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元曲正義》係于永森（于成我）在《詩詞曲學談藝錄》一書提出並系統建構、闡釋的旨

在突破、超越中國傳統文藝舊審美理想「意境」理論的新審美理想理論體系「神味」說理論在

元曲領域的全面闡釋之作，為「神味」說理論的繼續延展與豐富。元曲之經典性在於以「敘

事性」品性開拓了中國古代詩歌的境界（在「神味」說理論體系的理論視域中，「敘事性」乃是

最高的詩性，高於中國傳統文藝崇尚的「抒情性」品性），並因此改變了中國古代詩歌主要表現

文人、士大夫精英階層以「雅正」為主的審美趣味的態勢，而以大雅大俗的更高境界超越了

以「雅正」為主的審美趣味、意蘊為核心而建構的「意境」境界，此種大雅大俗、以俗為主

為美、崇尚淋漓盡致的表達風格的境界即「神味」之境界。元曲的最佳最高最勝最妙之處即其

最高境界不是「意境」，而是「神味」，元曲無論從精神還是從體制上而言，都是中國古代詩歌

的巔峰狀態的呈現。以此思想觀點為核心，全書以曲話體的靈活方式對元曲進行了全面的觀照，

不但闡釋了元曲以「神味」最勝的原因、藝術特色和魅力，而且在理論層次進行了系統闡說，

廣泛涉及了如下理論問題：元曲存亡的原因；元曲開拓的意義；元曲的人格境界、思想境界、

精神境界；元曲之「俗」之精神；元曲能與唐詩宋詞並列根本言之乃劇曲之功勞；曲的體制形

式的價值；曲的體制形式以「豪放」為主的特色；元散曲的不足；王國維後「意境」理論的發展；

關漢卿、王實甫等著名曲家的作品評論；中國文學史為詩與小說爭霸之歷史；「細節」及其精

神；王國維、任中敏、吳梅等人的曲論；中國詩學之核心內涵與傳統文化精神；等等。全書

以「神味」這一新的審美理想理論的眼光觀照、闡釋、評價元曲，為自古以來的論者所未有，

因而具有鮮明的獨創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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