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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我们拈出中国古典文艺学这一概念时，我们就已明确意识到，它与西方的诗学概念在内涵上有着明
显的不同。
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地域和民族的差异上，而且还表现在文学艺术的内在特质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上
。
这些，并不足以成为阻隔中国古典文艺学和西方诗学的天然鸿沟；也恰恰是在这种不同中，我们明确
看到了它们之问的精神意义相通。
那就是寻求文学艺术创作和接受的内在规律性，寻求民族艺术自身不断完善的途径。

中国古典文艺学是采用纯正的古代文言文表述的，在这种语言表述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套属于我们民
族的范畴和术语。
今天看来，有些范畴和术语显得是那么遥远，那么陌生，以至于让人难以理解。
这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仅改革了语言的表达形式，促使文言文消隐，白话文兴起；更重
要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由古代的那种较为单一的感悟式的具象思维发展
成为今天的具象与抽象并存的思维。
这是一种必然。
在思维方式的转变中，汉语言说的概念术语也发生了转变。
这些概念术语大多是沿袭西人的，有时，很难在中国古代的语境中找出与其相对应的概念。
这就使得我们今天的以白话文语境为代表的现代文艺学趋于西化，丧失了古典的个性。
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于西方的抽象的逻辑思维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认同了西方的逻辑思维的长处
，以此反观古人，必然会发现古人的许多短处。
不少学者怀疑中国古典文艺学的体系和价值实际上是有一个比较的参照，既然他们已经把西方的逻辑
思维当做“是”，必定会把中国古代的具象思维当做“否”，因为，西方传统的哲学本质是二元对立
的。
从这里，我们也非常清楚地看到二元对立的弊端。
世界上的许多事物并不是“是”与“否”那么简单，这个道理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了。
只有打破二元论，才会进入一个新的认识境界，就不会否定中国古典文艺学的现代意义了。

中国古典文艺学是中国古人对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理论和经验的总结，数千年来，一直指导并推动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创作与批评的开展，使之成为世界文学艺术宝库的珍品，在世界文艺史上写下了辉
煌灿烂的一页。
我们为我们的《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自豪，我们为我们的古代音乐、
书法、绘画自豪，我们惊叹在这些类型不同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美妙情思和精神力量。
试想，如果没有一种经验理论的指导，如何会一代一代地延续这种文学艺术的传统?如何会表现出如此
旺盛的生命力?这种理论自有它的精髓存在。
这种理论的精髓是什么?这正是我们应着力发掘和思索的。
文学艺术虽有古今之别，但是，文学艺术的创作理论却是古今相通的，古代的理论仍然能够指导我们
今天的文学艺术创作也正是在这一方面，中国古典文艺学才具有现代煮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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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典文艺学与美学的当代价值》编辑推荐：建立中国现代的文艺学、美学应该以中国古典文艺
学、美学为基础。
广泛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的又能与中国现代文艺学、美学相容的理论，使我们的现代文艺学美学具
有民族性、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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