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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我着手写这部书的时候，正是许多人标榜以抽象主义为中心的“现代 艺术”的时候。
现在这种声音似乎比较微弱了。
艺术到底走到什么地方去， 三十年来，他人是在摸索，而我们则在模仿；摸索者多已感到空虚，模仿
者 也应有些迷惘。
我觉得大家应当暂时放下“传统”、“现代”这类硬壳子的 招牌，先下一番功夫，了解传统、现代、
有关艺术的说明，到底是些什么意 义。
就我的浅陋所及，在理论方面，西方自康德起，是美学家走在艺术家的 前头。
我国三百年来，因过分重视笔墨趣味而忽视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生意境 ，以致两皆堕退，尤以画论方面
的堕退为甚。
当代名家中，只有白石老人， 拈出一个“静”字，为真能道出他的体验所至，接触到艺术中某一方面
的真 实。
画家的心中，若填满了名利世故，未留下一片虚灵之地，以“罗万象于 胸中”，而欲在作品中开辟境
界，抒写性灵，恐怕是很困难的事。
这部小著 ，假定能帮助读者，带进古人所创发的“心源”，而与其互相映发，使自己 的作品出自此
种根源之地，则天机舒卷，意境自深，或者是一点小小的贡献 。
 1973年元旦徐复观自序于九龙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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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艺术精神》共分十章，除第一章论上古音乐艺术之精神以外，其余九章均为论绘画艺术及其所
蕴涵的中国艺术精神。
书中颇多真知灼见，义理明晰，风骨超然。
    徐复观深入研究庄子讲的学道、体道及成道的境界，发现其与现代、近代西方思想家所讨论的美与
艺术的情况颇多近似或相同，从而认定庄子的道正是中国的艺术精神。
这对研究中国艺术精神具有开创性的作用。
    《中国艺术精神》是美学理论与历史考据相结合的成果。
这本书与他的《两汉思想史》一起，被认为是[已成为任何有志治中国思想史的人必读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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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复观，中国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其著作《中国人性论史》与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原性
篇）湛称是当代这一学术领域中的双壁。
这部专门讨论人性论的著作，以人格为中心加以审视，尤其是注重以先哲在自己生命生活中体验所得
为根据，把握先秦哲人完整生命体中的内在关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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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由音乐探索孔子的艺术精神 第一节 我国古代以音乐为中心的教育 人类精神文化最早出现的
形态，可能是原始宗教，更可能的是原始艺术 。
对于艺术起源的问题，最妥当的办法，是采取多元论的态度。
在多元起源 论中，以游戏说与艺术的本性最为吻合，也以游戏在原始生命中呈现得最早 ，因为它是
直接发于人的自身，而不一定要借助于特定的工具。
所以，由游 戏展开的歌谣、舞蹈，不仅是文学的起源，也可能是一切艺术所由派生，因 之，也可能
先于其他一切艺术而出现。
歌谣、舞蹈与音乐，本是属于同一血 缘系统的，所以，我们不妨推论，音乐在人类中是出现得很早的
艺术。
同时 ，《周易·豫卦》“象日，雷出地奋，豫。
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 以配祖考”上面的“象日”，一般称为《大象》，《大象》大约成立
于战国 初期，但其言必系来自古代传承之旧。
因此，音乐与宗教，又有不可分的关 系。
 中国古代的文化，常将“礼乐”并称。
但甲骨文中，没有正式出现“礼 ”字。
以“璺”为古“礼”字的说法，不一定能成立①。
但甲骨文中，已不 止一处出现了“乐”字，这已充分说明乐比礼出现得更早。
同时，《周礼· 春官·宗伯》有下面的一段话：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
弟焉。
凡有道 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
以乐德教国子： 中、和、祗、庸、孝、友。
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 语。
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成》《大磬》《大夏》《 大 濩》《大武》⋯⋯ 我始终认为
《周礼》是战国中期前后的儒家，或散而在野的周室之史，把周 初传承下来的古代政治制度，加以整
理、补缀、发展而成的东西，所以里面 杂有战国中期前后的名词观念，但形成此书的骨干，却是由周
初所传承、建 立、积累起来的资料，上面的一段话，正其一例。
全段语句构成的格式，及 “有道者”、“有德者”、“乐德”之类的观念，可能是出于整理者之手。
 但以乐为教育的中心，且全章音乐的活动，皆与祭祀密切关联在一起，这便 不可能是春秋中期以后
，尤其不可能是战国中期以后的人所能悬空构想得出 来的。
按：《国语·周语》伶州鸠日：“律所以立均出度也。
”韦注：“均 者均钟木，长七尺，有弦系之，以均钟者，度钟大小清浊也。
”均钟即调钟 ，故均亦可训调。
贾谊《惜誓》“二子拥瑟而调均兮”，王逸注云：“均亦 调也。
”由此而孳生出魏晋间之韵字。
是均字亦可指音乐之调和而言。
“成 均”即“成调”，乃指音乐得以成立之基本条件而言；是“成均”一名之自 身所指者即系音乐
，此正古代以音乐为教育之铁证。
后人辄以“成均”为我 国大学之起源，虽稍嫌附会，要亦由此可知其在我国教育史上之重要地位。
 又今文《尚书·尧典》，舜命夔典乐，“教胄子”，以乐为教育的中心，与 《周官·大司乐》所记
者正相符合。
曰人江文也在其《上代支那正乐考》中 谓中国古代以音乐代表国家，音乐的发达，远较西洋为早（原
书四至五页）， 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祭神当然有一种仪式，但把这种仪式称之为“礼”，是周初才正式形成 的。
即使是礼的观念正式形式以后，通过西周的文献乃至追述西周情形的资 料来看，礼在人生教育中所占
的分量，绝不能与乐所占的分量相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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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古代既以音乐为教育的中心，而音乐本来有种感人的力量，于是在古代典 籍中，便流传着许
多带有夸饰性的音乐效果，及带有神话性的音乐感动神、 人及其他动物的故事。
在1965年6月9日台湾《中央日报》陈裕清的《纽约新 闻》通信中记有音乐对动物发生了若干良好反应
的记录，则“百兽率舞”这 类的话，恐并非全系夸大之词。
但奇怪的是，进入到春秋时代，作为当时贵 族的人文教养之资的，却是礼而不是乐。
在当时，礼乐也可以说在事实上常 常不可分，但乐的观念却远不及礼的观念显著。
对礼的基本规定是“敬文” 或“节文”。
文是文饰，以文饰表达内心的敬意，即谓之“敬文”。
把节制 与文饰二者调和在一起，使能得其中，便谓之“节文”。
在多元的艺术起源 说中，“文饰”也正是艺术起源之一。
因此，礼的最基本意义，可以说是人 类行为的艺术化、规范化的统一物。
春秋时代人文主义的自觉，是行为规范 意识的自觉。
通过《尧典》和《周礼》看，音乐当然含有规范的意义。
但礼 的规范性是表现为敬与节制，这是一般人所容易意识得到的，也是容易实行 的。
乐的规范性则表现而为陶镕、陶冶，这在人类纯朴未开的时代，容易收 到效果；但在知性活动已经大
大地加强、社会生活已经相当地复杂化了以后 ，便不易为一般人所把握，也是一般人在现实行为上无
法遵行的。
春秋时代 ，在人文教养上，礼取代了乐的传统地位，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当时在朝聘 会同的各种礼仪中，不仅礼与乐合在一起，而且当时歌诗以道志的风气，实 际便是一
种音乐的活动。
而春秋时代，一般贵族把礼的文饰这一方面发挥得 太过，致使徒有形式而没有内容，所以孔子常思加
以矫正②，但他基本的意 思还是在“文质彬彬”（《论语·雍也》）。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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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艺术精神》是美学理论与历史考据相结合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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