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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叔同，曾名文涛、岸、哀，字息霜、惜霜、成蹊等，号叔同，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
其别署甚多。
李叔同于1880年出生于天津，进士、大盐商家庭。
李叔同自幼随母亲学习诗、书、琴、画，他在少年时已擅长吟诗、作画、写字、金石篆刻等。
在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李叔同早在日本留学时，就与其他几位留学生一起，从事西洋油画、音乐和
话剧的创作实践，并将其介绍到中国。
他最早将广告内涵及图案设计引入中国；最早将现代木刻和西洋美术史介绍到中国；最早采用人体写
生教学法；采用西洋作曲法创作出中国第一首多声部合唱曲；首倡改良中国画，提出了独特而又富于
远见的艺术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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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明，男，1956年出生。
199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获文艺学文学批评硕士学位。
现任成都市社科院历史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著有专著《画图成意、画图成都:历史文化资源的文化符号与文化产业创意》、《澈悟的思与诗》，主
编大型丛书《人生十万个为什么—中年卷》、参与编著《当代成都简史》、《成都市志：哲学社会科
学志》等，并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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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文化断裂时代的文化人格 第一节 “未到晨钟梦已阑” 第二节 “心性澈悟秉懿行” 第三
节 “心灵蕴藉显高德” 第四节 “花中正色自含黄” 第二章 激扬沉郁的忧国情殇 第一节 杜鹃泣血洒
“泪墨” 第二节 沉郁太息哀故国 第三节 壮怀激烈绽“血花” 第三章 慧然独悟的“思”与“诗” 第
一节 孤寂诗者的悲凉绝唱 第二节 “真”与“幻”的咏叹 第三节 “高蹈”生命意识的“秋思” 第四节
“界内”诗意 “界外”思境 第四章 “衔花佩实”的文艺审美创作旨趣 第一节 “清真”与“雅正” 第
二节 “雅言”的空明意指 第三节 新时代的第一声鸟鸣 第四节 古诗意与洋歌调的天作之合 第五节 《
送别》：深承眷注逝水年华 第五章 “含思倾妍”的文艺审美教育观 第一节 “先器识而后文艺”——
创美主体成人、成艺之德 第二节 “天宇之寥廓，可以养真”——审美主体人格养成 第三节 “声音之
道，感人深矣”——审美主体心性养成 第四节 “美术”的审美之维 第六章 论绘画艺术的审美特性 第
一节 绘画艺术的审美特性 第二节 绘画艺术的审美价值与社会进步 第三节 绘画艺术审美功能与教育功
能的关系 第四节 绘画艺术与其他科学门类的关系 第七章 劝喻教诲、悲悯护生 第一节 人道主义初衷 
第二节 生死诀别，珍视生命 第三节 慈悲为怀，人之大爱 第四节 感念反省，三思后行 第五节 止恶扬
善，劝喻教诲 第六节 感恩博爱，天人和谐 第八章 文化转型与文化传承 第一节 倡导汉语言“齐一” 
第二节 论经数典，删冗存精 第三节 废八股，倡新学 第四节 国学的道德生命力 第五节 传统人文教养
的守望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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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身处如此时代，李叔同既曾是“盘中之丸”，亦是被“一夜西风”吹上栏干之“黄叶”—
—科举制度崩塌后的“出盘之丸”。
 延续了千年的科举制度至20世纪初，已面临改科举、兴新学的大势紧逼。
李叔同于1901年夏秋间曾先后考中上海“广方言馆”备取生和“南洋公学”特班生，他选择了“南洋
公学”。
1902年秋，李叔同在南洋公学就读期间，又参加了省级科举“乡试”。
也就是说，李叔同此时既置身、就学于“新学”之学堂——“南洋公学”，却仍顾盼着眼见行将就木
的“旧学”体制——省级科举之“乡试”。
文化断裂时代的青年，“春来秋去忙如许”，殚精竭虑，耗尽心力，奔忙于两种截然不同的进身路途
上。
这一年夏天，清廷下诏，令各省补行因“庚子之役”（“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入侵北京等）而中断
的“庚子正科”和“辛丑恩科”，实行“恩正并科”。
这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届科举乡试。
然而，与封建时代的许多俊才学子的遭遇一样，李叔同没有考中举人。
接下来的1904年，最后一次殿试在北京举行，其时，由年届70大寿的慈禧太后钦定。
“名字吉祥”的刘春霖，颇富戏剧性地成了末代状元。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等朝廷大臣联名启奏废除科举制、推行新学，朝廷发出上谕，下令
自1906年起，所有乡试和会试一律停止。
至此，自隋、唐以后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封建科举制度宣告终结。
 废除传统科举制所体现出的“文化断裂”也具体体现在“士人社会”及“士人”个体两方面： 第一
，旧制已废而新制尚不成熟，缺少必要的过渡。
科举制的废除，波及社会各个层面，特别是对旧体制下的制度内之“士人”的社会生存境况产生了巨
大影响。
“如果从时人所论废科举→兴学校→补救时艰→进化日新的逐步递进关系看，科举制至少在负面已得
到相当的重视。
然而，这一制度更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建制（institution），它上及
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
联系和中介作用。
其废除不啻给予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等都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无
疑是划时代的。
如果近代中国的确存在所谓‘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话’，则正如严复所说，科举制的废除可以说是
最重要的建制变动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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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澈悟的思与诗:李叔同的文艺创作及文艺思想研究》由巴蜀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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