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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棟 著

「隆禮貴義」：荀子禮義美學思想研究



提    要

在儒家美學傳統中，荀子批判繼承了孔孟思想中「仁」的理念和「禮」的精神，同時融合了

自己對於「禮」與「義」思想的體識和感悟，強調有「禮」無「義」則無內涵，有「義」無「禮」

則無標準，形成了「隆禮貴義」的理論主張。「禮」作為一種強制性的法度，與作為道德本質的

「義」互為體用關係，體現著內在道德修養和外在禮法制度的統一。從審美的角度看，禮義是一

切價值理想的根源，既有約束人的意義，又有成全人的意義，可以達到「化性」「制欲」「治世」

「求存」的社會教化效果。在荀子看來，文藝創作和批評必須借助於禮義規範才能表達人們積極

向上的情感意志，才能充分地發揮詩文禮樂的政教功能，最終實現穩定社會秩序的目的。荀子持

守禮義的核心要義成為其思想體系的內在依據，也是其追求至高人格境界的根本動力，這一點

形成了對儒家倫理文化傳統的突破和超越。荀子關於人與自然關係的探討，蘊含著豐富的生態

審美意識，為解決人類社會所面臨的生態危機提供了切實可行的理論依據。正因為荀子禮義美

學思想具有獨特的理論意義與實用價值，所以能夠被廣泛地應用到於當下的審美教育、文藝實

踐、生態建設的探究過程中，對於構建天地相參、萬物一統的倫理秩序，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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