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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宗白华先生以来，人们倾向于把“俯仰天地”（即“流观”）理解为中国艺术独特的审美观照
方式。
这比较符合古人倡导俯仰天地的文化用心，也比较贴切中国艺术的实际。
但是，这种理解显然还远远不够：首先，中国古人所倡导的俯仰天地究竟包含哪些要义？
古人为什么要特别重视俯仰天地？
这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解释。
其次，一个民族共同的审美观照方式，必然是一个民族审美精神的体现，那么，它必定具有一个发生
、发展、定型的历史过程和逻辑过程。
俯仰天地作为中国艺术的审美观照方式，也不会例外。
但是，它是怎么发展成为中国艺术的审美观照方式的？
又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下成为中国艺术的审美观照方式的？
　　《俯仰天地与中国艺术精神》稿首先通过辨析“艺术精神”这一关键词而确立研究的逻辑起点和
研究方法，然后研究俯仰天地的提出、内涵和发展等，以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论证中国古代为什么
要提倡俯仰天地，提倡的又是什么样的俯仰天地，并从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重点论证这种独特的俯仰
天地文化是怎样形成中国艺术基本精神的，最后归纳和分析中国艺术精神的三维结构：游的精神、生
的精神和宇宙的意味。
此外，结合艺术活动的基本要素，重新解释了中国艺术精神的四个核心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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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认为在宗教领域以外，精神一般分为两种形态：一是作为主观性的精神，它主要是指人类的
内层心理现象；二是作为客观性的精神，它主要是构成人类机构的具体知识和文化的总和。
两者共同构成我们通常所说的“精神”这座人类文明的大厦。
据此，荣格还提出精神研究的两种不同方法。
他认为客观性的精神是精神的物质化的显露部分，是显现的真实，可以用科学的实证的方法加以研究
；而主观性的精神则是精神物质化的潜在部分，是心理的意象，只能以“记述”和分析的方法加以讨
论。
此外，荣格还特别强调，作为心理层面的精神具有自发性和自主性，表现出绝对的控制能力，在某种
程度上说，不是人创造精神，而是精神赋予人创造性。
由此，他进一步提出精神的“原型”问题：“精神的心理表现即刻表明它们具有原型的属性。
换句话说，我们称之为精神的现象依赖一种自主的原始意象的存在，它普遍出现在人类心理结构的前
意识之中。
”①本书认为，荣格关于“精神”的这种理解和分析，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促使中国艺术精神研究的
反思：第一。
要把通常所说的中国艺术精神看成两个有机部分——艺术之中显露的部分和艺术之外心理的潜在部分
，并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第二，研究中国艺术精神必须研究心理的潜在部分，必须分析作为心理现
象的艺术精神，才能真正洞察中国艺术精神的隐秘之所在，这就涉及被荣格称为“原型”的东西在中
国艺术精神的生产和构成中是否存在。
荣格的精神分析研究是以西方文化为主要依据的，当然不能照搬到中国艺术精神的研究中来，但他所
说的“原型”如果仅就心理意象的自主性和控制性的属性而言，在中国艺术精神的生产和创造中是存
在的，只不过其内容不是自我的“无意识”，而是俯仰天地的心理意识和文化意识。
如果说荣格根据西方的神话和童话还原了西方文化中的精神“原型”，从而解开了西方文化的精神生
产的秘密，那么，本书将依据中国古代特别推崇俯仰天地这一现象来还原中国艺术的精神“原型”，
从而获得对中国艺术精神的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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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俯仰天地与中国艺术精神》编辑推荐：头顶是浩瀚的苍穹，脚下为广袤的大地，人在这天地之间与
万物为伴，日落月起，春去秋来，生生不息。
我们的古人不仅较早地发现了俯仰天地之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而且十分推崇俯仰天地，由此而形
成古代“我通天地”与“天地通我，的精神建构模式，正如陆九渊所总结：“人生斯世，须辨得俯仰
乎天地而有此一身，以达于所履。
”俯仰天地的这种文化想象和精神生产，造就了中国最古老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群体的扩大和繁
殖，又会反过来推动这种文化想象和精神生产，《俯仰天地与中国艺术精神》首先通过辨析对“艺术
精神”这一关键词的理解，确立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研究方法，然后研究俯仰天地的问题，包括它的提
出、内涵和发展等，以中西比较的方法，论证中国古代为什么要提倡俯仰天地，提倡的又是什么样的
俯仰天地，并从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重点论证这种独特的俯仰天地文化是怎么形成中国艺术基本精神
的，最后归纳和分析中国艺术精神的三维结构和四个关键词，一个时代，总要说一个时代的话。
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话语系统。
但是，精神的情况就不同了，人们可以各说各的话，但也可以持着相同的价值立场和精神气质，要求
今天的艺术家们集体说着古人曾说过的东西，总是不现实的，但让他们保持着与古代艺术家同样的艺
术追求和精神操守，总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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