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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中国艺术批评史著作，阐述了我国先秦汉代、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和近代艺
术批评思想发展的历史。
本书的艺术批评史绝不是各种门类的艺术批评思想（如绘画批评、音乐批评、舞蹈批评、书法批评、
戏剧批评、设计批评等）的发展史的集合，而是从各种门类艺术批评、诸子百家著述和两汉儒生注经
中，抽取、提炼出适用于整个艺术批评的命题、概念、观点和思想加以系统的阐述。
在写作上追慕冯友兰和朱光潜先生的写作风格．力求做到“有深度的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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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凌继尧
北京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毕业，现为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
科评议组成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评审组成员。
近年著作有：《西方美学史》(2004年版，2006年第2次印刷)、《美学十五讲》(2003年版，2006年第8
次印刷)、《古希腊罗马至中世纪美学》(合著，2005年版)、《艺术设计学》(合著，2000年版，2005年
第4次印刷，2006年第2版)、《艺术设计十五讲》(合著，2006年版，同年重印)等，译著有：《审美价
值的本质》(2006年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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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嵇康（223-262），字夜叔，祖籍会稽（今浙江绍兴），后迁至嵇山之侧，由奚姓改为嵇姓。
三国魏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书画家。
他比阮籍小13岁，与阮籍同为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
闻一多说，“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
嵇康是魏晋时期少有的真名士。
他“非汤、武而薄周、孔”，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号召。
他也是人物品藻中的重要人物。
他魁梧俊美，天质自然，“有似明月之映幽夜，清风之过松林”。
第七章第二节中提到《世说新语·容止》对他的奇伟和风韵的高度评价。
嵇康的诗和散文都达到很高的成就。
他的诗多为四言体，以清峻警峭著称。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是嵇康赠他的堂兄嵇喜从军的诗里的名句。
赠嵇喜从军的诗共18首，“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出自第14首。
紧接着这两句诗的是“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嵇康以想象的方式，描写嵇喜在征途中息驾休憩、寄情山水的闲适神态。
眼望远去的飞鸿，这是“仰”；手里弹着琴弦，这是“俯”。
用俯仰自得的眼光来欣赏空间万象，心灵跃人大自然的节奏里去探索宇宙的秘密。
实际上，从军的生活不可能这样悠闲。
嵇康虽然写的是嵇喜，然而诗中的人物风貌和生活趣味完全是嵇康本人的。
在中国文学史、艺术史和美学史中，“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这两句诗都很有名。
顾恺之画嵇康，把嵇康置于葱郁的林木之间，“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顾恺之说过，画“手挥五弦”易，画“目送归鸿”难。
画“手挥五弦”是画形，画“目送归鸿”是画神，神似难于形似。
在艺术批评上，这两句诗说明了表象转化的现象。
“目送归鸿”和“手挥五弦”是两回事，不过，归鸿翱翔太空的形象和意趣可以转化成弦上之音，同
时也能够表达作者旷达高远的胸襟和情致。
这种情景交融、触类旁通的现象是艺术欣赏的心理因素之一。
随着曹氏集团与司马集团斗争的加剧，嵇康与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等人相继隐居竹
林，人称“竹林七贤”，他们饮酒、弹琴、吟诗、玄谈，嵇康还与人锻铁、灌园、谈养生之道。
后来，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大肆杀戮曹党。
在威逼利诱下，阮籍、山涛、王戎、向秀、阮咸等先后出山为官，竹林七贤解散。
嵇康“刚肠疾恶，遇事便发”，“性烈而才俊”，他不像阮籍那样向统治集团妥协以自保，而是坚决
拒绝与司马集团合作。
山涛由吏部郎升迁，他举荐嵇康担任自己原来的职务，嵇康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痛斥官位为腐
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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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艺术批评史》从宏观的角度来审视中国艺术批评，在分析、整理的基础上寻绎其总体特征。
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论述音乐批评、绘画批评和书法批评等发展过程，指出艺术批评文本所使用的批
评标准、批评概念、批评方式和批评手段，并在各门类艺术批评之间以及文学批评与艺术批评之间展
开比较，对中国艺术批评的价值和意义给予总体上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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