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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历史上，梁启超是在这个民族将醒而未醒的时代出现的思想巨子和伟大学者。
我感到，大凡是人，都有这样一个特性：每当他处于梦与醒之间那将醒未醒的时刻，常常是思想喷涌
、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刻。
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想必也是如此。
作为中华民族将醒未醒时刻的一个思索者，梁启超的非凡创造力为我们留下值得永远珍惜的思想财富
，更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的思想和他的为人是一致的。
当他的思想处于奇妙的边缘状态时，其为人亦达到如此境界。
众所周知，梁启超作为一个人，是具有奇特的魅力的，而有趣的是，这种奇特的魅力却不是来自那种
神人似的虚假完美。
而是来自一种凡人的完整和真实。
梁启超的一生既有成功又有失败，既有激进又有保守，既有敏锐的直觉和丰富的感性又有冷静的理性
。
既无比热爱这个国家和民族，又痛恨她的落后和腐败。
这种包容了两个对立极端的状态，正是我们所说的完整而不是完美。
在我看来，任何伟人，其伟大就在于其真实状态下的完整，而不是经过修饰后的完美（十全十美）。
我们的学术研讨寻找的正是梁启超思想和人格的完整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向他学到东西，才
能真正感到他的思想的深奥和人格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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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美学与文论的发动-“中国现代美学、文论与梁启超”全国》是梁启超美学、文论领域
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论文选集，也是梁启超美学、文论领域第一次全国性专题学术研讨会的成果。
　　在中国历史上，梁启超是在这个民族将醒而未醒的时代出现的思想巨子和伟大学者。
　　梁启超的著作显示了一个民族渴望进入现代的青春活力。
他的“新民”与“美术人”或“审美的人”，给以改造，对于我们今天的审美教育来说实在需要。
　　梁启超美学思想最为重要的贡献是对“趣味”范畴的建构、趣味美思想的阐释及其与之相关的“
生活的艺术化”思想的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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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序三第一部分　总论我国文学理论与美学审美现代性的发动——评梁启超的“新民”、“美
术人”思想梁启超的美学贡献梁启超“趣味说”的理论构架和现实意义梁启超的“美文”研究及其开
创意义梁启超美育思想的贡献与启示梁启超：中国现代文艺学的起点梁启超美学思想及其价值启思梁
启超“趣味教育”思想对当代美育的启示第二部分　“趣味”研究梁启超的趣味主义与情感教育“仁
者不忧”：梁启超的“趣味”境界修养观论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美学体系梁启超的“趣味主义”与
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第三条道路论梁启超的审美趣味观梁启超美学：审美至上的“趣味主义”梁启超的
“趣味”范畴与中国美学现代性论梁启超“趣味”美学思想的现代审美主义追求梁启超“趣味说”的
双重品格第三部分　“情感”研究论梁任公的古典情怀梁启超艺术情感论之特色梁启超美育思想新论
从现代情感本体的角度看梁启超梁启超的女性文学与女性情感观梁启超解释学接受美学的情感论构造
第四部分文　论研究梁启超的文体革命与中国现代美学模式的确立梁启超的“活态”史学与“三界革
命”梁启超的《诗经》研究梁启超“三界革命”与现代汉语语境文学观念的发生论梁启超“文界革命
”与汉语书面语体系变革梁启超小说功用观内在理路与困境解读围绕国民和读者的梁启超梁启超文学
功能论的再认识论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价值取向第五部分　比较研究梁启超与朱光潜的美学
比较梁启超、宗白华美学的相似性及其启示梁启超与王国维、蔡元培社会功利观比较研究梁启超的学
术思想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梁启超与柏格森生命美学梁启超对柏格森“绵延——直觉”说的接受与发
展现代性视野内梁启超的“社会美学”——兼与齐美尔的“社会美学”比较再论胡适与梁启超之间的
科玄之争第六部分　现代性及其他论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现代性意义梁启超的“新民”与文学现代性的
缘起和谱系从与薛绍徽女学观的比较看梁启超的女性主义意识梁启超美学思想对书法艺术的启示论梁
启超美学思想中的“时间性”问题从梁启超《烟士披里纯》说开去梁启超宗教思想改变的现代性困境
梁启超的审美人生及其启迪意义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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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启蒙现代性所表现的自我反思与文化批判，早在明代中期以后的一百多年间“失落的文艺复兴”
时期与清代社会、学术思想发展的几个时期，针对政治制度的腐朽、文化的颓唐、国运的衰落，已经
发动起来，流行开来。
随后针对封建王朝体制所引发的各种弊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作的犀利的揭发与批判和所发动的
改良主义运动，达到了启蒙思想发展的高潮，也可以说是启蒙现代性的高度体现。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流亡中进行了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体验了迎面扑来的西方世界各种新思
潮和日本明治维新成功新经验的思想激荡，接受了了日本的各种来自西方的启蒙学说，如民权、自由
、司法等，并宣传“破坏主义”。
他说：“历视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
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
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
”在谈及卢梭的《民约论》时，当时梁启超情绪激昂，想象着卢梭的民约思想一旦传到东方，老大中
国就能变成自由乐土，因而用诗一般的语言祷告：“大旗觥觥，大鼓咚咚；大潮汹涌，大风莲蓬⋯⋯
《民约论》兮，尚其来东！
大同大同兮，时汝之功！
”与此同时，梁启超大体上接受了日本的启蒙家中村正直的“新民”学说，而促使其思想为之一变。
中村正直师法西方，认为西方列国的强盛，在于人民具有优良的国民素质，他与其同时期的日本启蒙
学者一样，认为维新的真正意义在于“人民之一新”，而不是“政体之一新”。
梁启超在（自助论）（1899）一文中介绍了这位日本大儒的学说，并在其影响下提出了要从道德教育
人手，来改造国民的性质。
正是这一目的，引起了梁启超对我国“国民性”的探讨，转入对“新民说”的呼吁。
　　19世纪末，国民性的反思，以严复、梁启超等人为发端，成为我国社会启蒙思想现代性发展中的
一个极其深刻的论题。
国民性不同于民族性，它是正在进入现代社会的我国国人，在近代封建极权社会、政治、文化高压影
响下形成的相当普遍的习性，奴隶性是其最为突出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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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美学与文论的发动》是2008年4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国现代美学、文论与梁启超”全国
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选集。
会议由中华美学学会、中国中外文论学会、杭州师范大学联合主办，杭州师大中国美学与文论研究中
心承办。
作为国内梁启超美学、文论研究领域的首次全国性专题学术研讨活动，会议得到了各方的热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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