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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船山美学是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传统儒家美学的重镇。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界对王船山美学进行了总体与细部各有侧重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体现
在叶朗、熊考核、吴海庆等学者的专著以及各种中国美学史撰述之中。
对于这样一位在中国哲学、美学等学科领域中已被大家“熟识”的哲学家、美学家，是否还有进一步
研究的必要？
如果仔细研读一下早出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那么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越是“熟识”的研究对象，越是
需要用一种新的眼光去探视、从一个个新的角度再次“走近”研究对象，以实现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显然，“王船山美学”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在今天仍是很有阐发价值的课题，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在研究
中体现出新意来。
本书作者韩振华博士选择从“身体观”和“诠释学”这两个研究角度，重新探入王船山那卷帙浩繁的
著作中，欲探赜索隐，推陈出新，这是很有胆量的一个选择。
细读书稿，我觉得这确实是一部有相当学术分量的中国美学研究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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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船山美学是中国美学史上的重镇，也是儒家美学的典型形态。
本书立足于身体观和诠释学这两个对于王船山生命哲学和学术实践关联至深的视点，阐明王船山美学
的理论实质是一种生命超越论美学和儒家诠释学美学。
    本书始终站在哲学美学的高度上审视王船山的美学思想，旨在突破以往王船山美学研究多注重探讨
其文艺思想的“瓶颈”。
论证过程紧扣王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生命理想，力图在研究视域和研究结论
上都实现创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王船山美学基础>>

作者简介

韩振华，1979年生于山东。
2004年、2007年分别获得复旦大学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
。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美学、文艺理论、建筑美学与文化。
曾在《学术月刊》、《社会科学辑刊》、《人文杂志》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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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论  “身体”和诠释问题的提出　一　船山生平及其思想学术的家学渊源  　1．家世由武转文　  2
．王朝聘不言之教和王廷聘隐士之志的熏陶　  3．王介之性命观、学问志趣与船山的合辙同调　二　
船山美学思想研究综述　三  “身体”的维度　四　诠释学的视域　五  “身体”和诠释之纠缠及其与
美学思想之关联上编  “身体”烛照下的美学思想　第一章　气为根本　　第一节  “希横渠之正学”
：气论传统中的船山哲学　　第二节　实有、健动的太和本体与“诚”的美学境界　　第三节　气化
之身与修身之前提：“命日受，性日成”　第二章　身心：两翼与一如　　第一节　气质中之性　　
第二节　形色与践形　　第三节　威仪·礼·文质第三章　生死话题与生命超越的美学  第一节　气
之聚散屈伸与生死观、鬼神观  第二节　尊生、全身与安生安死  第三节  “死”的意象余论　身体观视
野中的船山美学  一　身受与身任：兴作为身体基础上的美、善之发生与显现　二　文：性、命、形
兼顾的修身美学　三　日生日动：生存的时间性命题　四　船山与王艮的身体观——兼论船山与心学
之关系下编　诠释学视域中的美学知识及其意义生成　第四章  《易》为根本　　第一节　船山易学
概说　　第二节　“张子之学，莫非《易》也”：《周易》与诠释 对象的视域融合⋯⋯　第五章　船
山的《诗经》诠释学　第六章　对老、庄、屈原的解读与新诠结束语　船山的美学　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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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另外，船山依《易传·系辞传》之旨还批判了魏伯阳的月体纳甲说、李通玄与佛教华严宗之纠缠、陈
抟掺入五行学说的图书易说、邵雍先后天说与道家之牵扯并沦为“委巷之师”、程迥重之卦的古占法
、苏轼的沾染释老等等。
船山易学偏于义理之学，但考虑到船山早岁曾有《周易考异》、《周易稗疏》这两种重考据的易学著
作，而其他易学著述中亦常见字义之考释、文句之浚通，融原文诠释与义理阐发于一处，故仍可说船
山易学在总体上呈现出汉学、宋学并重的特色，只不过“汉学”的考释部分是为了“宋学”的阐发义
理而已，所谓“致知之功则唯在心官，思辨为主，而学问辅之，所学问者乃以决其思辨之疑”（《读
四书大全说?大学圣经》十）。
船山的文字、训诂之学多有穿凿处，以至于章太炎讥评他“不通小学”，但这究竟不掩作为思想家的
船山，“坚持着儒者人文主义的传统，把《周易》看成一部讲立身处世崇德广业的书，看成一部做人
的艺术的书”。
船山易学毕竟是重义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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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写下书稿第一个字时，我就开始盘算着这则“后记”该写点什么。
写作过程中想好了很多话，后来又一次次推翻。
有时觉得颇好笑，因为写作变成了一个向“后记”而写的过程。
我想，这大概因为“后记”是一次思想历程后心灵总的“交待”。
本着“坦白从宽”的道理，我再在这里罗嗦几句吧。
思考中国思想的方法：读西哲书，便似抓着华山险道上的缆绳向上攀升，怕一不留神跌落下来，还要
如西西弗斯般从头再来；读中贤古籍，却似“断烂朝报”，零零碎碎，不成片断，适可放在床头，伴
着生活体验，日日读上几则，慢慢琢磨品咂，看看能否证会出一些兴味来。
生活在当代，中西之间的参照不可避免。
读过几本西哲书，再来看中贤的思想记录，常常会悟出古代中国也有许多跟西方相似甚或更高明的话
题。
不过，当怀着这样的兴致要为中贤拾掇出一些头绪以“昌明国故”时，分明又感到中贤的情性——他
的难以拾掇与摆弄。
中西思想的“精微”、“高明”处，很多是相通的，但中西思想各自的“广大”决定了它们的致思方
式不会也不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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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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