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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已成为历史，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许多学科都已具有世界性，它们的研究对象或理论学说都
具有世界性意义。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美学自1750年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事实上只是一种以欧洲审美文化为基础
、为依托的美学理论。
尽管它有着无可争辩的种种优点，例如，它所具有的欧洲传统的富于哲学思辨性和逻辑概念的理论特
点，但又有着两个方面的显著缺点。
一方面，它很不全面，西方美学理论的阐释对象是有限的，它极力炫耀哲学思辨之权成，而忽视了对
经验事实和美感材料的积累，尤其忽视了对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的人类审美文化材料的利用。
另一方面，西方美学仍然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这表现为它尚未准备好，尚未总结出大量的学说，尤
其是古老而灿烂的东方审美文化中的材料和学说，尚未对“美的规律”的形成及内涵做出充分的解释
。
因此可以说，20世纪的美学尚未成为一门具有世界性的、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学说的成熟学科。
妨碍美学成为世界性的学科的原因之一，是某些西方研究者偏顿的研究立场和研究态度。
他们没有把美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东方。
近代以来，某些欧洲的艺术理论家仍执着于“欧洲文化中心论”的立场、观点，无视东方美学思想的
存在。
“目前惟一可在英语中找到的美学史实际上没有涉及到东方艺术或思想。
在最近两部作者逝世后才用法语出版的著作中，一本名为《美学史》，1961年巴黎版，作者是法国索
邦人雷蒙拜尔，他将美学当作了一个纯粹的西方学科。
另一本名为《20世纪的世界美学》，简要地提到了印度、中国和日本最近的一些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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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典美学》是从东方美学的角度，概括并叙述中国古典美学的特点和历程。
本书没有采用以美学家为纲的结构方式，而是把美学史的叙述和艺术作品的叙述适当结合起来，把一
般美学理论的分析和美学范畴的分析适当结合起来。
并立足于中国古代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中国古代美学传承不绝的特有持续性，揭示其辩证发展轨迹
和历史逻辑，阐明中国古代美学史的基本发展规律。
全书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简明扼要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美学理论的优秀传统，具体生动地展现了中国
古代丰富多彩的文学、绘画、书法等各门艺术巨大美学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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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祖荫，男，湖南益阳市人。
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61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后更名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
曾任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系主任等职。
长期从事文艺理论教学和研究，除已发表的学术论文外，已出版的学术著作主要有：独著《中国古代
美学范畴》、《中国佛教与美学》。
合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西方摹学与中国文论》、《中国古代艺术范畴体系》。
主编《中国古典诗文名篇选读》等。
其中大部分著作获得奖励。
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并颁发奖状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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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编 理性艺术时代第二章 祭祀歌词向现实主义诗歌的转化理性艺术对巫史艺术的否定，或者说，
巫史艺术向理性艺术的转化，在奴隶制的晚期——春秋时代就已经开始，并在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
集——《诗经》中表现出来。
这就是：祭祀歌词向现实主义诗歌的转化。
《诗经》曾遭秦火焚毁，由于学者的讽诵，到汉代赖以得传。
当时传诗的有鲁（申公所传）、齐（辕固生所传）、韩（韩婴所传）三家诗说，都立于学官。
赵人毛苌传的诗，称作《毛诗》，未立学官，在民间流行。
到东汉，儒学大师郑玄为《毛诗》作《笺》。
从此，学《毛诗》的人多起来。
其后，鲁、齐、韩三家诗失传，独有《毛诗》流传至今天。
现存《毛诗》共收诗305篇，它们都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即奴隶制晚期的作品。
全书共分风、雅、颂三个部分。
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计诗160篇；雅分“大雅”、“小雅”，计诗105篇；颂分“周颂”、“鲁
颂”、“商颂”，计诗40篇。
每篇诗创作的具体年代，现在都已无法弄清。
根据这些诗歌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我们大体可以确定：“周颂”的全部和“大雅”的大部分是西
周初年的作品。
即比较早期的作品。
“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是西周末期的作品。
“国风”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全部则是周代东迁以后至春秋中叶的作品。
自然，这样分期，仅是相对的。
从《毛诗》创作的三个时期（西周初年、西周末期、春秋中叶），我们可以看出《诗经》内在的发展
过程。
西周初年的诗歌，主要是祭祀乐舞的歌词。
西周末期，大体是由祭祀诗歌向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转化的过渡时期。
到春秋中叶，则是现实主义诗歌发展时期。
一、《诗经》中的祭祀歌舞西周初年的诗歌，多是祭祀歌舞。
这种祭祀歌舞，与原始社会全民性的巫术礼仪活动已有所不同，主要是用来祭祀奴隶主贵族的祖先，
歌颂他们的“盛德”和炫耀奴隶主的“成功”。
这类诗歌，最典型的要数“周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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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中国古典美学》，是应邱紫华教授之约，为他主编的东方美学丛书而作。
本书于2003年正式动手写作，由于一些说不清楚的杂事打岔，时写时停，进度蛮慢。
直到2005年底，才完成初稿。
2006年又对书稿进行了修改和部分改写。
在写作过程中，本书吸取了时贤的许多研究成果。
如果没有他们的劳动成果作为出发阵地，这本书肯定是写不出来的。
在此，我要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我还要感谢沈继成、陶国良、陈昌恒三位专家。
他们在审阅书稿过程中，严肃细致，多有匡正，使本书避免了不少漏洞。
我也要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老干处和老年协会所给予的鼓励和帮助。
由于个人水平有限，本书涉及的内容又特别多，其中把握不当之处和理解错误的地方，自然不可避免
。
我诚恳地敬请读者和专家不吝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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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典美学》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简明扼要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美学理论的优秀传统，具体生动
地展现了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文学、绘画、书法等各门艺术巨大美学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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