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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春季，我应杨成寅教授之邀，到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做客座教授，主讲中西美学。
我住在中国美院紧靠西湖南岸的优美的院落中，用了两周的时间向一个二十余人的研究生班讲述了我
的美学体系，一共是十讲。
班上的几位博士生做了笔记，然后整理出原稿，最后由我修订成定稿。
2009年元月，我又应邀赴台北大学作“本体诠释学与美学”的专题讲座，由该校中文系主任兼东西哲
学与诠释学研究中心主任赖贤宗教授主持，演讲涵盖两大部分：从本体到诠释，从诠释到本体。
    这两个讲座包含着共同的内涵，其主旨均是为中西美学开拓出一个本体的基础，因此导向了“本体
美学”的概念。
其实，此一“本体美学”的概念我在十多年前就用过，是继“本体诠释学”提出之后，与“本体伦理
学”、“本体知识论”等共同衍生出来的。
    “本体美学”主要说明：美学的建立有一个包含与衍生中西美学的理论根源，发展而为体系，称为
“本体”；可以经我们广泛的观察与细密的反思建构出来；可以说明现实的差异，更可以统合差异而
为一开放的整体思想；具有理想性与规范性，用以说明及评论现实的美学经验与个例现象，提供真切
的灼见，启发创新的智慧，开拓人类美学发展与应用的新蹊径。
    但我对此一定稿仍有保留，觉得基于时间因素，未能尽兴发挥，因之很想好好补充一番。
但这一良好意愿一直未能实现，主要原因在上课忙碌、开会忙碌，而关注与研究的时间也涵盖了其他
哲学领域的课题。
基于这些因素，我最后乃决定将此一原稿先行付梓，保留以后加以充实的计划。
    在此期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杨宏声君对我的讲稿很感兴趣，为我校读并订正了原稿，进而建
议把中国美院的十讲原稿，与我在台北大学的两场演讲，以及我早期、近期发表的中英文美学论文集
合为一体一起出版。
我很高兴这个建议并感谢他所做的初步编辑工作，可说为此书定下了一个新的规模结构，也因此统合
了历年写的相关内涵。
    我也必须指出，从早期到今天，我对美学一向关注，但却只能在其他哲学兴趣中断断续续发挥，有
些令我激动的思考未能趁势写出，实在令人遗憾。
由于有些稿件可能有所流失，现在所包含的也不一定是完全的，并因在不同时段写的，也不一定理想
地统合为一体。
但我仍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整合。
    为了完整地表述我关于“本体美学”思考的内涵、创发方向及原则，我写了一篇“本体美学与中国
美学的本体性”作为本书导引，放在首章。
此文与书中他文一些概念密切相应，但其体现的层次与秩序却不尽相同。
此文也可以看作对学者中不明“本体学”与“本体诠释学”为何物的一个简短与另一方式的说明。
    我们固然处在一个哲学概念创新的时代，本体诠释学不但不反对哲学创新，反而是创新的必经之路
。
只是有学者对“本体”一词有所敏感，以为只是类似西方传统的一套本质形上学。
这是混淆的错误。
本体非本质，本质非本体。
用《中庸》的方式说，本体也者，不可须臾离于天地与人者也。
可离，非本体也。
当然，本体可以用道来说明，而道也可以用本体来说明。
因之，本体是一个兼涵动静的概念，而非仅从静态来理解。
    在此，我首要感谢中国美术学院的资深教授——杨成寅教授，是他与许江院长邀请我来美院做客座
教授，并为研究生开课。
杨教授是知名的雕塑家、画家与美学家。
他著作等身，教书超过五十年，到今天仍然精神抖擞、孜孜不倦地作画与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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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我的易经哲学很感兴趣，为此他写了30万字的文字，名为《成中英太极创化论》。
我在美院期间，经常和他以及他夫人王老师相聚，成为了他们最好的朋友。
    其次，我还要感谢赖贤宗教授，他为我的台北之行做了周到的安排。
赖贤宗教授是我以往在台湾大学指导研究的学生，也是“本体诠释学”最有创意的研究者和阐释者之
一，他富有艺术才华，故对我所倡导的“本体美学”热烈响应，付诸实践。
    最后，我要再次感谢杨宏声君。
杨君是上海社科院的哲学研究员，对易学、道家哲学都有深厚的学养。
他还是一个地道的现代诗人，兼具中国古代屈原的情操与现代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哲学气质，更热
衷于对我的早期诗作的解读。
我很庆幸有这么一位理解我性格与文学背景的朋友。
同时，我也要感谢浙江大学东西方文化与管理中心的孔令宏教授，他也做了多方面的联络工作。
    本书原名《本体美学》，浙江大学出版社陈佩钰编辑提出是否加上一个更直觉的书名，我最后决定
采用她建议中“美的深处”一词，形成了现在的书名《美的深处：本体美学》。
美的深处是心的深处，自然的深处，自然是美的本体。
我要感谢陈佩钰编辑美好的建议，以及她为出版本书所付出的辛劳。
    成中英    檀香山  美国夏威夷大学    201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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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成中英的《美的深处（本体美学）》是一本关于美的书——
由于地球的暖化、生态的变化，我看到一幅满布海豚死尸的海滩照片，我也看到饥饿待哺的非洲幼儿
的图像，我更注意到汶川大地震带来千万无辜生命的垂死的挣扎，我也常常回忆起儿时日本轰炸机炸
死的田问农民的血迹
⋯⋯ 那么，美在哪里？

美是从我们自身亲切的感受体会出发，来开拓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也同时开拓我们内在心灵的思
考与意志能力。

 美的深处是心的深处，自然的深处；自然是美的本体。

 ——欢迎来到《美的深处（本体美学）》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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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35年生，祖籍湖北阳新。
1955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8年获华盛顿大学哲学与逻辑学硕士学位，1963年获得哈佛大学哲
学博士学位。
1963年起执教于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

成氏是国际知名哲学家、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是美国《中国哲学季刊》的创立者和主编，国际中国
哲学学会、国际儒学联合会、国际本体诠释学学会等组织的创立者和首倡者。
近数十年均在海内外致力于中国哲学走向世界。

成氏运用逻辑分析与本体诠释方法，重建中国哲学，并从哲学扩散到伦理学、美学等其他学科，因而
获得世界声誉。
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科学精神与人类价值》、《本体与诠释》、《易学
本体论》、《C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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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讲  从本体到诠释
第十二讲  从诠释到本体
雅附一  中国美学之美的动态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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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讲美学的层次和方向 原生观念与美学的起源 如果说先周文化是中国哲学和美
学的源头，那么，《周易》则可说是中国哲学与美学的历史起点。
《周易》突出的中心概念是“易”和“太极”。
作为天地变化之根源，作为美的本源，我们所思考的“易”和“太极”，是最根本的一个极限。
那么，它到底有什么意义？
 孔子对易学非常重视，他早年命运坎坷，从20岁起在鲁国就颇有文名。
孔子从小对周代创始的文化极为向往，立志把“周礼”的精神用新的形式表达出来。
他会想，为什么由周到春秋战国会有礼崩乐坏的变化？
礼乐是否真的已无可救药地失落了？
他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又说“天生德于予，桓魅其如予何？
”孔子对自己的生命有一种使命感，然而他了解易道之所在，明白否极泰来的循环，所以即使在逆境
中也能保持自我的志向。
 2007年中国看上去很顺利，一切欣欣向荣，但2008年灾难不断，我们要正视这个现象。
要问：是中国自己的问题，还是另外的问题？
从易道的角度来看，任何痛苦和灾难都是天对我的考验，即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
其心智，劳其筋骨”。
 因此，孔子要在他那个礼乐失序的时代担当大任，就必须经受考验，发挥自己的作用，创造一个时代
。
重新恢复西周文化的光彩，就必须要自信。
所以“天之未丧斯文”、“天生德于予”这两句话非常重要，体现了孔子的生命意志和自觉。
 “天”代表一种内在的力量，生命的根源；天最后理解为“太极”，是宇宙与生命本体的根源与动力
；进而“发生”于此一根源的活动，就是“道”。
天、太极、道，是互相联系的。
我们每个人都通过生命的处境，来了解什么是太极；而对太极的了解，就是对天与道的了解。
天始于人类对权威的需要，而当人们对至高无上的“主宰”是谁发问时，就发生了“天”的概念。
 “帝”字也被考证为具有根源的意思，代表最高权威控制的力量，是最高的依托。
这个帝就是这种权威的拟人化的表现。
与天一样，帝是所有人的祖先。
我猜想，就像耶和华一样，“帝”最初也许是一个部落神的概念，使人有一种最高的主导者和对权威
的依托感，帮助我们、支持我们。
相对而言，“天”是一种更广泛的感受，可以包含帝的概念，也包含时间和空间的概念。
 天若与我们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就是“道”。
道是动态的，有方向和时间性。
“澄怀观道”，中国古典美学关于审美客体、审美观照以及艺术直观的哲学根源，就是道。
在道家和儒家看来，道代表一种理想原则以及行为规范和最高价值。
概言之，“道”有两层基本意思：一是本体论的意义，是外在流行的力量；二是理想准则，即孔子说
的最根本的生命原理。
孔子的道，既有本体意识又有道德意识，这在中国哲学来讲是很重要的。
天是外在权威，发展为生命理想，道之于天，是既内在又超越的循环动态生化的活动过程。
 “天命之谓性”，“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谓”而非“谓之”，这个区别很重要，非一般界定，是
一种发现性的界定。
“阴阳”的概念非本来有之，是人们发现之后分析出来的，不是纯客观的现象界定。
道是一个过程，一个活动，是发现意义上的概念。
什么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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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把天和性联系起来，需要我们有内在扩大的眼光、发现的眼光，因而有“天命之谓性”的说法。
“太极”的概念是在《易传》里出现的，是子思、子夏、子游等好学深思的学生发挥出来的，有的学
生像子贡、子路是喜欢做事情的，而好学深思的学生就能从自我经验中，发现经验新的意义与存在境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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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的深处:本体美学》是享誉世界的华裔哲学家成中英的美学作品在大陆的首发，作者运用逻辑分析
与本体诠释的方法，重建中国哲学，并从哲学扩散到美学，为中国传统哲学赋予了时代内涵和世界意
义。
《美的深处:本体美学》在美的深处品赏宇宙生命之“生生不息”，激荡中西深层之“美学源流”。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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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