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艺术哲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艺术哲学>>

13位ISBN编号：9787561794807

10位ISBN编号：7561794800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时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朱志荣

页数：226

字数：178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艺术哲学>>

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阐释了中国特色的艺术哲学问题。
艺术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有着重要作用，中国古代的艺术思想体现了古人的哲学背景。
在中国古人的诗性思维中，万事万物都体现了生命精神；他们从天人关系出发来看待艺术，将艺术中
的生命精神视为对自然和主体的生命精神的体悟和传达，是一种生命有机体。
艺术作品的结构被视为一个言、象、神、道相统一的生命整体。
中国古人将艺术境界的追求看成是人生境界追求的有机组成部分，把艺术看成主体成就人生的重要途
径，主张通过虚静来超越现实的功利心态，与自然为一，其中对万物的感悟是基于感性又不滞于感性
的独特体悟，并通过艺术创作而实现心灵的自由。
中国古代的艺术作品有着生生不息的气化流行于其间，具有自身的节奏和韵律，体现了和谐原则，并
通过特定的时空意识加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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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志荣，男，1961年生，安徽天长人。
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
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
出版《中国艺术哲学》、《康德美学思想研究》、《中国文学艺术论》、《西方文论史》等专著，在
《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主编《中国美学简
史》等教材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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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古人的心目中，审美意象的这种物我交融，是奠定在天人合一、物我双向交流的基础上
的。
由于主体与外在万物同体天地之道，故在生命精神上本是相通的，而主体的能动感悟，正促成了物我
交融的实现。
主体体物以悟道，返身以内观，故能“目睹其物，即入于心；心通其物，物通即言”（《文镜秘府论
·南卷·论文意》）。
而审美的意象，乃是在物我之间不断感发往还中生成的。
外物对主体的感荡，主体情感及其形式对对象的感应，促成了物我在审美过程中的相互建构和相互造
就。
“情因所习而迁移，物触所遇而兴感。
”（孙绰《三月三日兰亭诗序》）物我生命形态的对应关系，正是基于物我贯通的基础，在物我长期
反复的交融中建立的。
见芳草柔条而喜，察劲秋落叶而悲，都是这种物我相互感发和交流的表现。
同时，主体心态与外在物态都是同各自的整体生命贯通的。
一片翠叶，一朵红花，都是其整体生命的外在表现，一喜一悲的情感形式，也与整个心灵息息相通。
故物我在特定情景中的交流，正意味着物我整体生命间的贯通，最终与宇宙的生命精神相统一。
 在建构意象的物我交融中，主体起着主导作用。
主体有一种内在需求，他们需要从日新月异、不断流逝和新生的外在自然中获得一种和谐，以谋求心
灵的慰藉，于是将自我倾注于外在物态，又从中玩味观照，进而进入了审美的境界。
而审美意象，正是这种过程的必然产物。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外在物态都能唤起主体的审美体悟的。
大凡能够引发特定主体审美感兴的物态，通常包孕着旺盛的内在生命力，契合于特定主体的审美理想
，并且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与主体特定的心境相协调。
这样，主体对感性物象的感悟才能具有顺应能力，从精神性的顺应中实现自我。
故在审美意象中，主体可以观照到对象化的审美心态。
由于外在物态是丰富多彩的，主体的心境更是纷繁复杂的，两者常常可以从不同角度或层次上交相契
合。
同是大江，苏轼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抒豪迈胸怀，李煜则以“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感万千愁思。
其中无疑体现了主体在借景抒情（有时是触景生情）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而在审美意象的创构过程中，主体的这种主导作用更为明显。
中国艺术通常并不直接地临摹外在物态，而是表现在心中成就的物我交融的审美意象。
主体感悟外物时，往往在心中消化、陶钧它们，由兴会自然而感神，再“心游目想”，从物我契合的
境界中突破主体自身和个体观照的局限，并且超越特定的感性时空的约束，使“象”在心中达成。
创作时，主体“澄观一心而腾踔万象”（如山《都转心庵词序》），使物我交融的内在构思得以物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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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艺术哲学》由朱志荣著。
中国古代的艺术作品有着生生不息的气化流行于其间，具有自身的节奏和韵律，体现了和谐原则，并
通过特定的时空意识加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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