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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家美学与魏晋文化》分上、下两编，共十五章，主要介绍了西方美学基本构成及其特征，中
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老子的美学思想，庄子的美学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美学思想产生的文
化背景，清谈中的审美趣味，南北朝审美之异同，魏晋审美精神对后世的影响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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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春青，男，北京市人，生于1955年9月，文学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专职研究员，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为国家重点
学科文艺学学科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
兼任中国文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外文学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理事、全国马克思主义
文学理论学会理事、北京市文艺学会理事等。
独立著述十种：《艺术直觉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艺术情感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
；《美学与人学——马克思对德国古典美学的继承与超越》(法律出版社，1991)；《魏晋清玄》(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文学价值学引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乌托邦与诗——中国古代
士人文化与文学价值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1)：《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及中国古代诗学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5)；《在文本与历史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
文艺学研究反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另有合著、合译、主编著作十余种；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五十余篇。
主要研究方向是儒家文化、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学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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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第一章  绪论一、西方美学基本构成及其特征1。
关于美是什么的追问——审美本体论2。
关于审美活动心理过程的探讨一审美心理学3。
关于艺术普遍特性的思考——艺术哲学4。
西方美学的基本特征二、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1。
丰富而早熟的审美意识2。
拒绝对美的本体论追问3。
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美学4。
关于人生审美境界的探寻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精华所在5。
对自然美的看法与西方迥然不同：价值世界与客观世界6。
对艺术美的看法不同：人格境界与客观真实三、中西差异之原因1。
意识与自我意识是分离对立还是交融为一体2。
西方人用概念化、形式化的方式把握世界；中国人则始终伴随着感性直观3。
用概念化、形式化的方式建构世界还是以体认与涵泳的思维方式感受世界4。
是借助抽象的逻辑思维建立一个与人无涉的概念世界还是借助直观与体验建立一个泛化的人的世界5
。
两种追问：客观世界究竟是怎样的与人与世界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6。
对原有知识话语的两种态度：反思与守成第二章  老子的美学思想一、老子及其思想二、老子美学关
键词1。
道2。
自然3。
朴4。
玄与妙5。
冲、虚与静6。
有与无7。
美第三章  庄子的美学思想第四章  老庄与西方思想及佛禅之比较下编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美学思想
产生的文化背景第六章  清谈中的审美趣味第七章  “清”、“玄”概念中的美学蕴涵第八章  阮籍、嵇
康的玄学与美学思想第九章  清玄世与诗第十章  清玄世风与书艺书论第十一章  清玄世风与画艺、画论
第十二章  南北朝审美之异同第十三章  帝王与时代审美精神第十四章  美学精神的反面：魏晋南北朝的
弊风弊俗第十五章  魏晋审美精神对后世的影响附录：论中国主流审美意识的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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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是二者孰先孰后的问题。
这里说的庄子是指《庄子》一书的作者，所说的老子是指《老子》一书的作者。
关于二者的时代，盖有三说：一是老子早于庄子，并略早于孔子说。
这是最普遍的说法，从司马迁直至胡适之，都认为孔子尝问礼于老子，则庄子乃是老子后学。
二是老子晚于庄子说。
钱穆为此说代表。
钱穆云：“据其书思想议论，及其文体风格，盖断在孔子后。
当自庄周之学既盛，乃始有之。
”①老子早于庄子而晚于孔子说。
此说以冯友兰为代表（其说已见前章，此不赘）②。
本人意见：老子早于庄子。
是庄子思想的渊源。
由于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据，我们也只能从思想的逻辑上来进行判断。
略陈如下：证据之一：从思想上看，庄子远比老子更消极，更“向内转”，更注重个人体验与感受。
老子一书可以说是一种救世之术，是提供给帝王的；庄子一书则主要是自救之术，是对外部世界感到
绝望之后转向内心世界的产物。
在老子看来，人为的一切都是无济于事的，应该退回到原初状态去；在庄子看来，存在的一切都是无
意义的，应该游戏人生；老子尚有“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而庄子则向往“神人”、“真人”的虚
幻境界；老子尚有些阴谋，要做事，庄子则什么都不要做了——这一切都是因为老子生活的战国前期
，士人们还有较强的理想主义或乌托邦精神，而到了战国中后期，社会道德日益沦丧，价值秩序日见
混乱，士人们在绝望之余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内心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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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严格说来，在中国古代是没有可以称为“美学”的这样二种知识形态的，这不同于西方，例如《大希
庇阿斯篇》虽然在当时不被称为美学，但在十八世纪中叶有了美学这门学问以后，这一篇探讨“美是
什么”的著名文字就毫无疑问可以称为美学著作了。
在中国古代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文字。
所以我们称作“中国古代美学”的其实主要包含两种东西，一是古人关于诗文书画等艺术形式的某些
普遍性问题的言说，稍稍近于西人的“艺术哲学”；二是古代大哲关于人生理想、人格境界的思考，
由于这种思考既不是宗教性的，也不是道德性或认识性的，而是接近于一种艺术或审美的状态，因此
我们把这种思考理解为古人的美学思想。
事实上，古人的这种思考在后世的确都被转化为诗文书画的风格和意境了。
这也证明了它们本身的审美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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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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