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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诗学的范畴研究长期受到关注和重视，但由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就研究的现状看，仍未达
到“解决了问题”的深度，因此继续进行中国古代诗学范畴问题的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
李旭教授的这部著作，其研究的视野比较开阔，对问题思考比较深刻，有不少新的发现，论述也很周
严，应该说是当前中国诗学范畴研究的一部力作。
　　就研究视野说，李旭教授认真思考了“范畴”这个概念及其演变，在“中国诗学范畴的范畴体系
建构问题”这一章中，作者力图为中国诗学的范畴研究作出新的定位和深入的探索。
作者从哲学范畴谈起，最后落实到中国诗学、文论范畴，认为诗学范畴有两大类，一类是作为“思想
格局”的范畴，一类是作为“思想结果”的范畴。
作者的思考没有就此终止，而进一步提出中国诗学范畴的独特性问题，提出了必须考虑研究中国诗学
范畴的独特的认识原则。
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作者认为研究中国诗学范畴“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理论的系统性、完备性，与历
史的实然性、特殊性的矛盾交织、不即不离。
中国古代诗学和文论作为学科，本身即是史、论交织相兼的。
”这种看法深得我心。
我读了许多中国古代诗学的文章，多采用逻辑推演的方法，很少采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这是研究中一
个很大的缺憾。
作为研究者，我们如何才能深入到中国诗学范畴的意义底蕴呢？
这就必须采用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中国诗学的众多范畴。
是在中国文学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这些范畴都是历史的“暂时物”，不是意义恒久的“僵死物
”，同一个“气”，不同历史时期。
由于文化形态的变化。
其意义是不同的。
我们大可不必把“气”这个范畴，当作一个孤立的概念来研究。
重要的是，“气”在某个时期由于文化的作用，形成了怎样的意义，而不必过多地把“气”当作一个
非历史的概念来加以研究。
因为这种研究并没有太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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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诗学范畴的现代阐释》从现代哲学及美学、文学理论与方法诸方面，对“道”、“风骨”
、“文气”、“意境”、“格调”、“意象”、“古雅”、“寄托”、“禅意”、“趣”等属于中国
诗学、文论范畴的概念，作了详尽研究与探索，不仅注重揭示其体系建构、特征等基本原理，还采用
了中西比较、打通古代与现代的方式，提出了不少鞭辟入里的论见。
中国诗学、文论范畴，是指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批评和审美认识领域里人们长期使用的一些最基本、最
重要的概念，它们集中而突出地反映了中国文艺及其审美认识的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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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旭，1977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在职攻读硕士研究生。
1992年调广东五邑大学中文系。
1988一198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从事高级访问学者研究工作。
2000年晋升教授。
先后于全国近20家刊物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中国美学主干思想》等著作5部。
曾任科研处副处长、系主任等职，现任江门市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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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Image比较十三、“寄托”——常州派词学的基本范畴1.寄托说及其自身局限的克服2.寄托说的美学
张力3.寄托说被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之发掘4.寄托说评议十四、“禅意”作为诗学范畴——兼说古代诗
学范畴当代价值的生成机制1.禅意的精神本质2.禅意的文体特征3.从禅意看古代诗学范畴当代价值的生
成机制十五、“趣”范畴的审美特征和文化根源1.“趣”的审美特征2.“趣”的文化根源附：论“趣”
和“趣味”1.知与趣2.雅与趣3.语趣4.余论：“趣”之批评附：论“无”作为存在之基础1.“无”作为
存在的可生发性基础2.无作为存在的不可穷尽状态3.无作为存在的先概念含义状态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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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中国诗学范畴和范畴体系建构问题　　中国诗学、文论范畴和范畴体系的研究目前受到高度
的重视。
但是，关于范畴原理及其确定具体范畴的思想方法，关于其范畴体系建构的认识原则，关于古代诗学
、文论范畴研究的当代话语功能及其跨文化意义，这些直接关系到深入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却还缺
乏相应的探讨。
这必然会制约研究的理论水平。
中国诗学、文论范畴及其范畴体系建构基础理论的研究要得出真正有见识的结论，不是一个人可以完
成的。
笔者虽经长期思考，但只能提出一些初步意见，希望抛砖引玉，让大家一起来关心这个问题，取得真
正能为具体研究打基础的高水平的理论成果。
　　1.确定中国诗学范畴的思想方法　　（1）何谓“范畴”　　对于范畴，学术界长期沿袭一种定义
方法，说范畴是反映事物本质联系的概念，是最高级别的概念。
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太笼统和大而化之了。
　　4.　古范畴所标示的意义及带来的矛盾　　以古、古始为极至、准则，以混涵元气为哲学基础，
从而推崇高古、古雅、古朴、简古、古健等诗歌风格，这可以说是一个完善的逻辑结构。
怎样认识和评价明代复古主义诗学的这种作法及其意义呢？
根据本文的研究，总体上说，它的意义不在乎回归古代或建立一种倒退的历史观。
而在乎把历史哲学化，确立古典美学标准，高扬古典审美形态，端正和培养古典美学趣味，并据此抵
制诗歌的技术化、反诗性和求新求奇的趋向，进而与各种卑俗媚世的倾向作斗争。
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高扬了古典主义的诗性美及其古典美学趣味。
漫长而多变的中国古代诗歌史，可以从多方面去看，事实上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观点。
先秦儒家诗学偏重于诗歌的社会人文功能，孔子的兴、观、群、怨乃至“风乎舞雩，咏而归”等都是
如此。
道家并无真正的所谓诗学，只是其中一些基本思想如道、真、天籁、素朴、入神、虚静、形神、言意
等与诗性和诗学有一种深刻的内在关系。
汉代以后的诗学，一方面向功能论（风刺比兴等）和表现论（发愤抒情、感物言志）发展，一方面又
产生了讲求辞采、声律的形式观念（“惟须綺觳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和追求感
性快乐的思潮。
（谢惠连：“未知古人心，且从性所玩：宾至可命觞，朋来当染翰。
”陈叔宝：“俱怡耳目，并留情致。
”）但是，自刘勰以后，讲文章源于自然、人伦之道，讲“结言端直”、“意气骏爽”以成其风骨，
讲“晦塞为深，虽奥非隐；雕削取巧，虽美非秀矣。
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润色取美，譬缯帛之染朱绿”等，对古典诗性美的本质及其表现给予
了多方面的揭示。
唐宋时代陈子昂讲“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
殷墦讲“兴象”和“气因律而生，节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清”，司空图讲“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和
“雄浑”、“冲淡”等各种诗歌品格，苏轼极力推崇“发纤铱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范温提倡“
备众善而自韬晦，行于简易闲谈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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