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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张立文　　潘立勇教授终日乾乾，艰苦锤炼，辛勤浇灌，着意栽培，使朱子理学美学之花
开放于西子湖畔，其浓郁的清香沁人心田之中。
他偕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副主任方国根先生来舍下，命我作序，欣然从命。
　　近20年来，朱子学研究，状况喜人。
或思想、哲学，或史学、教育，或大传、评传，均有专著问世，各呈异彩。
对朱子美学思想的研究，虽有少量文章见之于报刊，及朱子文学思想的专著中有所涉及，但至今无专
著面世，潘立勇教授的《朱子理学美学》，可谓补白之作，对朱子学的研究作了新的拓展。
　　两宋理学的核心课题，是人的本体存在和人的自我实现。
他上达道体，下即器用；上达穷理尽性，下即格物致知。
上达理性，为道德价值和宗教价值的形而上之道，为求善的心灵主体的实践之道，下即格致，为知识
价值和科学价值的形而下之道，为求真的世界客体的实用之技。
上达与下即，道体与器用、理性与格致、宗教与科学、心灵与世界的冲突融合，即求善与求真冲突融
合，便是美的和合心灵生命境界。
这是两宋时作为民族文化的理学美学的特质，也是时代精神脉动的体现。
基于此，潘立勇教授致宏观而尽微观地诠释了本体论的唯理体系与构成论的唯气架构，“文从道出”
与“感物道情”，“居敬主静”与登山临水，中庸与狂狷，玩物丧志与玩物适情的二重性，凸显朱子
理学美学的品格、特征和逻辑结构。
这是需要作者熟读涵泳，通心下水，始能悟得的。
　　二重性是冲突、对待的表现。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人与物各得其性与命。
“各正”就是其差分性，如上达与下即，形而上追求的存天理与敬畏人生与形而下贴近尽性情与“活
泼天机”；差分就会产生矛盾冲突，冲突需要融合来化解，也需要融合来肯定；冲突是融合的前提，
融合是冲突的必然趋势；融合是冲突价值的体现者、负载者，冲突是融合理势的肯定者、呈现者。
其实冲突蕴涵着融合，融合包容着冲突，这便是“保合太和，乃利贞”，而能“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
“太和”阴阳融突和合，致使朱子美学思想在心灵生命境界上通达“文道合一”、“内外合一”，“
两在合一”，“天人一体”的化境。
　　真正的艺术，真正的美学是本真的，是本真的“流出”，“真味发溢”。
这“流出”，并非人为的生出，而是真情激荡，自然抒发，于是“真味发溢”，妙不可言。
是一种当下的表现、呈现，但“推上去时”，便是本真的和合心灵生命境界。
艺术是与人的审美兴趣相联系，激发起人的审美追求。
它是人的意识、心灵的“流出”，是对美的追求和塑造，这是艺术美的内在灵魂。
艺术本真和美学本真的掌握方式的追根究底，是通过形式美的再现和表现，去揭示这内在的灵魂，即
其本质内涵和生命的搏动。
　　艺术和合是指人对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的审美活动所追求的艺术形象的过程中，由
于人的审美趣味、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审美标准、审美能力的各各差分，而冲突融合，通过塑造和
合形象，表现和沟通思想、情感等审美意识。
无论是艺术发生的巫术说、模仿说、游戏说，还是心灵表现说、生活说，都以人为中心，围绕人而展
开的。
 因此美或艺术美不能脱离人生活于其中的和合生存世界，它深深地根植于人类的情感生活之中。
美不是感性生活之外，而是情感生活最适宜的、和谐的精神状态及其意境。
人类生活不是艺术的牢笼，审美的地狱，而是艺术创造的天然温室，审美活动的第一名胜。
生活之美和美之生活融突和合一体，构成心灵的本真意境。
　　心灵的意境之所以是本真的，原因是在于生命的生生之理是最自然的、最形象生动的。
所谓意境，便是游心之所在的灵境或想象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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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境是构成美之所以为美的意境；意象是心灵主体的生命情调与客体自然景象的融突和合，《周易·
系辞上》说：“圣人立象以尽意”。
立象为了尽意，故谓意象。
意境是“情”与“景”（意象）的融突和合。
朱熹有诗日：“闻道西园春色深，急穿芒屏去登临。
千花万蕊争红紫，谁识乾坤造化心”（《春日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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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第一本系统阐述朱熹美学思想的专著。
他通过对理学美学的论辩及其重要价值，对朱熹理学美学思想中的审美本体论、艺术哲学、山水美学
、审美人格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对朱熹及其美学成就及其自身的内在矛盾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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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道和太极的哲学内涵和美学本体论意义　　在朱熹的理学范畴中“道即理之谓也”，道和太
极与理是同一个层次的相等概念，只是论述中的角度有所不同。
在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系统中，道也是一个核心的概念。
道的初始义是道路，《说文解字》：“道，所行道也”。
《尔雅·释宫》：“一达谓之道”。
指有一定指向的、把人们的行为活动导向某一方向的道路，即人物所必经由的道途。
引申为人物所必须遵从的规律、必须恪守的原则等。
殷至春秋，道的基本涵义是道路、规律、方法。
殷周之际，金文中已见道字，有道路的意思。
《易经》道字四见，均在这个初始义上使用。
《诗经》引申为道理和方法，《左传》、《国语》把道分为天道和人道，以涵盖自然与社会。
孔子罕言天道重人道，而老子则重天道，从天道自然无为而深人道本体论的探讨。
战国时期，道的基本涵义是天人之道；秦汉时期，道的主导涵义是太一之道；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道
则着重表现为虚无之道；隋唐时期佛教的传人，又使道的涵义中出现了佛道，佛道以其思辨的精致而
为儒、道两家的道论所不能抗衡，于是佛道成为该时期理论思维的代表。
佛道的挑战也引起了儒家的回应，宋代理学的理之道就应运而生。
　　道范畴在中国哲学史的演变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据张立文先生的概括，表现为三个统一的结
构，即本体论与生成论的统一、本体论与伦理学的统一、本体论和现象论的统一。
从世界万物的生成而言，道是产生世界万物的基始和本原，从世界万物的本体而言，道是世界万物存
在的普遍根据和所以然者，这就是本体论和生成论的统一。
道既是天地万物的本体和本原，又是人生道德修养的最高准则和最高境界，这就是本体论和伦理学的
统一。
道有体有用，体用无间，从道体方面看，道无形体、无方所；从道用方面看，道有形体、有方所。
道是体用、有无的统一，这就是本体论与现象论的统一。
　　在朱熹的哲学逻辑结构中，道是一个带有纲领性的范畴，它是连接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本体性
范畴，本体论和伦理论得到了彻底的统一。
朱熹对道的规定与理相近，张立文先生把它归结为这么几条：一、道是形上之理，是超越形器的客观
精神；二、道无形体、无声臭。
三、道是自然界之必然性，自然和社会的规律。
四、道就是性，是仁义礼智之性。
五、道是人伦道德，是三纲五常等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
道与理是大体同一的范畴，若同中求异，则可分出这　　么几条：一、“道字宏大，理字精密”；二
、“道是统名，理是细目”；三、“以其人所共由而言，则谓之道，以其各有条理而言，则谓之理”
。
朱熹的学生陈淳对这两个范畴有这样的分解：“道与理大概只是一件物，然析为二字，亦须有分别。
道是就人所通行上立字。
与理对说，则道字较宽，理字较实，理有确然不易底意思”。
　　“太极”的涵义与“道”和“理”相通，是朱熹哲学逻辑范畴体系的最高范畴。
“太极”始见于《周易·系辞上传》。
朱熹对“太极”的解释，承传于周敦颐而又有所发展。
他认为，太极就是理，“太极只是一个理字”。
但太极与理也有细微的差别：一、太极是总天地万物之理。
“盖其所谓太极云者，合天地万物之理而一名之耳。
”“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
二、太极是理之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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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之义，正谓理之极至耳”。
至于太极与道的关系，朱熹说：“故语道体之至极，则谓之太极；语道体之流行，则谓之道。
虽有二名，初无二体”。
在“理”和“道”之外，再加个“太极”的概念，除了传承周敦颐的说法以外，还有这样的两层用意
：一是强调理或道的极至性与主宰性。
陈淳在《北溪字义》中有这样的解释：　　太极只是以理言也。
理缘何又谓之太极?极，至也。
以其在中，有枢纽之义。
⋯⋯就其为天地主宰处论，恁地浑沦极至，故以太极名之。
　　太极之所以极至者，言此理之至中、至明、至精、至粹、至神、至妙，至矣，尽矣，不可复加矣
。
枢纽在事物之中，四周运行而它自身不动，天地万物流化发行，生生不息，不是散乱物章，而是有理
在其中主宰。
所以从理或道的枢纽和主宰义上，谓之太极。
二是强调“理一分殊”的特点，以更细腻地说明“一理”与“万理”的关系。
朱熹说：　　本只是一个太极，而万物各有秉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
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也。
　　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只，一物各具一太极也。
　　朱熹认为，把天地万物作为一个总体看，其中有一个太极，是这个宇宙的本体，这个太极是一。
而就每一事物来看，每一事物都禀受了这个宇宙本体的太极作为自己的行性理。
由于个体性理与宇宙本体性理是相通的，因此不是对太极的分割，而是自身就具有者太极，正如朱熹
所谓“月印万川”，陈淳所谓“水银散地”，按现代科学的说法则是一种全息信息。
这个关系叫做统体一太极，物物一太极，也即“理一分殊”。
　　我在这儿之所以花了那么多的笔墨谈论道和太极的概念，是因为在朱子理学美学的本体论中，这
两个范畴也有着特殊的意义。
　　“道”在朱子理学美学本体论中的意义就我的感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道器、道物关
系的论述有助于理解朱子理学美学的审美客体之本体与现象的关系。
朱熹虽然强调道是超时空的形上本体，但这种形上本体是不离形下现象而存在的，所以他又强调“道
器一物”，“物外无道”。
他这样说：　　道无形体可见，只看日往月来，寒往暑来，水流不息。
物生生不穷，显者乃是与道为体。
天地日月阴阳寒戍寒暑皆与道为体。
此体是体质。
道之本然之体不可见，观此则可见无体之体。
　　　　艺术创作的感发性作为艺术哲学思想在《诗集传序》中表现得最为集中和明确：　　或有问
于予曰：“诗何为而作也?”予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
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夫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
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辞之余也。
”　　这段话表达的艺术哲学思想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诗歌艺术的总体起源，是为艺术起源论思想，
二是诗歌艺术的具体发生，是为艺术发生论思想。
从其问“诗何为而作”的语气及针对来看，这里谈的是已成熟的诗歌艺术形态，而并非着重于探讨原
始初民的诗歌艺术雏形，因此，我认为朱熹在这里主要表述的是对诗歌艺术发生论的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在这里论及诗歌艺术的起源或诗歌艺术创作的发生时，并不取《毛诗序》所
谓“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传统儒家的解释，而是取《）乙记·乐记》的理念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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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
”这几句是出于《礼记·乐记》，而且所谓“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也是套用《乐记
》的思想。
个中奥妙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乐记》表述音乐艺术发生论时特别强调人心感物而动是音乐发生的根源：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
也。
人心之动，物使然也。
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乐者，音之所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
⋯⋯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它强调音乐是起于“人心之感于物”，而且只有心物并现，相互交感才能产生“音”，显然，在
它看来，音乐艺术的产生或发生是主体受感于客体，并且相互感应后产生的结果。
　　《毛诗序》在论及诗歌艺术之发生和起源时，套用了《乐记》的话语，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等几乎是照抄《乐记》，《毛诗序》也认为诗歌艺术发生之根源在
于人心之动，情之发，这是继承《乐记》的；然而，《乐记》中一个重要的概念　　——“物”——
在《毛诗序》中消失了，《毛诗序》虽说“情动于中”，却未指出因何而动。
显然，朱熹对这一点是有所不满的，因此取《乐记》说而不取年代更近的《毛诗序》说，并将《毛诗
序》所谓“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改为“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
这一转换有其独特的用意，体现着朱子理学美学的特有理路。
　　按当代哲学术语及大陆学者的流行说法，朱熹的哲学属于客观唯心主义，然而他的唯心主义是不
彻底的，包含一定程度的唯物因素，他的哲学有心物二元论的倾向。
他承认心外有物，也肯定心外之理的存在，没有像陆王心学那样极端地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
理”、“吾心便是宇宙”。
因此，他尽管强调了先天的、绝对的、超越的形上之理，但也承认和肯定现实的客观世界，并在一定
程度上肯定外部世界是主观认识的来源。
这一特点表现在艺术发生论上　　便具有一定的反映论因素（当然他的感应论与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还
是有本质区别的），承认和肯定外部世界的刺激对于艺术创作冲动产生的根源和动力作用。
也就是说，尽管在艺术本体论上他主张“文皆从道中流出”，但在具体的艺术创作发生论上他还是承
认艺术创作冲动的发生往往有着外部因素的触动；同时，尽管他也宣称文“从胸中流出”，但仍然承
认胸中之抒发是在胸中有感之后，感物是道情的直接的和必要的根源和动因。
这种思想也贯穿到了他的艺术修养论中，“远游以广其见闻”的说法正是充分考虑了感物作为艺术创
作发生源的重要因素（详后）。
　　朱熹不取《毛诗序》而从《乐记》的更重要原因是后者突出了“性”的概念，它直接成为理学重
要的思想资源。
《乐记》最早提出“天理”“人欲”的概念，后被理学家改造成最重要的理学范畴之一，程朱理学极
为关心的已发未发等问题，也可在《乐记》中找到根据。
《诗集传序》所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正是对《乐记》概念的承继和
超越。
这样，在“心体”和“道体”之外，又提出了“性体”作为诗之本源。
朱熹认为“性者，人所受之天理”，情即性之欲。
“性才发，便是情。
情有善恶，性则全善”。
所谓性静情动，性全善而情有善恶，这是朱子理学思想的核心概念，这种观念自然也反映在他的理学
美学艺术哲学中。
朱熹有《乐记动静说》云：　　盖人受天地之中，其未感也，纯粹至善，万理具焉，所谓性也。
然人有是性则有是形，有是形则即有是心，而不能无感于物；感于物，则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恶于是
乎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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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欲即所谓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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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朱子理学美学》：潘立勇教授终日乾乾，艰苦锤炼，辛勤浇灌，着意栽培，使朱子理学美学之花开
放于西子湖畔，其浓郁的清香沁人心田之中。
近20年来，朱子学研究，状况喜人。
或思想、哲学，或史学、教育，或大传、评传，均有专著问世，各呈异彩。
对朱子美学思想的研究，虽有少量文章见之于报刊，及朱子文学思想的专著中有所涉及，但至今无专
著面世，潘立勇教授的《朱子理学美学》，可谓补白之作，对朱子学的研究作了新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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