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這部論文主要在透過先秦以來「道」、「藝」關係的開展，作為觀察蘇軾「有

道有藝」、「以一含萬」、「詩畫本一律」之藝術精神的詮釋理路，以抽離近代運

用「詩畫界限」觀點，所可能產生與歷史語境偏離之本義的混淆。論文在結構上，

以「緒論」為「本論」、「分論」之前導，「本論」則為論述主軸及核心所在，

而「分論」則在深化及證成「本論」所立之核心藝術精神――蘇軾「有道有藝」、

「道藝兩進」的思維，所呈現於「詩畫通論」之創作論、鑑賞論、以及「道」

與「藝」之即體即用實踐的可能。經過「本論」、「分論」各三章的析論探討，

確立開出以《東坡易傳》「本一」、「道一」之論「道」的「通學」本質，進而

回歸蘇軾「以一含萬」、「詩畫本一律」之藝術精神本質，重返宋人「道」、「藝」

辯證之時空背景，凸顯蘇軾於「道本藝末」之道學藝術觀的論述中，所開顯之特

出「道」「藝」體用不二的「詩畫通論」。而「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在由

論「道」而論「藝」――此一詮釋理路的梳理下，開展出有別於由藝術媒介「互

位」、「換位」探討之新解，可作為當代理解蘇軾「詩畫本一律」提出之文化底

蘊，並期能開啟當代與蘇軾「詩畫通論」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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