戾，有不可胜言。
这里阐述了朱熹研习《诗经》的几个基本阶段。
早年，朱熹曾主《毛序》解《诗》，但疑《序》之思想也开始萌生。
如上所述，朱熹二十岁左右开始研习《诗经》时，就觉得《毛序》在此“无意义”、作梗，“及去了
《小序》，只玩味《诗》词”本身，顿觉得“道理贯彻”。
但是，当朱熹带着疑问去请教“诸乡先生”时，大家都说“《序》不可废”，朱熹这时的疑问并未获
得解决，看来只有靠自己的探索了。
这里的“诸乡先生”可能就是“理学前辈”、当时的学术权威。
前面已提到，朱熹的诗经诠释学研究还要面对理学内部权威的压力，即学《诗》不可废《序》。
在诗经学方面，朱熹也开始怀疑包括他最为崇拜的程伊川在内的理学前辈之理论了。
这一点与当时学界的门户对立、过分信从师学之风气相关。
如与整个朱熹学术相关的“中和”问题，从程颢、程伊川到杨时再到李延平，都是沿着“静中体认中
和气象”之路数。
朱熹则在自己的体认中发现了很多的疑点，通过自己的反复研究和湖湘学派的频繁论学，终于完成了
由“中和旧说”向“中和新说”的历史转变，这一转变既是对自己的超越，更是对其理学前辈学术之
超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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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朱熹对《诗经》的经典诠释体现了对中国传统美学理论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他立足于《诗经》本身
所具有的审美意蕴和孔子的美学理念，努力适应他的时代儒、释、道审美精神的合一趋势，将中国传
统美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邹其昌博士具体地论证了朱熹的诗经诠释美学的“以《诗》说《诗》”、“感物道情”、“讽诵涵泳
”以及“性情中和”在中国古典美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具有转折性的意义。
《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对朱熹美学思想的内涵及其在美学史上的定位，都有比较深入、系统的
研究，表现出可喜的学术创新精神，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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