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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 清实学是从宋明理学到近代新学(西 学)之 间的重要环节,明 代实学则是明清实学的重要阶段。作为

明代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启蒙实学,最 突出地体现出明代实学美学思想的显著特色。研究明代启蒙实学的美学

思想,可 以很好地了解、掌握明代实学美学思想的独特品格。明代启蒙实学美学较之宋明理学美学,在 审美理想追

求、审美价值取向、审美人格塑造等方面,都 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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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实学是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和美学思想发

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是从宋明理学到近代新学

(西学)之间的重要阶段。明清实学作为中国历史上

一个独立的社会思潮和哲学流派 ,有没有如同中国

历史上的
“
玄学

”
、
“
佛学

”
、
“
理学

”
一样 ,具有 自己独

立的哲学形态、固有的理论构架与逻辑范畴体系?

这是学术界目前正在思考和探索的重要课题。明清

实学有没有自已的美学思想、自己独立的美学形态 ,

则是我当前正在思索的新问题①。《中国历代美学

文库》的出版 ,不仅为学术界进一步深人研究中国传

统美学和传统文艺理论提供了一座大型的思想库、

资料库 ,也为我目前正在思考和探索的明代实学美

学思想 ,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料。

明清实学思想遍及明清社会的各个领域 ,其启

蒙实学则是明清实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②。所谓

启蒙实学 ,是就明清实学所反映出来的市民意识而

说的,是指由于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和市民运动的

兴起 ,从而在思想文化领域所出现的反映市民阶层

的利益和愿望的启蒙意识③。这种启蒙意识表现在

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 ,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哲学与文

艺领域。而明代启蒙实学又是处于明清启蒙实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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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的兴起、发展和鼎盛时期匚1彐 (137页 ),其主要代表

人物如王艮、何心隐、李贽、黄宗羲、徐渭、汤显祖、袁

宏道等人的哲学与美学思想 ,都为明清实学的形成

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 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

和美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作为明代启蒙实学的代表人物李贽、徐渭、汤显

祖 、袁宏道等人的理论 ,诸 如
“
本色论

”
、
“
童心说

”
、

“
至情论

”
、
“
性灵说

”
,鲜 明地反映出了明代中叶的万

历年间前后所出现的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思想解放

运动 ,它对一切传统的道德、理论、观念 ,进行了激烈

的批判。而个性解放思潮 ,正 是明代美学的时代精

神和突出特点匚2彐 (537页 )。 因此 ,作 为明代实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的启蒙实学 ,最 突出地体现出明代实

学美学思想的显著特色 ,体现出明代美学思想的显

著特色。因此 ,研究明代启蒙实学的美学思想 ,可 以

很好地了解 、掌握明代实学美学思想的独特品格。

明代中叶兴起的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思想解放

运动——启蒙思潮 ,在哲学上的表现是争取人的解

放的哲学启蒙 ,在文艺上的表现则是争取文艺解放

的文艺启蒙 ,而哲学启蒙则为文艺启蒙提供 了思想

理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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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哲学启蒙?是指要求把人从中世纪的精

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具有近代意义的哲学思潮。这

种思潮极力发掘和张扬人的主体意识和人的社会价

值 ,倡导个性解放和人文主义。作为建立了中国古

代最系统、最鲜明、最彻底的启蒙哲学的杰出人物 ,

作为哲学启蒙思潮的理论代表和文艺启蒙思潮的理

论代表 ,李贽大胆提出
“
天生一人 ,自 有一人之用 ,不

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
”
匚3彐 (16页 );针 对传统哲学

把
“
心

”
说成是伦理道德实体的论断 ,李贽提出了

“
夫

私者 ,人之心也。人必有私 ,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 ,

则无心矣
”
匚4彐 (616页 )的命题 ,把

“
心

”
解释为是维持

人的生命存在的谋生意识 ,从而在理论上肯定了人

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 ;针对宋明理学的
“
存理灭

欲
”
之论 ,力 主理欲统一论 ,尖锐揭露

“
以理杀人

”
的

本质 ,高扬具有近代色彩的自然人性论 ,鲜明地提出

了
“
人即道也 ,道 即人也

”
,“ 穿衣吃饭 ,即 是人伦物

理。除却穿衣吃饭 ,无伦物矣
”
匚5彐 (3页 )的观点◎。

什么是文艺启蒙?如果说哲学启蒙是要把人从

中世纪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的话 ,那末 ,文艺启蒙

则是要把文艺从中世纪的古典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

来。文艺启蒙思潮鲜明提出
“
发于情性 ,由 乎 自然

”

匚6彐 (1o页 ),反 对
“
以理节情

”
;明 确倡导

“
独抒性灵 ,

不拘格套
”
匚7彐 (471页),追求创作 自由;突 出张扬

“
愤

积决裂 ,挈戾关接
”
匚8彐 (logo页 ),让激情爆发 ,让世

界降伏 ,推崇冲突之美⑤。李贽的
“
童心说

”
、徐渭的

“
本色论

”
、汤显祖的

“
至情论

”
、袁宏道的

“
性灵说

”
等

等 ,都是对封建正统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的猛烈抨

击。总之 ,明 代中期所兴起的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

思想解放思潮 ,对传统美学思想进行了巨大的冲击 ,

使之面貌一新。美学思想中重个性、重独创、重主体

情感的自由抒发 ,反 对封建纲常 ,反 对程朱道学 ,反

对文艺上的拟古之风 ,成为一个时期的主潮 ,出 现了

新的美学主张、新的美学追求。

首先 ,主张文艺要反映
“
市井

”
生活,表现出对前

所未有的审美理想的追求。李贽主张文学作品要反

映历来受到轻视的商人的生活 ,在 他看来 ,“市井小

夫 ,身履是事 ,口 便说是事 ,作生意者便说生意
”
,就

是最
“
有味

”
的,而且是

“
真有德之言

”
E9彐 (3o页 )。 他

说
“
作生意者但说生意

”
是

“
真有德之言

”
,这在中国

思想文化史和美学思想史上 ,乃是一个全新的命题 ,

这对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存在的
“
重农抑商

”
的观

念 ,无疑是一种激烈的批判。明代中叶以后 ,随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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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经济的兴起和发展 ,商人这一在社会生活中最低

下的等级 ,已 逐渐成为文艺作品所讴歌的对象 ,有 的

描写市民的发迹 ,赞赏他们的冒险精神 ,而且在美学

思想中也得到了肯定性的反映。李开先重视
“
市井

艳词
”
匚10彐 (315页 ),谢肇涮重视《金瓶梅》对

“
市里之

猥谈
”
之描写匚11彐 (425页 ),而徐渭则提出创作要取

材于
“
市井

”
琐事——他说杂剧《歌代啸》就是取材于

“
市井谈

”
:“ 传来久几句市井谈 ,莫 须有如许跷蹊

事。啸不尽聊且付歌词 ,扮 出来大家打杂剧。
”
匚12彐

(1273页 )凡此种种 ,乃是社会生活中的新因素——

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⑥。

其次 ,尊情论的倡导与发展 ,表现出对程朱理学

和封建纲常的批判和对个性解放的追求。李贽高扬
“
童心说

”
,“童心

”
就是

“
真心

”
E13彐 (5页 ),强调表现

真实的心灵和情感 ,强调
“
不愤则不作

”
匚14彐 (21页 )。

徐渭极端卑视戏曲创作中玩弄虚情假意的
“
时文

气
”
,竭力主张戏曲艺术应

“
取于感发人心 ,歌 之使

奴、童、妇、女皆喻
”
匚15彐 (4o5页 )。 汤显祖强调

“J清 ”

胜于
“
理

”
,一往情深 ,可 以使

“
生者可以死 ,死 可以

生
”
匚16彐 (115页 ),“情生诗歌

”
匚17彐 (128页 )。 袁宏道

倡导
“
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

”
匚7彐 (471页 )。

第三 ,大力倡导自然之美 ,反映了对新的美学风

格的追求。李贽强调 :“盖声色之来 ,发于性情 ,由 乎

自然
”

,“唯矫强乃失之 ,故 以自然之为美耳
”

,“ 所谓

自然者 ,非有意为自然而遂以为自然也
”
匚6彐 (1o页 );

注重
“
风行水上之文

”
与妙造 自然之

“
化工”

,反 对追

求法度与偶对的
“
画工

”
匚18彐 (7页 )。 徐渭将

“
本色

”

美作为各种艺术的根本美学要求 ,明 确提出
“
贵本

色
”

,“贱折色
”
匚19彐 (393页 ),提倡一种质朴 自然、不

事脂粉的美学特色。汤显祖主张
“
屈伸长短生灭如

意 ,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
”
匚8彐 (1o8o页 ),主 张具

“
自

然灵气 ,恍惚而来 ,不 思而至
”
,不 为

“
浮沉习气为之

魔
”
,不受墨程画格之拘 E20彐 (1o78页 ),强 调艺术 自

由地抒发主体的精神和个性。袁宏道强调艺术美的

创造 ,要
“
信腕信 口,皆成律度

”
匚21彐 (纤 4页 )。

第四 ,高扬冲突之美 ,突破传统美学以和谐为美

的规范。李贽把真正的文艺创作视为一种激情的爆

发 ,指 出凡
“
世之真能为文者

”
,其

“
胸中有如许无状

可怪之事
”
,其

“
喉间有如许欲吐不敢吐之物 ,其 口头

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
”
,那 么

“
蓄

极积久 ,势不能遏
”
,激情涨满心中 ,“一旦见景生情 ,

触 目兴叹
”
,于是乃

“
夺他人之酒杯 ,浇 自己之垒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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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激情爆发 ,发而为文 ,“诉心中之不平 ,感数奇于

千载
”
匚18彐 (7— 8页 )。 汤显祖 以

“
冲孔动楗而有厉

风 ,破隘蹈决而有潼河
”
之类的比喻 ,强调文艺创作

的动因就是不可遏止的激情 E22彐 (1o38页 )。 他高度

赞扬
“
奇士

”
之文 ,而

“
奇土

”
之文的特征就是 :“彼其

意诚欲愤积决裂 ,挈戾关接 ,尽其意势之所必极 ,以

开发于一时。耳 目不可及而怪也。
”
匚8彐 (1o8o页 )“ 挈

戾关接
”
就是按照 自己的意愿重构一切既有的现实

事物 ,这是
“
愤积决裂

”
在文艺作 品中的具体表现。

“
愤积决裂

”
就是激情的爆发 ,“ 挈戾关接

”
就是世界

的降服。这两方面的共同结果 ,就是汤显祖所倡导

的
“
决裂

”
之文 ,而所谓

“
决裂

”
,就是同传统的文艺规

范、审美规范的
“
决裂

”
,也就是与传统美学所推崇的

以和谐为美相对立的决裂之美、冲突之美⑦。

我们可以看到 ,在哲学启蒙和文艺启蒙思潮的

冲击和影响之下 ,明 代实学美学思想的价值取 向发

生了重要的变化。

在人生价值上 ,出 现了由重道德价值向重物质

价值的转向。这表现在理欲之辨中。儒家的价值观

是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体系。宋明理学曾

片面地发挥了孔孟
“
君子谋道不谋食

”
、
“
舍生而取

义
”
的思想 ,多主

“
存理去欲

”
之说 ,并将人的感性情

欲赋予恶的品质 ,把
“
天理

”
与

“
人欲

”
绝对对立起来。

而启蒙实学家则对情欲价值作 了重新认识 ,将情欲

纳人人性之中 ,并关注人的物质生活 ,把批判矛头指

向
“
存理灭欲

”
之说 ,大力倡导

“
理存于欲

”
之说 ,充分

肯定人的情欲的合理性⑧。李贽作为哲学启蒙思潮

和文艺启蒙思潮的理论代表 ,激烈抨击
“
存理灭欲

”

之说。他的学说的出发点是人 ,是人的现实的物质

生活。他指出
“
人必有私⋯⋯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 ,

而后治田必力 ;居 家者私积仓之获 ,而后治家必力 ;

为学者私进取之获 ,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
”
匚4彐 (606

页),私心乃是人 的个人欲望与 目的 ,它是人的行为

的心理基础 ,连
“
孔子文圣

”
也是如此。因此追求

“
富

贵利达
”
是人之本性 ,“ 富贵利达 ,所 以厚吾天生之五

官 ,其势然也。是故圣人顺之 ,顺 之则安之矣
”
E3彐

(17页 )。 他还指出人间之道就是
“
穿衣吃饭

”
,“除却

穿衣吃饭 ,无伦物矣。世间种种 ;皆 衣与饭类耳 ,故

举衣与饭 ,而世间种种 自然在其中 ,非衣饭之外更有

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
”
匚5彐 (3页 )。 因此私

欲
“
乃是 自然之理 ,必至之符 ,非可以架空而臆说也

”

E4彐 (616页 )。 他主张要顺应人的 自然之性 ,充分满

足人们的自然欲求 ,人人都有私心、私欲 ,这是
“
自然

之理
”
,应该要

“
率性之真

”
匚3彐 (17页 ),任 其 自然发

展 ,不要去限制它、束缚它,这乃是以带有个性解放

色彩的观念 ,去反对封建的禁欲主义。李贽所高扬

的
“
童心

”
、
“
真心

”
,正是指人的本性 ,人 的自然之性。

“
童心

”
、
“
真心

”
之美 ,即 是人性之美 ,自 然本性之美。

这就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所谓天理对人心的统治 ,

否定了对人的自然要求的任何束缚。

在人的社会价值上 ,出 现了由重群体价值向重

个体价值的转向。宋明理学家曾过分强调群体原

则 ,片面强调个人价值必须服从群体价值 ,表现出一

种以群体价值压抑个人价值的倾向。明代启蒙实学

家则高度重视人的个体价值⑨。李贽强调个性平等

和个性自由,他指出 :“夫天生一人 ,自 有一人之用 ,

不待取于孔子而后是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 ,则 干

古以前无孔子 ,终不得为人乎 ?” 匚3彐 (16页 )明 确指出

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价值 ,每个人都是独立完足的实

体 ,不必仰赖偶像权威。他还公开否定
“
以孔子之是

非为是非
”
的传统观念 ,高 举反权威的旗帜 ,宣扬个

体的理性判断的价值。他认为千百年来之所以是非

不分 ,乃是因为人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是非标准 ,而
“
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 ,故 未尝有是非耳

”
匚23彐

(610页 )。 他认为孔圣人和凡人应当是平等的 ,“ 圣

人不曾高 ,众人不曾低
”
匚2刂 (21页 ),劳 动者如同贤

圣一样 ,都有可取之善处 ,因 而真理不能垄断在孔子

一人手中 ,“耕稼陶渔之人既无不可取 ,则 千圣万贤

之善 ,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
”

匚9彐 (31页 ),这就把凡人个体的价值提高到一个新的

层次。可见 ,李贽是以带有个性解放色彩的思想 ,来

张扬个性之美 ,反对对个性的束缚的。

在文艺价值上 ,出 现了由重道德教化功能向重

审美愉悦的转向。传统儒家文艺观重事功、教化、实

用 ,而宋代理学家转向了重视以文艺宏扬有道者的

内心世界 ,把文艺与证道相联系——证道就是由艺

以观道 ,文 艺本身即是道的存在的体现⑩。陆九渊

说 :“ 有德者必有言;诚 有其实 ,必 有其文。实者本

也 ,文者末也。今人之习,所重在末。岂唯丧本 ,终

将并其末而失之矣 !” 匚25彐 (l巧 页)陆 九渊与其他理

学家一样重道而轻情感的体验与愉悦 :“ 主于道则欲

消而艺可进 ,主于艺则欲炽而道亡 ,艺亦不进。
”
匚26彐

(272页 )明代中叶以后 ,市 民阶层兴起 ,个性解放思

潮极盛一时 ,文艺启蒙一反传统美学重视文艺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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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功利—— 特别是道德教化作用 ,表现出向重视文

艺的审美愉悦功能转化的倾向。李贽高呼 :“ 大凡我

书皆为求以快乐 自己,非为人也。
”
E27彐 (7o页 )大力

倡导文艺的审美愉悦 ,并把它摆到了审美活动的首

要地位。徐渭指出
“
人生堕地 ,便 为情使

”
匚28彐 (391

页),因 此 ,艺 术应该具有
“
悦性弄情

”
的审美功能

匚29彐 (487页 ),要使艺术达到
“
令人读之 ,喜而颐解 ,

Ⅱ渍而眦裂 ,哀而鼻酸
”
匚28彐 (391页 )的审美效果。

我们曾经说过 ,中 国传统美学的人生价值观(审

美价值观页),是要把自己的人生价值(审美价值)落

实到一个理想人格 (审美人格)之上 ,或落实到一种

人生境界(审美境界)之 中。因而,关于审美价值的

取向,常常体现为一种理想人格的追求。宋明理学

家所向往和追求的人生理想、人生境界 ,集 中地体现

在他们的人格理想之中,人格理想是理学家们的自

我意识、自我规范的产物 ,是一种个体精神的自由状

态 ,一种诗意境界。而理学家们则是用
“
孔颜乐处

”

来概括他们的理想人格(审美人格)的 匚30彐 (261—267

页)。 而
“
孔颜乐处

”
所推崇的人生境界——审美境

界 ,乃 是
“
知行合一

”
、
“
天人合一”

后所过到的主观境

界的自由,一种
“
和雅

”
之境匚31彐 。要知道 ,中 国人的

价值观体系 ,以标举
“
天人合一

”
之境界为最高之境 ,

又以
“
知行合一

”
之

“
至善

”
为其价值体系的核心内

容 ,从而建立起一种真、善、美三者融而为一的审美

人生价值体系。然而 ,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家的理

想人格设计 ,则特别强调人格的三要素(真 、善、美)

中的
“
善

”
,把它提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 真

”
和

“
美

”
则被

“
善

”
所涵盖和统摄 ,常常是以善为美 ,“真

”

和
“
美

”
都丧失了独立的价值和地位。我们应该看

到,宋明理学美学在理想人格的塑造上 ,常常注重培

育人性中的理性一面 ,强调对理性、精神的追求与向

往 ,力 求超越感性存在以达到永恒和不朽的境界 ,也

往往因此而忽视人的感性的欲求。

然而 ,明 代实学家——特别是启蒙实学家们所

向往和追求的理想人格 (审美人格 )贝刂发生了明显的

转化。如果说宋明理学美学特别重视人性的理性的

一面 ,推崇
“
孔颜乐处

”
的话 ,那么 ,明代实学(特别是

启蒙实学)美学则更重视人性的感性的一面 ,特别高

扬叛逆思想、狂放人格。他们在理想人格的建构上 ,

在人格的三要素(真 、善、美)中 ,特别突出
“
真

”
,并把

它摆到了首要的地位 ,常常是以真为美。他们突出

强调要表现自己的真情感、真思想 ,其
“
本色论

”
、
“
童

50

心说
”
、
“
至情论

”
、
“
性灵说

”
,无一不是为了高扬 自己

独立的个性与人格 ,强调表现人的纯真的、自然的人

性之美 ,以 反抗封建道德秩序对人性的束缚与扼杀 ,

这又大大突破了
“
和雅

”
性格的规范。徐渭高呼

“
辄

疏纵不为儒缚
”
匚32彐 (639页 ),他

“
佗傺穷愁 ,自 知绝

不见用于时 ,益激愤无聊 ,放言高论 ,不复问古人法

度为何物
”
匚33彐 (1GO6页 )。 袁宏道称徐渭为

“
目艮空千

古 ,独立一时
”
的奇人 ,“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

无之而不奇 ,斯无之而不奇也
”

E34彐 (717页 ),称徐渭

之诗 :“ 其所见山奔海立 ,沙起云行 ,风鸣树偃 ,⋯ ⋯

一切可惊可愕之状 ,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

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 ,故其为

诗 ,如 嗔如笑 ,如水呜峡 ,如 种出土 ,如 寡妇之夜哭 ,

羁人之寒起。
”
E3准彐(716页 )人评徐渭之戏剧 :“ 如独

鹤决云 ,百鲸吸海 ,差可拟其魄力
”
匚35彐 (ω2页 )。 而

徐渭论书法 ,更要求如
“
孤蓬自振 ,惊沙坐飞 ,飞鸟出

林 ,惊蛇人草
”
E36彐 (535页 )。 李贽说

“
人多以异端目

我 ,故我遂为异端
”
匚37彐 (53页 )。 他常常因

“
蓄极积

久 ,势不能遏
”
,终于激情冲动为文而

“
发狂大叫,流

涕恸哭 ,不能自止
”
匚18彐 (7-8页 )。 汤显祖声称自己

“
宁为狂狷 ,毋 为乡愿

”
匚20彐 (1o78页 ),声称他

“
不佞

懒如嵇 ,狂如阮,慢 如长卿 ,迂如元稹 ,一世不可余 ,

余亦不可一世
”
E38彐 (15o3页 ),表现对历史先觉者那

种超世绝俗的、奇异狂放精神境界的赞赏 ;其
“
懒

”
、

“
狂

”
、
“
慢

”
、
“
迂

”
皆指愤世疾俗之情 ,而

“
一世不可

余 ,余亦不可一世
”
,乃 是现实叛逆者的反抗激情的

写照。他特别赞赏那种
“
怪怪奇奇 ,莫可名状

”
之作

匚20彐 (1o78页 )。 启蒙实学家们这种对狂放人格的推

崇 ,乃是与他们高扬人之
“
童心

”
、
“
至情

”
这种人之自

然本性之美的理论分不开的。但我们应该看到 ,明

代启蒙实学美学对理想人格的追求 ,又 常常只强调

人性中的感性——即肉体感性欲求一面,强调感官

的愉悦和舒适 ,因 而常常阻碍了对理性的诉求 ,阻碍

了精神自由的获得⑩。

席勒曾说过,在人的天性中存在着两种互相矛

盾的冲动——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前者产生于人

的自然存在或感性本性 ,它往往使人屈从于感性本

能 ,它
“
用无法割断的纽带把努力向上的精神绑在感

性世界上 ,它把抽象从通向无限的自由行程上拉回

到现时的界限之内
”
匚39彐 (76页 );而后者

“
产生于人

的绝对存在或理性本性 ,致力于使人处于自由,使人

的表现的多样性处于和谐中
”
.它要求人在任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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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
“
保持其人格的不变

”
,“这种冲动要求真理和正

义
”
匚39彐 (76页 ),因 而也是一种对永恒性的向往与

追求。我们应该看到启蒙思潮这把双刃剑对人的天

性中存在的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这两种互相矛盾的

冲动所带来的激活作用 (伴 随着商品意识的滋长而

来的人性的觉醒 ,个性的解放 ,对新的审美理想的追

求 ,与此同时 ,纵欲主义也在滋长 ,兽性也在泛滥 ),

应该因势利导 ,象席勒所说的那样 ,用
“
游戏冲动

”
超

越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的片面性 ,“使人在物质方面

和道德方面都达到自由
”
匚39彐 (85页 ),使感性和理

性达到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 ,感性生命的冲动和精

神理性的追求得到完美的统一。在超越宋明理学美

学和明代启蒙实学美学关于理想人格塑造的片面性

的基础上 ,使宋明理学美学对理想人格中的理性内

容的强调 ,与明代启蒙实学美学对理想人格中的感

性内容的重视 ,相互协调、互为补充 ,才有可能达到

一种理想人格的完美状态②。

必须指出,明代中叶以后 ,伴随着商品意识的滋

长而来的人性的觉醒,个性的解放 ,对新的审美理想

的追求 ,与此同时,纵欲主义也在泛滥。
“
拜金主义

与赤裸裸的纵欲紧紧联系在一起 ,作 为 自然存在的

人的本能中的纵欲恣肆 ,得到了空前的、赤裸裸的描

写 ,作为自然存在的人的本能中的兽性 ,得到了充分

的表现 ,金钱成了衡量和判断一切是非的唯一价值

尺度 ,亵渎着在封建社会中被视为最神圣的观念和

原则 ,包括人类文明发展中积累起来的优 良的文明

成果。
”
匚2彐 (545页 )启 蒙思潮对封建纲常、道德 ,以 及

最神圣的事物的亵渎 ,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纲常对

于人性的扼杀 ,这是它的积极的历史意义 ;但是 ,它

也时而伴随着兽性的泛滥、人性的堕落、这就是历史

的辩证法 ,这就是启蒙思潮这柄双刃剑所具有的积

极的与消极的两种因素。总之 ,我 们在研究明代实

学、特别是启蒙实学的美学思想时 ,应该既看到在明

代启蒙实学及其美学思想影响下所出现的最接近于

近代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文化 ,以及这种审美文化所

表现出来的对封建纲常及宋代理学批判的积极作

用 ,同时也应该看到和它所伴随而来的兽性的泛滥

及人性的堕落的消极影响。我们应该以史为镜 ,从

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 中,寻找对建构当代美学体系

可资借鉴的养料。

注释 :

①中国学术界在 19⒃ 年代初才真正把中国实学研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研究热潮 ,目 前正在为弄清楚明

清实学所具有的哲学形态、固有的理论构架与逻辑范畴体系这一问题 ,进行思考和探索。赵吉惠、吴兴洲《论明清实学是儒

学发展的特殊理论形态》(《 齐鲁学刑》20O4年 2期 )一文 ,对有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关于明清实学有没有自己的美学

思想、独立的美学形态 ,学界尚未涉及 ,本文在学习、借鉴学界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尝试作一些探索。

②葛荣晋指出 :明清实学
“
按其内容分类 ,主要分为实体实学、经世实学、科技实学、考据实学和启蒙实学。

”
El彐 (136页 )。 他对

明清实学的概念、特征、种类、阶段 ,以 及它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评价等问题 ,作 了深入细致的论述。

③参考葛荣晋《中国实学文化导论》第七章
“
明清实学概论

”
的分析E1彐 (137页 )。

④⑤⑦参考葛荣晋主编的《中国实学思想史》(中 卷页)第 二编
“
引论

”
、第二编第二十七章

“
市民阶层与文艺启蒙

”
,首都师范大

学出版社 199吐 年 9月 版 ,第 9、 385、 428页 。

⑥可参考敏泽对
“
市民阶层的兴起及其在文学艺术中的反映

”
所作的精辟分析E2彐 (541-546页 )。

⑧⑨参考葛荣晋关于
“
明清实学与儒家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

”
的论述E2](227— 228页 、235-236页 )。

⑩可参考顾易生、蒋凡、刘明今《宋金元文学批评史》第三编第一章
“
绪论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 6月 版 ,第 妈6—457页 。

⑩本文只就明代实学中的启蒙实学所反映出来的美学思想作了初步分析 ,但它远未能反映出明代整个实学美学 (更 不用说整

个明清实学美学)的丰富的内容。明清实学包括实体实学、经世实学、科技实学、考据实学和启蒙实学 9而 实体实学乃是明

清实学的哲学其基础——“
它包括以气这一物质实体为本的本体论 ,以 实践 (力 行 )为基础的认识论 ,以

‘
性气相资

’
为基本

内容的自然人性论 ,以
‘
实功

’
为主要修养方法的道德论 ,以利欲为基础的理欲统一说 (包括义利统一说 )等 内容。

”
E1彐 (136

页)如何揭示明代实学、明清实学的美学思想 ,这 是摆在学人面前的新的课题 ,需要更多的学人来做这一工作。

@我在审美价值取向和审美人格追求方面 ,只 分析了明代启蒙实学与宋明理学之间的区别 ,但应指出,实 学与理学之间
“
既有

继承 ,又有排斥 ,完 全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
,中 国实学思想

“
既是对宋明理学的经世传统及其蕴涵的实学思想的继

承 9同 时又是对它特别是理学末流的空谈心性之学的否定
”
,它

“
来源于宋明理学而又对立于宋明理学

”
,而

“
宋明理学是中国

实学思想赖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的思想文化来源之一
”
El彐 (17、 19—zO页 ),还 有必要进一步探索明代实学、明清实学在审

美价值取向和审美人格追求方面与宋明理学是如何
“
既有继承 ,又有排斥

”
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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