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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美学蚺末代大师—刘熙载

董 运 庭

刘熙载的美学思想和理论集中表现在 《艺概 》一书。此书是他历年论艺的札记汇钞,其 l

《自序 》作于同治癸酉 (18m年 ),可见此书系晚年撰定。 《艺概 》六卷,分为 《文概 》、

《诗概 》、 《赋概 》、 《词曲概 》、 《书概 》和 《经义概 》六个部分 C。 其中, 《文概 》、

《诗概 》、 《赋概 》专论文学。 《词曲概 》中兼论词、曲,论曲又兼及小令、杂剧、套数诸

种,所论范围已不全在文学。 《书概 》专论书法,由 于书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被视为

一种艺术,它和诗、画更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在创作和欣赏的原理上也是相通的,因此,刘

氏论书法的见解,同样是他的艺术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经义概 》主要是论述治经和 :

八股文的写作,总的来说在六个部分之中相形见绌。但由于刘氏的理论思维在总体上很富有

辩证法的精神,故其中讲到文章之法,诸如确立主脑、命意赭篇以至虚实互 用、笔 势 变 化 ˇ

等,亦不乏熠熠闪光之处:刘氏在 《艺概·自序 》中说: “
余平昔言艺,好言其概

”
,也就是

“
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

”
。这些话说明了其书命名的原因;同 时也表明了他所采用

的理论批评和理论概括的方法,即力求抓住重点、要点,以概其余,进而触类引申,简雨通

道, 
“
非限于一曲也

”
。 《艺概 》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文论、古典美学的优秀传统,它言

^

简意赅,通论各艺, “
探源本,析流派,秭大指,阐幽微,明技法,以 简 核 之 笔,发 ‘

微

中
’
之谈

”
②。尤其是,它截断众流,独标新意,博综贯洽,扪毛见骨,即使与《文心雕龙 》

这样
“
体大虑周

”
、 “

笼罩群言
”

的理论巨著相比,也并不逊色。而且由于时代、历史和文 i

化积淀等诸种原因,它的理论视野比《文心雕龙 》以及其后为数众多的诗文评著更为开阔高

远,它把对诗、文、赋、词、曲、书的艺术规律的综合分析提到一个前所未 有 的 高 度—∵
“
艺

”,这已经很接近现代美学对于艺术的基本观念了。 《艺概 》问世后,在文苑艺坛影响 :

颇为深远。

除 《艺概 》之外,刘氏还有另一部谈艺之作 《游艺约言》,这是在他去世之后由他的学

生们刊刻印行的。 《古桐书屋续刻三种 》的 《后记 》说: “
师捐馆后,惺庵世兄昆仲录示诸

同学,爰谨付剞劂,期与前刻并传。至次序先后,师在日未经编定,今悉尊其旧9不敢妄参

臆见云。
”

可见此书是刘氏生前未经整理的手稿,但书名既定,当是准各董理付刻,未及而

殁。今存 《游艺约言 》只一卷,共录札记一百四十余条,不分次序,亦无标目,所论多集中

于文、诗及书法。其中主要观点当然与 《艺概 》是一致的,但也有不少论述可与 《艺概 》屺

内容相互发明、彼此补充;另 外,也有一些条目涉及到 《艺概 》所没有谈过的问题。因此,

《游艺约言》可祝为 《艺概 》的补充或纹编,同样足刘氏的∵都重要美学论著。两书当彼避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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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结合起来进行研兖 :方能挠较全面地剖析刘氏的文艺观点∷及美学思想。 ¨

刘熙载之于
“
艺∵,不仅有精湛的理论,而且有比较丰富:比较广泛的创作卖践。他的

作品,可能散失较多③,现存者均收入 《昨非集》。此书凡四卷。卷一为寓言集《寤崖子》,

一共四十二篇,内容相当丰富。刘氏借鉴庄周寓言和刘基
∴
《郁离子》的手法,自 谓

“
欲为此

体,须是神明过人,穷极精奥'斯能托寓万物,因浅见深
”(《 文慨》),又 目之为比庄周吏其

“
狂

”(《 庄子题辞》,《 昨非集》卷三)。 他托寓
“
狂言

”,格物穷理,连类取譬,借古讽今。

辨性欲、正名实、
·
砝怪惑、通孟荀、辟扬墨1讥慎惠,知行并重、法意两取,其实质,则在

于翼赞孔孟;捍卫程朱:且对当时已进入中国的西学和新思潮多所影射,指桑骂槐。不过,

于光怪陆离之中,可以看出刘氏封建正统的政治理想、哲学思想、伦理观念和人生趣向的投

影,借此可以窥破刘氏美学理论的某些深层结构,故参考价值特别大,可惜迄今 鲜 有 问津

者。卷二为散文集,卷三为诗集,卷四为词集。几阕散曲,附录在卷四之后。刘氏诗1文、

词、曲的创作,虽然其中
·
亦间有

“
汴河南望剧伤神,多少抛家失路人

”, 
“
最怜道 畔皤 然

老,∶ 留得残年阅乱离
”(《 辛酉雪后过大粱见居民避贼者苍黄转徙纷沓于道,为 两绝以志慨》)这样锕

乱伤时1反映民生疾苦的诗句,但其主要特点是充分表现他的书生本色,儒者气象。刘氏尝

谓唐人∷刘蜕 (字复愚 )∷

“
意欲自戌∵家子

’
(《 文梗》)。 其实,对于他的《昨非集 》来说,此

言何尝不是
“
夫子自道〃。刘氏自称其词

“
不工”,且云

“
余当以不工者自为家数

”(《 词自

序》)?这倒不是故作谦辞j∶ 从艺术水谁来看,他的诗、文、词、曲确实算不得第 一 流,′ 但

是, 《昨非集 》以其多方面的创作实绩,显示出作者确是
“
下过水

”
的人,深知艺术的个中

三昧,非纸上谈兵者所可望其项背。一部 《昨非集 》,与 《艺概 》和 《游艺约言》之所论多

有相互印证、互为表里之处,∷ 故研究刘氏的美学思想,它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李泽厚曾说过: “
中国近代入物都比较复杂j它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代表更是如此。

”@
刘熙载自然也不例外。他生活在中国近代史上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他中进士的前四

年,挣发了鸦片战争J'从雨揭开了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后七年,又燥茇了

在中国和亚洲近代史上彤响蕞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统治早已凤

雨飘摇,日 薄西山。在意识形态领域,由 于
“
欧风东渐

”,资产阶级的
“
新学

”
逐渐兴起,

以至张皇发越,同传统的
“
旧学

”
相对抗,斗争日益尖锐、激烈。在刘熙载的前辈和同时代

人中,已经涌现出林则徐这样
“
开了眼看世界

”
的人和龚自珍、魏源这样为资产阶级改良主

义 f剑棒辟莽,前驱先路
”
的人,更加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正在大海的深层 积极 酝酿。∷然

而,刘氏却一面借诗文怡然自乐,饮
“
太和

”
之醇酒(《 善饮酒》,《 昨非集》卷一),歌〃

渔父
″

之清词(《 水调歌头·渔父》,《 昨非集》卷四);寄闲情于〃春风沂水
”
(《 题解康伯春风沂水图》,

《昨非集》卷二)'驰神往于
“
严陵高卧(《 水调歌头·严子陵钓台》,《 昨非集》卷四),俨然置身

于时代大潮之外。表面上,他所执著的,似乎只是对于
“
艺
”
的一点雅兴, -苟美名之可成

兮,虽曲艺而何尤,奇轮扁之斫轮兮,神庖丁之解牛
”(《 解忱赋》,《 昨非集》卷二)。 但是另

一方面,他却并不能真正忘情于世,正如他自己在诗中所说: “
醉却是醒醒是醉,试将醉眼

看醒人
”(《 为客题所画醉菩提图》,《 昨非集》卷三)。 象他这样的

“
志士

”
,实是

“
忧世至切,

卫世至深
”(《 阴符经序》,《 昨非集》卷二),并且自信是

“
认得骊珠,胜得离朱

”(《 一剪梅·醉

中对月》,《 昨非集》卷四)。 可见,在政治思想上,刘熙载是保守的。他在 《诗概》中称引元次

山评沈千运诗的话: “
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同样也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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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垒, “
亦以自寓也

”
。因此,他进行诗文创作,以及进行艺术理论∵的研究

'其
指归在于维

护孔孟程朱之道,以挽救封建秩序的衰颓崩溃。但是j “
刘熙载是

一
个很精通文学艺术的特

点和规律的人″⑤,他又有:多方面的艺术实践,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而且遍读群书,学
识渊博,因而他可以参照哲学、政治、经学、小学等多种视角来进行比较和研究,站在比前

人更高的某些立足点上来分析文学艺术中的复杂现象.作出更为精粹、更为深刻和涵盖面更

为宽广的理论概括。             ∷   ∶

再从美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到刘熙载的时代:中 国古典美学已经历了漫长的t′ 波澜壮阔

的发展历程,并且早已进入它的总结期。朱东润先生在论及中国文学批评史时说过 :“凡一民

族之文学,经过一发扬光大之时代者,其初往往有主持风i会,发踪指
:使之人物,其终复恒有

拆衷群言,论列得失的论师,中 间参任错综,辨析疑难的作家丿又不绝宁∷途∵巩∷此 诸 家 之

作,皆所谓文学批评也:得其著而读之,一代文学之流变,了然1乎心^El间
:∶矣∴叮⑥这个 原

理,也完全可以应用弼我们对中国古典美学理论茇展及其规律的研究中:清代前期是:中 园美

学史△继先桊、魏晋南北朝之后的第三个黄金时代j在这个时期,∴相继出斑 芏夫 之1金 圣

叹、:石涛。叶燮等大师巨擘,他们便是这ˉ “
发扬光大时代

”∴的 〃̈i主持讽会Ⅱ发踪指使之人

物
”
广他们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高峰,已经具有申国古典美学的总结性理论形态 r

某后,经蓐枚、姚鼐、章学诚等人
“
参任错综、辨析疑难

”
∶发扬蹈厉,接力传递,到清末

刘熙载, t∷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体系已得到充分的展开,它的特点也已得到充分曲显示。″∶

⑦刘氏便凭借他得天独厚的各种条件, “
折衷群言,论列得失:∶ r各弛革中,中囱古典美学

理论在某些方面达到最高成就;在某些方面被推到了顶点∷极致∷而在粜些方面|文依稀透

出新的理论观念的曙光:可以认定,刘熙载站在前.辈大师的肩上并以
∴
白'己卓越的娌论奄l造 :

宋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总结。但是,这种总结同时也是它的:终∵结:⋯ ∶∷∷

∷¨恩格斯在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时候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旧钓研究方法和崽雍方法:

黑格尔称之为
‘
形而上学的

’
方法⋯∷·这种方法在当时是有童大的厉史恨据的△r恩格斯接

宥指出; 
“
而当这种研究已经进展到可以向前迈出决定性的ˉ步-|∶ 即可以过渡到系统地研究

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发生的变化的时候,在哲学领域内也就响起了旧形而上 学的 丧

钟。
”

⑧刘熙载生活和活动的年代,是在沌在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已开始

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曲于当时国际国内文化条件的改变,也 由于美学理论自身茇展的要求,

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 f已经进展到可以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 也就是说,已经空l了 一个

可以产生
“
飞跃∷的临界关头。这同样是需要巨人同时也可能产生∵臣人的 年饮。∴

“
自中必

聿,操刀必割
”(《 六韬·文韬》),佶用宋代辛派词人刘改之的词来说 ,另0就是

“
堂上 谋 匣尊

俎,边头将±干戈。天时地和l与人和, ‘
燕可伐欤?’ 曰:∷

‘
可。

'”
∶∶(《 西江月·贺词》)以

刘熙载的理论造诣和艺术才干而言,完全有可能作出划时代的理论贡献,为 中国美学翻开崭

新的一页。但是,通观其全部著作,他的美学恩想仍然属于古典美学的范围,而不具各中自

近代荑学的性质。刘熙载的不朽功绩,就在于他为源远流长的、右着数千年辉煌历程的申囝

古典美学竖起丁它n尔 最后一块丰碑。恩格斯评价黑格尔和歌德,曾说他们
“
各自在白己的领

域中都是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但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人的庸人气味
”,他们都

“
拖眷

一根庸入的辫子
”

⑨,逑对于刘熙载也是颇为传神的写照o刂 氏有一首述怀妁诗,就很典型地

拖者
“
席人的辫子

”: “
抗心希古绝逡巡,吾党Ⅱ郄谬亦有因。狂便要能狂到底,不然翻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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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 嚯嗲吟》
`∷

《昨i江
集》骜三)总 而言之,尽管刘熙载是杰出的中涸古典美学思想家,

而且也是中国文化史土不可多得的大手笔之一,但他始终跏蹰在十字街头,面对蓿历史的新

纪乖,始终没有也不愿意迈出那
“
决定性“i一 步

”
。恩格斯认为在欧沙1, f封建的中世纪的

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个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大人i物 就是意大 利 人 但

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 B1又 是斯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

⑩刘熙载却不是中国

的但丁,他只是中国
“
中世纪

”
古典美学茁最后一位大师,却不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开山。为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美学奠定基石的,当推梁启超和王国维。          丿

但是,刘熙载简核精微而又堂庑宏大的芙学理论,毕竞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份珍∷贵

遗产。对他采取漠视和冷淡的态度C,或 者因其政治思想上保守,落后于同时代的先 知先 行

者,便因人废言,把他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成就也降低了档次,缀 以若干不切实际的批判,都
是不公允的,不足为法。建国以来,迄今尚无一部关于刘熙载的理论专著:研究《艺概 》的

文章,虽散见于几家理论刊物和一些大学学报,但为数不算多,而且各执
一

隅,各举三端;

或择焉而不精,或语焉而不详,终有支离技碎之嫌。有的研究文章则主要以现行的文艺理论

为框架,不过捎取刘氏的某些言辞作为例证与插图罢了。当然,也有诸如詹安泰等老工辈的

专家对 《艺概 》的某些问题发表了很有深度的见解;近两年问世的美学史著 (如叶朗的 《中

国美学史大纲》),给 了刈熙载比较充分的肯定和比较公正的历史地位;翌气中《艺概笺注》

虽非完壁,但在资料蔸集的某些方面可谓荜路蓝缕;还有一些研究者 (如邱世友等 )在论文

中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 理论课题。这些积极的建树 ,是我们今天进行深入研究的依托和新起

点。但是,晚清的社会1Ⅱ 政治、文化和学术背景都比较复杂,在这样复杂的背轰下,对刘熙

载这样一位身手不凡的中国古典美学的末代大师,无论怎样管窥蠡测,也难识庐山真面目。

纵然得其一枝一节,终有
“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
之弊。因此,对刈熙载,首先应该准确判

定他的历史座标,然后进行综合的、全面的研究,应该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向前推进。

∴∵弹确判定刘熙载的历史座标并进行综合的、全面的研究,对于中国美学的发展具有多方

面的现实意义·笫一,从批判继承文化迫产的角度看,刘 氏的论著不象传统的诗话、词话那

样,用大透的篇蹈记载传闻轶事或描史料考证,他评论仵家.作品,主要着眼于
“
艺

”,即
艺术作为人的一种审美创造方式所具有的规律和特点。他对诗、文、词、曲、赋和书法进行

总体性的考察,并使之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来展开自己的理论评述。他以
“
道

”
为中心论艺术

本体:以 “
品

”
为中心论艺术主体;以 “

气
”
为中心论艺术风格·以

“
致

”
为中心论艺术发

展与积淀:以
“
杂

”
为中心论艺术辩证法。凡此种种,都有自己独到的眼光和深刻的见解。

.

深入发掘并合理阐释刘氏这些理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于我们今天建立民族化的当代

美学理论体系,是重要的参照和借鉴。第二,从清理中国古典美学的理论体系、|范畴衍生及

其逻辑发展看,从刘熙载下手进而
“
溯回从之

”
,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当然,打蛇打

“
七

寸?,算足一法;而抓住蛇尾奋力一抖,使蛇的全身骨节松散,也是一法,而且据说高明的
捕蛇者常用后一法。中囝古典美学的理论内涵和范畴体系,在先秦美学中还只是△个萌芽,,

一个逻辑发端,它不可能得到充分展开、充分表现。口u使到魏晋南北朝,曲于词、豳等艺术
样式尚未诞生,因此,连 《文心雕龙》也不可能涉及词、曲艺术的内容,囚弼不可 能达 于
“
艺

”
的美学观念。雨到其总结期,情况大不一样。故从郊l氏下手,解剖麻雀,则如年终决

算,盖棺论定,可以
“
登东山1盯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马克思在论及资本主义经济和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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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经济的关系时,曾有ˉ̄段著名的论述: “
资产阶级社会是刀史上最发达和最复杂的生产组

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

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
?·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工把钥匙。低等动物

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

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
”

②所论具体对象虽有不同,但道理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古典美学的
“
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它的结构的理解

”,也同样只有在完成了它的总结

形态以后,才能发展到具有充分的意义;同 时,也只有在它的总结形态本身被认识以后,才

能被 :透视
”

和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刘熙载同样也是工把
“
钥匙??。 第三,无论从哪

个意义上说,刘熙载都不是
“
完人

”
。他的 《艺概》等著,也绝非如张伯松 吹捧 扬 雄 《方

言 》那样是
“
悬诸冂月不刊之书

”
。刘熙载固然做了他的前人未曾做到的事,然而}也有些

确是他的时代可能动手甚至做成的事,他却根本投有做。《艺概》中掺杂了大量不相干的封

建∷说教J而且∫对当时已取得辉煌成就,已推出象 《红楼梦 》这袢的宏篇臣著的中国古典小

说 ,却根本置若罔闻。这说明刘氏对于 f艺
”
的观念:在理论涵盖上还很不周全,同科学的

艺术观念还有不小的差距。其所以如此,原因固然很多。至少,刘熙载作为封建末世的ˉ个

正统文人·以
“
志士

”
自居,甚矜

“
气节∷,因而在中、西文化剧烈交汇和冲突的年代,闭

目塞听,∷ 抱残守缺,对新思潮深拒固斥,对
“
异邦人

” (西人 )一律视若寇仇◎,因而始终

将视野拘囿在狭窄而又封闭的封建文化的小天地,同梁启超、主国维诸人相比,在态度、方

怯∵观念和结论上都大不ˉ样。中国古典美学的终结:正好从△个侧面有力地证明:.中 国美

学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自发地实现从传统的理论形态向近、,现代理论形态盯 转变。̈这 ∵

点 ,,包含着人类进化与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绝不只意味着刘氏△人在学术上的得失成败:i

以故,所宜深鉴焉。 ∷    -Ⅱ    ∷·           ∷ 冫∷ =

还须说明,开放视野,打破封闭,其实质性的含义,是指在世界多元文化的汇流与冲突

中;加以比较、I鉴别o汲收、融合,j并求得各自的发展厂并不是指撇开自己的民族传统和研

究对象,总想在西方文化的屋檐下,寻一膝容身之地。在刘熙载的全部著作中|要逐ˉ去查

找对
“
美

”
或。

“
美感∷之类概念的诠释是徒劳的。这里就引出ˉ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 对其

中的误解,应予廓清。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系统丿它们当然

有共同性,也有相通之处,但更重要的,是这两个文化传统和系统各自都有迥然、不闹 的 土

壤、背景和依据,因 而各自都有极大的特殊性。中国美学不象西方美学那样,董在对美的本

质、Ⅱ美感、美的形态和美的分类等问题作哲理的探讨,而是重在对艺术的审美创造和审美欣

赏的特点和规律的把握。∶ “
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艺术的根源,把握到精神自

由解放的关键
”

⑩-∷这就是中国美学的灵魂。质言之,中 国美学有自己独特的范畴体系和

逻辑发展,中 国人有自己独特的艺术精神和
“
美的历程

”
。西方美学不能包括中国美学犭不

能因为
“
美学

”
一词肇自西人之口,便把

“
世界

”
的本位置重于西方,把中国美学看作西方

美学的一个分支,甚或把中国美学看作西方美学某个流派的特殊例证。从长远看,人类对美

i的 追求,可 以殊途同归;但从现实看,要将美学建设成一门真正的国际性的学科,必须把中

圄美学的积极成果和西方美学的积极成果衔接起来,∷ 融合起来,离不开中国人作出的努力和

贡献。目前,虽然我们对西方美学所知不多,也不深,但 由于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鲁

迅、瞿秋白、朱光潜、李泽厚等前贤时修大力译介,我们至少知道狄德 罗t莱 辛,知 道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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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1黑格尔,知遣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近年来也知道了胡萨尔、海德

格尔以及鲁道夫·阿恩海姆等。可是外国人,包括外国知名学者,有几人知道王夫之、叶燮?

又有几人知道石涛、刘熙载0叶朗在一篇文章中慨叹: “
国外学术界对中国美学的了解实在

太少了
”
,他说最近读到一本外国学者写的 《美学思想史》,这位学者在他们国内是美学权

威,但 “
这本书讲到中国美学和印度美学的部分只有三四页,内容极为贫乏,而 且 七 零 八

碎,根本不得要领
”

⑥。上述情况,可 以使我们得到如下两点认识:亠:研究刘熙载,不应

削足适履去硬套西方美学的理论框架,而应实事求是,从现有的全部思想资料出发,如实评

价,随物赋形,对这份美学遗产作出合符实际的、于现在和将来都有启发、借鉴作用的理论

总结;二,综合地、全面地研究刘熙载,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向前推进,是为了中国美学

的发展,同时,也是我们中国
`为

建立国际性的美学学科这一历史任务所应作的 努 力 和贡

献。                                ¨ =

,刘熙载有诗云: “
似水观闸知有本,如时入夏号长嬴。子玄任注南华就:只恐眈鹏笑浪

评。
炉∴(《读庄手〈逍遥游 )代述其意二莒)之二)显然,他对郭象洼《庄子I》 是有微词的:我们已

经弄清了刘氏的基本情况和历史座标,也明白了研究的意义,下面的工作,便须大胆而又十

分谨慎。否则, “
浪评″之讥,在所难免矣。

注释 :

,① 《艺概 》有《古桐书屋六种 》本(光堵三年丁五有玲南熏刻本冫;∷
近年有⊥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流传

颍广,王气中《艺概笺注 》只笺注 《文裰 》、 (诗泛 )、 《赋概 》∶1∶ 《词曲概
°
》四卷 ,疏漏和 待考之|处尚

多,而 《书溉》和 《经义概 》两卷仅附白文亍后。       ′
∴·  ∷ i  Ⅱ   `

②佛雏《刘熙载的美学思想初探 》,《 江海刊学 D1962年 3期。      .
彳 ③刘氏《文自序 》i: 

“
所作往往失去,虽存者亦出亍偶终 ,爿

:甲择也:∴ 阝 沛自帚 冫1 f今笮T早存者

皋呷
蜃垂诬鳘千母昌≡盾蝥奢矍氟 第狃 ⒎    

¨
∷∷Ⅱ ∵ ∴

∷ ∷

⑤敏泽《刘熙载及其 〈艺概 9》 ,《 中亘言R文学差沦研究 》丛刊第
rl辑

第3及氵贲:。
     i

⑥朱东润 《巾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第 1页。
·

⑦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 》第10页。                          ⋯
,

⑧⑨恩格斯《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彐古舆哲学的终结》,《 马克恩崽格斯选集》第1卷第犰0ˉ—

∶2狃 页 ,氵 第2I遮 页。                               ∷      ∶    ∷:∶  、

∵∶⑩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893年意大利文扳序言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第扭9页。  (
④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 》这两部影响很大的专蓍,对刘熙载均不

置一辞。

②马克思《〈玖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第108页。

⑧俞樾《左春坊左中允刘君墓碑》载: “
尝有异邦人求见,三至三却之。一日经造其庭,君在内抗 声

曰: ‘
吾不乐与尔曹见。’

其人悚然去,竟不得见。
”

④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第 1页。

∷ ⑥叶朗《中西文化研究的两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 》1987年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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