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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代美学，一言以蔽之，实学的美学、带有实学精神的美学。
崇实黑出虚是清代实学美学突出的审美特点。
就清代实学而言，它的表现形式与以往相比确有其特色。
虽然没有达到可以与子学、经学、理学并峙的哲思高度，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系统，但在具有鲜
明时代特点、取向思路和审美特色方面足以与以往并列。
其特色在于：表现面广、发展充分，几乎中国实学的各形态都有成熟的表现；有深度，具有直指人生
最切实处、生活最本然处的劲头。
明确标举这一时代的主旨或思想主流是实学，这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所没有的。
清代实学特别是晚清实学已经突破了儒学的框架，标志着中国古代实学的终结与近现代实学的开始。
晚清实学中的经世致用与质测之学的方面已超出原始儒学、宋明理学的内在理路，逐渐与西方合流，
这就标志着中国古代实学的终结。
《清代实学美学研究》共四章，《清代实学美学研究》(作者张传友)主要内容有：清代实学的历史渊
源与美学品格、气本体论的美学建构、道本体论美学的建构与实学美学的
“深度”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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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传友，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971年生于山东泰安宁阳县。
2000年考入山东大学文学院，师从凌晨光教授攻读文艺学硕士学位；2003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师
从王振复教授攻读中国美学博士学位。
现任教于青岛科技大学艺术学院，主要从事艺术史论、艺术美学的教学与研究。
著有《中国美学范畴史》（第三卷第二编），编著《中国古代画论备要·花鸟卷》，参编《四书五经
鉴赏辞典》、《论语鉴赏辞典》、《国学名篇鉴赏辞典》（书论、画论部分），在《学术月刊》、《
中国图书评论》、《书法》、《社会科学家》、《江汉论坛》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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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论清代实学思潮概述
第一章 清代实学的历史渊源与美学品格
　第一节 清代实学的现实土壤及其历史渊源
　　一、清代实学的现实土壤
　　二、清代实学与宋明理学的渊源
　第二节 清代实学的美学品格
　　一、祛虚尚实的清代文学艺术
　　二、从实学到美学
　　三、清代实学美学的范围
　　四、清代实学美学的历史定位
第二章 气本体论的美学建构
　第一节 从理本体到气本体的跨越
　　一、气本体论的历史溯源
　　二、太虚一实
　　三、气在理先
　　四、太虚本动
　第二节 从实体之美到生命之美
　　一、人乃两间之精气
　　二、情附气
　　三、善养其气
　第三节 气本体论在美学领域的深化
　　一、气用于一事则一事立极
　　二、气贯理、事、情
　　三、气乃才之发越
　　四、从气上说格调
　　五、肌理之“实”气
　　六、气与气势
　第四节 审美气化论的完成
　　一、文者气之用
　　二、意在气先
　　三、气坌愤激讦而后至文生
　　四、阴阳不可偏废乃为至文
　　五、中和
第三章 遵本体论的美学建构
　第一节 道本体论重心的转移
　　一、盈两间皆道
　　二、天下无象外之道
　　三、知人道即知天
　　四、人乃天地之心
　第二节 从道体之美到生活之美
　　一、道达情遂欲
　　二、盈天地间皆恻隐之流动
　　三、情之万变无非实
　　四、耳目启，性情贞
　　五、情乃性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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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无理有情
　第三节 道本体论在美学领域的泛滥
　　一、道乃文之根本
　　二、文须有益天下
　　三、文质人情
　　四、人品诗心一揆
　第四节 文以载道论的蜕变
　　一、诗以道性情
　　二、诗有性情而后真
　　三、作诗不可无我
　　四、诗人之眼与政治家之眼
第四章 实学美学的“深度”退出
　第一节 “实”象与“虚”象
　　一、盈天下而皆象
　　二、象乃摹色以称音
　　三、自然之象与人心营构之象
　　四、意立而象与音随之
　第二节 兴象
　　一、现量
　　二、兴象与意象
　第三节 神韵上见意境
　第四节 从意境到境界
　　一、意境
　　二、情景双绘
　　三、实境与造境
　　四、情境与境界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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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三章  道本体论的美学建构 道作为中国古典美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既关涉超越人类蒙昧
文明的对杳冥之天的终极探问，又指向以人禽之别的剖辨为基质、以天人相感的互摄为外缘的自我道
德的完善，前者具有天的属性，是为天道（天主要指自然，也包括超然的成分）。
后者成就人的属性，是为人道。
从天道、人道二分言则关乎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天道通于人道言，人间的伦理秩序即天地自然运行规
律在人间的对象化；就人道通于天道言，是对人之道德理性与审美品格的高度肯定与自信。
或者说，天道、人道的二元预设，本身就是人类审美智慧的表征。
宋明时代的“道”为理所遮蔽，天道与人道出现了本然的分裂，在程朱看来，天道最接近于理，而人
道因沾染后天的“气质之气”而疏离了天道，需要通过“格物致知”的方式才能找到重返之路，陆王
则主张通过“致良知”的途径有可能由人道达至天道。
 在清代，作为本体论的道与元气实体论以及宋明理学后学既有内在的纠葛，又存在着显著的不同。
随着实学思潮的兴起，“气在理中”的哲学命题被改造为“理在气中”，道也随着“理”由“形而上
”向“形而下”转换，一方面是“解放”，随着理关乎事、关乎实，道从而具有更多实有、实在、现
实的色彩；一方面是“复古”，即鼓吹原始儒家之道德理性，重弹文以载道。
当然，它更主要的是向人道倾斜，以道德实体之学、道德实践论为内容，人道中的道德伦理、情感、
欲望等的内部冲突在实学思潮的氛围中表现为对世俗生活、此岸肉身充分肯定的倾向，本体论的美学
呈现出向生活中的审美，或者生活美学过渡的趋势。
而站在时代交接点上的王国维对诗人与政治家的分疏，则给予传统的文道论以最后的致命一击。
 第一节  道本体论重心的转移 一、盈两间皆道 首先，王夫之提出“盈两间皆道”，道作为本体乃实有
而非玄虚，他在《周易外传》中说：“道者，物所众著而共由者也。
物之所著，惟其有可见之实也；物之所由，惟其有可循之恒也。
既盈两间而无不可见，盈两间而无不可循，故盈两间皆道也。
”道即太虚之气形成“可见之实”的物所“可循”且亘古不变的规律，它并非如宋儒所坚持的是一种
凌驾于天地间万物之上的超验存在。
万物皆有象，万象皆有形，道就在这万物万象之中，“出乎象，人乎形；出乎形，人乎象。
两间皆有象，则两间皆阴阳也。
两间皆阴阳，两间皆道”。
他沿用《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说法，指出万象皆得于阴阳，这阴阳二气之流行构成了天道与
人道。
这道“谁留余地以授之虚而使游，谁复为大圆者以函之而转之乎?”道属“实”属“有”，虚、空不是
道的本质。
（《周易外传·系辞上传》）不但如此，“色、声、味惟人所命，何为乎胥天下而有其同然者?故五色
、五声、五味，道之撰也”。
（《尚书引义·顾命》）天地万物之“色、声、味”等感性特征不但是天之道借助于人之审美感官而
成为可知的对象，也是人之审美知觉在耳目口鼻等审美感官的配合下，由人道沟通天道的中介环节。
可见，王夫之不但以道为实有，而且开始自觉地把道的重心往人道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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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在中国断代美学史的研究中，颇具原创性。
本书厘清了清代实学美学之历史发展的哲学本体、内在机制与发展路向．且见解独到。
　　——复旦大学 王振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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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研究清代实学美学这一学术课题，可能遭遇两大困难：其一，清代实学的哲学本涵及其人文内在肌理
怎样识读；其二，清代实学的美学在理论上如何可能。
对此，《清代实学美学研究》给出了一个令人满意、启人心智的解答，无疑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新
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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