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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诗学与美学研究丛书：中国艺术精神的现代转化》从厘定“文化”、“人文”与“价值”等基
本概念人手，强调中国艺术精神的人文化成维度。
论著探讨了中国艺术精神的礼乐教化根源，在历史语境中分析了礼乐教化、礼乐文化与中国艺术精神
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阐释了儒道禅的审美境界与艺术理想：儒家的“美善相乐”境界，道家的美真合一境界
，禅宗的“识心见性”境界以及艺术理想的创构。
从历时性的角度看，中国古代艺术精神表现为感性活动中的理性精神、美感形式中的生命意识、自然
山水中的人生乐趣、现实环境中的自由境界。
在现代转化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阐释了艺术精神转化的主要途径与现代转化的主要方法，并以王国维
、宗白华、朱光潜、李泽厚与徐复观作为现代转化个案，进行具体的述评与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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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聂振斌，1937年生，辽宁盖州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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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美学研究，主攻中国美学史。
出版学术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主要论著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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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术化生存》（合著）、《思辨的想像》（合著）、《中国古代美育思想史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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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诗学与美学研究丛书”序 序言 关键词论——文化·人文·价值 一文化 二人文 三价值 第一章礼乐教
化是艺术精神产生的根源之地 一礼乐教化的历史考察 二“礼崩乐坏”与中国学术思想的产生 三礼乐
教化与礼乐文化 四礼乐文化与艺术精神 第二章儒道禅是艺术精神形成的思想之源 一儒家的“美善相
乐”境界 二道家的美真合一境界 三禅宗的“识心见性”境界 四圆融的审美理想与艺术意境美 第三章
古代艺术精神的主要表现 一感性活动中的理性精神 二美感形式中的生命精神 三自然山水中的乐天精
神 四现实环境中的自由精神 第四章现代转化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 一从工具技术到政治制度的认识
过程 二思想启蒙与现代学术教育思想 三新文化运动中的“伦理革命” 四从贵族主义转向平民主义 第
五章现代转化的主要途径（上） 一“戊戌变法”中的文艺“革命 二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 三新
式教育中的艺术教育 第六章现代转化的主要途径（下） 一美学批评标准的树立 二艺术范畴的现代诠
释——以意境为例 三美学理论体系之建构 四中国艺术史研究 第七章现代转化的主要方法 一新方法的
引进与观念之更新 二以西释中，中西融合 三中西艺术比较研究 四文本的现代解释 五“批判地继承”
与“批判地吸收 第八章现代转化案例述评 一王国维的艺术哲学思想 二宗白华的审美鉴赏与艺术研究 
三朱光潜的《诗论》 四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 五李泽厚的《美的历程》 第九章现代转化过程阶
段论 一开创——奠基时期 二历史断流——艺术凋零时期 三反思批判——开拓进取时期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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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礼乐文化在中国审美文化史上处于本原地位。
古礼集各种形式美（包括艺术关）于一身，其后的装饰、绘画、书法都与这种形式美具有源流关系。
乐在远古的时候，是综合体艺术，包含多种艺术因素，没有时间与空间、视觉与听觉、造型与语言的
种种划分。
随着历史的发展，古乐逐渐分化出许多艺术门类，如音乐、舞蹈、诗歌文学、戏剧表演、装饰艺术等
，都是从礼乐文化中分化出来而逐渐取得独立地位。
中国自古以来对美的追求，对艺术修养的重视，对人生艺术化的向往，以及建筑、园林、戏剧、文学
、书画等艺术民族风格的形成，都与礼乐文化结下不解之缘。
礼乐文化的基因，一直在中华民族艺术生命本体中流传不息。
中国古代不仅艺术创作追求美，撰写论文，叙述历史，记传铭诔之类，也要求语言、形式、结构优美
，具有节奏、气势，情理融合，使人产生美感。
 美与乐（音勒）密切相关。
艺术活动总是以美感快乐为基本追求，不能给人以美感快乐就不是艺术，至少不是好的艺术。
礼乐文化对社会人生描绘出一幅美的理想图景，令人心向往之。
政治文明，社会和谐，当政者皆为圣贤，政权禅让，任人唯贤，为政以德，实行仁政，人民安居乐业
，“神人以和”。
正所谓：“夫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历之，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
远人，所谓乐也。
”（《左转·襄公十一年》）荀子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
”（《乐论》）礼乐所追求的“乐”的境界，成为儒家、道家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并对中国艺术
创造产生深远的影响。
有人说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我赞成这种观点，而这种特质正是在礼乐教化那里开始形成的。
在礼乐文化影响下所形成艺术风格之主流是追求美感快乐，为此艺术创作追求圆满、中和、优美，从
而形成一种乐观主义的艺术传统，缺少悲剧精神，因而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诸君的猛烈批判。
是非功过，一言难尽。
这里搁置不论。
 （三）“六艺”之教与人文倾向 自周公“制礼作乐”至孔子提出“立于礼，成于乐”，一直以“六
艺”（礼、乐、射、御、书、数）作为教育的重要科目。
整个教育偏重人文学，而科学教育所占比例甚少。
这种偏重情况发生于中国教育学术开创和整个奠基时代，对后世发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这种“倾斜”有得有失：一方面发达了人文学，高扬了人文精神；另一方面又使科学教育科学精神先
天不足，造成现代中国技术工具和经济实力的落后。
 六艺之教，礼乐为首；礼乐属于人文学，并且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人文价值。
礼乐文化以道德价值为中坚，把审美愉悦价值和理想信仰价值有机地联系起来，既激发了人的意志自
由（理想）追求，又满足了人的爱、快乐等情感需要。
所以礼乐文化不仅丰富了人的精神生活，也陶冶了情操、完善了人格，造成一个举世闻名的“礼仪之
邦”“冠带之国”。
 礼乐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不断地充实、完善和更新。
它之所以存在那么悠久的历史，是因为中华民族一直需要它。
它培育着中华民族不断地走向文明进步，涵养着中华民族高尚的人文精神。
礼乐文化所表现的审美价值、道德价值、“天人合一”的终极关怀价值，哪个时代不需要？
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上，礼乐文化在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在今天仍有着现实意
义。
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们不能自毁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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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艺术精神的现代转化》从厘定“文化”、“人文”与“价值”等基本概念入手，强调中国艺术
精神的人文化成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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