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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范畴，是对事物、现象的本质联系的概括。
范畴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它“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
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哲学笔记》）。
人类的理论思维，如果不凭借概念、范畴，是无法展开也无从表达的。
美学范畴，同哲学范畴一样，是理论思维的结晶和支点。
一部美学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部美学范畴发展史，新范畴的出现，旧范畴的衰歇，范畴涵
义的传承、更新、嬗变，以及范畴体系的形成和演化，构成了美学史的基本内容。
中国传统美学范畴，由于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呈现出与西方美学范畴迥然不同的面貌，因而在世界美
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
中国现代美学的建设，非常需要吸纳融汇古代美学范畴中凝聚的审美认识的精粹。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十余年中，美学范畴日益受到我国学界的重视，古代美学和古代文论的研
究重心，在史的研究的基础上，有逐渐向范畴研究和体系研究转移的趋势，这意味着学科研究的深化
和推进，预期在21世纪这种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强。
到目前为止，研究美学、文艺学范畴的论文已大量涌现，专著也有多部问世，但严格地说，系统研究
尚处在起步阶段，发展的前景和开拓的空间是十分广阔的。
中国传统美学范畴的特点是很突出的，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多义性
和模糊性。
范畴中的大多数，古人从来没有下过明确的定义或界说，因此，这些范畴就具有多种义项，其内涵和
外延都是模糊的。
如“境”这个范畴，就有好几种涵义。
标榜“神韵”说的王士祯，却缺乏对“神韵”一词的任何明晰的解说。
不仅对同一范畴不同的论者有不同的理解，同一个论者在不同的场合其用意也不尽相同。
一个影响很大、出现频率很高的范畴，使用者和接受者也只是仗着神而明之的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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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艺术大讲堂：美的考索（套装上下册）》上编对中国美学想象中“美”这一重要观念和范
畴，从发生、形成、发展、演变的历程，作了较为全面的、系统的考索。
上溯中国先民群体原初的“美”意识，推翻“羊大则美”起源于“味觉”的误说：下及个人五官与身
心审美所产生的诸多相关观念。
论证了“真”为“美”之本体，“善”则是儒家学派所求“美”之功利，而在道家，又以“善”为“
道”的内在能量，并具有“生万物”的重要作用。
由此而在中编与下编展开描述儒.道、墨.法、玄、佛各家在政事、社会、人格、自然、精神、艺术诸
领域的审美创造与接收的不同表现，并作出若干比较性评价。
从总体而观，各家学说中的精华，都成为了自古至今中国人“美”意识的有效成分，共同完成了对中
国之“美”的塑造：而当“美”的观念和范畴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各个时代、社会上各色人等有了
基本的共识之后，人文美的创造者，又对各家思想加之于“美”的种种制约在不同的向度实行突破。
使“美”获得更多、更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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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良运，1940年生，江西萍乡人，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理事，《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编委，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
已出版《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诗学批评史》、《周易与中国文学》、《焦氏易林诗学阐释》、
《新诗哲学与美学》、《论诗与品诗》、《诗学·诗观·诗美》、《文与质·艺与道》、《文质彬彬
》等著作，主编《中国古代文论选读》、《中国历代文学论著丛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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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世界各大洲不少大中城市，据说中国餐馆在当地的饮食业中皆有些名气，美味的中国菜使各种肤色
的男女垂涎，于是美味佳肴与精美瓷器（主要作为食器）似乎成了中国的象征。
国人中颇有不少为此种殊遇津津乐道甚至自豪者，搬出《说文解字》的“美，甘也，从‘羊’从‘大
’”，谓中国之“美”就是从“味觉”发明，以为味觉审美似乎比耳目审美更高明，“食美学”比“
性美学”更纯洁。
⋯⋯这是否给外国人造成一种印象：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追求满足口腹之欲的族类？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读到刚从日文翻译过来的笠原仲二《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一书，对其首章 所
论“中国人最原初的美意识”便发生疑惑乃至反感，“美”，果然就是“羊大则美”而“味甘”吗？
于是经常思索着试图破除这一疑惑。
1994年，我指导的中国诗学研究生许龙（2001年又成为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也有这个疑惑，他在准
备作学年论文时向我提出了这一问题，我立即鼓励他作初步的探讨。
整整一个学期，师生二人反复切磋，他的学年论文四易其稿，差强我意，于是以《中国古代“美”之
本义形成新探》为题发表于1995年第3期《江西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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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上编对中国美学思想中“美”这一重要观念和范畴，从发生、形成、发展、演变的历程，作了较
为全面的、系统的考索。
上溯中国先民群体原初的“美”意识，推翻“羊大则美”起源于“味觉”的误说；下及个人五官与身
心审美所产生的诸多相关观念。
论证了“真”为“美”之本体，“善”则是儒家学派所求“美”之功利，而在道家，又以“善”为“
道”的内在能量，并具有“生万物”的重要作用。
由此而在中编与下编展开描述儒、道、墨、法、玄、佛各家在政事、社会、人格、自然、精神、艺术
诸领域的审美创造与接受的不同表现，并作出若干比较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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