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美学重要文本提要 上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美学重要文本提要 上下>>

13位ISBN编号：9787220061820

10位ISBN编号：722006182X

出版时间：2003-1

出版时间：四川人民

作者：王振复 编

页数：464

字数：6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美学重要文本提要 上下>>

内容概要

在中国美学发展历程中，自古以来留下了许多具有思想深与思维价值的重要文本。
它们大致分三大类：一、蕴涵一定审美意识与观念的文化、哲学著论。
二、历代文论、乐论、画论、书论、舞论与建筑园林艺术论等，构成中国美学的理论主体，集中反映
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思想与思维成果。
三、西方美学与文艺学团党委渐之后，由中国美学有、文艺学家所撰写的美学、文艺专著，展示中国
美学之新的文化素质、哲思品格、理论建构、人文精神及其时代嬗变。
　　本书内容，按中国美学发展的时代先後编写，每一篇分原文摘录与提要两部分，为的是能够由此
见出中国美学的审美意识、观念、见解、范畴、理论与思想的历史发展线索。
　　本书分上、下册。
编写者，都是文艺学博士生与硕士生，排名基本按每人实际撰写篇幅的多少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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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且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铁钺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
先王喜怒皆得其齐焉。
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乱畏之。
先王之道，礼乐正其盛者也。
而墨子非之。
故日：墨子之于道也，犹瞽之于白黑也，犹聋之于清浊也，犹欲之楚而北求之也。
    夫声乐之人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
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
民和齐则兵劲城固。
敌国不敢婴也。
如是，则百姓莫不安其处，乐其乡，以至足其上矣。
然后名声于是白，光辉于是大，四海之民莫不愿得以为师，是王者之始也。
乐姚冶以险，则民流侵鄙贱矣；流侵则乱，鄙贱则争；乱争则兵弱城犯，敌国危之。
如是，则百姓不安其处，不乐其乡，不足其上矣。
故礼乐废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
故先王贵礼乐而贱邪音。
其在序官也，日：“修宪命，审诛赏，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太师之事也。
”    墨子日：“乐者，圣王之所非也，而儒者为之，过也。
”君子以为不然。
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
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
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
故齐衰之服，哭泣之声，使人之心悲。
带甲婴胄，歌于行伍，使人之心伤；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绅、端、章甫，舞韶歌武，
使人之心庄。
故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邪色，口不出恶言，此三者，君子慎之。
    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乱生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治生焉。
唱和有应，善恶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
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磬管。
故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
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
故日：乐者，乐也。
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
故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乐行而民乡方矣。
故乐也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
        且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
穷本极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
墨子非之，几遇刑也。
明王已没，莫之正也。
愚者学之，危其身也。
君子明乐，乃其德也。
乱世恶善，不此听也。
于乎哀哉！
不得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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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勉学，无所营也。
    声乐之象：鼓大丽，钟统实，磬廉制，竽笙箫和，莞*发猛，埙篪翁博，瑟易良，琴妇好，歌清尽，
舞意天道兼。
鼓，其乐之君邪！
故鼓似天，钟似地，磬似水，竽笙、箫和、莞*，似星辰日月，鼗、祝、拊、覃、椌、褐似万物。
曷以知舞之意？
日：目不自见，耳不自闻也，然而治俯仰、诎信、进退、迟速，莫不廉制，尽筋骨之力，以要钟鼓俯
会之节，而靡有悖逆者，众积意**乎！
    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主人亲速宾及介，而众宾皆从之。
至于门外，主人拜宾及介，而众宾皆入；贵贱之义别矣。
三揖至于阶，三让以宾升。
拜至、献酬，辞让之节繁，及介省矣。
至于众宾，升受、坐祭、立饮，不酢而降；隆杀之义辨矣。
工人，升歌三终，主人献之；笙入三终，主人献之；闲歌三终，合乐三终，工告乐备，遂出。
二人扬觯，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乐而不流也。
宾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众宾，少长以齿，终于沃洗者焉。
知其能弟长而无遗也。
降，说屦，升坐，修爵无数。
饮酒之节，朝不废朝，莫不废夕。
宾出，主人拜送，节文终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乱也。
贵贱明，隆杀辨，也。
    乱世之征：其服组，其容妇。
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
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也。
    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版。
    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名况，字卿，汉人为避宣帝讳称为孙卿，战国时赵国（今山西安
泽）人。
曾游学于齐国，齐涽王末年（约公元前285年）旅居楚国，于齐襄王时返齐，主持稷下学宫，楚春申君
时为兰陵令，在春申君死后。
废居兰陵，著书终老。
他属于儒家学派，但是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先秦十分突出。
    《荀子》为战国末期儒家重要著作之一，荀况撰，其书最后《大略》至《尧问》等六篇，或传为其
弟子所录。
汉刘向校定为三十二篇（《汉书·诸子略》），称为《荀卿新书》，唐杨惊作注时称为《荀卿子》，
宋以后称《荀子》。
主要版本如明嘉靖六年荟窗书院刻《六子全书》本。
清末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新编诸子集成》本；今人梁启雄《荀子简释》
，1956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排印本；杨柳桥《荀子诂释》，齐鲁出版社1985年本。
《乐论》为《荀子》第二十篇，是现存的先秦时期第一篇系统论述音乐的专著。
    荀子肯定了艺术以情感人的特质。
第一，音乐本质上是为了表达人的情感而由人的心中产生，音乐与人心相通，人的感官天生具有审美
能力：“目辨黑白美丑，耳辨音声清浊”（《荣辱》），人天生具有对音乐的鉴赏能力。
第二，人需要音乐。
音乐是人的本性中不能去除的欲望，也是审美观照的对象。
而人不能无乐。
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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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需要的不仅仅是音乐，也包括和音乐相联系的诗和舞。
第三，人对音乐的需求存乎本性，人的情感受到外物影响，“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音乐的旋律、节奏的柔婉或刚直、繁密或厚重、瘦劲或丰满与人心相通，并“足以感动人之善心”
，排除污浊之气。
在荀子之前，季札观周乐时有大段评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孔子也对音乐发表议论，他们
都对音乐持肯定态度，而到了墨子，则反对音乐，荀子对音乐“入人”、“化人”作用的强调在美学
史上有重要意义。
肯定以音乐为首的艺术无疑对艺术的发展产生良好影响。
    音乐有其重要社会作用。
荀子强调并肯定了音乐的社会政治作用，认为音乐“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可以使“天下大齐
”。
蕴含感情的音乐可以触动感情，好的音乐可以将人导向道德的正途。
音乐“入人也深”，“化人也速”，音乐的正邪和人心善恶相对应，“唱和有应，善恶相象”。
人有善恶，音乐也有正邪。
人的行为如果没有引导，违背礼义，会内危外恐，社会会发生争乱，造成物质困竭。
如果对音乐放任自流，则邪音会搅乱社会。
所以君子要“慎其所去就”，选择好的音乐，“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舞《韶》歌《武》，使
人之心庄”，要“凡非雅声者俱废”。
    对统治者而言则是以音乐和“礼”相辅而行，让音乐为推行礼制服务。
好的音乐可以“善民心”，“移风易俗”，更可以使“民齐而不乱”，从而使“兵劲城固”，“敌国
不敢婴”。
在荀子看来人有等级之分，“先王”厌恶社会的混乱，“制礼义以分之”，使人“有贫、富、贵贱之
等”。
（《王制》）这正如《乐论》所说的“礼别异”，而“乐合同”。
“乐也者，和之不可变也者，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乐合同，礼别异。
礼乐之流，关乎人心矣。
”不过“乐”虽然有“合同”的作用，但必须和规范性的道德伦理结合起来，礼乐相辅为用，才能进
行有效的统治，印“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
乐”。
在“礼”和“乐”中，“礼，，为主，“乐”为辅，“乐”要有“礼”的节制，才能“使其声乐而不
流”，从而“天下皆宁，美善相乐”。
    荀子肯定艺术的观点较之墨子等人否定美、否定正当娱乐的禁欲主义或苦行主义有着不可忽视的进
步意义。
                                                                       （陈艳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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