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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家美学论衡》

内容概要

《现代新儒家美学论衡》共分11个章节，主要对现代新儒家美学知识作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现代新
儒家美学的焦点、现代新儒家美学的旨归、现代新儒家美学的祈向、现代新儒家美学的体悟等。该书
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文艺美学也是新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现代新儒家的许多成员表现出
对文学艺术的美学关注，呈现出中国现代人文学术领域里的独树一帜的文艺美学。新儒家开其文化之
眼，觅其审美之趣。在学术发展的意义上，新儒家的美学思想确乎表现了一种独特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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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敏，1961年生，江苏句容人。文学博士。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化
诗学和文艺理论。著有《求真的诗学》、《有根的诗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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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灵根自植二、大美学观体系篇第一章 人文之美——现代新儒家美学的焦点第一节 人文与文
艺一、人文内蕴二、文艺形塑第二节 人格与文艺一、文如其人二、人格魅力第三节 人生艺术化一、
人生之乐二、人生之境三、人生美化第二章 心性之美——现代新儒家美学的旨归第一节 以心为本一
、心者神之主二、心之特性第二节 文艺与心灵一、修心二、写心三、传心第三节 审美与心境一、虚
静论二、心游论第三章 生生之美——现代新儒家美学的祈向第一节 生生之道一、生生之德二、生化
之理第二节 生香活意一、生之意趣二、感应自然第三节 生之礼赞一、生命的本性二、生命与诗艺三
、生态美学观第四章 诗意之美——现代新儒家美学的体悟第一节 悟觉思维一、感悟哲学二、立象悟
道第二节 “味”与“兴”一、“品味”之蕴二、“兴”之释义第三节 意境与韵致一、“境”之内涵
二、韵与境偕三、艺术神韵观照篇第五章 涉猎西学——现代新儒家美学的视境第一节 援西学入儒学
一、“造模”功能二、“借鉴”作用第二节 与康德、黑格尔对话一、牟宗三与康德二、唐君毅与黑格
尔第三节 与柏格森、海德格尔共鸣一、新儒家与柏格森二、新儒家与海德格尔第六章 批导现代——
现代新儒家美学的忧思第一节 对现代性的反思一、西方的危机二、现代性的后果第二节 对西方中心
主义的批驳一、抵抗“西化”二、平视的态度第三节 对现代主义艺术的评析一、现代派文艺的弊端二
、现代艺术的冲突第七章 比较文化——现代新儒家美学的尺度第一节 中西文化比较一、文化特征二
、哲学基础第二节 中西美学比较一、美学特征二、艺术精神第三节 统观与反思一、比较的方法二、
比较的价值第八章 独树一帜——现代新儒家美学的风标第一节 新儒家与同辈美学家一、方东美与宗
白华二、唐君毅与钱钟书第二节 新儒家与海外中国文论家一、徐复观与刘若愚二、成中英与叶维廉第
三节 新儒家与鲁迅作品的因缘一、钱穆论鲁迅二、徐复观论鲁迅三、特定的视角专题篇第九章 阐释
之则——现代新儒家阐释学美学观第一节 “客观的了解”一、洞见本原二、崇敬与契合第二节 “追
体验”的方法一、体验内蕴二、审美体验第三节 圆通的阐释一、“本体诠释学”二、“创造的阐释学
”第十章 农国之美——现代新儒家论农业美学第一节 农业文明与文化源流一、农业渊源二、立国之
本第二节 农业文明与价值体系一、早熟的文明二、农耕文化的特质第三节 农业文明与文学艺术一、
农业文明与古诗缘起二、农业文化与古诗内涵三、农业社会与艺术思维第十一章 校园之灵——现代新
儒家论审美教育第一节 大学之道第二节 全粹为美第三节 “以美育代宗教”辨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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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大多数新儒家那里，呈现出一种双重的回归：在思想上，是由西学向传统学养的回归；在心灵上，
是由慷慨激昂向宁静致远的回归。在双重的回归中，完成了他们的心路历程，蕴藏在他们心中的国魂
开始觉醒。新儒家内心坚信：中国文化有着非常强劲的生命力。他们把中华民族比作大地上的一株古
梅，扶疏茂盛数千年，只因近代外国列强的侵略，才导致如今的灾难；但中华古梅神木植根深远，集
义永生，决难摧残殆尽。因而，一方面他们弘扬中华要义，激发民众；另一方面埋首古代经典，投入
到对中国文化的探讨中。新儒家的后起重镇，如唐君毅、牟宗三等也脱颖而出。唐君毅出版《人生之
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从人生道德方面来追溯哲学根据，其旷达的胸襟、恻怛的情意、深默
的察识在著作中都有精彩的展示；而牟宗三的《逻辑典范》、《理则学》、《认识心之批判》则由逻
辑的纯理窥见认识的主体，由认识心彰显道德主体，由德性心的发见走向了儒家的“生命的学问”。
把握文化形态，体察民族生命，是新儒家这个时期的用力之处。牟宗三坚信“非直通文化生命之本源
，不能立大信、昭慧命”。在新儒家看来，民族首先是一个文化范畴，民族复兴在本质上应该是民族
文化的复兴。正是怀着这种“危机意识”，新儒家致力于从事民族文化自救的运动。他们确信，这种
文化自救的意义不仅在于中国文化的复兴，就像宋明儒之复兴原始儒家那样，也不仅是关系到民族的
自我生存，而且关乎世界文化的未来及其命运。贺麟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篇题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的文章中，提出了“建设新儒家”和“儒家思想新开展”的口号，认为：“一如印度文化的输入，
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运动一样，西洋文化的输入，无疑亦将大大地促进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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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光阴荏苒，学魂重铸。现代新儒家是20世纪初以来运衍近百年的重要的思想流派。对现代新儒家的学
术研究，我已持续进行了十年时间。六年前，我发表了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的系列论文；《有根的诗
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的出版，奠定了我的一个学术平
台。著作出版以后，意犹未尽。2004年，我以“现代新儒家文艺美学研究”为题，申报了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有幸获得了批准立项。如今这本《现代新儒家美学论衡》，就是该项目课题的结项成果
。如果前者主要是对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文化诗学进行个案集中研究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对新儒家美学
思想之范畴与体系所作的全面的学理探讨。在项目课题的研究中，我发觉，要完成这个任务，难度较
大。从资料的爬梳到思路的拟定，从学理的认知到概念的阐发，从体系的架构到学说的论证，无不经
历了一个反复推敲的艰难历程，可谓殚精竭虑。著者日夕沉浸于新儒典籍之中，领其真义，衡其玄理
，吸其元神，探其大美。当然，美学思想的探寻是一个互文性的过程，既诠对象，又表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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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新儒家美学论衡》以人心生诗为中心范畴，新儒家着力于中国文艺的美学问题，融思辨以入体
认，融传统以入现代，返本开新构成一种大美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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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侯敏老师做学问勤恳，老派，扎扎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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