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象與假感：王夢鷗「意境」論對哈特曼學
說的接受與創化 p.2

美感經驗與美典──高友工的「中國抒情美典
」說 p.38

靜態戲劇──早期葉維廉的中國古典詩觀及其
西方現代主義詩學淵源 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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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友工的

「中國抒情美典」說

陳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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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傳統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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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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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傳統論述的中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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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友工

• 1929年生於瀋陽，安東省鳳城人

• 1947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

• 1948年舉家移居台灣

• 1949年入台灣大學，1952年中文系畢業

• 1954年赴美國哈佛大學讀中國歷史

• 1962年以論文〈方臘之亂〉取得博士學位

• 畢業後執教於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學系

• 1999年6月榮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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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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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友工著述
《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
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 《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

北京：三聯書店，2008

《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
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 43



「文學批評」的進路
• 與梅祖麟的論文
譯為中文，刊臺灣大學
《中外文學》月刊

• 1972年〈分析杜甫的〈秋
興〉：試從語言結構入手
作文學批評〉

• 1973年〈論唐詩的語法、
用字與意象〉

• 1975-76年〈唐詩的語意
研究：隱喻與典故〉

44



1978-79年回臺灣大學文學院客座，
寫下三篇重要中文論文：

➢〈文學研究的理論基礎——試論「知」與
「言」〉

➢〈文學研究的美學問題（上）：美感經驗
的定義與結構〉

➢〈文學研究的美學問題（下）：經驗材料
的意義與解釋〉

• 「高友工震盪」
45



• 文學研究的理論基礎——試論「知」與「言」

• 批評家面對原有作品，正如藝術家面對他的原有的心境
，把讀詩的『心境』寫成了『詩評』 ，故此濃縮卻仍
是感性的

• 高友工名之為「抒情式的批評」（lyrical criticism）

• 文學批評是一種人文教育；是每個尊重人生價值所不能
避免的課題

文學研究 文學批評
現實之知 經驗(作觀賞、反省)之知
用分析語言來進行 純粹的美感活動；

同時「想像」與「觀照」；
可用「感性觀念」來把握、
象徵這個美感經驗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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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批評」的進路
• 過去的「傳統批評」可供今人用「分析方法」
去研究發掘

• 分析哲學作為方法：

– 優點：釐清定義、合理推論，遵照原則，定出批評
範疇等理論間架。

– 缺點：視野扁平，沒法深入到經驗世界之中，在文
化探索面前軟弱無力。

• 「中國傳統文學批評」能直透經驗生發的根源
予以展陳

• →掌握「美典」說的線索
47



「文學批評」的進路
• 過去的「傳統批評」可供今人用「分析方法」
去研究發掘

• 分析哲學作為方法：

– 優點：釐清定義、合理推論，遵照原則，定出批評
範疇等理論間架。

– 缺點：視野扁平，沒法深入到經驗世界之中，在文
化探索面前軟弱無力。

• 「中國傳統文學批評」能直透經驗生發的根源
予以展陳

• →掌握「美典」說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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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研究的美學問題：
（上）美感經驗的定義與結構
（下）經驗材料的意義與解釋

➢ 研究對象：不是作品本身，而是美感經驗（最典型的經驗活動－作為整
體，暫時脫離外在世界）

➢ 研究理想：勾畫出一個「美學理論」的藍圖，採分析語言，兼容中西文
化中的美學範疇與價值

➢ 美感經驗：「自我感」（subjectivity; self）、「即時感」（immediacy; 
present）

➢ 再經驗、保存：「現時」、「自我」經驗「過去」（透過藝術媒介）

➢ 經驗過程：觀照、內省（解釋）

➢ 人文研究：在想像自我存在於此客觀現象中的可能性［自我抉擇的可能
性］；最終目的即是一種「價值」的追求，「生命意義」的了解［由個
人抉擇顯示自我內在價值和理想］ 49



➢ 表層：感性－－包括感覺、感情、快感

➢ 深層：典式（code）性－－感性過程的知性解釋；個人內在所有，以作
價值判斷［中國抒情傳統有豐富象徵意義的典式］

➢ 統一整體性：各層次的感象因感性相通而融合成一整體；整體的完成達
致美的境界，融合了主客的對立，圓滿如一，渾然無間

➢ 美感：「中介因素」－經體主體在經驗過程的心理活動［觀照、內省］
［「快感」無此「中介因素」］

➢ 美感：「持續性」－「心境」

➢ 境界：觀照與解釋相互交替，不斷解釋以期把握各層次上的意義和價值，
綜合成整體；內省「現象」與「價值」合一，為美感經驗追求的目標

➢ 中國藝術傳統：在美感經驗中求道德生命之體現

➢ 人文研究：在想像自我存在於此客觀現象中的可能性［自我抉擇的可能
性］；最終目的即是一種「價值」的追求，「生命意義」的了解［由個
人抉擇顯示自我內在價值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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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美學三篇，1980年以後發表的論文：

• 1980 “Approaches to Chinese Poetic language”
（中國詩語言之探索門徑）

• 1982 “Aesthetics of Regulated Verse”(律詩的美典)

• 1985 “Chinese Lyric Aesthetics”(中國抒情美典)

• 1986 〈詩經的語言藝術〉
〈試論中國藝術精神〉

• 1987 〈中國戲劇美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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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 “The Nineteen Old Poems and the 
Aesthetics of Self -Reflection” 
（古詩十九首與內省美典）

• 1989 〈中國語言文字對詩歌的影響〉

• 1990 〈詞體之美典〉

• 1992 〈小令在詩傳統中的地位〉

• 1994 〈中國戲曲美典初論──兼談「崑劇」〉

• 1997 〈中國之戲曲美典〉
〈從《絮閣》、《驚變》、《彈詞》
說起──藝術評價問題之探討〉

• 2002 〈中國文化史中的抒情傳統〉 52



• 以上論文可分三類：

1. 中國語言文字與詩歌的關係；

2. 文體類型與相關「美典」的建立；

3. 從中國文化與藝術發展的角度論

「抒情美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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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言文字與詩歌的關係

以語言哲學建構美典觀念：

• 確認漢語與印歐語系之間

的差異性，中國有相當獨

立（於口語）的文字語言

，自為書記文化，文字語

言與口語平行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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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言文字與詩歌的關係

以語言哲學建構美典觀念：

• 由於中國的孤立語，由於中國的意象字，也許
更由於中國人對這種內在意象的重視，竟能用
我們最古老的文字語言來象徵，捨細節而取主
旨，輕實證而重印象；以至現實時間反而要通
過心理空間來表現。內在經驗居然能用純形象
語言的象徵來保存，這是文化史中一個關鍵。
它奠定中國語言，甚至思想的發展方向；決定
了文學和美學的理想。

高友工〈中國語言文字與對詩歌的影響〉，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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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體遞嬗與「美典」的建立

• 以歷時（diachronic）的觀察角度，考察中
國詩詞體類的遞嬗與相關「美典」演變。

• 五言詩與〈古詩十九首〉：
「內省美典」，展示內化（internalization）
和象意（symbolization）兩項發展程序

• 初唐律詩定型：
「律詩美典」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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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體遞嬗與「美典」的建立

• 盛唐王維：不用心、空無的山水田園視境

• 杜甫：恢宏的歷史視境

→「律詩美典」內涵更豐富，是「抒情美典」
的理想結晶。

• 小令：把抒情美典在時空間架上擴大，創作
活動層面加深

• 長調：開出新意境，為抒情精神之極峰

→在詩詞體式理解過程中構思「抒情美典」的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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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美典」與中國文化史

「抒情美典」論最重要的三篇論文：

• 1985年5月 “ Chinese Lyric Aesthetics”（中國
抒情美典）發表於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舉
行的「詩書畫三絕」研討會（1991年出版）

• 1986年12月〈試論中國藝術精神〉發表於《
九州學刊》創刊年會（1988年出版）

• 2002年3月〈中國文化史中的抒情傳統〉刊
於《中國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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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美典」與中國文化史

Aesthetics：「美學」vs.「美典」

高友工〈中國之戲曲美典〉，1997

美學 美典
研究美是什麼？美感是
什麼？藝術是什麼？

某一人群、族群、個人對
於藝術品的反應和評價

答案是通過哲學性思考
的活動

顯示一些原則、典範

從康德、黑格爾到現代
哲學家都可以研究

由歷史學者、人類學家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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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美典」與中國文化史

• 高友工關注批評家對藝術品作出反應和評價
的「集體表現」，成為可以傳播的「原則」
或「典範」。

• 關注創作過程背後、潛藏於集體意識中的典
則與規範。

• 「美典」牽涉「傳承」和「典範」意識，「
歷時」層面的思慮，由此進入文化史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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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美典」與中國文化史

• 「抒情傳統」：
以「抒情詩」為主而形成的傳統。

• 「抒情精神」：
從「抒情詩」傳統醞釀出來，無孔不入、浸
潤深廣，自古代的雅樂，後來的書法、繪畫
都有所體現； 「抒情精神」乃中國「抒情
傳統」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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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美典」與中國文化史

• 「抒情美典」：
與「抒情傳統」相關的一個「假設的理想架構」：

藝術品被欣賞而傳播

↓

藝評家留下欣賞心得及論述
＝可供分析的客觀現象

↓

透過分析，推想藝術家主觀的創造過程，
以致創造過程中的「美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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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美典」與中國文化史

• 「抒情美典」：

• 性質：內向（introversive）

• 關懷對象：創作過程所經歷、欣賞批評所再
經歷的「美感經驗」

• 藝術品的本體：自我現時的美感經驗

• 美感經驗保存方法：
「內化」（internalization）
「象意」（symbo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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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美典」與中國文化史

• 「敘述美典」：

• 性質：外向（extroversive）

• 關懷對象：創造的「成品」－藝術品
創造的「目的」

• 探索重點：
「展現」（display）
「代表」（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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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美典」與中國文化史

• 在中國文化史脈絡中，「抒情」而非「敘
事」，是傳統的主潮：

• 講抒情傳統也就是探索在中國文化（至少
在藝術領域）中，一個內向的(introversive) 
的價值論及美典如何以絕對優勢壓倒了外
向的(extroversive)的美典，而滲透到社會的
各階層。

高友工〈中國文化史中的抒情傳統〉，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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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美典」與中國文化史

• 高友工把「抒情美典視為一個文化演

化的產物」

• 於是追蹤中國「抒情美典」在文藝史

上的表現，追蹤已進入文化傳統集體

意識的藝術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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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美典」與中國文化史

• 高友工為中國的藝術精神和審美意識的認

知結構，作了前所未有的系統梳理和細緻

分析；

• 不只停留於內部史(internal history)的層面

去理解其中的演變，要把演變置於文化史

脈絡(cultural-historical context)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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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美典」與中國文化史

我所希望的是這裡至少能
提出一個大的間架，橫的
結構和縱的史觀有一個輪
廓，至於修正補充則有待
來日，有待諸君了。

高友工〈試論中國藝術精神〉1988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