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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学（第2版）》对美学理论的论述以审美经验作为起点，以美学未来发展的主要形态结束。
在概括近十年来国内外美学研究最新进展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础，对美学的
基本问题、审美现象的基本形态和类型、美学的基本概念以及重要的美学史现象作出准确、明晰的论
述，引导学生借鉴21世纪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来理解和掌握现代美学理论。
全书文字简明精要，体系严谨科学，阐释深入浅出，具有较强的学理性和开放性。
　　《美学（第2版）》适用于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艺术类专业本科教学及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
本科教学，也可供其他学科选修和自学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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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杰（1957一），江苏无锡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
1991年7月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
1985年~2005年任教于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任中文系主任、广西师范大学副校长等。
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副院长，南京大学美学研
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年刊）主编。
兼任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基地兼职教授、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
艺术人类学学会副会长等职氖出版《审美幻象研究——现代美学导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美学问
题》、《审美幻象与审美人类学》，合作出版《艺术与审美的当代形态》，主编《现代美学原理》、
《美学》、《（寻找母亲的仪式》、《神圣而朴素的美》。
合作翻译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托尼·本尼特《文化与社会——托尼·本尼特自选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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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节 美和美学第二节 美学研究的对象第三节 美学在现代人文科学中的地位第一章 审美经验第
一节 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经验第二节 审美需要的二重性第三节 审美活动及其意义第二章 美的本质第
一节 美的本质与文化语境第二节 审美关系及其对象性形式第三节 美是以情感为中介的意识形态属性
或价值第三章 形式美第一节 形式美的生成第二节 形式美的基本特点第三节 形式美的基本因素第四章 
自然美第一节 自然美：美学难题中的难题第二节 自然美的特殊性第三节 自然美的文化价值第五章 社
会美第一节 人类审美意识的发展与社会美第二节 社会美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与区分第三节 社会美的特
征及其欣赏第四节 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的美第五节 社会美的历史地位与意义第六章 艺术美第一节 
艺术作品与审美变形第二节�艺术关的本质第三节 真正的艺术与通俗艺术的区别第七章 艺术的分类及
审美特征第一节 艺术分类的依据第二节 造型艺术的审美特征第三节 表演艺术的审美特征第四节 影视
艺术的审美特征第五节 语言艺术第八章 审美范畴第一节 优美与崇高第二节 悲剧与喜剧第三节 丑与怪
诞第四节 韵与意境第九章 美感第一节 美感的本质第二节 美感的构成因素第三节 审美差异性与审美共
同性第十章 审美教育与审美交流第一节 审美教育第二节 审美教育的特点和规律第三节 审美交流与审
美教育的实施第十一章 美学的未来第一节 美学理论形态的合理走向第二节 美学发展的新的理论生长
点后记第2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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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日常生活经验也有两个层次：生理经验和心理经验。
生理经验是人的机体对客观刺激的自然反应。
生理经验不仅仅限于对事物形象的感知，也不会长时间地观照事物的外部形象。
此外，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着大量的现象，带给人的刺激大大超过了主体感知器官的适应域限，产生强
烈不适应乃至痛苦的生理经验，使主体不得不进行感知转移。
日常生活中的生理经验会迅速导向一种功利性的思考。
生理反应是人认识、接触、改造外部世界的必要环节，人类永远无法超越。
主体在日常生活中对对象的感知常常会陷入功利性的考虑，如木材商见到松树时，考虑的是其作为木
材的用途、价格；道学家见到人体绘画就会指斥其有伤风化等。
功利性思维模式是日常生活经验展开的基本路径，一件事物有用还是没用，好还是坏，首先被用功利
性的态度区别对待；日常生活是一个行动的世界，趋利避害，饥求食、寒求衣乃至改造世界，都必须
通过具体的行动来完成，这构成了日常生活的主体内容。
功利性是日常生活的内在准则，因此，功利性也成为日常  .生活经验的特性。
与日常生活经验相比，审美经验具有超功利性。
日常生活经验是审美经验的基础。
审美活动是人类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审美能力也是在生活实践和审美实践中积累起来的。
第一，审美活动中的生理感受是以生活中真实的生理感受经验为基础的。
比如，欣赏画中秀丽山水、妩媚花枝或姣好的少女时的生理感受，与人们日常生活中面对实际的人或
物的形象时所获得的生理感受是一致或相近的。
在“雾失楼台”、“鸟语花香”的诗情画意中获得的生理感受同样是日常感知经验记忆的复现。
第二，审美心理感受也是以日常生活中获得的情感体验的经验记忆为基础的。
没有感受过朋友间的深情厚谊，没有经历过与亲人朋友的依依惜别，自然很难体验到“桃花潭水深千
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动人之处。
只是时过境迁，功利性逐渐剥落，所以情感经验的重新唤起和重新体验才摆脱了狭隘的功利束缚，才
有了指向普遍人性的可能。
与日常生活经验相比，审美经验的独特性首先在于它具有超功利性，审美活动不能充饥，不能御寒，
自然也不能使主体获得体暖食安的体验。
最能体现审美经验本质的，是审美经验具有由生理层面向情感层面升华的必然性。
这种必然性，是由人之为人的本质特性，由人之为人的特殊需要决定的。
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实践力量是人的本质力量。
生理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自我实现、自我直观、自我确认是人的根本需要，而后者才是人的本质需
要。
这种需要是推动审美活动向深层发展的内在动力，这种需要的满足，就体现为情感满足和审美感悟。
正因如此，审美经验不会局限于维持生存的初级生理一心理感受，必然会向深层的情感体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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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根据美学学科近年的发展，2007年4月我起草了《美学》教材修订方案，提交主编工作会议讨论，会议
讨论并通过了修订方案，本次修订主要根据以下三个原则进行：1.根据中文专业本科教学的要求和美
学学科新近发展的情况进行修订，删除不必要的文字，补充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自教材出版以来
出现的新的学术信息资源。
2.增强教材的适用性，特别注意提高美学理论对现实中的审美现象和艺术现象的阐释能力。
3.丰富教材的交互能力，增强互动性、启发性和文字的活泼性，增加信息量并注意信息的权威性和有
效性。
编写组全体成员根据以上原则和实施细则对教材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并在此基础上举行了两次主编工
作会议，会议对各章修订稿进行了讨论和修改，并讨论了《美学》教辅光盘的设计和制作原则。
与教材配套的辅教光盘由山东师范大学周均平教授、邹强博士具体负责。
本教材第一版出版后，美学学科在若干领域有了新的开拓，中国美学与国际美学界的交流也有了进一
步的发展，美学问题以及审美现代性的问题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日益提高。
本次修订在绪论、第二章、第四章、第八章和第十一章都作了增写和补充，以使教材内容与美学学科
的发展尽量同步。
本次修订主要内容包括：“绪论”在吸收学科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增写了“美学基本问题”和“美
学的批判性与建设性”两小节；第二章“美的本质”增加了从人类学角度的论证；第四章“自然美”
增加了关于环境美和生态美的研究的许多新成果；第八章对“丑与怪诞”一节进行了重新改写；第十
一章“美学的未来”增写了“新媒体美学”，请云南大学文学院向丽博士改写和扩充了“审美人类学
”一节等。
考虑到全书的篇幅，第一章“审美经验”和第四章“自然美”则压缩了一部分文字，第十一章删掉了
关于审美教育的一小节。
其余章节主要按修订原则作了修订。
本次修订根据修订方案在每章后增加了关键词的解释和进一步阅读的书目，以便学生进一步学习时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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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学(第2版)》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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