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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笔者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己所写论文中选出27篇成集的，其中大多篇章已经在刊物上发表。
这次出版，文字上或多或少都有修改，只有少数几篇尚未发表。
27篇论文虽各自独立，但无论是内容、观点，还是逻辑结构，都是密切相关的，或相互补充，或表现
为一种历史发展。
这些论文大而言之，可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部分计4篇，是从历史源头上探索中国学术思想(包括哲
学思想、美学思想、艺术思想、教育思想等)的产生与发展。
这个源头，从社会实践方面说，就是上古三代以来所实施的礼乐教化，从思想方面说，就是春秋战国
时代“百家争鸣”的兴起，尤其儒家更起了主导作用。
礼乐教化是社会实践活动和文化精神活动的统一体，它发展到西周时代已处于系统、完善的成熟阶段
。
但如此长的礼乐教化实践，却不见关于礼乐教化的思想言论。
直到西周末年和春秋初年出现了“礼崩乐坏”(社会政治制度层面)局面，从而促使人们起而说礼论乐
——中国学术思想萌芽。
礼乐教化与儒学的关系最直接、密切。
孔子“克已复礼”，在政治上虽属不可能，但孔子把礼乐作为教育学生的重要科目和批评对象，使礼
乐变成纯文化而流传千古。
作者之所以对中国学术思想产生的这个源头感兴趣，原因在于这个中国文化历史源头，几十年来因礼
教被否定、诅咒(如“礼教吃人”)，提倡礼教的儒家被批判，而被忽视，被误解，使中国源远流长的
学术、教育，得不到正确的认识和解释。
    第二部分计10篇，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史论集。
所论都是作者所最感兴趣的人物和题目，而先秦儒家的美学思想是这一部分的重点。
作者之所以对儒家感兴趣，也是由于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一个很长时期儒家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
。
儒家与礼乐文化是一种天然联系，儒家为礼乐相济的教育传统奠定了思想基础，继承、发展、弘扬了
礼乐文化的精神。
儒家思想不仅经常被官方政治所利用而成为统治思想，也是培养、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思想来源
。
是功是过兼而有之；儒家思想既有历史局限性，又有普遍意义，可是现代人反对封建专制，便把矛头
集中指向孔子代表的儒家头上，把专制主义政治统治者的罪恶，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等量齐观，
孔子成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替罪羊”，并且产生了很深的消极影响。
所以，真实地阐发儒家思想犹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从整个中国美学思想史的角度看，只论儒家，当然不系统，更不全面，但就中国美学史的一个方面(甚
至是主导方面)以及每篇论文来说，也算是一家之言。
    第三部分计7篇，是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论集。
所论五个人物的美学思想都是或者主要是发生在20世纪前50年，它们的美学思想是以固有的文化为基
础，批判地吸收西方美学的合理因素，紧密联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特别是教育)实际，发挥自己的美
学见解。
他们的美学思想是中西融合的产物，是一种创新，很有生命力，不同于那种只演绎西方美学理论而不
联系自己的历史实际和文化传统的“原理”“概论”之类。
他们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开创者、奠基者、卓有成效的建设者，功不可没。
他们以文化为本体，以固有文化为基础建设中国现代美学学科。
他们是成功的，开辟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可惜后来者没有沿着这一正确方向继续前进，而是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照搬西方，离开文化本体陷于
物质世界而不能自拔。
其他两篇，一是述论百年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理论建构，二是反思百年中国美学理论建构所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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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的问题。
    第四部分计6篇，主要论述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建构。
作者认为，百年中国美学理论建构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这种教训的主要表现是，不是“批判地吸收”而是照搬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理论模式，不是在固有文
化传统基础上进行建构而是抛弃这个传统，因而美学理论建构缺乏自己的创造性和民族文化特色。
西方现代主义美学主要是以科学认识论为其哲学基础，而这个哲学基础已被后现代主义所颠覆。
同时，我们的美学理论建构又受到苏联的影响，以唯物主义一元论作为哲学基础，把美的起源和美的
本质混为一谈，以“生活源泉论”代替艺术创作论，以及文艺批评上的政治决定论等，都取消了文化
的本体地位，不仅理论站不住脚，在实践上也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因此，我们的美学理论必须重构。
作者认为，要以整体论哲学(即综合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为一体)作为艺术一审美的理论基础，以
文化本体取代物质实践本体，在传统文化的根基上中西融合而创新。
这就是最后6篇论文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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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聂振斌，辽宁盖州人，1937年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
原任哲学所美学室主任，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1964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同年分配到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工作。
1978年之前，主要在学部新建设杂志社任编辑。
适逢政治运动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学术、教育中断，人们都被裹进政治斗争的洪流中
，他的编辑工作实际上只作了一二年的时间。
由于他很早就对美学有兴趣，1977本院哲学所建立美学研究室需要进入，便毛遂自荐加入美学研究队
伍。
自1978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专心致志美学研究。
主攻中国美学史和审美教育、审美文化等。
1979年定为助理研究员，1986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91年晋升为研究员。
1992年享受有突出贡献的特殊津贴并获国务院颁发的证书。
1995年评为博士生导师。
2000年退休，但仍然带研究生（3年），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出版学术研究成果。
现已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学术著作多部。
主要有：《蔡元培及其美学思想》《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中国古代美育
思想史纲》《儒学与艺术教育》《中国美育思想述要》《蔡元培》《艺术化生存——中西审美文化比
较》（签头合著，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思辨的想象——20世纪中国美学主题史》
（签头合著）等。
另外，参与编写大型工具书《美学百科全书》（中国美学卷主编）《文艺美学词典》（副主编）《20
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哲学卷编委）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本体与美学理论建构>>

书籍目录

礼乐教化的历史考察“礼崩乐坏”与学术思想的产生“美善相乐”与“礼乐相济”述论礼乐文化与儒
学艺术精神孔子的礼乐教化与仁学本体论孟子的心性之学与人格精神《易传》与艺术荀子的礼乐论“
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记》的艺术哲学思想比风度，竞文采——魏晋审美观唐太宗和大唐书法艺
术苏东坡的美学思想理学家的理趣与艺术情趣诗教传统的思想冲突百年中国美学述论王国维的美学思
想蔡元培的美学精神美育方针与美育的实施宗白华的中国美学史研究与中西艺术比较朱光潜的美育思
想百年中国美学六题论形式美汉字何以成为艺术“冠带之国”与裸体艺术文·文论·文学论人文学与
价值论再论文化的本质与美学理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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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抵商人之道德，可以墨家代表之；周人之道德，可以儒家代表之。
”（《中国伦理学史》）其次，《尚书》中这段话还直接论述诗歌、音乐、舞蹈的关系，并以此说明
乐的性能与目的要求。
这种论述应在诗歌、音乐、舞蹈都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之后才有必要。
而在舜的时代，诗歌、音乐、舞蹈是混沌为一体的，统称为“乐”。
西周之后，诗才逐渐从乐中分化出来而成为文学。
再查甲骨卜辞，“乐”“舞”等字多次出现，而不见“诗”字，也可以说明舜提出“诗言志”也值得
怀疑。
最后，先秦典籍与诸子，虽多有“诗言志”的说法，也有谈“诗”与“歌”的关系如《国语·鲁语下
》载：“诗所以合意，歌所以咏诗也。
”但不见把“诗”与“歌”“舞”“声”“律”等相联系相统一的理论观点，唯汉人的典籍中有这种
完整的思想，如《乐记》《诗大序》等。
《尚书》虽记五帝三王之事，却成书于汉，并被定为儒家经典之一。
它是依据先秦某些文献以及汉代仍在流传的历史传说写成。
它的思想、观点以及某些细节经过汉人的斟酌、润色、加工、甚至借题发挥，则在所难免。
所以我断定，舜关于乐教的那段言论，乃是出自汉人之手。
那么，礼乐思想（理论）到底产生于何时呢？
我认为，它产生于西周末年至春秋初期。
这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历史时期，用今天的话说是社会转型时期。
主要表现是礼乐制度已走向没落，不断地遭到破坏。
首先，周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周天子，违礼之事屡屡发生，带头破坏“先王之制”。
如不按律、度、量、衡的规定铸大钟，因而违反了“和”的原则。
其次，上行下效，诸侯卿大夫也纷纷无视礼乐制度，如有的卿大夫也公然用了天子的乐舞。
西周末年和春秋初期，周天子的势力日趋衰微，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
周天子及诸侯身边的一些士大夫企图维护、坚持礼乐制度，起而说礼论乐，促成中国礼乐思想理论的
产生。
当然本书所说的“礼乐思想”是指礼乐的理论形态，而不同于礼乐意识。
礼乐意识是与礼乐实践同时产生的，并与礼乐实践、礼乐形式浑为一体，而思想理论却有自己的独立
形态即某种逻辑形式。
有人不赞本文观点，认为礼乐思想产生于西周之初，即周公“制礼作乐”时代，但又没有列出具体的
实证。
我想，大概是把意识与思想或理论混为一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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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本体与美学理论建构:聂振斌美学论文集》是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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