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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雅”与“俗”，是中国美学史上一对既古老又弥新的范畴。
就古代文艺美学看，“雅”属于统治者、士大夫精英文化层面，是正统的、雅正的；“俗”则属于被
统治者、平民百姓大众文化层面，是世俗、俚俗与浅俗、粗俗的。
从狭义上看，“雅”与“俗”，意指审美意趣与审美境界上的高雅别致、典雅庄重、超凡脱俗与通俗
浅显、质朴粗犷、自然本色等。
从其美学思想的发展看，“雅”与“俗”之间又存在着相互矛盾、相互转化、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
辩证关系。
正是基于此，本书才从“雅者正也”的审美意识出发，考察了中国美学雅论与雅俗之争的文化渊源，
阐述高雅、典雅、和雅、清雅和古雅等雅境的审美内涵与审美特征，同时，还对我国先秦至清代的雅
俗审美意识的历史轨迹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探讨，旁征博引，观点鲜明。
充分示了牙篷俗审美的立体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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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顺庆
　　1954年生，湖北沙市人。
文学博士。
现任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学院院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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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中西比较诗学》、《中外比较文论史》、跨文化比较研究》、《东方文论选》、《中国文化与
中国文论》、《比较文学史》等专著和18部编著作品，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及海外期刊发
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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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代心理学指出，所谓个性，是指个人体内基于自然素质，经过社会实践而形成的心理特征的总
和。
它包括个人的气质、性格、情趣、理想、信念、价值观与世界观等心理要素。
作为单个的个性，既具有作为人的共同性，又具有区别于他人的独特性。
故个性又是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辩证统一。
　　通过个别以表现一般，通过特殊以显示普遍既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内容，也是审美创作应
遵循的根本法则之一。
有异彩纷呈各不重复的审美个性，才有绚丽多彩、万紫千红的审美创作。
个性在审美创作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石涛说：“我之为我，自有我在。
”（《石涛画语录》）所谓“我”，就是指创作主体的个性。
有“我”始有“艺”，有“艺”则必有“我”，无“我”便无“艺”。
杰出的审美创作必定是创作主体独特的心灵化世界的充分表现，必然具有如其人的强烈审美效应。
即如徐增在《又与申勖庵》中所指出的：“不难于如其诗，而难于如其人。
”“能如其人，则庶几矣。
”朱彝尊在《高舍人诗序》中指出：“诗之为教，其义风、赋、比、兴、雅、颂，其辞嘉、美、规、
诲、戒、刺，其事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其效至于动天地、感鬼神，惟蕴诸心
也正。
”就认为诗歌创作为“心”之所“蕴”，并强调主体必须“心正”。
“正”，即“雅”。
沈祥龙《论词随笔》说：“雅者，其意正大，其气平和，其趣渊深也。
”故而可以说，主体只有“心正”，其人生价值与“意正大”、“气平和”、“趣渊深”的“雅”的
人格在文艺作品中的完全实现，才能在审美创作中创构出“高雅”之境，并获得审美创作的成功。
　　“高雅”之境的构成是高尚人品的表现。
是艺术家将其“高雅之情”，寄兴于文艺创作之中。
因此，“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叙论》）。
“中国人重品”。
作为名词，“品”是指品德、品质与品格。
受儒家人生价值观的影响，中国美学追求人格的完美，强调个人的品质修养、道德情操与气节尊严等
人格美的塑造。
审美创作中，历代杰出的文艺家都力求使自己成为理想人格形象的建构者、人格精神的掘发者和完美
人格的体现者。
可以说，在中国美学看来，“品”就是美。
高尚的人品是作品具有高雅风格的基本心理素质。
在中国古代美学看来，这种个性中高尚的人品与文艺作品高雅风貌的审美特质相关，影响及文艺作品
审美意旨的熔炼与审美境界的高下。
欧阳修在评议作家作品时，就根据其人品，认为“李建中清慎温雅”，故而“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
”（《世人作肥字说》）。
即如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所指出的：“诗品出于人品。
”徐祯卿在《谈艺录》中也指出：“贤良文学，辞雅气俊”，“媚夫幸士，辞靡气荡”。
创作主体审美个性中的人品决定着文艺作品的品格和审美价值；文艺作品的韵味与风味是创作主体审
美个性中人品的外观，透过作品的语言文辞、风格体貌，可以体会出创作主体的人生价值观以及个人
的气格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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