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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经百年，中国美学在已经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曲折走入了较为自觉地追求思想的体系性、理论的逻辑
性和方法的科学性这样一个现代形态的学术行程，从具体的理论观念到整体的学术思维形式都发生了
重大转换。
其百年来不断创新、求变的理论努力，在今天看来是那样鲜明且确有成效，令人对之产生浓厚的追索
兴趣。
也因此，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美学界对本土问题的理论探究兴趣不断增长，有关上一个世纪中国美
学现象和问题的研究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美学界不仅为此连续举办了多个专题会议，集中讨论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建构及其价值特性，同时
，许多学者在近年中也进行了大量的具体研究，力图为21世纪中国美学新的学术深化提供更为充分的
依据。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在探讨20世纪中国美学现象和问题的时候，主要关注的还是那些具体概念
、命题或观念等的自我演化线索或个别美学家的理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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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系统研究20世纪中国美学与传统美学的一部专著。
书中详尽分析了中国传统美学赖以形成的文化根基，以及中国美学具有的包容襟怀，生生品格，指出
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美学具有继往开来、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全书从近现代美学的重大问题切入，着重选取20世纪美学在时代巨变面前的创新与应变加以论述。
同时，还从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朱光潜、宗白华与林语堂等着手，详细分析了其思想学说的传承性，
以及其中蕴含的深厚的文化传统，从而揭示了20世纪中国美学与传统的天然血缘关系，对于中国当代
美学与文论的建设富有启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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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济喜，1956年生，上海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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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经世致用与美学更新20世纪中国美学与传统美学的关系，最显著的莫过于传统美学经世致用
观念与现代美学形态更新的巧妙结合。
中国传统美学由于受独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地理诸要素的影响，造成了美与善关系的浑然一体，文艺
的审美功能始终难以获得西方美学自古希腊开始相对独立的地位。
文艺承担了许多本不应当担荷的任务。
这种超载的现象一方面使得文艺与审美始终处于一种悲剧的两难现象，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自古以来
的文艺美学具备了西方美学所难以达到的深度与力度。
有意思的是，虽然中国自19世纪末兴起的维新运动领袖人物开始大量引进了西方文化与美学，但是中
国传统美学中政教与审美黏合不分的潜意识，不仅没有被西方美学观念所斩断，而且获得了新的发展
。
具体而言，就是将传统美学经世致用的观念与救国救民的忧世情结融合在一起，将诗歌、散文，特别
是小说的作用加以张大，用来为维新变法的思想观念服务。
就这一点来说，传统美学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不仅没有被消解，反而获得了新的发展与深化。
第一节　从“诗界革命”到“文界革命”中国传统美学喜欢将诗歌与文艺与政治功能结合起来考虑。
这种思维习惯从孔子开始就已经确立了。
孔子十分重视用诗歌与音乐来提升人格，干预政治。
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①这是孔子对诗的功用的总概括。
 “兴”指欣赏中的“感发志意”，“观”指认知功能，“群”指文学调和功能，“怨”是指诗的宣泄
功能。
这四种功能大致涵括了文艺的审美、认识与教育功能，与我们今天对文艺功能的认识大致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在这里表现出来的将文艺与社会政治功能结合起来的思维方式，对后世的美学与
文艺思想影响极深，孔子认为诗的这四种功能可以使人“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即通过诗的功能，为礼治服务。
这种思维方式，对后来经世致用的文艺观启发很大。
汉代儒家重要诗学篇章《毛诗序》将诗的形成放到一定的社会背景中去考察，注重其中的社会教育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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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是应约而写的。
主要想探讨一下中国传统美学与近现代美学的关系。
这几年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的教学与科研，以及一些行政事务，十分繁累。
本不想应约，但本着古今互动的学术精神，还是承担了本书的写作。
另一方面，我在大学时即很喜欢朱光潜、宗白华先生的美学著述。
他们的美学影响了当时的整整一代人。
但当时的了解仅止于平面的喜爱，而没有深入到历史的深处。
等到从事中国古代文艺学与美学的研究之后，再回过头来看看近现代的美学，便自然而然地看出其中
的脉迹，了解到内在的文化精神与生命精神的传承关系。
另外，这几年在文艺学领域中经常讨论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等相关问题，也促使人们反顾历史
与现代的渊源关系。
我认为，这些问题的讨论，首先应当建立在学术史的基础之上，只有认真梳理清楚其中的学术脉迹，
才能从理论上加以回应与思考。
本乎此，我便认真进行了资料的收集与写作。
断断续续写了两年左右。
又经历了较长的出版周期，才得以付梓。
现在，过了几年后，再来看看中国传统美学与近现代美学的关系，有了一些新的体会。
这便是认为，在中国传统与现代之间，所谓“承续与超越”的问题，是一个不可概而论之，需要具体
分析的问题，有的地方我们超越了古人，有的地方却也不尽然。
其中留下的学术讨论的空间还很大，需要继续思考与讨论。
因此，本书提出来的许多看法只能是一种探索性的。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批评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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