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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ldquo;文艺美学&rdquo;这一概念，最早见于20世纪70年代台湾学者王梦鸥先生的《文艺美学》
，1980年原北京大学胡经之教授首次正式提出&ldquo;文艺美学&rdquo;这样一个学科概念。
此后，相当多的学者为这一学科的建设付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由于文艺美学是中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首先命名的，首先进行理论论述的，也就是说，文艺美学这
一学科的提出和理论建构，诞生于中国本土且具有原创意义。
因而，不少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当代学者对世界学术的贡献，也是中国美学的现代性事件。
然而由于文艺美学研究是最近二十多年里才出现的事情，作为一个正在建构中的新兴学科，在其学科
定位、学科边界的界定、学科体系的建立等方面还存在种种不成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此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将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命题研究更为妥贴。
　  《中国古典文艺美学范畴辑论》作者认为，毕竟文艺美学学科产生在新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的土壤
之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毕竟文艺美学学科由概念的提出到学科定位的长期论争，几度成为学术
研究的热点和亮点；毕竟文艺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学科内涵日趋丰富，在科研和教学等多个领
域同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
因而其研究应该注重运用比较综合的方法，吸取古今中外各个学科的长处，力求做到哲学与美学、自
上而下与白下而上、中国与外国、古代与当代、人文与科学的有机统一，力求挣脱传统的主客二元对
立的旧的认识论的束缚，力求发扬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并发掘其现代意义。
由此，《中国古典文艺美学范畴辑论》从宏观的学科构建的角度出发，从中国文艺美学的范畴起步，
对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范畴进行基本的梳理，进而对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清源理流，从传统的理论积淀
中去挖掘、整理、探研，为学科的形成发展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以期弥补文艺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
科在其学科体系构建中的&ldquo;范畴&rdquo;条件的欠缺。
《中国古典文艺美学范畴辑论》中选取了二十多个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基本范畴进行梳理，每个范畴
既包括其在纵向上的源流与新变，又包括在横向上的与东西方其他国家与民族的美学基本范畴的比较
。
其中，既有对传统认识的介绍与评说，又有探研所得的创见。
同时，还尽可能挖掘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美学的基本范畴和主要问题，将其作为中国文艺美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以期在一定程度上瞭望中国文艺美学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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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一、道&mdash;&mdash;&ldquo;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rdquo;，至善至乐的审美理想，人类精
神所能成就的最高境界二、和&mdash;&mdash;&ldquo;俯仰自得，游心太玄&rdquo;，与宇宙万物周始
的人格自由境界，天、人、文构成的反馈系统三、美&mdash;&mdash;关于价值理想的由感觉到感受乃
至生命情感的种种假想四、气&mdash;&mdash;生命现象与人格精神的情状，人的主观审美心理构成，
生命之本在，万物之原型，美之原型五、情&mdash;&mdash;&ldquo;足以感动人之善心&rdquo;的生命
本能，文学艺术生态形式的内核，文学艺术活动最重要的美学动力六、象&mdash;&mdash;以心为主，
从物出发，主客、物我的生命融构，感性形态和观念内容在审美意义上的高度统一七、
游&mdash;&mdash;内运、憩乐、自由的神物交往，对于存在与人生的诗性领悟，理想的人生境界，诗
性审美的生存方式八、比兴&mdash;&mdash;以心取物、以物达心、心物统一的创作方法九、感
物&mdash;&mdash;物动人心，感而遂通，自然风物、社会事象、心象内境与人的情感及自由意识的交
融互渗，艺术创造和审美体验的发生十、妙悟&mdash;&mdash;&ldquo;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
玄&rdquo;。
凝神遐想、心领神悟的精神状态，直觉与理性相结合的创作兴会，自觉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十一、气
韵&mdash;&mdash;宇宙人生同构和谐的循旋律动，壮美阔大、深沉浑厚的生命创化，宇宙本体的诗性
呈现，艺术生命的形上境界十二、情景&mdash;&mdash;&ldquo;目既往还，心亦吐纳&rdquo;，物理因
素与心理因素的同构交融，物我妙合的艺术结构十三、神思&mdash;&mdash;&ldquo;精骛八极，心游万
仞&rdquo;的思维力，&ldquo;思接千载，视通万里&rdquo;的想象力，&ldquo;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
之下&rdquo;，超越时空的心灵悠游十四、文质&mdash;&mdash;世之盛，礼之质，乐之文，乃文乃质
，文质彬彬，情采两兼，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人的宇宙十五、文气&mdash;&mdash;&ldquo;盛者思锐
以胜劳，衰者虑密以伤神&rdquo;。
创作主体与自然宇宙感通合一的生命运动，直觉支撑着的创作冲动在文艺作品中的充分表达十六、形
神&mdash;&mdash;&ldquo;妙万物而为言者，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rdquo;，客观规律与主体灵慧神遇
迹化，形极似、神宛然、超以象外的诗之极致十七、言意&mdash;&mdash;&ldquo;言之文也，天地之心
哉&rdquo;。
寄言出意，得意忘言，含蓄无穷的无言之美十八、意象&mdash;&mdash;心意与物象的统一，无形与有
形的统一，一种内在的、具有高度凝聚性的心理存在，一种隐喻结构中生成的&ldquo;引人于冥漠恍惚
之境&rdquo;的审美效应十九、意境&mdash;&mdash;主观情思与客观境象浑化无迹，宇宙生机和人生
真谛的深刻表现，虚灵空明、表里澄澈的最高审美境界，艺术的终极追求二十、风骨&mdash;&mdash;
情思与神韵共孕的气之外化，风神爽朗、生动有力的审美气度，自然生命衍化而出的美学精神二十一
、品&mdash;&mdash;定文质、形品级、重神气，应致人与文交互境界的美之辨赏体悟二十二、
味&mdash;&mdash;咂诗文之酸咸，品情意之浓淡，把握文艺作品审美特质及其意蕴的独特方式，感官
感觉向生命价值的延伸，审美创造和审美鉴赏的目标二十三、趣&mdash;&mdash;旷逸任达、自然自得
之灵慧形态，游艺尚文的人生风范、逍遥出世的人格精神，生存意识、生命意识、审美意识的超然凝
结二十四、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美学研究六题第一题：西北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研究刍议第二题：中国少
数民族文学概念问题小议第三题：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学理论之比较可行吗？
&mdash;&mdash;与于乃昌先生商榷第四题：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与其民族文化的关
系&mdash;&mdash;以傣族和彝族古代文论为例第五题：清代满族文论的民族精神及其他第六题：
味&ldquo;味&rdquo;之味&mdash;&mdash;彝族文论与汉族文论之个案比较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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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ldquo;文艺美学&rdquo;这一概念一般认为最早是由台湾学者王梦鸥提出来的。
20世纪70年代王梦鸥先生出版了论著《文艺美学》，在此书中，虽然他还没有自觉建立一个独立学科
的意识，也并没有将&ldquo;文艺美学&rdquo;作为一个学科的对象来对其性质、内容或者范畴、方法
等等作一个明确、全面地论述。
然而，毕竟他的书名使用了这一概念，并且在书中&ldquo;作者显然清醒地意识到、并且十分看重文艺
与审美的内在关系&rdquo;，&ldquo;把文学艺术的审美特质作为重要的观察角度和研究内容。
这，正是后来文艺美学的倡导者们所竭力强调的文艺美学作为一个特定学科的重要品格之一&rdquo;。
这本书共十一章，其中有七章论述西方自古希腊至20世纪文艺美学思想的历史发展，另外四章论述文
艺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王梦鸥先生的这一提法无疑给两岸学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之后，&ldquo;文艺美学&rdquo;逐渐为大陆学者广泛关注，并有部分学者积极致力于此，对其进
行日益学理化的研究。
最早较为深入探讨并开设文艺美学课程的是胡经之先生。
1980年春，胡经之先生在中华美学会上提出，应该在大学艺术和文学系科开设文艺美学课程。
1982年，胡先生发表《文艺美学及其他》一文，文中他对这一学科作了最初意义上的说明：&ldquo;文
艺美学是文艺学和美学相结合的产物&rdquo;，是&ldquo;关于文学艺术的美学&rdquo;，&ldquo;文艺学
和美学的深入发展，促使一门交错于两者之间的新的学科出现了，我们姑且称它为文艺美学&rdquo;。
　　事实上，文艺美学作为一种新的学术现象、研究热点和一个新学科，它之所以会在这一特定的历
史时期萌生、形成、确立、发展，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机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文学研究长期受到苏联社会学文艺理论研究模式的影响，我们对文学艺
术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外部联系较为重视，而对文学艺术自身的美学规律则研究较少，甚至文艺学这
一名称本身就是从苏联那里引进的。
特别是当这种社会学方法论在之前特定时期由于特定的需要而被限定在政治的、阶级的狭小范围内，
文艺研究在将文学还原为种种社会事实之后，庸俗化倾向就随之而来，于是这种突破社会学思维定势
的要求就显得愈发强烈和迫切。
在20世纪80年代初，又一次美学热潮兴起，而这次的焦点也从之前&ldquo;美的本质&rdquo;之类的形
而上的问题转向了文学艺术本身，主张应依据美学原则对文学艺术进行研究，或者说应研究文学艺术
中的美学问题。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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