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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典文学概述 1

古典文学，如同一条璀璨的文化长河，流淌着中华

民族的精神血脉，承载着千年的智慧与情感。它是历史

的见证，时代的回响，是人们在时间长河中寻找永恒价

值的灯塔。古典文学的范畴广泛，包括了诗、词、赋、

曲、小说、戏曲等多种文学体裁，以及《诗经》、《楚

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经典文献，它们以

其深邃的思想内涵、精湛的艺术技巧，构建了丰富多元

的审美体系。

《诗经》开启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篇章，以“六义”

（风、雅、颂、赋、比、兴）为基石，展现了先民的生

活百态和情感世界。《楚辞》的屈骚传统，以其浪漫的想

象和深沉的忧患意识，塑造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为后世

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来源。唐诗，如璀璨星空，

以其壮丽的意象、深邃的哲理和高超的艺术技巧，展现

了盛唐气象，被誉为“诗中的诗，顶峰的顶峰”。宋词，

细腻而婉约，词人借景抒情，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展现

了个人情感与社会生活的交织。元明戏曲，则以其生动

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入浅出地反映了市民

阶层的生活面貌和思想观念。

古典文学的审美观深受“天人合一”哲学观的浸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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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体现了人与自然、社会、宇宙的和谐统一。在这样

的审美观影响下，文学作品追求的是“神与物游、物我

两忘”的艺术境界。古典诗人、词人们通过寄情山水、

托物言志，借助自然景物来隐喻和抒发内心情感，从而

达到“诗以载道”的目的。这种“文以载道”的精神，

不仅体现在作品的思想内容上，也显现在艺术形式的创

新上，文学家们如韩愈、柳宗元、王安石等，他们的创

作既富有时代性，又充满个人风格，是个人抱负与社会

责任的完美结合。

古典文学的审美追求中，含蓄之美尤为重要。从

《春秋笔法》的委婉曲折，到唐诗的意在言外，再到宋

词的余音绕梁，都体现了中国文学对言简意赅、寓意深

远的崇尚。这种含蓄的美学追求，使得古典文学作品在

有限的篇幅中蕴含了无限的意蕴，留给读者广阔的想象

空间。如《白石道人诗说》所倡导的“语贵含蓄”，以及

《江南曲》、《春怨》等词作中的象征和暗示，都使得古

典文学在表达上达到了一种深远的艺术效果。

诗性，是古典文学作品的灵魂，它不仅仅是创作手

法，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到王徽之的“山水有清音，何须丝与竹”，这些文

人借诗歌抒发对自然、人生的理解和情感，展现了他们

诗性人格的风采，也体现了他们对超越世俗、追求心灵

自由的渴望。

古典文学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瑰宝，其审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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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浅析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观》深入探讨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内在魅力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轨迹。文章从

中国古典文学的丰富内涵出发，揭示其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地位，同时追溯了古典文学在不同时代的传承与演变，

展示了其独特的艺术生命力。研究发现，古典文学中的审美价值不仅表现在语言的艺术性、情节的想象力，更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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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审美观仍能为现代人提供丰富的精神滋养，并对未来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展望，期待古典文学的美能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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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了儒家的中庸和谐与道家的自然无为，形成了诸如

天人合一、和谐之美、含蓄之美和诗性人生的独特美学

观念。这些观念不仅深深影响了文学创作，也渗透到绘

画、书法、音乐等艺术领域，共同构建了中华美学的精

髓。古典文学的审美视角，如同一扇窗户，让我们得以

窥见过去，理解现在，更可能引导我们探索未来的美学

新境。

二、古典文学的传承与演变

1.先秦古典文学的特点

先秦时期，古典文学初露端倪，以其鲜明的特色和

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文学的基石。这一时期的文学

作品，主要以《诗经》和《楚辞》为代表，它们分别代

表了北方和南方的文学风貌，奠定了后世文学的基调。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从西周

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共 305 篇，分为风、雅、颂三

类。风诗反映了各地的民间生活和风俗，雅诗则多为宫

廷祭祀和宴会的乐歌，颂诗则主要为祭祀祖先和神明的

诗歌。《诗经》以其直接的生活描绘和朴素的语言，展示

了先民的情感世界和思想观念，被誉为“诗三百，一言以

蔽之，曰思无邪”。其“赋、比、兴”的艺术手法，开创

了中国诗歌的先河，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楚辞》则是南方楚地的文学瑰宝，以屈原的《离

骚》为代表，融合了神话、传说和楚地的民间文化。楚

辞的风格瑰丽奇幻，情感深沉，语言独特，充分展现了

楚文化的浪漫主义色彩。屈原的诗歌中，如“路漫漫其

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韧求索，以及“长太息

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国忧民情怀，不仅体现

了他对个人理想的追求，也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楚辞的出现，标志着文学从宫廷走向民间，从实用走向

艺术，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先秦古典文学的特点在于其朴素自然的风格与深沉

的社会关怀。它以简洁的语言，直面生活，传达了对人

性、道德和自然的深刻理解。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既

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又饱含了对社会的忧虑，体现了

文人士大夫的道德理想和社会责任感。同时，它们也展

示了创作者对个体情感的细腻捕捉和对宇宙天地的哲学

思考，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

在艺术手法上，先秦文学注重象征与隐喻，以物

寓意，以景载情，表现出含蓄之美。例如《诗经》中的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自然景象，象征着对和谐爱

情的向往；《楚辞》中的“香草美人”意象，表达了对理

想人格的追求。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既赋予了作品丰

富的象征意义，又留给读者广阔的解读空间，使得古典

文学具有了深远的艺术魅力。

先秦古典文学，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以其独特的

艺术风格和深刻的文化内涵，为后世文学的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其作品中蕴含的审美理念，如朴素自然、

深沉忧患、含蓄象征，不仅在后世文学中延续，更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汉唐宋明古典文学的发展

汉唐宋明，中国古典文学在历史的脉络中不断演变，

绽放出各异的光彩，形成了丰富多样的艺术风格和美学

观念。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在继承先秦遗风的同时，也

不断吸收新的元素，发展出独特的文学体系，对后世产

生了深远影响。

汉代，诗赋的兴起标志着古典文学的新篇章。汉赋

以宏大的场景、丰富的想象和华丽的辞藻，展现了汉代

的盛世气象。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以虚构

的对话和夸张的描绘，展现了汉朝的繁荣景象和帝王的

雄心壮志。汉乐府诗歌则扎根民间，反映了社会现实和

人民疾苦，如《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故事，深深触动了

人们的心弦。汉代文学在艺术手法上，追求铺陈排比，

富丽堂皇，体现了汉朝的豪放与大气，同时也体现了

“文以载道”的精神。

唐代，诗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唐诗以其雄浑

的气魄、深邃的意境、精炼的语言，被誉为诗歌的黄金

时代。李白的豪放不羁，杜甫的沉郁顿挫，王维的清新

淡雅，白居易的通俗易懂，都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艺术

遗产。无论是边塞诗的壮志豪情，山水诗的自然之美，

还是咏史抒怀的哲理思考，唐诗以其广泛的主题和深刻

的情感，展现了唐代社会的多元面貌。同时，唐诗在形

式上丰富多样，律诗、绝句各有特色，为古典诗词的艺

术形式奠定了基础。

宋代，词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它以细腻的情感、

婉约的风格，展现出与唐诗截然不同的审美韵味。苏轼

的豪放旷达，李清照的婉约哀怨，辛弃疾的壮志悲歌，

都体现了宋词的丰富内涵。宋词的创作更加注重个人情

感的表达，与唐诗的宏大气象相比，更贴近日常，更显

得委婉含蓄。同时，宋代诗词的婉约之美，进一步推动

了古典文学的含蓄表达，使得情感的表达更加细腻，意

蕴更加深远。

元代，戏曲成为主流的文学形式，它以其生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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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吸引了广大观众。元曲的

出现，使得文学更加平民化，更贴近生活，如关汉卿的

《窦娥冤》、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等作品，都是元

曲的经典之作。元曲在艺术手法上，善于运用民间语言，

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表现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体现

了文学对社会生活的深刻关注。

明代，小说步入繁盛，四大名著《红楼梦》、《西游

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的诞生，标志着古典小说

的高峰。这些小说不仅在情节上引人入胜，人物塑造上

栩栩如生，而且在思想深度上也达到了新的水平，它们

对人性的剖析、对社会的批判，都体现了明代社会的复

杂性和矛盾性。明代小说在艺术上追求情节的跌宕起伏，

人物的丰满立体，以及道德教化的深入浅出，丰富了古

典文学的表达方式。

汉唐宋明古典文学的发展，体现了审美观在历史长

河中的演变，从汉赋的华丽厚重，到唐诗的雄浑深邃，

再到宋词的婉约含蓄，元曲的生动写实，以及明代小说

的细腻描绘，每一种文学形式都承载了那个时代的审美

追求和精神风貌。这些不同的文学风格，如同多元的色

彩，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绚丽画卷，它们的审美

理念和艺术形式，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古典文学中的审美价值

1.美学思想在古典文学中的体现

古典文学中的审美价值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

土壤中，尤其是“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熏陶，使得古

典文学作品超越了简单的叙事与描写，而成为富有哲理

内涵的艺术瑰宝。这种美学观念在古典文学中多维度地

体现，既表现在作品的外在形式，如语言的艺术性、情

节的想象力，也体现在内在意蕴，如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和社会现象的睿智剖析。

古典文学的语言艺术性是其美学价值的重要体现。

无论是《诗经》的简洁质朴，还是《楚辞》的华丽奇幻，

亦或是唐诗的精炼深远，宋词的婉约含蓄，元曲的生动

自然，都以其独特的语言风格，构建了丰富的审美体验。

这些作品在遣词造句中融入了深邃的思考，使文字本身

成为了一种艺术，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的意

境，或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雄壮

气势，都是古典文学语言艺术魅力的生动例证。

古典文学的情节想象力，是其审美价值的另一重

要体现。无论是《红楼梦》中的曲折情节，还是《西游

记》中天马行空的想象，古典文学作品凭借其丰富的想

象力，构建了引人入胜的故事世界。这些故事不仅仅是

为了娱乐，更是通过超越现实的想象，对人性、社会进

行深刻的探讨，如《西游记》中的取经之旅隐喻了人生

的修行，或是《红楼梦》中的荣宁两府兴衰，揭示了社

会的世态炎凉。

再者，古典文学的审美价值更体现在对人性和社会

的深刻洞察。以《史记》为例，司马迁以史家之眼，记

录了历史人物的喜怒哀乐，人性的光明与黑暗，展现了

一个个鲜活的历史场景。又如《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

豪情壮志与命运坎坷，既是个人性格的写照，也是社会

矛盾的投射。这些作品通过人物的塑造，传达了对人性

的深度剖析，以及对社会现象的犀利批判。

古典文学中含蓄之美和诗性人生的追求，也是其美

学价值的独特体现。含蓄之美如《诗经》中的“关关雎

鸠，在河之洲”，以自然景象暗示情感，留有丰富的解读

空间。诗性人生则通过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等诗句，表达了文人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和心灵

的超越。这些作品以象征、暗示和寓言，传达了深层次

的意蕴，使得阅读成为一种心灵的旅行。

古典文学的美学思想在各种文学形式中得以充分展

现，语言的艺术性、情节的想象力、对人性和社会的深

刻洞察，以及含蓄之美和诗性人生的追求，共同构建了

古典文学的审美价值。这些价值不仅在古典文学作品中

熠熠生辉，也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

华美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典文学的审美观，正如

一颗璀璨的明珠，穿越时空，照耀着人类的精神世界，

为现代人提供丰富的精神滋养。

2.传统审美观念对古典文学的影响

传统审美观念，尤其是深受“天人合一”哲学观影

响的美学理念，对古典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塑造了

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这种观念引导下的文学

创作，追求的是超越现实的艺术境界，强调神与物游、

物我两忘的超然状态，通过自然景物的描绘与情感的寄

托，传达深层次的哲学思考和人生理想。

在“天人合一”哲学观的熏陶下，古典文学作品往

往将自然与人的精神世界紧密相连，通过寄情山水来表

达内心情感和志向，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

恬淡，或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

迈。这种“诗以载道”的表达方式，赋予了作品深厚的

道德教化意义，同时也反映了文人对理想人格和社会责

任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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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之美”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体

现了对自然、人生、社会的统一和谐的追求。作品中的

情感表现往往处于中正和谐的状态，如《关雎》的“乐

而不淫，哀而不伤”，《诗经》的“思无邪”，展现了情感

的平衡与内敛，同时也传达了对理想社会秩序的向往。

这种和谐之美在艺术表达上表现为情景交融、虚实相生

的美学规范，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画面感，

构建了富有韵律和意境的文学空间。

含蓄之美是古典文学中又一重要审美特质，它要求

作者在有限的篇幅中寓含深远的意蕴，追求言外之意、

弦外之音的效果。从《春秋笔法》的暗示性叙事，到唐

诗的深意留白，再到宋词的余味悠长，都体现了这一美

学原则。如《静夜思》中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

霜”，以自然景象引发思乡之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

间，让读者在反复咀嚼中发现更深的韵味。

诗性是古典文学作品的灵魂，它不仅是创作手法，

更是文人生活态度的体现。诗人如陶渊明、王维、苏轼

等，借诗歌表达对自然的敬畏、对人生的哲思，以及对

超越世俗的渴望。他们的作品如诗如画，展示了生活中

的诗意，成为文人品性与生活态度的生动写照，体现了

诗性人生的审美追求。

传统审美观念对古典文学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对“天

人合一”境界的追求、和谐之美的表达、含蓄之美的运

用，以及诗性人生的倡导。这些审美观念不仅体现在作

品的创作中，还渗透于文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中，

共同构建了古典文学的内在魅力，使其在历史长河中历

久弥新，对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仍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四、结论与展望

《古典文学的审美观》一文通过对古典文学的深入探

讨，揭示了其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地位，以及在历史长

河中的发展轨迹。古典文学的审美价值不仅在于语言的

艺术性、情节的想象力，更在于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

社会现象的睿智剖析。各种文学形式如诗、词、赋、曲、

小说和戏曲，都在各自的时代背景下，以不同的方式诠

释了中华美学的丰富内涵。无论是汉唐的宏大气象，还

是宋明的细腻婉约，都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审美追求与精

神风貌。

“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塑造了古典文学独特的审美

体验，如天地共生、物我一体的意境，以及和合之道的

追求。这使得古典文学作品在艺术表达上寻求内外的平

衡，如情景交融、虚实相生，体现出“和谐之美”。含蓄

之美则通过象征、暗示的技巧，让作品在有限的篇幅中

蕴含无限的意蕴。诗性人生作为文人的生活方式，将个

人情感与对自然、人生的理解融入诗词，进一步丰富了

古典文学的美学内涵。

古典文学的审美观对现代社会依然具有深远影响。

在快节奏和物质化的现代社会中，古典文学的美能提供

一种心灵的滋养，引导人们回归内心，寻找精神的宁静

与和谐。古典文学的含蓄之美和诗性人生，鼓励个体在

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寻找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处之

道。这种对美的追求，有助于提升现代人的生活品质，

培养内在的审美素养。

展望未来，古典文学研究应更深入地挖掘其审美观

的多元性和时代性，结合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如跨学

科研究、文化研究等，以更全面地理解古典文学的艺术

价值和社会功能。同时，古典文学的传承与创新也应得

到更多关注，通过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使古典文学

之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新的光彩，满足现代人的

审美需求，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支持。

古典文学的审美观，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深远影响超越时空，对现代人仍具有启示意

义。在未来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中，我们应该珍视这

份文化遗产，让古典文学的美在新的时代中继续引领我

们追求精神的升华与生活的艺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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