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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般而言，所有的学术研究都应该包含反思，所以在副标题中加上“反思性”一词不免有些画蛇添足
；另外，将一个多数人认为不言自明的事实，降格为一个称谓或者一个“能指”，并且打上引号，在
当代学术游戏中也已是相当老套。
所以本书一开始就有媚俗之嫌，但希望能不只是媚俗而已。
之所以在书名中特别强调反思，是因为：其一，中国学界对宗白华的研究多半是以宗白华的学说反思
他人，而很少反思宗白华学说自身，这多少算是本书的特色，希望能引起读者注意；其二，虽然宗白
华的主要思想会在本书中得到展现，但本书将不会遵循常见的体例，对宗白华美学的面貌予以完整的
介绍①，其主要目标，是在一些困扰当代美学的核心难题的指引下，将宗白华美学思想的内在矛盾揭
示出来。
但这一揭示当然不是为了将宗先生本人拉下神坛——如果今天的中国仍然有一个神坛真诚地供奉像宗
白华、朱光潜这样纯粹而充满创造力的学者，那是像我这样的后辈学人所乐见的。
本书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对宗白华理论文本的反思性考察，展开对“中国美学”之内在困境的探测。
如前所言，既然已经在中国美学上加上引号（为了简便，大部分地方都去掉了），就表明本书不把中
国美学视为毋庸置疑的事实，而是视为建构中——自然也是争论中——的观念或者说观念系统。
事实上，在当代中国学界，赞成“中国美学”这一提法的人与质疑或者反对它的人，数量上恐怕差之
不多。
只不过赞成的人往往觉得有“立论”的压力，需要将自己的理由付诸文字，详加论证，多方解说；反
对的人则多半只是在日常谈论或学术会议上表达看法，很少人专门写文章“证否”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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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学界对宗白华的研究多半是以宗白华的学说作为反思的起点，而很少反思宗白华学说自身。
而本书则通过一些困扰当代美学的难题的指引，以揭示宗白华美学思想的内在矛盾，从而深层次地思
考“中国美学”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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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汤拥华，文艺学博士，现任浙江工商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西美学、文学理论与批评，专著有《
西方现象学美学局限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在各类期刊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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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什么是“中国美学”？
导论  从“现代性”到“中华性”——二十余年来宗白华美学思想研究述评上篇  转向的谜团  导语  “
转向”与“生命美学”  第一章  进化论与中西二元格局的建立  第二章  歌德：动静之间的美学困境  第
三章  宗白华时空观的三个向度及其问题中篇  比较的困境  导语  比较何为？
  第四章  文化观相的迷局——从方东美到宗白华  第五章  失衡的比较：从并立到差等的转变  补论  宗
白华与西方艺术科学的两个论题  第六章“中国艺术意境”如何诞生？
——一个解构的尝试下篇  形式的难题  导语  回到“形式”问题  第七章  古雅的美学难题——从王国维
到邓以蛰  第八章  “气韵生动”：徘徊于形上与形下之间  第九章  诗画统一的障碍——宗白华后期美
学思想探测结语  中国美学：走出文化与美学的百年纠葛附录  审美现代性的诗学困境——“诗人宗白
华”的另一种读法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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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继续就宗白华美学思想的转向问题展开考察。
前面已经提到，有论者认为1932年是宗白华美学转向的关键年份。
的确，1932年以后，宗白华撰写了一系列探讨中国古典艺术意境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中国传统哲
学的概念系统明显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生命美学”的气象已基本形成。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1932年也是宗白华歌德研究的高峰期，他不仅在这一年撰写了两篇有关歌德的
论文，还主编了足以代表当时中国学界歌德研究水平的《歌德之认识》一书。
①如果说宗白华在1932年转向，就必须厘清这一年内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之间的关系。
歌德是宗白华终生服膺的人物，以后者在德语文化的滋养下走上学术之路的经历来说，这当然是合乎
情理的。
宗白华年轻的时候即立下“以叔本华的眼光看世界，像歌德那样做人”的座右铭，④没有理由认为这
一座右铭被真正放弃过。
台湾学者杨牧认为，歌德是宗白华“一切文学创作和美学探索的主要动力”，是“最坚固的精神支柱
，一切艺术的标杆，哲学和美的最高准则”。
③这一判断与彭锋的“转向”说有一定的紧张关系，杨牧先生倾向于以中西互通的逻辑看待宗白华，
与彭锋对“生命美学中国化”的看重，旨趣上颇有差异。
两种看法孰是孰非需要作进一步的考察，不过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的考察不能只是从宗白华成熟期
的美学著述中寻找与歌德思想相似或能够发生关联的片断，对于一个像歌德这样的人来说，要给他人
制造一点“影响的焦虑”是毫无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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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对宗白华美学作“反思性”的考察，与我在数年前对现象学美学所作“批判性”考察，其深层动因是
一致的。
我不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人，在学术上尤其如此。
我不大相信那些美好的描画，如说中西哲学经由现象学达成契合，主客对立在东西方已被同时克服，
中国美学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本位和方向等等。
我经常想的是这类问题：既然每个人都说宗白华的美学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那么大家一定早就
见贤思齐了，为什么还需要每个人都来强调一次呢？
我想这原因可能是，其实大家并没有真正看到路，而不过是希望大家一起去踩出路而已。
一条让所有人都觉得正确的路，就一定还不是路，而只是对路的设想。
比方我们常听人说，中国当代学术要融会中西，既要立足本土资源，又要有世界眼光——这是绝对正
确的，但它还不是路，而只是方向。
很多时候，我们是把方向错当成了路，方向总是明朗灿烂、引人遐思的，真正的路却是若隐若现、荆
棘丛生。
每一条路都只有极少的人能够辨识它，能够遵循它前进的人则更少，而能够凭借它到达某一目的地的
，绝对寥若晨星。
好在，学术并非总是要到达预设的终点，而不过是将方向转化为路的持续过程而已。
所以在问什么路才是正确的路之前，最值得我们关心的是：我们何以才能真实地走在路上，而不只是
留在原地向着某个方向伸出手指呢？
这个问题当然首先是针对我自己提出的，可以肯定，在我无力前行的地方，我所做的也不过是“伸手
指”而已。
尤其要紧的，我在整部书中喋喋不休的所谓“反思”，所谓“真正的难题”、“在困境之中”等等，
是否只是想渲染一种理论气氛呢？
或者更糟的，只是在贩卖某种西方当代理论的想象？
这一问题不是我能回答的，对一个人来说是路，对另一个人很可能什么都不是，这正是路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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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宗白华与"中国美学"的困境:一个反思性的考察》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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