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書從王陽明的心學思想出發，研究他的文藝創作及美學思想以及對明清文藝創作的影

響。文章選取了王陽明存世的具有代表性的詩歌、散文和書法作品進行考察分析，結合他的人

生軌跡和所處的歷史環境，旨在揭示王陽明的文藝創作與其心學學術之間的互動關係。正論部

分結構共分為七個部分：

緒論部分主要交代選題緣由和意義，王陽明作為心學思想家，他的文藝創作卻一直沒有受

到足夠的重視，在他的學術思想和文藝創作之間有著如何的內在聯繫，是本文的寫作出發點。

第一章從考察王陽明心學理論開始，闡述陽明心學的基本思想。對王陽明的思想的發展路

徑，試圖從陽明心學與理學及文學傳統的文藝觀的互相關係進行分析。試圖從王陽明的心即理

的本體論出發，探討其心性之學在文藝美學上的展開。

第二章具體探討了王陽明藝術觀的眾多美學範疇，即他是從何種角度去對藝術進行觀照的。

王陽明的藝術觀與學術體系息息相關，比如內觀、同一等，從心性之學過渡到藝術創作之中。

第三章探討了王陽明詩歌的具體創作，選取他的詩作進行分析，結合他的學術思想的變化

和當時當地的際遇，試圖探究他的詩歌與他所受的儒釋道和理學傳統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陽

明詩歌是如何反應心性之學的。

第四章探討了王陽明散文的創作類型，以及在散文中體現出的藝術特點。王陽明散文風格

獨特，與一般文人散文有明顯的區別，本章考察他的散文從內容到寫作風格的美學追求，並延

展考察王陽明對明清兩代散文風格的影響。

第五章探討了王陽明的書法創作。從明代書法理論和批評風氣入手，考察王陽明在明代的

書法地位和他的書法觀念，並從王陽明存世的書法作品討論他的書法風格。

第六章從整體探討王陽明的文藝美學對於晚明文藝思想和創作的影響，思想方面以李贄為

例，並具體舉晚明張岱小品文為例說明這種影響之下的文藝創作典型以及其中所體現的心學美

學的繼承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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