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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友工与中国抒情传统》

前言

最初读到高友工的中国美学论文，是在乐黛云主编的《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一书中
，收入的高先生的两篇长篇力作《中国抒情美学》和《律诗美学》。相较国内学者往往偏重个人和年
代的排比式中国美学史写作，高氏别出手眼，尊抒情传统为核心概念，以各体抒情美典重组中国美学
史，是颇有价值的尝试。这种以问题为中心展开史的探索，视野扩展得开，理论有张力，方法论上很
有特色，读之有新鲜感。后来他从美返台讲学，在我国台湾学界刮起了“高友工旋风”。20世纪80年
代初以末，影响从台湾及于香港及至国外新加坡等地，甚至在海外形成了一个关于中国古代美学的抒
情传统学派。这样的盛况，让我们联想到几乎同时发生于内地的美学热。我亦把玩中国美学史近30年
，不免对高先生的学说及其成功兴趣浓厚、心生羡慕。徐承跟我做博士研究，就安排他去会一下高先
生，目的是对高氏美学及其影响作一评估，并进而对目前内地中国美学史研究现状作一反思。正如他
在本书绪言中所说：“面对高友工这么一个西学涵养尤其精深的中国美学史专家，不仅要揭示他在处
理材料时所用到的方法，更要判断其结论的正当性和方法运用的合理性、有效性。”故而，他运用的
方法是描述、揭示和判断三部曲，并着重在判读方面下足了功夫，以期发现高氏理论的精义之所在，
以及可以带给我们的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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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友工与中国抒情传统》

内容概要

《高友工与中国抒情传统》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美国华人学者高友工之美学思想的学术专著，主要
描述了高友工的思想体系，论列了他对海外华人“中国抒情传统学派”的理论奠基之功，同时探讨了
中国美学史写作的方法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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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友工与中国抒情传统》

作者简介

徐承，浙江长兴人，浙江大学文艺学博士、美学博士后，现任职于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丰子恺研
究中心，主要从事中国美学与海外汉学研究，著有《弘一大师佛学思想述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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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友工与中国抒情传统》

书籍目录

绪言 研究的对象、意义与方法引论 抒情传统建构的缘起理论编第一章 为“经验之知”辩护第一节 “
经验之知”与“现实之知”的对立第二节 “经验”的“想象活动”第三节 理论阐释的人文主义理想
第二章 美感经验的定义与结构第一节 从“经验”的两套定义方案说起第二节 美感经验的结构第三节 
由快感至境界：美感经验的实现种类第三章 经验材料的意义与解释第一节 材料解释的四种方式第二
节 再论“再经验”第三节 观念单位：直觉印象第四节 结构原则：等值通性与延续关系一、“等值通
性” 二、“延续关系”与“传移关系”三、“抒情”与“描述”的创造过程第五节 外缘解释：目的
与境界历史编第四章 抒情传统的各体美学史第一节 立史标准：三层次说与象征理论第二节 先秦乐论
：抒情传统的萌芽第三节 汉魏六朝文论：抒情美典的成长第四节 唐代诗法与书论：抒情美典的代表
一、文字作为象意媒介二、律诗美典三、草书美典第五节 宋代画论：抒情传统的合流一、“意境”与
“气势”之辨 二、山水画论三、水墨画论四、文人画论第五章 作为文化理想的律诗美学第一节 律诗
的前史：五言古诗-山水诗-宫体诗第二节 律体的规则：声律和辞律第三节 律诗的个案：初唐四杰-王
维-杜甫第四节 律诗意境的流变：词与小说一、由小令到长调二、叙事传统中的抒情境界结语“高友
工旋风”所带来的启示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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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友工与中国抒情传统》

章节摘录

看成读者在阅读阐释过程中所寻求的统一性的基本模式。①易言之，雅各布森只是提供了某种话语程
式，而卡勒更强调个人在阐释过程中期待此程式出现的心理机制，这与高友工对雅各布森的处理隐隐
相合。而卡勒提出的第三种程式化期待，即是所谓的“意义期待”，相当于一种意义阐释的冲动，这
与高友工把“经验过程”看成一种“解释过程”，可能有一定的联系。高友工在解释“情景交融”的
“境界”时，引用卡勒“在意义彻悟的瞬间，形式呈现为整体，表层表现了深层”②的描述，正是出
自其“意义期待”的首要形式.：“把任何描述性的抒情短诗看做是一种瞬间的顿悟”。③而雅各布森
的话语理论恰恰是要否认任何“言外之意”的存在，其所谓“隐喻”与“转喻”，也只是话语关系的
两种构造程式。所以说，高友工对雅各布森话语理论的心理化与透明化修正，是有其西学背景的。然
而回到对中国问题的把握上，是否能全无差错呢？高友工认识到中国历史上知性的理解与感性的存在
之间存有深刻的矛盾，一方面知性语言无法把握存在价值的真谛，一方面中国人的生存却需要追寻生
命的意义，于是，他把庄子的个案当做中国传统中寻求解决此一矛盾的思想源泉：“庄子思想不落言
荃地提出了在美感经验中求道德生命之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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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友工与中国抒情传统》

后记

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增补而成的。2005年秋天，我在浙江大学师从张节末先生提前攻
读文艺学博士学位，先生为我确定了海外华人学者之中国抒情传统论述的研究课题。该论题拟对海外
抒情论学术传统之传承谱系作一全面描述与评断，以为将来自己进行中国美学史研究建立参照。但进
入实际写作后，我发现仅高友工一人的理论便已包罗万象，且自成体系，非寥寥数万字可以言尽。出
于技术上的考虑，我索性收缩战线，把论题集中到高友工所论之中国抒情传统的个案研究上，以此单
独成文，而把对海外抒情论学术传统的整体描述留待以后完成。高友工的著述数量不多，内容却极精
深，几乎每一个观点的提出都隐含着深厚的知识背景，这就逼着我采取细读的办法，条分缕析，对其
美学史观加以细绎。此番研究虽然艰苦，却使我受到了高强度的思维训练，同时也为我打开一条明确
的学术进路。论文草成，首先要感谢师恩。张老师不仅将学问倾囊相授，还在治学方法与态度上严加
规训，教我养成独立的学术品格。而后自当加倍努力，不至辜负张老师的辛勤培育。文献是论文写作
的根本，本课题所需的海外文献资料不易收集，幸有挚友钱辉环，不辞辛苦，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为我印得大量港台与美国出版物，解决了这一基础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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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友工与中国抒情传统》

编辑推荐

《高友工与中国抒情传统》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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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友工与中国抒情传统》

精彩短评

1、作者的博士论文，语言流畅和理论功底深厚。国内第一部系统的高友工研究著作。比起其他汉学
家，对高友工的重视和关注度在国内还很弱，此书具有引介之功。但由于个人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的
差异，不是很喜欢理论篇和实践篇的分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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