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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度浓缩了的美学精华    ——解读童汝劳先生的《中华美学选粹》    李维世    今年七十八岁的童汝劳
先生，是一位非常勤奋好学、善于思考的学者和美学家。
他历时十年之久，博览群书，精心研读，集一生学养，编撰成这本《中华美学选粹》，全书一百零五
篇，约三十万字。
这本专著所解读评介的“美学之珠”，可谓是精华中的精华。
这部具有开拓性的学术佳作，既是一本相对通俗、能够普及的美学读物，又是一本可以提高、扩展审
美视野的好教材。
书中的每一篇章均短小精炼，主题突出，阐述清晰，能够让读者用最短的时间，从深广的美学海洋之
中，抓获那些最精辟、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美学观点和命题，故而凡是热爱美学、研究文艺的人不
可不阅读此书。
    这本书的内容、范围非常广泛，它不仅涉及了美和美感的一般范畴和理论，而且还涵盖了文学、艺
术的诸多门类，如诗、文、词、赋、小说、书法、绘画、音乐、舞蹈、戏剧、园林建筑等等领域。
在时间跨度上，它上起先秦下至清末，跨越两千年。
全书分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六个时期。
每个时期又分若干专题。
每个专题既能独立成篇，单独鉴赏，又可联系起来，纵观一个系统的脉络概貌。
    相较于李泽厚、刘刚纪、敏泽、叶朗等著名美学家系统的美学专著(《中国美学史》、《中国美学思
想史》、《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华美学选粹》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够将我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
中最精辟、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美学命题、观点选辑出来，作一番深入浅出而又条理清晰的介绍和
评述，从而填补了中国美学研究史上的一个空白。
    在“普及”与“提高”这对矛盾关系中，这本书更着重美学思想、美学理论的普及工作。
书中那一篇篇短小精悍、清晰流畅的文字，将深奥化作浅显，让朦胧变得清晰，就像中国美学长河中
被串起的珠串，光彩照人。
对时间宝贵的现代人来说，这本书便是一本最精粹的、高度浓缩了的中国古代美学大观。
想用最少的时间了解和通晓中华美学思想的概貌，就请读一读这本书吧。
这是一座通向美学王国最便捷而宽广的桥梁，也是打开美学殿堂之门的一把钥匙。
    我们知道，每个时代的审美意识，常常总是集中表现在每个时代的大思想家、艺术家的美学思想之
中，而这些大思想家、艺术家的美学思想，“又往往凝聚、结晶为若干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叶朗《
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所以，对这些最精辟、最具代表性的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做出通俗而又确切的评介，让更多的读者
了解和掌握，并应用这些美学命题和美学范畴，实在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华民族美学体系的历史使命
和基础工作。
没有普及就没有提高，提高的目的也是为了普及，只有深入和广泛的普及才能为提高奠定坚实的基础
。
当然，我们讲的这种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童汝劳先生在这方面的确做了一项很有实际意义的工作。
通过他的《中华美学选粹》，读者不仅可以看到中国美学史上永恒的闪光点，还可以了解到各个历史
时期美学理论发展和演变的脉络。
从“点”到“面”，又从“面”到“点”，这确实是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一条必由之路。
    值得指出的是，这本书既有很强的学术性和鉴赏性，又有丰富的知识性和资料性，是一本对深入研
究我国美学思想极具实用性和普及性的工具书。
该书对众多深奥艰涩的古代文言文，均作了相对通俗的解说和注释，因而既可以为专家、学者们所参
考，更可以为广大文化工作者、大学生和美学爱好者所学习。
特别是对古文知识欠缺的读者来讲，这是一本极好的自修读物，通过它既可提高古文的知识，又可学
到精粹的中华美学思想，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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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其基础和内核，是在儒、道、释三家思想的相互碰撞而又相互补充、融合的格局中形成的。
而中华民族的美学思想，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研究和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
传统文化，就不能脱离中华民族的美学思想；而要研究中华民族的美学思想，又不可脱离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的大背景。
这是一条毋庸置疑的客观规律。
这本书评介了中国古代美学中的精粹，实际上就是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可以讲，这是一本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好教材和参考书。
认真地读一读这本书，对于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培养爱国主义情怀，都是大有裨益的。
    举例来说：这本书所评介的中华美学的“选粹”之中，就有在世界上最早，影响很大的以“和”为
美的审美理念(史伯的“和实生物”、“声一无听”)；有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的美育理论(孔子的“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有先秦时期最富民主精神的审美观(孟子的“与民同乐”)；有美学
史上率先运用辩证法来观察美、丑的审美理念(老子的“美恶相依”)；有第一个最朴素的美在劳动实
践的审美观(《淮南子》的“清醯之美，始于耒耜”)；有美术史上最古老的绘画理论(王孙满的“铸鼎
象物”)；有最初的舞蹈功能说(《吕氏春秋·古乐》的“陶唐氏为舞，葛天氏之乐”)；有最具中国特
色的崇高观(先秦时期的“大者，壮也”)。
而且，还有我国美学史上，第一个旗帜鲜明的文化发展观(王充的“文有真伪，无有故新”)；第一篇
最富美学思想的书论(崔瑗的《草书势》)；最概括、最具纲领性的画论(张璨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最早、最具特色的美真统一论(庄子的“法天贵真”)；最富形象思维的创作论(陆机的“笼天地
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系统、完整的艺术想象论(刘勰的“《神思》之思”)；极具人民性的现实
主义诗论(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最具表现特征的画论(倪瓒的“逸笔草草
”、“写胸中逸气”)；极具纲领性的园林建筑理论(计成的“因借体宜，园宛天开”)；最具总结形态
的情景论(王夫之的“景以情合，情以景生”)。
如此等等，限于篇幅，我就不一一罗列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童汝劳先生在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上，独辟蹊径，深挖出了一口“甜水井”。
多从我们祖先留下的遗产中挖掘“精华”，再进行认真的比较思考，“古为今用”，这或许正是今天
继承和发扬光大传统文化的要义所在。
    童汝劳先生曾在多种刊物上发表过文学评论、美学论文。
凡是读过他文章的人，无不赞赏他治学之严谨，探索之精深，和文字功底之深厚。
他不是名家，但他并不以此妄自菲薄，虽然年近八旬，却仍然锲而不舍，呕心沥血，为传播我中华美
学而奋力拼搏，这体现了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担当，在当今这样一个许多人汲汲于名利的
时代，他的这种精神，这种做法，实在难得，令人敬佩！
    李维世    2011年7月1日写于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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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童汝劳所著的《中华美学选粹》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佳作，既是一本相对通俗、能够普及的美学读物
，又是一本可以提高、扩展审美视野的好教材。
本书内容、范围非常广泛，不仅涉及美和美感的一般范畴和理论，而且还涵盖了文学、艺术的诸多门
类。
时间跨度上，上起先秦下至清末，跨越两千年，是一本最精粹、高度浓缩了的中华美学大观。
每个专题既能独立成篇，单独鉴赏，又可联系起来，纵观一个系统的脉络概貌。
书中一篇篇短小精悍、清晰流畅的文字，将深奥化作浅显，让朦胧变得清晰，就像中华美学长河中被
串起的珠串，光彩照人。

《中华美学选粹》是一把打开中华美学殿堂之门的钥匙，也是一座通向中华美学王国最便捷而宽广的
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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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童汝劳，四川新津人，生于1934午。
河北省石家庄市作家协会会员，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学高级教师。
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次年入朝参战，军中历任宣传员、文化教员、文教助理等职。
l958年转业北大荒雁窝岛农场，历任农业工人、演出队员、政文教员、《雁窝岛》散文集编辑组编辑
等职。
1964年调河北永年供销社，任基层商店负责人。
1968年后，在农村蹲点，搞社队整改工作。
1974年调石家庄河北电建学校任教，直至1994年退休，教师生涯计20年。
期间，参加过由省、市举办的声乐班、舞蹈班、美术班，1981年至1986年，参加由北京师范学院中文
系代培的教师培训班，取得了本科毕业证。
创作范围广泛，计有诗、词、歌舞、绘画和文学评论等作品。
1991年在陕西《人文杂志》发表《大者壮也——试论先秦美学思想中的崇高》，第一次对先秦时期的
“大”作了全新论述。
退休后，笔耕不辍，出版诗集《岁月留痕》，在四川、河北等省级刊物发表数篇长篇美学论文和诗歌
评论。
《中华美学选粹》一书，亦是作者弘扬中华文化，十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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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  高度浓缩了的美学精华
  ——解读童汝劳先生的《中华美学选粹》
先秦时期
第一篇  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故日美
  ——我国历史上最明确为美下的第一个定义／1
第二篇  “和实生物”、“声一无听”
  ——我国关学史上最早的以和为美的审美理念／4
第三篇  “听和则聪”、“心亿则乐”
  ——先秦时期极具开创性的美感生理基础论／8
第四篇  铸鼎象物
  ——我国美术史上原始的、具有真幻统一特点的画论／12
第五篇  九功之德皆可歌
  ——中华民族传统以德为美观念的发端／15
第六篇  季札观乐
  ——孔子之前以“中和之美”对周乐所作的最长、最全面的音乐评论／19
第七篇  和如羹焉
  ——先秦时期极形象极精炼的和为美论／22
第八篇  诗言志
  ——我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25
第九篇  “陶唐氏为舞”、“葛天氏之乐”
  ——我国上古时期舞蹈功能说之滥觞／29
第十篇  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
  ——我国见之于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乐论／31
第十一篇  遇合无常
  ——先秦关学中最朴素、生动的审美差异说／34
第十二篇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我国美学史上最早的朦胧关论／37
第十三篇  道法自然
  ——我国关学史上最早、最概括的以自然为美的审美理念／40
第十四篇  涤除玄鉴
  ——我国关学史上审关心理虚静说最早的源头／44
第十五篇  美恶相依
  ——我国美学史上率先应用辩证观点来观察美丑的审美理念／48
第十六篇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我国美学史上最早、影响最大的以物比德的审美观／50
第十七篇  “文质彬彬”与“尽善”、“尽美”
  ——先秦时期独特的、极具开创意义的美善统一的审美观／53
第十八篇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我国美学史上第一个系统的美育理论／56
第十九篇  “兴”、“观”、“群”、“怨”
  ——先秦时期精辟全面的诗歌艺术功能说／59
第二十篇  思无邪
  ——先秦时期最精炼、最宽泛的审关标准和文艺纲领／62
第二十一篇  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
  ——先秦时期怪奇的、非中和的审美观／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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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篇  法天贵真
  ——我国关学史上最早涉及规律与自然关系的美真统一论／70
第二十三篇  “心斋”、“坐忘”
  ——先秦时期很典型、很具体的审美心理虚静说／74
第二十四篇  “目无全牛”、“踌躇满志”
  ——先秦美学中罕见的、最接近近代美学的一种审美体验／78
第二十五篇  与民同乐
  ——先秦时期极富民主精神的审美观／81
第二十六篇  “浩然之气”与“大丈夫”
  ——先秦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格美论／85
第二十七篇  “以意逆志”、“知人论世”
  ——先秦时期独特的、最新颖的艺术批评方法论／88
第二十八篇  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
  ——我国历史上最早见之于文字记载的“心灵之窗说”／91
第二十九篇  “善”、“信”、“美”、“大”、“圣”、“神”
  ——我国美学史上关于美的形态层次最早的划分和界说／94
第三十篇  乐者，所以道乐
  ——先秦时期独具一格的艺术社会功能说／97
第三十一篇  化性起伪以成美
  ——先秦美学中最富唯物主义特征的审美观／101
第三十二篇  心有征知，必缘天官
  ——先秦时期具体、客观的心物关系说／103
第三十三篇  虚一而静
  ——先秦时期最具辩证思想的审美心理虚静说／106
第三十四篇  大者，壮也
  ——先秦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崇高观／109
第三十五篇  立象以尽意
  ——我国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的意象关系说／114
第三十六篇  “阳刚”与“阴柔”
  ——我国美学史上最初关于“壮美”与“优美”的区分及其关系说／118
第三十七篇  音由心生，物感心动
  ——先秦美学中关于音乐艺术的本质规律的物感说／122
第三十八篇  画犬马难，画鬼魅易
  ——先秦美学中最早的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论／125
两汉时期
第三十九篇  文以舒愤
  ——我国美学史上第一个反常的、非中和的审美观／128
第四十篇  清醯之美，始于耒耜
  ——两汉时期朴素的美在劳动实践的审美观／132
第四十一篇  “神制则形从”与“君形者”
  ——两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形神关系论／137
第四十二篇  秦楚燕魏之歌异转而皆乐
  ——两汉时期关于美的多样性、客观性的全面论述／14l
第四十三篇  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
  ——我国美学史上最早关于艺术创作及其形式美的赋论／145
第四十四篇  言为心声，书为心画
  ——两汉时期最概括的“文如其人”说／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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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篇  夫水者，君子比德焉
  ——两汉时期典型的、最具代表性的“比德”说／153
第四十六篇  文有真伪，无有故新
  ——我国美学史上第一个旗帜鲜明的文化艺术标准说和发展观／157
第四十七篇  《草书势》
  ——我国历史上第一篇  最富关学思想的书论／161
魏晋时期
第四十八篇  夫文，本同而末异
  ——我国美学史上崭新的、涉及作家与作品关系的文体论／165
第四十九篇  得意忘象
  ——魏晋时期最具时代特色、玄意很浓的审美观／169
第五十篇  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
  ——魏晋时期杰出的最富形象思维的创作论／173
第五十一篇  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魏晋美学中第一个最独特的艺术想象论／176
第五十二篇  传神写照
  ——魏晋关学中第一个完整的极具系统性的人物画论／179
第五十三篇  “澄怀味象”与“类之成巧”
  ——魏晋美学中第一篇  最具道家理想色彩的山水画论／183
第五十四篇  图绘六法
  ——魏晋书画美学中文字记载最早最系统的画论／187
第五十五篇  “意在笔前”与“字字意殊”
  ——魏晋书画美学中突出的、最具代表性的意笔论／191
第五十六篇  声无哀乐
  ——魏晋美学中独特的、最具挑战性的音乐理论／195
第五十七篇  《神思》之思
  ——魏晋美学中充分的、极具创造性的艺术想象论／199
第五十八篇  “隐秀”之辩
  ——魏晋美学中精辟的、最具时代特点的意象说／203
第五十九篇  《文心》之“情”
  ——魏晋美学中一往情深的情感论／206
第六十篇  《体性》之“体”
  ——魏晋美学中最具代表性的风格和作家关系专论／210
第六十一篇  以品论诗
  ——我国美学史上百代诗话之滥觞／214
第六十二篇  以“味”论诗
  ——魏晋美学中很深刻、很丰富的诗歌鉴赏标准  ——“滋味说”／218
隋唐时期
第六十三篇  汉魏风骨，风雅兴寄
  ——唐代诗歌革新运动中卓立千古的诗歌标准／221
第六十四篇  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
  ——隋唐美学中最富禅宗理念的水墨山水画论／225
第六十五篇  诗有三境
  ——我国美学史上最早的意境说／229
第六十六篇  戏为六绝句
  ——隋唐美学中第一个最具审美特征的诗论／233
第六十七篇  不平则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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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美学中极具现实性、挑战性的创作观／238
第六十八篇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唐代诗歌美学中最具人民性的现实主义诗论／242
第六十九篇  “韵外之致”、“味外之旨”
  ——隋唐美学中概括的、极具总结性的韵味说／246
第七十篇  “象外之象”与“思与境偕”
  ——唐代美学中最具概括性的关于诗歌意境的创作论和
审美观／249
第七十一篇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唐代书画美学中概括的、具有纲领性的画论／253
第七十二篇  神、妙、能
  ——我国书学史上最早、影响很大的书艺品鉴标准／257
第七十三篇  论画六法
  ——隋唐美学中一种很有创意的绘画创作方法论和审美观／261
第七十四篇  “画尽意在”与“笔不周而意周”
  ——唐代书画美学中极具中国特色的含蓄关论／264
第七十五篇  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
  ——唐五代书画关学中精辟的、极具创造性的美真统一论／267
宋元时期
第七十六篇  穷而后工
  ——宋元时期关于社会生活与文学创作关系的“古今绝调”／270
第七十七篇  身即山川而取之
  ——宋元关学中最全面、具体的关于山水画的创作论和审美观／274
第七十八篇  以平淡为美
  ——宋元时期极广泛、极具时代特征的审美理念／279
第七十九篇  成竹在胸
  ——宋元书画美学中最具普遍意义的创作方法论／283
第八十篇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宋元美学中诗画艺术结合论之滥觞／286
第八十一篇  有余意之谓韵
  ——宋代美学中最突出、最广阔的审美标准／289
第八十二篇  词别是一家
  ——宋元美学中最先把词从诗中分离出来的文体论／292
第八十三篇  以禅喻诗
  ——宋元时期一种极具直觉特征的诗学理念／295
第八十四篇  哀乐之真，发乎情性
  ——金元时期最具时代特征的真美观／299
第八十五篇  “逸笔草草”与“写胸中逸气”
  ——宋元书画美学中最具表现特征的绘画理念／303
明清时期
第八十六篇  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
  ——明清书画关学中极其辩证的师从观／308
第八十七篇  诗贵意象
  ——明代诗歌关学中最广泛、最深入的本体论和审美观／312
第八十八篇  童心说
  ——明清美学中最具挑战性的反传统的审美理念／316
第八十九篇  容本《水浒》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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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美学中新兴的、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创作论／321
第九十篇  因情成梦，因梦成戏
  ——明清美学中典型的、最具时代特征的主情论和戏曲观／326
第九十一篇  世道既变，文亦因之
  ——明清美学中最鲜明最有力的文学发展观／330
第九十二篇  曲之本色，在能人众
  ——明清戏曲美学中具有代表性、总结性的本色论／334
第九十三篇  十年格物，一朝物格
  ——明清小说美学中典型的典型人物创作论／338
第九十四篇  至情至理，人各有当
  ——明清小说美学中精辟的、具有突破性的人物性格创作论／342
第九十五篇  因借体宜，园宛天开
  ——明清时期经典的、最具纲领性的园林美论／345
第九十六篇  填词之设，专为登场
  ——明清美学中系统的、最具舞台艺术特点的戏剧创作论／350
第九十七篇  景以情合，情以景生
  ——明清关学中最突出、最具总结形态的情景论／354
第九十八篇  即景会心，因景因情
  ——明清美学中独树一帜的关于诗歌创作的现量说／359
第九十九篇  惊而快之，乐而玩之
  ——明清美学中非常具体、生动的关于壮美和优美的关感心理论／363
第一百篇  “理、事、情”合“才、胆、识、力”
  ——明清美学中最概括的、带根本性的诗歌艺术本源说和创作论／367
第一百零一篇  相续相禅，因时递变
  ——明清美学中突出的、最具进化论色彩的文学发展观／371
第一百零二篇  我之为我，自有我在
  ——明清美学中极具个性特征的绘画创作论／375
第一百零三篇  从胸有成竹到胸无成竹
  ——明清书画关学中最新最具普遍意义的创作论／379
第一百零四篇  “物一无文”与“物无一则无文”
  ——明清美学中最富辩证思维的审美方法论／382
第一百零五篇  境界，本也
  ——明清美学中最系统、最具总结形态的境界说／386
后记／391
附录
大者，壮也
  ——试论先秦美学中的崇高／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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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三篇 “听和则聪”、“心亿则乐”——先秦时期极具开创性的美感生理基础论 《国语·
周语下》记载，“二十三年”（即公元前522年），周景王打算铸造一个特大的钟，其音高为“无射”
，而且还要造一个发音很低的叫“大林”的乐钟。
卿士单穆公表示反对。
他说： “⋯⋯且夫钟不过以动声，若无射有林，耳弗及也。
夫钟声以为耳也，耳所不及，非钟声也。
犹目所不见，不可以为目也。
夫目之察度也，不过武步尺寸之间；其察色也，不过墨丈寻常之间。
耳之察和也，在清浊之间；其察清浊也，不过一人之所胜。
⋯⋯今王作钟也，听之弗及，比之不度，钟声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节，无益于乐，而鲜民财，
将焉用之！
” 之后，他又进一步阐述说： “夫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
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
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
听和则聪，视正则明。
聪则言听，明则德昭。
” 这里，单穆公首先指出，钟不过是合奏时用来起音的乐器。
如果像“无射”、“大林”这样的乐钟声音太高或过低，耳朵就听不明。
本来钟声是为了让人听了悦耳的，耳朵听不清楚，那便不叫钟声了。
其次，他谈到了耳目的视听都有其一定的范围、限度。
所以接着便强调对于钟声要“察和”、“知和”。
那么他所谓的“和”是什么呢？
当然，我们知道春秋时期人们言和，一般都与史伯的“和实生物”、“以他平他”“’有关，都离不
开“和谐”之义。
但在此，他讲的“和”却是指钟的声音要大小适度。
实际上这已经涉及能够引起真正美感的对象的构成要素。
所以在他看来，只有钟声不大不小（是一种中声），人的感官耳才能承受得了，才能听得清，这就叫
“听和则聪”。
而且由于单穆公其时已意识到人的耳目和心有着密切的联系，认为它们是“心之枢机”，耳目的感受
会影响到心理、精神状态，因此他才断言：“故必昕和而视正。
听和则聪，视正则明⋯⋯”，至于“昕和”、“视正”之后，还能怎样呢，因为涉及的方面颇广，且
他对“乐”的功能又有所夸大，此处就只好存而不论了。
 可是对于谈话中他提出的“察度”、“察色”与“察和”、“察清浊”，人们却是不可不察。
因为这“四察”不是别的，它都是在言明一个道理 即耳的听声，目的观色，无不皆有为人的感官所规
定的限度。
倘若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听之弗及”，“比之不度”，不能为“一人之所胜”，那么，人们便听不
清，看不明，声、色之美就无从感知，什么美也就谈不上了。
 从另一方面看，本来“乐”是用来让耳朵听的，“美”是用来让眼睛看的，倘若昕乐听得震耳欲聋，
观美观得眼花缭乱，那么就“患莫大焉”，人便会产生疾病或招致灾祸，这就太不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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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结束本书的编选工作之后，这里就本书的书名、体制和有关的几个问题作一些必要的说明。
    一、本书名为《中华美学选粹》，是一本相对通俗的美学读物。
它不是“史”，不是“大纲”，而是“选粹”。
之所以称之为“中华美学”，其内容主要是指，从先秦到清末这一中国古代历史时期中的美学命题、
美学范畴和美学概念等。
不过，由于我国古代美学的研究对象、范围，文学和艺术占了极大的比重，因而所谓的“美学”，显
然属于一种狭义的美学。
虽然书中也涉及了美和美感的一般概念和理论，但多数谈到的专题，却仍属文艺美学的范畴。
至于所谓的“选粹”，这是因为每个时代的审美意识，常常是集中地表现于每个时代的一些大思想家
、艺术家的美学思想之中，而这些大思想家、艺术家的美学思想，又往往凝聚、结晶为若干的美学范
畴和美学命题，因此，要想在我国古代浩如烟海而又博大精深的美学遗产之中，选辑出那些能够普及
，能够为“现代人”所接受、喜爱的美学思想，从而使之在当今发扬光大的话，那就只能“略小而存
大，举重以明轻”，将其中最精粹、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美学范畴、命题和观点，选辑出来加以通
俗而确切的评介。
    二、文章的体制。
为了普及我国古典美学这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的知识，也为了让广大美学爱好者能够自由选读，各
取所需，本书所选一百零五个专题，均以说明文之体式，各自独立成篇。
每篇除引文之外，均有相对较为通俗的今译、评介和注释。
同时对于资料的背景，论说的源流关系，也有一定的简述。
因此，分开可以任选一个专题；纵览，又可观其脉络概貌。
这是适应现代生活快节奏的一种需要。
    三、本书各篇所涉及之作者简介，与重要文献的说明，均列为注释中的一条，不再另作专门的叙说
。
注文力求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涉及文字训诂考证的，一般均不罗列过程。
    四、本书的编撰，在资料的取舍上，参考和利用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所编《中国美学史资
料选编》的成果，特别是本书的引文部分，大多以该《选编》的引文资料为据，故特此予以说明，并
表示真挚的谢意。
    五、本书在编写的过程中，曾得到河北师大刘绍本教授、李维世教授、孟双全教授和石家庄学院苏
风杰教授，以及老战友周志贵、朱在文等的大力支持、鼓励和指导，尤其是李维世教授、苏风杰教授
，他们从我一开始编写到完稿，几乎是全程辅导、亲自阅稿，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令人深受鼓舞
！
而出版社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本书的出版所作出的许多具体的指导和帮助，更是令人难忘，故在此一并
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此外，我的老伴尹家茹，年过七旬，腰颈有病，仍然坚持为全书打字、校对直到结束；我的学生、
在石家庄市图书馆工作的冯娟同志，曾不厌其烦地一次次为我查找资料，借阅了大量的古籍图书。
这里一并加以说明，并致以真挚的谢意。
    当然，由于我是个“半路出家”的美学爱好者，1986年以后，才由诗文创作转向了美学研究，因此
深感自己根底不深，学识尚浅，书中的一些评介、注释，仅只是自己的一些粗浅的认识或体验，纯属
一管之见。
故书中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或疏漏，还望专家学者与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予以指正。
是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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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美学选粹》是具有开拓性的佳作，既是一本相对通俗、能够普及的美学读物，又是一本可以提
高、扩展审美视野的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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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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