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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明代，特别是明中后叶，在中国审美哲学史上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时期，笔者把它归纳为“理欲冲
突、心的崛起”的时期。
可以讲，它是中国哲学，包括审美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中国历史上曾形成一系列主导性的社会思潮与学术思想，如先秦子学、魏晋玄学、唐代佛学，到宋代
形成了理学，至明代则又集成了心学，统称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这个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广义的指整个宋明时代以追究性命天理、人的道德存在本体及其修养工夫为旨趣的一种主导性的社会
思想和哲学思潮，包括二程、朱熹以理为本体的理本论学派，从张载到王夫之以气为本体的气本论学
派，从陆九渊到王阳明以心为本体的心本论学派，另外还有以胡宏为代表的性本论学派等等。
狭义的理学专指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本体的理本论学派。
宋明理学在明代最有影响的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
明代心学和宋代理学在道德伦理主旨上是相通的，王阳明心学的总的指导思想还是要维持整个封建社
会的稳定，推究怎样通过提升人的道德修养来进入一种符合封建社会秩序和理想的道德境界。
但是在思维取向上，阳明心学所表现出来的本体境界和工夫风格与宋代理学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儒学史上有三个人物特别值得注意，一个是孔子，一个是朱熹，一个就是王阳明，他们都是具原
创性而集大成的人物。
孔子开创儒学而集先秦儒学之大成，朱熹整合儒学而集两宋新儒学（Neo-Confu-cianism）之大成，阳
明则由崇朱始而以破朱终，与朱子理学同室操戈，掀天覆地般地改变了宋明理学的思维取向，以彻底
的心本论集心学之大成。
王阳明的心学所具有的叛逆精神，使其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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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国内外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探讨阳明心学的美学智慧的著作。
在深入研读阳明心学和相关典籍的基础上，广泛吸取海内外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对阳明心学所蕴涵
的美学智慧作出了具有现代视野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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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立勇，1956年生，浙江慈溪人。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美学／休闲学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审美人文精神论》、《朱子
理学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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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断定理学或心学与美学无缘的结论，一方面缘于人们对理学或心学的直观印象与成见，另一方面也缘
于人们对美学旨趣与品格的片面把握。
由于在人们的习惯性印象中，艺术是最为基本和最为重要的审美领域和审美形态，艺术美学是最为基
本和最为重要的美学理论，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更是如此；当这种习惯性印象变为习惯性成见时，便容
易产生这样的推理或化简：将美学等同于艺术学，再等同于艺术，在美学和艺术之间划上等号。
这是一种十分片面的把握。
美学与艺术学一方面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具有十分不同的理论品格；美学与艺术则更是
两种不同的精神意识形态。
精神旨趣“美学”作为学科的概念是从西方引入的。
众所周知，在历史上美学是哲学的组成部分，最早给这门学科定名，并使之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的是
被称为“美学之父”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鲍姆嘉通。
他在1750年首次使用“Aesthetik”这个概念作为自己三卷本巨著的书名，由此宣告了“美学”作为独
立学科的诞生。
然而，他使用的“Aesthetik”这一词的本义并非是“美”，更不是艺术，而是“感觉”或“感觉学”
，这门学科要研究的对象是包含“感情”的、朦胧的、系统而生动的“感性认识”（不是明晰的理性
概念认识）。
他把美学界定为与研究“知”的逻辑学、研究“意”的伦理学并列而着重研究感性活动的特殊哲学。
康德则从对人的主观能力的分析入手，将美学规定为对沟通现象世界和道德本体的内在联系的判断力
的研究。
他在1790年出版的《判断力批判》一书中正式建立了西方的唯心主义美学体系，这个体系被安置在与
研究人的理解力的《纯粹理性批判》、研究人的理性的《实践理性批判》并列，且作为沟通两者的桥
梁的总体哲学构架中。
康德的第三批判的最终意图在于解决认识与伦理、感性与理性，也即现象与本体、必然与自由的分隔
与对立，他把解决这种分隔与对立的途径落实到人的一种特殊心理功能即“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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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4年6月吉林长春南湖宾馆，我在第六届中华美学年会上作了有关阳明心学美学的大会发言，适好北
京大学出版社江溶先生在座。
他在会后即向我约稿，说他在编一套“美学散步”丛书，希望以比较轻松的文字谈美学问题，有意约
我写一本有关王阳明心学智慧的书。
我一方面受宠若惊，非常感谢江溶先生的看重；另一方面却踌躇得很。
说实话，由于多年受学院派学术文风的异化，我已经很难写轻松的文字了。
读者马上会发现，本书的文字，仍然不会是十分轻松的，尽管我已作了些努力。
对于王阳明哲学，我是情有独钟的。
我不但对于他的思想很为欣赏，更对他的人格十分认同。
作为他的后辈同乡，我很愿意对阳明的思想和人格作一番深入的体认。
从1996年获准浙江省社科基金立项资助本人研究“阳明心学与明清美学思潮”起，我对阳明的关注已
经有八、九个年头。
2000年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又选了王阳明作为学位论文的题目（由于这个原因，我申请
并获准了省课题的延期），试图从本体工夫论的角度探讨阳明的心学美学。
所幸的是，这个课题后来又获得了国家“十五”社科基金的资助。
于是，我对王阳明的思想和人格有了一点自己独特的体会，我对阳明心学的美学智慧也许有了一点独
到的发现。
基于这个基础，我答应了江溶先生的约请，写这本小书。
惭愧的是，我这个人写书往往一拖再拖，半成品，或者大半成品的书稿往往会一搁就是几年。
于今，我不能再拖了。
确实是对阳明心学的美学智慧有感于心，不得不发，同时把这本书作为省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
遗憾的是，为了等本辑“美学散步”其他书稿的同步出版，拙稿交付后在出版社又躺了两年。
这份拖延，倒实在不是笔者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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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体万化:阳明心学的美学智慧》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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