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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艺术精神：话题的提出及其转换（台港及海外新儒学的美学观照）》的作者认为他们的美
学研究或文学批评实践实质上是在这一话题上生根发芽的，而杜维明先生更在世纪之交对这一话题进
行了颇具意义的转换，进而提出一个新话题。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转向？
追究原因，实因不同的美学话题，尤其是影响重大的美学话题的提出，皆出自不同的时代背景，是对
不同时代文化困境的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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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琪（1977—），女，文艺学博士，毕业于暨南大学，现为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中国古代文论，在《自然辨证法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学术
交流》、《贵州社会科学》、《戏剧文学》等刊物发表论文三十多篇，其中有三篇论文被收入《中国
美学年鉴》，参与完成国家及省部级课题五项，参与编写文学概论教材一部。
曾获佛山市2003—2006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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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话题的提出及其意义：唐君毅哲学视野中的中国艺术精神 一、中国艺术精神：话题何以
提出？
 二、中国艺术精神的多层面向  （一）贯注于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 （二）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层面 
（三）中国艺术所显发的人的精神 （四）中国艺术精神之儒道二分 三、中国艺术精神阐释的意义 （
一）感通之德：“中国艺术精神”的中西比较视野  （二）虚灵明觉心：中国艺术精神主体之隐在呈
现  四、中国艺术精神的阐释理路与价值担当 （一）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从哲学到艺术 （二）文化
意识与道德理性：从本体到价值 第二章 中国艺术精神之儒、道主体：徐复观研究的深入 一、《中国
艺术精神》的写作源起与美学方法 （一）话题重现：《中国艺术精神》的写作源起 （二）方法意识
：“中国艺术精神”走出直感  二、中国艺术精神之儒、道二分 （一）解放儒学：对儒家艺术精神的
发现 （二）以西释中：对庄子艺术精神的发现 三、儒、道艺术精神之会通 （一）人格修养 （二）工
夫 （三）境界 （四）为人生而艺术 小结：“主体”之“心” 四、中国艺术精神的阐释理路与价值诠
释 （一）心的文化：人性→艺术→人性 （二）生命的复归和完成：一种价值诠释 第三章 话题的转换
：海外新儒学的美学观照 一、“中国艺术精神”的隐没：话题中的悖论 （一）纯粹之艺术精神何以
纯粹 （二）艺术精神与道德精神何以并列 （三）艺术在精神中湮没 小结：由隐没到转换 二、话题的
转换：生态转向与批评转向 （一）生态转向：孟子修身观念的美学启示——杜维明对儒家生态精神的
发掘 （二）批评转向：寻找“人性的光辉”——兼评刘述先的《文学欣赏的灵魂》 三、话题转换背
后：变通的选择 （一）从“分离”到“融和”：儒道、古今与中西 （二）从“隔”到“不隔”：哲
学与艺术  （三）“主体”与“价值”：海外新儒家的坚持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 附录一 中国大陆
现代新儒学研究博、硕士论文篇名辑录  附录二 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期刊论文篇名辑录 附录三 化
：一个在当代美学研究中缺席的古典美学范畴 附录四 中和：通向现代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 附录五 问
题与出路——对近年国内生态美学研究的反思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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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章 话题的提出及其意义：唐君毅哲学视野中的中国艺术精神 自从1966年徐复观先生的
《中国艺术精神》在台湾初版，“中国艺术精神”便成为一个备受关注和争议的美学话题。
从台港到大陆，它经历了几代学人的反复检讨和阐释，魅力不减当年。
然而对于这一横跨两个世纪的热点话题，我们是否认真追究过它的来龙去脉？
有人说徐复观是标举中国艺术精神的第一人，事实并非如此。
从话题的提出到话题的深入，再到话题的转换，徐复观并非始点，亦非终点。
本章揭晓：谁提出了话题？
 一、中国艺术精神：话题何以提出？
 20世纪上半叶，现代新儒学阵营中的几位学者都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艺术精神”这个词汇。
比如，钱穆先生曾在谈论“比兴”问题时说：“中国文化精神，则最富于艺术精神，最富于人生艺术
之修养。
”①方东美先生在他的生命美学建构里更是常常提及这个词：“中国人总以文学为媒介来表现哲学，
以优美的诗歌或造形艺术或绘画，把真理世界用艺术手腕点化，所以思想体系的成立同时又是艺术精
神的结晶。
”②又如：“中国的艺术精神贵在钩深致远，气韵生动，尤贵透过神奇创意，而表现出一个光辉灿烂
的雄伟新世界⋯⋯”③但真正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正式提出并作明确阐释的第一人，则是唐君毅先生。
 唐君毅（1909—1978）作为台港新儒家的重要学者，毕生以弘扬儒学及中国文化为使命，被称为“仁
者型”的新儒家。
他一生著述20余部，既有“发乎情”之感慨，亦有“止乎义”之理性思考。
他时刻关注“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深入挖掘“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探索“生命存在与心灵境
界”，以图完成“人文精神之重建”。
他感叹儒学之“花果飘零”，倡扬文化之“灵根自植”，被牟宗三先生誉为“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
”①。
 唐君毅先生最早在20世纪40年代便提出“中国艺术精神”这个美学话题，比徐复观早了20多年，并且
他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中比较集中地探讨了这个问题。
1944年2月，唐君毅在《文史杂志》发表《中国文化中之艺术精神》，第一次提出了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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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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