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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古代文论，或称中国古代诗学，究竟有没有科学严整的体系？
这是近年来引起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
讨论中主要有两派意见：一方断言其无，一方力证其有，激烈争讼，互不相让。
对于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认识，我仍主张采用本人多年以来一向倡导的“辩证扬弃法”。
那是因为两种看法各有其合理性与片面性，故而需要经由辩证分析，摒弃其各自的片面性，汲收其双
方的合理性，予以创造性地转化，进而熔铸出第三种观点。
即如此处所论，断言中国古代文论没有体系的意见，一般是以西方诗学体系作为标尺，认定中国古代
始终没有形成西方那样严密的逻辑体系构架。
的确，西方诗学有一整套内涵明确、外延周严的概念系统，有一系列给出逻辑论证的命题，概念、命
题之间具有极严密的逻辑关联，从而构建出诗学体系的逻辑大厦。
此类说法不无道理，然而，以西方逻辑体系作为唯一标准，却忽视了东西方文化传统、思维传统的差
异。
而力证中国古代文论具有体系的言说，则是强调中国也有一连串的文论范畴，范畴与范畴之间存有内
在联系，能够综合成颇为完整的诗学理论系统，包括创作论、作家论、作品论、鉴赏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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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媚：感性生命的欲望表达》重点考察三个方面的条件和机制：一是女性思维心理的影响，二是
在审美风尚上的传承，三是对正统的伦理观念的反叛。
本书认为，媚长于反映男女恋情和人的感官体验、感性享受，有着天然的女性化成分。
《诗经》、汉赋、宫体诗、花间词、明清艳情小说等作品中涉及情欲描写的内容，足以证明媚在一定
程度上是对历代艳情文学审美趣味的继承。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媚>>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媚的内涵概说一、趣味演变(一)感性形式的崇尚时期(二)艺术风格的确立时期(三)个性意
识的彰显时期二、范畴比较(一)媚与柔(二)媚与庄三、意义论说(一)媚作为一种感性体验(二)媚作为一
种价值存在(三)媚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第二章 媚的美学特性一、柔靡性(一)柔和美(二)绮靡美二、煽情
性(一)女子之“态”(二)女子之“体”(三)煽情与煽欲三、世俗性(一)强烈的情趣观念(二)浓郁的市民
意识(三)鲜明的情欲表达第三章 媚的成因探寻一、思维方式的女性化(一)直觉思维与女性审美心理(
二)女性审美心理影响下的中国人性格二、审美趣味的传承性(一)诗经：“无感我悦兮，无使龙也吠
”(二)屈宋辞赋：“君游高唐愿荐枕席”(三)宫体诗：“绮艳相高，极于轻荡”(四)花间词：“须作一
生拼，尽君今日欢”(五)明清艳情小说：“贪欢不管生和死，溺爱谁将身体修”三、伦理观念的反叛
性(一)早期儒学的欲望观(二)程朱理学的欲望观(三)人性解放与伦理观念的叛逆第四章 媚的当下存在
一、大众文化的勃兴与女性身体图像的风行二、文学中的性描写嬗变(一)情与理的冲突(二)灵与肉的
交响(三)性与爱的分离三、审美的世俗化成因与文学的出路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媚>>

章节摘录

当人们努力冲破正统思想的束缚，大胆而真切地抒发情感，展现真实的自我，期盼人性的回归时，媚
的世俗性、欲望性得到过度张扬，人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三、世俗性中国传统美学就情的表现程度而言，大致可分为节情（雅的方面）与任情（俗的方面）两
种。
儒家美学主张情感的抒发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及至宋代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观念
使情的节制达到极点，这些当属节情类。
服务于此的需要，经世致用、附庸风雅、谋求道的操守成为历代文人的追求。
就任情而言，我们无法绕过和回避的除了魏晋时期表现人的觉醒，抒发人的性情，以情纬文、肆意酣
畅的魏晋风度以及宋代的词外，晚明时期重视人的个性解放、追求情欲的宣泄和世俗意识可谓是任情
观的高潮。
这一时期，艺术的世俗化成为一道诱人的风景，渗透着强烈的主体意识，映射出这个时代旁逸斜出的
原生态美。
我们以明代中叶以后社会的世俗风貌为例，走入精神不受理性支配的激情愉悦和世俗盛宴之中。
（一）强烈的情趣观念晚明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型期，也是一段混乱期。
宦官专权，政治黑暗，党羽纷争，社会危机加剧。
同时，封建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资本主义萌芽业已出现，商业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派提出了同传统理学相背的新异思想；禅宗盛行，知识分子乐于从中寻找心灵
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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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作者论文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原来的题目是《媚范畴初论》，既然言“初”，或许意味着
当时对媚的研究仅仅是一个开端。
这几年来，心里一直未曾停止对媚的深入思考。
从去年7月到现在一年的时间里，除了繁忙的教学任务之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本书的写作上。
于是有了这本小书，也算是对当初“初论”的一个了结。
现在回想起来，选择媚作为研究的对象，着实有些“得不偿失”：其一是学界目前关于媚的研究文章
较少，大量的工作需要用在资料的搜集、整理上，这还仅仅是初步的；其二，媚这个范畴欲望色彩强
烈，极具感官化、享乐化倾向，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不乏带着点色情的味道，因而稍不小心，就会滑人
另一个境地，削弱媚的学理性。
为此，在写作过程中，努力把媚置于美学现场，让思考跟着感觉走，追求严谨而清晰的词句表达⋯⋯
，但往往还是不能尽如人意，研究的实际成果可能远非本人之所期，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敬请专家
、学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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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媚:感性生命的欲望表达》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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