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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程主要从中国文化、哲学切入，研究、揭示中国美学史的发展历程。
这一历程分为四期：一、审美意识与审美理念的酝酿，自原始巫文化、史文化、先秦子学到汉代经学
文化时期。
二、审美理念与民族美学品格的建构，从魏晋六朝至隋唐佛学文化时期。
三、民族古代美学的趋于完成，由宋明理学趋向清代朴学（实学）文化时期。
四、民族美学的现代转型，20世纪西方美学东渐的现代开新时期。
本教材体现了作者实证研究与理论创新的一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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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振复，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有《巫术：周易的文化智慧》（1990、1998）《周易的美学智慧》（ 1991）、《中国美学的
文脉历程》（2002）、《中国美学思问录》（2003）、《建筑美学》（1987，中国台湾1993）、《中华
古代文化中的建筑美》（1989、 中国台湾1993）、《中国建筑的文化历程》（2000）、《缪斯书系·
华夏宫室》（ 2001，全四册）、《中国建筑艺术论》（ 2001）、《中国建筑文化大观》（ 2001，主编
、第一作者）等，在海内外发表论文一百六十余篇，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与中国图书奖等学术、教学
奖十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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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人类学三路向：神话·图腾·巫术第一章 巫史文化：文化根性与原始审美意识   第一节 巫文化   
第二节 史文化   第三节 原始审美意识   第四节 卜辞与原始审美   第五节 龙文化与原始审美第二章 诸子
时代：自然与心性   第一节 祛魅“轴心时代”   第二节 楚简本《老子》的美学意义   第三节 通行本《
老子》的美学意义   第四节 孔子仁学的美学精神   第五节 楚简本《性自命出》的美学精神   第六节 孟
子心性说及审美   第七节 庄子哲学及审美   第八节 《易传》思想的审美蕴涵   第九节 荀子思想的审美
蕴涵第三章 经学奠基与汉代审美   第一节 黄老之学如何影响审美   第二节 “独尊儒术”如何影响审美  
第三节 人文时间意识与人文初祖的崇高   第四节 谶纬迷信与审美挫折   第五节 “疾虚妄”与唯“物”
的审美第四章 魏晋玄学思辨与美学建构   第一节 自然名教之辩   第二节 言意之辩   第三节 有无之辨   第
四节 才性之辩   第五节 以无说空   第六节 “唯务折衷”：《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的文化品格第五章 唐
代：佛禅与意境说   第一节 中国化的佛学   第二节 法海本《坛经》的美学意蕴   第三节 “意境”说的
佛学解读第六章 宋明理学与美学的完成   第一节 文化前奏   第二节 “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
令”   第三节 本体与工夫   第四节 主静   第五节 三学合一   第六节 文、道之思   第七节 冷色调、女性化
第七章 清代实学与古典美学的终结   第一节 “气”论的美学   第二节 崇“实”的美学   第三节 从“古
典”到“现代”第八章 20世纪：中国美学的现代开新   第一节 保守   第二节 自由   第三节 激进后记主
要征引与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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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有无之辩如果从有无之角度来言述先秦儒、道两家，那么，孔孟基本执著于经验世界，其思想
与思维涉于道德伦理之“有”，老庄把道看做无与有的统一，而归宗于无。
这便是通行本所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可见老庄崇无而越有，孑L孟执有而弃无。
前者的审美意识，具有从有入无的空灵性与思辨的深致性；后者的审美意识，具有弃无而执有的实在
性与经验性。
至于汉代黄老之学，蹈虚守静，“旨近老子”，崇无而越有的原始道家思想，被改造为崇无而兼有的
政治统治术，且以有为宗旨，无为手段。
整个汉代儒学（经学）所体现的审美意识，以执有、弃无为文化特色。
在哲学与美学本体上，魏晋玄学仍以有无之关系为基本命题，玄学内部分贵无、崇有两派且以贵无为
思想主流。
何晏、王弼的贵无与裴颁的崇有之辨以及郭象对有、无的调和，体现出道与儒、自然与名教，形上与
形下的哲学、美学分野及其复杂联系。
以何、王为代表的贵无思想对老庄有所依承，又具有自己的特点。
首先，祛除通行本《老子》道论“惟恍惟惚”的玄虚与神秘色彩，以为事物与美之本体的道，是明丽
而灿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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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教材，是在《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曾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基础上经过重大增删、重
写与修改而成的。
原为七章，现增补第八章（关于20世纪中国美学的内容）。
删去原第一章第三节部分、第二章第二节全部、第五节部分、第三章第五节部分、第四章第一节全部
、第五章第一节部分、第六章第一节部分、第三节部分、第四节部分、第五节全部、第六节部分、第
七节全部、第八节部分、第九节全部、第十节全部。
重写导论以及现第二章第二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四章第六节、第五章第二节、第三节。
其余章节，都进行了认真的修改。
每章后附若干思考题。
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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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美学史教程(复旦博学文学系列)》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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