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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中华文化绵延了五平卑的历史，起伏跌~ ; 哺育若是不

多五分之一人类的身心 ， 灿烂辉煌.'È坦诚似天 ，虚怀若谷 .

在漫长的岁月里 ，广袤的土地上.有过无私牵献四面传播的

光荣 .也有过诚心求教八方接纳的盛事 . 'È和以直 ，健 以稳，

丈而质 .博而精 ，大而，j飞德 . 'J..而弥新 ， 昂然挺立于世界各民

族文化之林 。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却论东西 ，不分大小 .都有它 自

己 的土壤和空气，都有t 自己的载体和灵性. 当然也就都有

它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稚气和老埠。准乎此 ，任何-个民族

的丈化，都有 t存在和皮展的天赋权利，以且尊重异盾丈化

同等权利的人间义务.每一民族都需要学习其他文化的各

种优点 ，最推动自身发展，都应该发扬自身文化的卢切优

点，束保证自己的存在 ，缔造人类的文明 乐园.

现在，当三十世纪的帷幕捧徐 降落之际 ，为迎接新世纪

的到来，中华民族正在重新检视自已 ， 以便在新的世界历史

皮且 中， 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地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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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便是我们为此而向新世纪的中国和

世界做出的奉献。

《中华文化通志》全书共十冉百志。

唐人杜佑著《通典))，事列古今经邦致厚的学问，分为八

大门类 J 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务求做到"语备而理

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 i者掌 "0 <<通舆》的这一编事

方法，为我们所借用 o <<中华文化通志》分为十典。历代文化

沿革典、地若是文化典、民族文化典、制度文化典、教化与礼仪

典、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舆、宗教与民俗典、中外文化

交埠典。每"典"十"志气历代文化沿革典十志，按时序抽列。

地域文化典十志，王要叙述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化，按

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排列。民族文化典十志，基本

上按语系分类封列。中夕卡文化交流典十志，按中国与周边及

世界各大区坟交往分区排列。其余各典所属各志，俱按内容

排列。

宋人郑樵《通志·总序》有曰..古者记事之史，谓之

志。"..志者，手亮E章之所系。

历史鉴戒之所在，所以，编辜者不能使以词呆为文、考据为

学，而应在驰骋于遗丈故册时，"运以别识心裁"，求其"J注意

所归"，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 (章学诚《文

史通义·申郑抄

本书以典、志命名，正是承续这样的体例和精神。唯本

书为文化通志，所述自然是文化方面诸事，其编撰特色，可

以概括为"粪"与"通"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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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者立类。全书十典，各为中华文化一大门类，每典

「志，各为大门类下的一个方面，每志中的"编，'"章""节"

"目..亦或各成其类。如此依事立类，层层分 疏，既以求其纲

目分明，论述精细，也便于得门而入，由 i盖以行，悼著者、读

者都能于浩瀚约中华文化海洋里，探骗得珠，自在悠游。

"通"者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于以类柑从时，复举

其始终，察其漂流，明其因草，论其古今。盖一事之立，无不

由几及显，自微王著，就是说，有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弄清

楚了一事物一制度一观念的演变轨迹，也就多少掌握到了

它内在本质，摸索到了它的未最趋势。

"通"者汇通。文化诸事，无论其为物质形态的，制度形

怒的，还是观念形恶的，都非孤立存在。物盾的往往决定观

念的，观舍的又常左右物质的;而介乎二者之间的制度，固

受制于物质与观念，却又不时反戈一击，君临天下，使制之

者大受其制。其内部的诸次形态之问，也互相瀑透，左右连

手，使整人文化呈现出一派班斓缤纷的色彩。中华文化是境

内古今各民族文化交融激荡的硕果 p境外许多不同种的文

化，也在其中精芜杂存，若现若隐。因此，描绘中华文化，于

贯通的同时，还得顾及如此种种交汇的事实，爬挠剔理.还

它一个庐山真面目。此之谓"汇通"。

"通"者会通。"会"字，原义为器皿的盖子，引申为密合;

现在所说的"体会"、"领会"、"全心"、"心领神会"等，皆由此

得义。《中华文化通志》所求之通，通过作者对中华文化的领

悟，与中华民族心灵相体认，与中华文化精神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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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华文化通志》住以架构旨趣之所在， 是耶非

耶，如我罪 我，恭候于海内抖大方之家 ，

《中 华文化通志》由萧克将军创意于 1 990 年 。 199 1 年

先后两决在广泛范围 内进行丁论证. 1992 年组成编事委员

告.十典主编一致请求萧克将军担任编委会主任委员 ，主持

这-宏大的文化工程 . 1 993 年 1 月 和 1 994 年 2 月 ，全体作

者先后齐集北京、广东花都市 ，研究全书草 旨 ， 商定典志体

例，切磋学术心得，讨论写作提纲.事前事后 ，编委告更多次

就全书 的内容与 形式 、质量 与 速度、整体与部分、分工与 协

作等 问题 ，进行研究讨论.近二百位作者进行 了创造性构思

和奋斗式劳作。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得到 7 中夹领导同志以

且各界人士 的热情支持 . 编委合办公室承担了大量的日常

工作 .上海人民出版社最担 了 本书出版任鼻，并组织了高水

准高效率的编辑、审读、校对队伍 ， 使百巷本《 中华 文化通

志》得 以现今面貌奉献于世人面前。我们参与这-工作的全

体成员带着兴奋而又惶恐的心情，希望 t 能给祖国精神文

明建设大业增添些光彩，更期待着读者对它的不当和平足

王处给予指正.

4中华文化通志 B编委会



内容提要

艺文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B 本书全面而又

系统地阐述丁我国自壳秦迄清代几千年的艺文理论的发生、发展及

其对中国文化各领域的影响，通过中国灿烂的文化，反映了高度成熟

的中国艺又理论.本书作者通过"文道"、"性情"、"心物"、"形神气"气

韵"、"体格"、"神思"、"通变"等她具匠心的视角，对我国艺文理论发

展史上各家各撮都作了详尽的介绍、公允的评价.本书引用材料丰

富、论证问题深入，对中国的艺文理论研究作丁新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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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一、 艺丈概念

本书《艺丈理论志》的"艺立"二字.系事酌古今而取. 虽于古有

征，卸草原告于古 s虽略似于今之所谓"文艺" 却亦不圭同于今.现就

"艺"、"文"与"艺立"的概幸略加界定.以明本书所志之内在 .

1. "艺"

"艺"字，繁体为"事"，古籍中亦作"蔬"、"孰"-U且文 '作"扭"注

云 "种也，从主、乳，持亟种:<' . 1书 》曰 z ‘我孰莘硬.川盘'\古宇形作

"嚣".章为"土块采主也" 1 " 瓦.. 古字形作"雯.. 意为"持也.惶手有所

持据也" (均《说文 ) ) . 显然"艺"之初且.就是手持工具.怯照时令在

土地上拚作 s简言立即种植在作物. 因为是种植在作物，卫或加"仲"

头.成"董革" . 如《诗·庸风·鸭羽》云f不能草草但撞" "不能盗韬粱飞

种植在作物是我们的先民摆脱动物的自在状嚣 ，改造自然以自

谋生存的主要技能 ， 因而"艺"就具有了一般技艺才能的吉且，扩展到

了文明的各种领域 . (书 ·盘跚 》即有。"于仁若考.能事材事艺，能事

鬼神. "(论语·于罕川胃"哥本试.故艺."邢疏..我束且用于时.故多

能桂艺 . "(庄子· 在有)"说是邪 .是相于艺也..章即量好圣迹却助长

了 技艺. 故汉末建安时期，徐醉在《中论》→书的《艺纪》篇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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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艺"的时候，陈‘因智以造艺，因艺以立事"艺者，所以施智饰能，统

事回群也。"如果说这些话可以视为6 艺"的定:i(， ~~L，、这个定义就正

是指各种才能、技艺。泛指各种才能、技艺的"艺"一直陪用至今;所

谓"园艺"、"手艺"工艺"皆是也。

泛指各种技艺就会走向偏指某种技艺，因而"艺"也就具有了多

种肯义，或者说 "主"也就分也为多"艺"了。文艺之"艺"就是这样形

成的。《论语·述而》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据前人注

疏、这里的"艺"是指礼、乐、射、闹、书、数等六种古代的教学科曰，即

所谓"六艺"。因汉刘安《淮南子·奉族训 >>L::"六艺异抖而皆同道。混

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精明盖达吉，!易》

之且也;恭俭尊让击，忖L>l之且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提辩

义者，(春军大》之靡也。"这里的"式艺"是指六经 JA艺"即经籍 e 故京汉

王充<<ìi街》有《艺增》篇，谓"言审莫过圣人，经艺万世不易。，，，.六艺"

包涵着今之所谓文艺"经艺"更是古代文艺之所本:因而自魏曹起，

"艺"即开始偏指今之所谓艺术峙艺「。如魏稽康《茸赋:>>:"良质妻子

]11今世兮，纷纶靠响冠众艺兮。"这里的"艺"就是指琴乐或音乐。南朝

宋iTJ义庆《世说新语》专辟《巧艺》 章，共记魏晋人遗事十四条，其中

绘画九条，书法两条，建筑、围惧、植于戏备 是.

但此时之"艺"，除音乐、绘画、书法等艺术外，还包涵围棋、游戏

等游艺，却井不包涵立学。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时期里，文学属于

"文飞地位远在作为技艺的"艺"之上 .儒家重"文"而轻"艺"。孔子曰己

"再少也贱，故事能鄙事J'又曰"苦不试，故艺。"(均《论语·子罕 Ì!)

"鄙事"就是指"艺'9. 直至来代，梅尧臣的论诗诗犹云J 圣人于诗言，

曾不专其中 . 因事为所激，因物兴以通。川迎来道颇击，有作皆言空 .

姐 ζ写J!5象，距卉峙青红@""遂使世上人，只曰一艺充 o "C(替三韩见

赠述诗)))他显然是认为把诗视为"一艺"是对诗的贬低。这种情况至

明代宜生了变化。如徐祯卿的《谈艺录》是论诗的，王世贞的《艺苑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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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Hel寺、立，兼及!可由 .清代刘熙载的《艺枝在》则诗、文、赋、词曲、书法

等慨在且中。这样的"艺"就近于今之所谓"文艺"了。

这里还需说明一下·艺"与"术"的关桌"术"，繁体作"你J"，原且

为道路，引申为方法、学术，尤其是医、 l、、星、相之类的方术。作为方

法、学术，就与作为技艺、才能的"艺"相通了，故有"艺术"之称。但击

之所谓"艺术"似有三种情咀 ， <<后汉书·伏湛传>> : "水和元年，诏无

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相五经、诸于百家、艺术"李贤注云"艺谓扫、

数、射、榈，术谓医、方、卡、篮。"这里的"术"是恃指方术，与&艺"分周

两类.这样的"艺术"是"艺"与"术'\《世说新语》于《巧艺》外另辟《术

解》一章，所记皆医、 H直具神秘色革的预言之类:亦是"艺"、"术"分

属两类之证. 这是一种情况. 但方术也是 种技能，故亦可单称为

"艺术飞《晋书》有《艺术传).专为|\巫、术士等异人立传，序云"艺

术之兴，由来尚臭 . 先玉以是决犹豫，定吉凶，审存亡，省祸福"据宋

孙主考，汉之"万术"，魏称"方技"，晋称"艺术" • (且《履斋示 JL编·丈

说·史体因革日至清犹有仍之，如:在枚云。"膜肩吾少事陶先生，颇多

艺术，尝盛夏会害，向空大虚，气fl.成雪。"(<随园随笔·梁陈遗事出

〈广异记) >>)这样的"艺术"可以说是"术"之"艺"。这是另 种情况。而

丈艺那有其法，即亦有其"术"@南朝梁刘tl ll!， l文心雕龙》的《神思》篇即

谓"神思"为"驭立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故清代方苞有云"艺术真难

于古文"({菩沈谦居书))。这样的"艺术"可以说是a 艺"之"术"。这是

第三种情况. 显然，只为第三种情况下的"艺术"才与今之所谓"艺

术"相近。但作为"艺"之"术"，细按仍为差别，

2. "文"

"文"的情况要比"艺"复 tþ得多，我们只能作些与文艺相关的

考察。"士"字，甲骨文作"穴"像纹身形刊庄于·逍遥游》有"越人断

发文身"的记载.故学界或以为"文""即立身之立. i辜人自有丈之形"

(高亨， !周易古经今注》第二 四页). <<i兑丈》作"六飞注谓"错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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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交丈"即吏错的线是.学界有人以为这是后起义. 但即或是后起

义 .亦是时立身之丈的适当慨括 ，因为主身之文就是交错的钱晶 .

立身还是一种巫术行为.随着人的理性的觉醒. 这种行为的巫

术意义就会逐渐淡化，而演变成为一种悦己悦人的辑怖行为 .再随着

人的抽7l思维能力的增长，作为主身之立的"错画"卫会逐渐脱离主

身的特定行为，而成为一种具高审费童且的普遍性形式. (说士'时

"士"的解释就反映了这一历史进化的成果.再参主以

《国语 · 知语) :"声-主听 .物一无丈 . "

《周易 · 系样 下) : "物相杂，故曰文."

《札记·乐记>>:"声成立，谓之音 J'

可如"立"在脱离 f立身之后的最草本的普遍性含义.就是多样而统

一"变化而有序的线条或其他形式.析言之·且~官是可以酷感官所

感知的扉式6其二.这种扉式的主要将点即在于多样而统一、变化而

有序 g其三，这种形式具有使人愉悦的审莞性能.

这个!A立身之丈中抽血出来的、普遍化了的"文飞怪我们的先民

运用于他们所知道的各个领域，包蕴了极其深广而丰富的内涵.

古代有"天文"、"人立"之说 . 这集中体现在《周ï! l中 o <<贵》卦

《靠》传云 " M~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立，以察时

变，观乎人立，以化成天下."所谓‘天文"实指天地 自然之立 .如"日月

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地"((离 · 幸川.‘革辞上》卫云 "仰以观于天

宜，俯以事于地理.阳地理呗l措地上山川万物所J!i成或显现的组理.

亦可称"地立"，是"天文"的组成部分 . U\碎下，亦云"仰~IJ现靠于

天.俯则ll\法于地，现鸟兽之士与地主宜"."鸟兽主立"是指鸟吕立皮

毛的统理，或鸟兽留下的踪迹."地主立"是指生伏在地上而各有其直

的植物 . 天之晕、地之桂、鸟兽主主、地主宜等，都是措天地万物的形

态、 在序I.g，之都是天地自然之士.自然万物是阴阳选运 、刚柔相济

的，故云"刚柔交错，天文也". 这肿d刚柔交错"的天主反映了天地时



导言 b 

序的变化，故云"现乎天文，以察时变"。在我们的古人看来，多样而统

一、变化而有序是宇宙万物的存在状态，因而万物皆士，万物又皆为

宇宙之士，这就是"天立'二

以一定的形式把"天文"揭示出来，并据以制订出人类的生活方

式和行为规范，就成了"人丈飞亦即人类文明。前号|所谓"文明以止，

人丈也"就是说彰明"天文"以为人类行为之所止、所依，即为"人

立"所谓"现乎人丈，以化成天下"亦表明"人丈"的目的就是使人间

文化化. !周易 ·在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现象于

天，俯则观法于地，现鸟兽之立与地之宜"丘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

始作八卦，以iJ!i神明主德.以类万物之情。"包牺氏根据"同l 柔交错"的

"天文"所创造的人卦和人卦两两相重而成的六十四卦，就是最初的

"人文飞包牺氏且后世圣人再根据这些卦创造出具体的人类生插方

式，如"作结绳而为同霄，以徊以撞，盖取诸《离》飞"研木为相，揉水为

束，来挥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以至"古之葬者，厚在之以薪，

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棒，盖取诸《大

过俨，"上古结蝇而治，后世圣人县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

取诸《主 )"(均同上) ，等等，当然更是"人立".如果再把这些创造以文

字的形式训释出来，著为书籍，自然也是"人文飞且之，参照"天文"而

创造的 切，从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礼仪制度到文字与书籍，等等，

都是"人立"，

面对范围如此广大的"人士"古人也曾作过进一步的区分，儒家

提倡礼乐之治，因而对于人类文明，不很重视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

物质性、实用性的层面，而较为重视规范人的行为、影响人的精神的

制度性、意识性的层面回孔于所说的"立"或指典章制度，如"周监于二

代，郁郁于主盐 1 吾从周 0" ((论语·八倩))或指道德操守，如公叔丈

于的事臣升为大夫，与之同朝井列，宜于心丑不平，谦然待之，孔子闻

之，曰"可以为丈亮，"刊论语·宪问))或指诗书典籍，如"君子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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