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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感物”是一个关于文学艺术创造与审美体验发生的概念。
它描述的是文学艺术创造过程中人与对象的自然、自由的感应现象。
正是这自然、自由的感应导致文学艺术创造和审美体验的发生。
“感物美学”是探讨文学艺术审美创造和审美体验的发生之学，其着重点是文学艺术创造的发生。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典感物美学的成熟与定型时期，它在以下几个方面完成了感物美学的成熟与
定型：第一，“感物”的创造观念的完善。
这一时期的美学家们普遍认同感物的自然、自由的感应特征，看重这一理论对文学艺术创造的意义。
第二，“物”的充实与独立。
无论是自然风物还是现实境遇、社会人事以及人的身体，它们都是独立的，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和审
美意义。
第三，探讨了感物的最基本的方式与类型，生成了玄览（虚静）、应感、神思等古典感物的方式和“
情以物兴”（感物兴情）、“物以情观”（托物寓情）等古典感物的类型，并且深入探讨了感物的方
式与“象形”（创造形象、意象、意境）的关系。
第四，探讨了这些感物的方式、类型所具有的审美创造价值。
第五，催生了人的自然、自由的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的本性，将人导向自然、自由的创造之域，最终
实现人的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的超越。
　　魏晋南北朝的感物美学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大收获。
　　魏晋南北朝的感物美学的发展也呈现出鲜明的层次性。
魏晋时期，自然开始觉醒，但是，这觉醒的度在每个人的身上表现都不一样。
在阮籍、嵇康的身上，自然的觉醒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倾向，这导致他们的感物美学也是矛盾的，一方
面强调自然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另一方面又摆脱不开先秦两汉时期的教化观念。
从陆机开始，只是强调自然独立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意义，强调人与自然风物的自然、自由的感应，而
忽略了人与现实境遇、社会人事和人的身体的自然、自由的感应；刘勰的感物美学一方面肯定了自然
风物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意义，它能够与人产生自然、自由的感应，另一方面也认识到现实境
遇、社会人事乃至人的身体与人的感应，同时，他又重提儒家的“言志”与教化。
只有钟嵘抛弃了传统的儒家教化观念，在高扬自然风物独立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意义的同时，又强调现
实境遇、社会人事和人的身体与人的自然、自由的感应。
至此，中国古典感物美学成熟与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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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9月至2004年9月，在北京9币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2004年调入深圳大学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会员，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会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艺学、文艺美学，著有《比兴思维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感物美学》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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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声与情的胶合：阮籍的感物美学第一节 阮籍的名教本相阮籍是一位著名的玄学家。
他的生活方式是充满矛盾的，从表面现象很难判断他的思想归属。
他做着名教的事，吃着名教的饭，但经常凭借醉酒干出一些违反礼法的事情。
他有时也大骂世俗，行为以荒诞著称，但是却口不臧否人物。
这些行为产生了这么一种情感结果：痛苦。
然而，我们又不能说他不在履行着玄学人生体验的信条：追求自然。
实际上，这里面已经纠结着非常复杂的矛盾，隐含着阮籍与自然的对立。
阮籍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矛盾和对立，归根结底是名教与自然。
嵇康曾经热烈地赞美过阮籍。
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曾经这样说：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
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
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耳。
吾以不如嗣宗之贤，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
，疵衅日兴，岁欲无患，其可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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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魏晋南北朝的感物美学》对中国古典感物范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定型状况做了全面而细致的研究
，由源到流，面面观析，显示了其完整性和丰富性。
书中还就该时期重要人物的感物美学思想做了独到的阐发，全书视野开阔，观点鲜明，材料丰富而翔
实，表述通畅，写作规范，富有独特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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