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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美学管窥
——《中国历代美学文库》出版感言

王 明 居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中国历代美学文库 ·隋唐五代卷》主编 )

斗转星移 ,春秋代序 ,历时十二载 ,《 中国历代

美学文库》(以下简称《文库》)终于由高等教育出版

社出版了。此书由著名美学家、北京大学叶朗教授

为总主编。我参与唐代部分的编写 ,从 中获得了不
·
少教益。

一 唐代美学史上的两大里程碑

有唐一代 ,乃泱泱大国。政绩显赫的贞观之治、

开元之治 ,为唐代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为唐代艺

术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气候与土壤。唐代处于公元

7—9世纪 ,相 当于西方中世纪早期。中世纪教会占

绝对统治地位 ,文学艺术横遭摧残、棒杀。但在地球

的东方 ,唐代文明却大放华采 ,在诗山文海中,涌 现

出一座又一座美学高峰。由王昌龄、刘禹锡、司空图

等人逐渐完善的意境论 ,就是唐代美学史上的一座

里程碑。王昌龄在《诗格》中提出了三境 (物 境、情

境、意境)说 ;刘 禹锡在《董氏武陵集纪》中提出了
“
境生于象外

”
说 ;司 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书》中提出

了
“
思与境偕

”
说 ,在 《与极浦书》中提出了t象外之

象 ,景外之景
”
说 ,在 《与李生论诗书》中提出了

“
韵

外之致
”
、
“
味外之味

”
说。这些理念 ,在 当时世界美

学之林中独傲苍穹 ,具有开创意义。

此外 ,由 陈子昂、皎然、司空图等人所逐渐完善

的风格论 ,是唐代美学史上又一座里程碑。它矗立

于当时世界美学高峰之巅而毫无愧色。横扫六朝萎

靡颓废痼习、开一代诗风的陈子昂所提倡的汉魏刚

健风骨 ,成为诗家遵奉、贯穿唐代美学风格的主流 ;

至晚唐司空图 ,则 以
“
醇美

”
、
“
辨于味

”
(《 与李生论

诗书》)的诗品,把有唐一代的风格论推向极至。以

上 ,在《文库》中均可看到它的历史轨迹。

二 搜奇抉怪 以丑为美

李白、杜甫是唐诗中不可逾越的高峰 ,韩愈则独

辟蹊径 ,以 丑为美。《文库》中收人的《调张籍》便是

个中力作。
“
我愿生双翅 ,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

通 ,百怪人我肠。
”
这便是诗中绝唱。此类

“
搜奇抉

怪 ,雕镂文字
”

(《 荆潭唱和诗序》),乃韩愈诗文的重

大特点 ,又是其丑怪论的精华所在。它影响了中晚

唐一大批诗人 ,如孟郊、贾岛、李贺等人的作品中均

可听到奇怪的声响。但他们又和而不同,各呈异彩。

即 :孟郊奇而寒 ,贾 岛奇而瘦 (郊寒岛瘦),李贺则奇

而冷、怪而艳。此外 ,与韩愈同时的柳宗元也主张抉

异探怪 ,但韩子怪而险 ,柳 子则奇而幽 ,所谓起幽作

匿是也。《文库》中收人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有

言 :“ 参之《离骚》以致其幽。
”
一个幽字 ,揭示出柳子

文论的个性特点 ,此乃有别于韩子者 ,也是柳子美学

认知的孤诣、独到处。

至于晚唐的司空图 ,对 韩、柳二子也各极称颂。

《文库》中收的《题柳柳州集后》一文 ,赞 美韩愈之

作 :“ 其驱驾气势 ,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 ,物

状其变 ,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
”
尤其是《文库》

中收的《诗赋赞》,以谐谑的反语 ,从理论的高度 ,透

视了险奇怪异的美学特质。所谓
“
神而不知 ,知 而

难状。挥之八垠 ,卷之万象
”
,便形象地掏出了个中

奥秘。它和韩、柳二子的观点是相通的。

三 从功利性到疏远功利性的美学观

儒家文化 ,一 向强调功利目的:从孔子的兴、观、

群、怨、事父、事君的诗教说 ,到韩愈的文以载道 ,柳

宗元的文以明道 ,白 居易的诗文为时为事而作说 ,都

是如此。这是在审美教育方面支配中国古典美学的

主流。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有些诗人由于种种原因 ,淡化

功利 ,逐渐开拓出疏远功利的一片美丽的天空 ,在意

境与风格的融汇中,显 隐出疏远功利的迹象 (如 王

昌龄、皎然 )。 到晚唐李商隐 ,与功利性疏远化的美

学观得到了提升、净化 ,侧 重于对纯美的追求。他在

《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中,十分赞赏
“
以自然

为祖 ,元气为根
”
的美的本体论 ;在 《樊南甲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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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特别注重审美主体的美感 ,即 :“ 好对切事 ,声 势

物景 ,哀上淳壮 ,能 感动人。
”
此外 ,司 空 图的诗 文

论 ,也往往会超越功利的藩篱。对此《文库》中也有

反映。

四 以审美的态度去观照旅游 ,用 人本主体审

视美的客体

作为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 ,十分关注旅游 ,所谓

放旷怀抱 ,驰驱耳 目;所谓 目游、身游、心游 ,都是王

勃游观论的精华。到中唐柳宗元 ,游 观论得到了很

大的发展。《文库》中收人的柳子的山水记 ,可 觅此

中踪迹。

就游观的效应而言 ,堪称
“
既乐其人 ,又 乐其

身
”

(《 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就 游观的情感

特征而言 ,则 凸显出
“
欢而悲

”(同 上);就游观的选

择性而言 ,则 为
“
择(释也 )恶 而取美

”
(《 永州韦使

君新堂记》);就游观的审美品类而言 ,可分
“
旷如

”
、

“
奥如

”
(《 永州龙兴寺乐丘记》)、

“
观妙

”(同 上 )、

“
大观

”
(《 永州龙兴寺西轩记》);就游观心理与方

式而言 ,则 为
“
心凝形释 ,与 万化冥合

”
(《 始得西山

宴游记》)。

就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关系而言 ,唐人尤为

重视发挥人本主体的作用。大 自然中客观存在的

美 ,是一种审美客体 ;它 必须经过人的开掘 ,才能得

到发扬光大 。《文库》中收人的题为柳宗元所作

(一说为独孤及所作)的 《邕州马退山茅亭记》云 :

“
夫美不 自美 ,因 人而彰。兰亭也 ,不 遭右军 ,则 清

湍修竹 ,芜没于空山矣。
”
可见山水之美 ,固 属审美

客体 ,但必须经过人的呼唤 ,始可昭昭然跃人眼帘 ,

故应重视充分发挥人本主体的积极作用。

五 美学理念的模糊性

唐代美学继承了传统美学的模糊理念 ,它 显示

为范畴、形态的混沌性、不确定性。以美学范畴而

言 ,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了有无相生、大方无隅、

大巧若拙、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知白守黑等理念。

唐人则予以引进 ,并与儒、佛的哲学思想相圆融。如

孔颖达《周易正义》注疏对有与无、一与多的阐释 ,

法藏《华严金师子章》对一与一切的阐释 ,白 居易

《大巧若拙赋》对巧与拙的阐释 ,《 动静交相养赋》对

动与静的阐释 ,杨发《大音希声赋》对大音希声的阐

释 ,杨炯《浑天赋》、林琨《象赋》对大象无形的阐释 ,

等等。这些对举的范畴 ,相互渗透 ,而构成含义交叉

的多种样式、格局、特征。

此外 ,唐代独立的美学形态 ,如风骨、兴象、气势

及皎然《诗式 ·辩体》中所述的高、逸、气、情、思、

闲、达、悲、怨、意、力、静、远等 ,均 内涵丰赡 ,外延拓

展 ,在变化、碰撞中,彼此过渡 ,因而具有相互包孕的

模糊特征。凡此种种 ,《 文库》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提

供了丰富的资料。

心
”
说 ,可 以审视他们的自然审美观。

天台宗人提出了
“
诸法 即实相

”
的命题。这是

从实相即本质方面去阐释现象的现象论。所谓
“
诸

法即实相
”
,是说诸法与实相是相即不离 ,一 切事物

之事象与其本质、本体、本原是内在统一的 ,现象与

本体是圆融无碍的。什么是实相?在 天台宗那里 ,

实相即心—— “
心即实相

”
;实相即中道—— “

实相

者 ,即 经之正体也。如是实相 ,即 空假 中
”
;实 相 即

佛性—— “
佛性即中道

”
,这佛性是心 ,称 为中道佛

天台宗的自然审美观

皮 朝 纲
(四 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中国历代美学文库 ·明代卷》主编 )

《中国历代美学文库》的出版 ,无 疑是美学界的

一件大事。在这一座巨型的中国美学的思想库、资

料库中,有许多值得深人思考和研究的美学问题。

比如 ,在佛教美学研究领域中,就有不少未曾研究而

对今天建构当代美学体系可以提供有益借鉴的课

题。现试以天台宗人的自然审美观为例 ,略呈管见。

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形成的、具有鲜明

的民族化特征的佛教宗派。它所提出的
“
观心

”
说 ,

包孕着丰富的美学意蕴。我们从天台宗人的
“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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