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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现代价值转型问题的探索与研究之作，是著者继《中国艺术意境论》之后
，从范畴研究进一步深入体系研究的成果，写作时间长达十七年。本书提出了著者对中国传统艺术批
评深度模式与潜体系较为系统的看法，对深度模式和潜体系中若干重要美学范畴作了新的阐释和讨论
，并对深度模式和潜体系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作了具体探索和分析。读者从书中可以窥见改革开放尤
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古代文论与美学研究前进的足迹，听到研究者探寻中国古代文论与美
学现代价值转型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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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蒲震元，1938年生，湖南省江永县人。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文艺理论教
学和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艺术意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999年版，
韩国成均馆大学出版部2012年韩文版），《听绿——美学的沉思》（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代表性论文有《写川欲浪 图石疑云——浅探意境兼评几种流行的说法》《一种东方超象审美理论》
《从范畴研究到体系研究》《现代诠释与微观考辨》《中国艺术批评模式初探》《“人化”批评与“
泛宇宙生命化”批评》《析品》；主编《电影理论：迈向21世纪》《电影批评：迈向21世纪》《美学
前沿》（第一辑）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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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上编  深度模式与潜体系
第一章  中国艺术批评模式初探
一、 中国传统艺术批评有无深度模式与潜体系存在
二、 中国传统艺术批评模式的主要特征
第二章  合天人通道艺的文艺本体观
一、 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和谐理论及宇宙生命的终极本体“道”范畴
二、 什么是合天人通道艺的文艺本体观
三、 文艺“原于道”及“明道”“载道”“观道”诸说
四、 “道”与多种文艺“本原”论
五、 “由人复天”“艺与道合”及其他
第三章  重体验倡悟觉的思维倾向论
一、 问题的提出：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重体验的特点切入
二、 “重体验”的东方生命美学特色
三、 “体验有得处皆是悟”及其他
第四章  “人化”批评与“泛宇宙生命化”批评
一、 “人化”批评
二、 “泛宇宙生命化”批评
中编  深度模式中重要美学范畴新论
第五章  “自然”论的文艺美学观（上）
一、 “错彩镂金”之美与“芙蓉出水”之美
二、 “自然”范畴的东方生命美学特征
三、 “自然”论美学观对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中创作美学思想的影响
第六章  “自然”论的文艺美学观（下）
一、 “人艺”与“天工”的契合是作品达成最高艺术境界、实现最高艺术理想的标志
二、 “自然”论文艺美学观中蕴含的重要作品美学思想
三、 “自然”作为最高艺术审美范式和艺术品评标准
第七章  “和”之美三题
一、 关于两极兼融之美
二、 关于多元合一之美
三、 关于集大成之美
第八章  说“圆照”
第九章  “意境”的多种解说及其他
一、 “意境”三说
二、 意境的本质特征
第十章  析“品”
下编  深度模式与潜体系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第十一章  从范畴研究到体系研究
一、 一条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的可行之路
二、 如何实现范畴研究向体系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第十二章  现代诠释与微观考辨
一、 关于现代诠释
二、 现代诠释在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研究中的意义
三、 现代诠释中的微观考辨
第十三章  重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转化工作
第十四章  交叉与融通
——关于拓展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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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中两种值得重视的“交叉与融通”
二、 关于研究方法的互补与有机统一
附录一  审美文化研究浅议
附录二  《中国艺术意境论》韩文版序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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