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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論文主要在探討蘇東坡人格與風格的美學，人格是生命成長的流露的美感，風格是作品所呈現的感染力。分析東坡的儒、道思想內涵，論所呈現的作品的風格美，解讀其作品美的根源。使用資料，以東坡的著作為主：《蘇軾詩集》、《東坡樂府》、《蘇軾文集》等等，而人格的表現是動態成長歷程，需結合生平進行分析。


研究方法是先論儒家思想的精神，進而探討其風格與工夫，結合東坡的生平與作品，探索蘇東坡的儒家精神，在生命與創作上呈現的特質，道家美學也承此方式，以分析東坡這一個生命形態與創作風格的面貌。


儒家人格，是指仁的精神，重道德重實踐，內聖外王一體，而儒家人格的美，是能實踐儒家的仁，將各種文化活動與真實生命結合，以達和諧，美的主體是人，重點在修心養氣，使真誠自由悅樂，此是充實之美。東坡儒家精神在外在事功上，特點是獨立不倚，具體言就是直言，其忠愛之精神除了天性之外，尚含著正直的實踐，順仁心的感動而實踐，失在缺少對仁的本體的反省，他將仁、政結合，認為君民一體，至仁即平等互愛，上下要在溝通，傳達關鍵在臣，其仁民之襟懷，出於情不能已。而內聖修養的主體在人性，他駁性三品說，肯定人皆平等，並在人性論中肯定情。又由中庸提出修養方法，真誠可以明萬物之理，並以直為養氣踐仁的方法，誠、直貫穿，誠於內直於外。其由儒家涵養展現的美學風貌，一是濟世入時的風格，其次是氣節美，文氣中帶著凜然風骨，三為憂國之心，使文章有孤臣的沈鬱，但東坡將沈鬱發為曠達，四與物和諧之美，他既有豐沛的情感，有憂民之仁，也就有民樂而樂的和諧美。


道家思想以無為主要概念，無是去掉造作，追求生命深度的自在，以虛靜修養心境。道家美學重在如何流露以顯自然，創作精神以去造作存天然，呈現境界為美的核心，即虛靈之美。


東坡因現實難以實踐理想倦而羨狷，欲追求內在之真。黃州時有隱遁的心境，此是為保護自然純真，不使自苦，後以理智自我調適，以情感潤澤生命漸達適與安。他有將孔莊會通的傾向，以儒家的仁為體，吸納道家莊子虛、靜、明的修養方法。


由道家涵養展現的美學風貌，是真與美的內涵的呈現，東坡創作的總體精神是自然如何呈現，即去有為造作顯自然，後面提出五組觀念，實皆相關，提出寄妙理於豪放之外，遵循自然不為規則所縛。以竹為例言創作應掌握完整生命，畫水言動態活水，於象內求取象外等，其藝術是境界的呈現，影子正可援以為例，藝術的境界，有渾然一體，行雲流水，及平淡中有深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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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一﹚﹙二﹚﹙三﹚﹙四﹚黑格爾著；朱孟實譯.－－初版.－－台北市；里仁，1981年5月


《審美心理學描述》李澤厚主編滕守堯著.－－初版.－－台北市：漢京，1987年3月


《現代美學體系》葉朗主編.－－初版.－－台北市：書林，1996年3月


《美學的散步》宗白華著.－－五版.－－台北市：洪範，1993年9月


《現代美學體系》葉朗主編－－初版－－台北市：書林，1996年3月。


《中國美學思想史》第一卷，敏澤著－－初版－－濟南：齊魯，1987年6月。


《中國古代美學範疇》曾祖蔭著－－初版－－台北市：丹青，1987年4月。


《美從何處尋》宗白華著－－初版－－台北市：駱駝，1987年6月。


《華夏美學》李澤厚著－－初版－－台北市：三民，1996年9月。


《美學論集》李澤厚著－－初版－－台北市：洪範，1996年9月。


《美學四講》李澤厚著－－初版－－台北市：三民，1996年9月。


《美學論集》李澤厚著－－初版－－台北市：洪範，1996年9月。


《美學再出發》朱光潛著－－初版－－台北市：丹青。


《文藝心理學》﹙上﹚﹙下﹚朱光潛著－－初版－－台北市：金楓，1987年8月。


《中國美學的開端》葉朗著－－初版－－台北市：金楓，1987年7月。


《六朝情境美學》鄭毓瑜著－－初版－－台北市：里仁，1997年12月。


《新談藝錄》劉文潭著－－初版－－台北市：中華，1992年4月。


《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蔡英俊著－－初版－－台北市：大安，1995年3月。


《美學百科全書》名譽主編：李澤厚 汝信－－初版.－－北京：新華，1990年12月


﹙四﹚文學﹙依書名首字筆劃為序。﹚


《北宋的古文運動》何寄澎著－－初版－－台北市：幼獅，1992年8月


《唐宋詞主題探索》楊海民著－－初版－－高雄市：麗文，1995年月


《宋代詩學通論》周裕鍇著－－初版－－四川省：巴蜀，1997年1月


《中國歷代文學論著精選》﹙上﹚﹙中﹚﹙下﹚郭紹虞主編－－台北市：華正，民1991年3月


《六朝文學觀念叢論》顏崑陽著－－初版－－台北市：正中，1993年2月


《唐宋詞十七講》 葉嘉瑩著.--二版.--台北市： 桂冠， 1992年4月


《中國文學論集續編》徐復觀著.--二版.--台北市： 台灣學生，1984年9月


《唐宋詩詞選－詞選之部》巴壺天編著--初版.--台北市： 台灣三民，1990年12月


《宋詩概說》吉川幸次郎著--四版.--台北市： 台灣聯經，1988年9月


《文學社會學》何金蘭著.--初版.--台北市： 台灣桂冠，1989年8月


《悲劇心理學》朱光潛著.--初版.--台北市： 台灣駱駝，1987年7月


《文學心理學》錢谷融‧魯樞元著.--初版.--台北市： 台灣新學識，1990年8月


《宋代詩學通論》周裕鍇著.－－初版.－－巴蜀書社：四川新華，1997年1月


《宋詩論文選輯》黃永武、張高評編.－－初版.－－台北市：高雄復文，1988年5月


《文學概論》李澤厚主編 滕守堯著.－－初版.－－台北市：漢京，1987年3月


《中國文學發展史》劉大杰著.--台北市： 台灣華正，1991年7月


《詩的原理》荻原朔太朗著,徐復觀譯.--修訂三版. --台北市： 台灣學生， 1989年1月


《日本學者中國詞學論文集》王水照 保刈佳昭編選.－－初版.－－上海：古籍，1991年5月


《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李長之著－－二版－－台北市：台灣開明，1969年3月


《發跡變態－宋人小說學論稿》康來新－－初版－－台北市：大安，1996年12月


《北宋詩文革新研究》程杰－－初版－－台北市：文津，1996年12月


《宋代文化史》姚瀛艇主編 姚瀛艇 王雲海等八人著.－－初版.－－河南：新華，1992年2月


《宋代史事質疑》林天蔚.－－初版.－－台北市：商務，1987年10月


《中國文學批評史》郭紹虞著－－初版－－台北：藍燈，1992年9月。


《談文學》朱光潛著－－初版－－台北：大夏，1999年2月。


《文學與美學》龔鵬程著－－初版－－台北：業強，1995年1月。


《中國文學理論》杜國清譯、劉若愚著－－初版－－台北：聯經，1993年11月。


《文學概論》王夢歐著－－初版－－台北：藝文，1991年8月。


《漢魏六朝文學論集》廖蔚卿著－－初版－－台北：大安，1997年12月。


《中國文化新論 經濟篇 民生的開拓》總主編劉岱.－－初版.－－台北市：台灣聯經，1982年10月


《詩詞曲語辭彙釋》張相著.－－八版.－－台北市：台灣中華，1989年9月


參、期刊論文﹙先列博、碩士論文，在列期刊論文；亦以書名首字筆劃為序。﹚


﹙一﹚ 碩博士論文


《蘇軾詩詞中夢的研析》﹙史興國 著﹚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1996


《烏臺詩案研究》﹙江惜美 著﹚台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1987


《蘇軾的政治生涯與文學的關係》﹙陳英姬 著﹚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1988


《蘇軾詩學理論及其實踐》﹙江惜美 著﹚台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1991


《三蘇散文研究》﹙李華 著﹚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1993


《蘇軾意內言外詞隅測》﹙劉昭明 著﹚台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1994


﹙二﹚ 期刊論文


＜論先秦儒家美學的中心觀念與衍生意義＞顏崑陽，收錄於《文學與美學》第三集，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主編，台北：文史哲出版，1992年10月初版。


＜自然＞顏崑陽，收錄於《文訊月刊》19期﹙台北：文訊﹚，1985年8月。


＜論老子「道法自然」說的美學內涵及意義＞靳青萬、趙國乾，收錄於《美學》1995年7期。


＜論莊子的文藝思想及其影響＞趙少康，收錄於《古典文藝美學論稿》，台北：淑馨，1989年11月出版。


＜開出「生命美學」的領域＞李正治，收錄於《國文天地》9卷9期，1994年2月。


＜人文美學的面向＞龔鵬程，收錄於《文學與美學》第六集，淡江大學中文研究所主編，台北：文史哲，199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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