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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精神》

内容概要

内容包括：由音乐探索孔子的艺术精神、释气韵生动、唐代山水画的发展及其画论、宋代的文人画论
、环绕南北宗的诸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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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精神》

作者简介

徐复观（1903-1982），原名秉常，字佛观，后由熊十力更名为复观。湖北浠水人。徐复观在抗战时期
曾师事熊十力，接受熊十力“欲救中国， 必须先救学术”的思想，从此下决心去正从学。其为学不喜
行而上学的哲学，以为探讨中国文化不能离开具体平实的现实世界，着重于历史时空中展现的具体世
界。徐复观在先秦两汉思想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主张要在中国文化中找出可以和民主衔接的内容，
力图揭示历史上个人主义与专制政体、道德与政治的对立和冲突。强调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与传统思
想文化应加以区分，认为儒家思想在长期专制压迫下必然回歪曲和变形，说明专制政体压歪和阻遏了
儒家思想的正常发展，却不能说儒学就是专制的“护符”。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始于殷周之际，以人性
论为其主干，而孔、孟、老、庄及宋明理学家的人性论就是中国人性思想的主流。提出一种不同于宗
教恐怖绝望意识的“忧患意识”概念，认为正是在这种忧患意识的激发下产生了中国的道德使命感和
文化精神，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主要著作有：《中国人性论史》、《两汉思想史》、《中国思想史论集》、《公孙龙子讲疏》、《儒
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中国经学史基础》、《中国艺
术精神》、《石涛研究》、《中国文学论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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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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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精神》

章节摘录

　　第二节　孔子与音乐　　从《论语》看，孔子对于音乐的重视，可以说远出于后世尊崇他的人们
的想像之上，这一方面是来自他对古代乐教的传承，一方面是来自他对于乐的艺术精神的新发现。艺
术，只有在人们精神的发现中才存在。可以说，就现在所能看到的材料看，孔子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
一位最明显而又最伟大的艺术精神的发现者。　　《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学鼓琴于师襄”；《
韩诗外传》五，《淮南子·主术训》，《家语·辨乐篇》，所载皆同。由此推之，《世家》采《论语
·述而篇》“子在齐闻韶”之文，加“学之”二字，也是可信的。由此可以想见孔子对音乐曾下过一
番工夫。又《孔子世家》在“孔子学鼓琴于师襄”下，更详细记载他学习进度的情形说：　　孔子学
鼓琴于师襄，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进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
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人也。
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
羊，心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　　按“曲”与“数”，是技术上的问题。“志”是形成一
个乐章的精神；“人”是呈现某一精神的人格主体。孔子对音乐的学习，是要由技术以深人于技术后
面的精神，更进而要把握到此精神具有者的具体人格，这正可以看出一个伟大艺术家的艺术活动的过
程。对乐章后面的人格的把握，即是孔子自己人格向音乐中的沉浸、融合。《论语·宪问篇》：“子
击馨于卫，有荷蒉而过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此一荷蒉的人，是从孔子的磬声中，领会到了孔
子“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的悲愿。由此可知，当孔子击磬时，他的人格是与
磬声　　融为一体的。又《世家》载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野的故事，而谓“孔子讲诵弦歌不衰”；此故
事分见于《庄子》的《山木》、《让王》两篇，此两篇之作者并非一人，则此故事乃出自先秦传承之
旧，当为可信。在危难之际，以音乐为精神安息之地，则其平时的音乐生活，可想而知。歌是音乐活
动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论语·述而》“子于是日哭，则不歌”，由此可知其在“是日哭”以外，都
会唱歌的。《礼记·檀弓》记孔子于将死之前，犹有泰山、梁木之歌。并且他对于歌，也如对于一般
的学问一样，是随地得师，终身学习不倦的；这由“子与人歌而善，则必反之，而后和之”（《论语
·述而》）的话，可以得到证明。歌的主要内容可能即是诗，诗在当时是与乐不分的。孔子的诗教，
亦即孔子的乐教。《史记·孔子世家》引《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之言，而稍加以变
通的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于是一直到战国之末，《诗》、《书》、《
礼》、《乐》，成为公认的儒家教典。　　因为乐教对孔子个人及他的学生，都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所以他曾和当时的乐人，不断有交往。这由《论语·八佾》“子语太师乐曰”一章，及《卫灵公》
“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一章，可以得到证明。《微子》“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一章，
必系孔子对于鲁国这七位乐人的风流云散，发出了深重的叹息，所以他的学生才这样把它叮咛郑重地
记下来。　　孔子对音乐的欣赏，《论语》上有下面的记载：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
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　　子
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八佾》）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泰伯》）　　孔子不仅欣赏音乐，而且曾
对音乐作了一番重要的整理工作。所以他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
）；这使诗与乐，得到了它原有的配合、统一。《史记·孔子世家》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这种陈述也是可信的。　　孔子不但在个人教养
上非常重视乐，并且在政治上也继承古代的传承，同样的加以重视；这只看《论语》下面的记载，便
可了解：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堰也闻
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尔。”
（《阳货》）“弦歌之声”，是以乐为中心的教育。此处的“君子”、“小人”，是就社会上的地位
来分的。在这一段话里暗示了三种意思：一是弦歌之声即是“学道”，二是弦歌之声下逮于“小人”
，即是下逮于一般的百姓。三是弦歌之声，可以达到合理的政治要求。这是孔门把它所传承的古代政
治理想，在武城这个小地方加以实验，所以孔子特别显得高兴。而孔子答“颜渊问为邦”，也特举出
“乐则韶舞”，并将“放郑声”与“远侫人”并重（《卫灵公》），这也可以反映出乐在孔门的政治
理想中的重要性，亦即是艺术在政治理想中的重要性。　　　　　　第四节　音乐中的美与善　　然
则孔子对于乐何以如此的重视？《论语》上曾有这样的几句话：“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
者，不如乐（读洛）之者。”（《雍也》）“知之”“好之”“乐之”的“之”字，指“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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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精神》

人仅知道之可贵，未必即肯去追求道；能“好之”，才会积极去追求。仅好道而加以追求，自己犹与
道为二，有时会因懈怠而与道相离。到了以道为乐，则道才在人身上生稳了根，此时人与道成为一体
，而无一丝一毫的间隔。因为乐（读洛）是通过感官而来的快感。通过感官以道为乐，则感官的生理
作用，不仅不会与心志所追求的道，发生摩擦；并且感官的生理作用，已完全与道相融，转而成为支
持道的具体力量。此时的人格世界，是安和而充实、发扬的世界。所以《论语》乃至以后的孔门系统
，都重视一个“乐”（读洛）字。《礼记·乐记》：“故曰，乐者乐（读洛）也。君子乐得其道，小
人乐得其欲。”由此可知乐是养成乐（音洛），或助成乐（音洛）的手段。前引的“成于乐”，实同
于“不如乐之者”的“乐之”；道德理性的人格，至此始告完成。　　但是，若不了解孔子对于乐，
亦即是对于艺术的基本规定、要求，则由乐所得的快乐，不一定与孔子所要达到的人格世界，有什么
必然的关系。甚至于这种快乐，对于孔子所要求的人格世界而言，完全是负号的，有如当时的“郑声
”。《论语》上曾有“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八佾》）一段话，由此可以了解，“美”与
“善”的统一，才是孔子由他自己对音乐的体验而来的对音乐、对艺术的基本规定、要求。许氏《说
文》四上“美与善同义”，这是就两字俱从“羊”所得出的解释；而在古典中，两义也常是可以互通
互涵的。但就孔子在此处将美与善相对举来看，是二者应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而又可以统一于一
个范畴之内。“美”实是属于艺术的范畴，善是属于道德的范畴。乐之所以能成其为乐，因为人感到
它是某种意味的“美”。乐的美是通过它的音律及歌舞的形式而见。这种美，虽然还是需要通过欣赏
者在特种关系的发见中而生起，但它自身毕竟是由美的意识进而创造出一种美的形式；毕竟有其存在
的客观的意味。郑卫之声，所以能风靡当时，一定是因为它含有“美”。但孔子却说“郑声淫”，此
处的“淫”字，仅指的是顺着快乐的情绪，发展得太过，以至于流连忘返，便会鼓荡人走上淫乱之路
。这样一来，若借用老子的话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二章）”。合乎孔子所要求的美，
是他所说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不淫不伤的乐，是合乎“中”的乐。荀子说
“诗者中声之所止也”（《劝学篇》），又说“乐之中和也”（同上），“故乐者，中和之纪也”（
《乐论》）。中与和是孔门对乐所要求的美的标准。在中与和后面，便蕴有善的意味，便“足以感动
人之善心”（荀子《乐论》）。但孔子批评“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将美与善分开，而又加上一
个“尽”字，这便把问题更推进一层了。韶是舜乐，而武是周武王之乐。乐以武为名，其中当含有发
扬征伐大业的意味在里面；把开国的强大生命力注人于乐舞之中，这在《乐记》“宾牟贾侍坐于孔子
”的一段问答里面，说得相当详备，这当然有如朱《注》所谓“声容之盛”，所以孔子可以称之为“
尽美”。既是尽美，便不会有如郑声之淫；因而在这种尽美中，当然会蕴有某种善的意味在里面；若
许我作推测，可能是蕴有天地之义气的意味在里面。但这不是孔子的所谓“尽善”。孔子的所谓尽善
，只能指仁的精神而言。因此，孔子所要求于乐的，是美与仁的统一；而孔子的所以特别重视乐，也
正因为在仁中有乐，在乐中有仁的缘故。尧舜的禅让是仁。其所以会禅让，是出于天下为公之心，是
仁。“有天下，而不与焉’，更是仁。“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也是仁。假定我们承认一
个人的人格，乃至一个时代的精神，可以融透于艺术之中；则我们不妨推测，孔子说韶的“又尽善”
，正因为尧舜的仁的精神，融透到韶乐中间去，以形成了与乐的形式完全融和统一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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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精神》

媒体关注与评论

　　自叙　　当我写完《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后，有的朋友知道我要着手写一部有关中国艺术的
书，非常为我担心。觉得因为我的兴趣太广，精力分散，恐怕不能有计划地完成我所能做的学术上的
工作。真的，有时我是浪费了自己有限的精力。但我之所以要写这一部书，却是经过严肃的考虑后，
才决定的。　　道德、艺术、科学（附记一），是人类文化中的三大支柱。中国文化的主流，是人间
的性格，是现世的性格。所以在它的主流中，不可能含有反科学的因素。可是中国文化，毕竟走的是
人与自然过分亲和的方向，征服自然以为已用的意识不强。于是以自然为对象的科学知识，未能得到
顺利的发展（附记二）。所以中国在“前科学”上的成就，只有历史的意义，没有现代的意义。但是
，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道德的根源、人生价值的根源，不假藉神话、迷信的力量，使
每一个人，能在自己一念自觉之间，即可于现实世界中生稳根、站稳脚；并凭人类自觉之力，可以解
决人类自身的矛盾，及由此矛盾所产生的危机——中国文化在这方面的成就，不仅有历史的意义，同
时也有现代的、将来的意义。我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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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精神》

编辑推荐

　　在现代新儒学大师徐复观的诸多著述中，《中国艺术精神》可谓是一部影响最大的书。该书
自1966年在台湾出版以来，先后在海峡两岸多次刊行。《中国艺术精神》的深远影响力，由于它的自
身的思想性及其这种思想性所体现的作者的生命的跃动。正是徐复观的生命的跃动及由此而焕发出的
思想性，使得"中国艺术精神"经过该书的阐释而鲜明地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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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精神》

精彩短评

1、开始难读了些，渐入佳境。简而言之，中国艺术精神，是将人格与创作结合起来，受到庄子精神
影响，艺术化的整体。
2、约自十年前购得此书，当时迷恋文艺美学，取孔子、庄子二章略读一过，以不能契入而置之。今
兹重读，渐能体会书中之妙处与先生之用心。全书抉发庄子虚静之心以为艺术精神之根源，以绘画为
中心，考察此精神对于历代画家之重大意义，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考论结合，扎实透辟，其结穴之
处则在精神之自由与解放，实为现时代诸问题之对症良药也。鄙意推而言之，一切创作云为，欲达高
超之境界，皆不可不乞灵于此根源地之艺术精神。义宁陈先生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亦此物
此志也。顾大道甚夷，人莫知之耳。长揖谢先生，为我开生面，指出向上一路，终将受用无穷。十四
年五月十四日筱堂记于长沙望岳楼，是日树木交荫，时鸟变声矣。
3、研究艺术理论必读此书
4、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5、没有看完。。。。我没文化。。。
6、再细读
7、就没有人觉得徐老先生是在以儒家立场欣赏道家。。不是联系多少个西方哲人就能表明理解有多
深刻的。。。
8、这个版也还凑合吧
9、看的是春風文藝版
10、主要谈绘画啊，挺好看的
11、主要讲的是画
12、直接通过画论，总是觉得与真实艺术隔了一层面纱。
13、经典书籍，必读。每次读，都会发现新意。
14、后来，公言此书用了存在主义的理念。才发现我可能真没看懂。当时看这本书可能也主要是因为
作者是哲学家，不，是哲学学者。
15、俄,,,,
16、别人的论文都引用，我也引用一下
17、徐先生题词曰：茫茫坠绪苦爬搜，劌胆裂肝只自仇。窥见庄生真面目，此心今亦与天游。
18、我要恶补我的中国艺术史
19、底子是传统士大夫的味道，若干年之后我回过头来，觉得烟波浩渺，不甚了了。只好说，不是俺
天菜。
20、不容易
21、读不太懂
22、记得当时年纪小。
23、某些看法不能苟同，但是绝对是本能读下去的书。
24、文人传统
25、心灵鸡汤式的科普读物，这得有多自卑才非要把中国艺术往先验上扯？这一类还是宗白华的靠谱
26、庄子与中国美术
27、有限至于无限
28、結論在第二章，後面都在論證第二章。認真而啰嗦，看論文真是睏死了。
29、可以不断阅读的书
30、徐复观有哲学根底，下笔又绵密细致，看得颇痛快。将中国艺术的主体精神归摄到庄子无涯无际
的逍遥之游（其关键步骤是通过“心斋”和“坐忘”实现对心-物对立的超克），从而既为艺术确立了
安顿现实人生的伦理学意义（生命的终极解放），也为美学史上的一个关节问题提供了答案，即山水
画而非文学或书法才是古典艺术的正脉。但中国的古典精神，无论是儒还是道实在太考验个体的骨（
刚健浩然）和气（虚静隐逸），都属于圣人功夫，无法开出适应高度组织化的现代社会的公共理性。
31、详见中国艺术史期中读后感
32、读起来，还真有点吃力
33、不是很喜欢他的风格,但还可以.

Page 9



《中国艺术精神》

34、坑人书
35、很久以前看的。
36、夸大了儒家的当代价值
37、气韵生动，怎么也喜欢不起来。
38、-。- 悲催的必讀書目之一。其實是本好書啦。以後慢慢看吧。
39、六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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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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