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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美学经过了一个十分漫长而复杂的发展历程，“主要在原始巫学、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
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与东渐之西学等文化形态的精神关怀和冲突之中推进，每一
历史阶段，都跋涉在其各具个性特征的道路上，一般地兼备承上启下的传统因素，所谓冲撞与调和、
守成与创新，是整个中国美学文脉的重要话题和文化方式”①。
张法在《中国美学史》中对中国美学作了如下分期：“一是中国美学从远古向先秦的演化，揭示与中
国审美意识相关的文化重要概念如何从原始思维进入理性思维。
二是先秦中国美学相关的文化结构的形成和中国审美方式的确立。
三是魏晋南北朝中国美学理论形态的产生，特别是中国式的理论把握范式的形成。
四是唐代中国美学理论形态质的完成，以意境理论的出现和司空图《诗品》为标志。
五是宋元中国前期审美境界继续发展并在后期文化转型新质的刺激下升腾上中国美学的顶峰，此以文
人画理论为标志。
六是明代审美新潮的出现和进入清代后的蜕变，即以李贽为代表的晚明思想到李渔的演变。
七是从明代到清代中国美学理论在小说戏曲理论的冲击下出现的新质，及对中国美学整体理论的贡献
。
八是晚清以市民趣味为背景的士人生活趣味对美学理论的深度开拓。
九是中国美学在前后期的冲突中走向整合，呈现了一个情况复杂的美学理论总结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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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两宋理学的演进与理学美学的特点在进入理学美学的研究与探讨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清楚了解
理学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过程，这是理学美学得以孕育和产生的文化背景；其次还必须论述理学美学的
概念是否成立，理学美学在整个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作用和影响。
这是研究理学美学的立论前提和意义所在。
第一节 两宋理学的形成与发展理学是形成于宋代，并在宋元明清之际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学术思潮与理
论形态，它不仅是影响广泛的哲学思潮，而且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最为精致成熟的思维模式。
作为一种主导思潮，它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七百年之久，广泛渗透到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
而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思维方式，其影响则更为深远。
所谓“理学”，是儒学发展到宋代而兴起的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它以儒学的内容为主，同时也吸收了
佛学和道家思想，是在唐代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儒学。
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
作为时代思潮，理学滥觞于中唐以后，在北宋的庆历前后开始崛起，到熙宁、元丰年间已形成几个不
同的学派，奠定了理学的基础并使之初具规模；进入南宋，随着理学的迅速发展而形成了主流学派，
同时理学内部的反对派也开始出现。
自南宋末起，理学的主流派逐步登上统治思想的宝座，成为官方的正统哲学，并被悬为科举功令；明
代中叶，理学内部的反对派异军突起，很快风靡于整个思想界，其流风余韵一直延至明末；明清之际
，理学进入其批判性的反思总结阶段，标志着它作为一个时代潮流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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