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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写这部书的缘起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厦门美学会议上。
当时北京的几位青年学者结伴回京，旅途上谈论起当前的美学史研究。
大家都感到有必要改变一下传统思路，再写一部大美学史。
传统的美学史通常是美学思想史，是历代哲学家或文艺理论家的理论发展史；而与美学相关的艺术部
分及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则不在研究范围内。
显然，这是有缺憾的美学史表述。
写一部大美学史，谈何容易。
20世纪80年代初，有的学者已经提出这一建议。
但事实上，这种构想既无前车可鉴，也无现成理论可支持。
这样一部原则上范围极广的“美学史”如何写？
这种注定是没有边际的写法将会出现什么结局？
这实在是个问题。
说实在话，这也是作为主持这个课题的本人的一块心病。
因为谁也不知道怎么写，而在只有一个良好愿望的情况下，历史是无法诉说的。
但问题是实实在在的，即一种具有鲜明文化内涵的审美现象，应当是可以被描写和研究的，也就是说
，人的审美精神及其外化表现，是可以被思维和语言表达的。
这种学术自信建立在对美学学科的新的认识之上。
作为一门学科，美学是不成熟的。
尽管关于美、关于美的艺术的讨论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美学究竟是一门什么学科，人们一直争论不
休。
19世纪德国学者提出美学是“Aesthetic”，即感性学，这种说法一直被沿用下来。
直至今天，西方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的审美经验，这是历史提供的一种可能性。
但是，美学并不仅仅研究审美经验，它应当有更广泛的研究范围和更基础的构架理论的起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美学的理论著作不断被译介进来。
据南京大学倪波、赵长林编的目录，20世纪以来，汉译外国美学、文艺学著作（不含译文），截至80
年代中期，有700余种。
20世纪最后的15年，美学、文艺学著作翻译过来的不会低于100种。
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学者，仅仅凭中文就可以阅读800余种国外的美学、文艺学著作。
到现在仍说资料不够，视野不宽，这大概只是一种不肯读书的托辞了。
在这800余种的美学、文艺学著作中，像中国美学界热衷于写的“美学原理”之类的著作，只占极少的
一部分，如帕克的《美学原理》、托马斯·门罗的《走向科学的美学》、科林伍德的《艺术原理》、
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丹纳的《艺术哲学》、列斐伏尔的《美学理论》等，绝大多数是对具
体的艺术经验和审美经验的描述、研究和分析。
而他们的“美学原理”的构建，大都又是从一定的哲学体系出发的演绎。
所以，在我看来，美学，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其出发点仍无法在现有的这些成果中确立。
所谓的学科出发点是一个无前提的前提，一种抛弃了任何体系的元点。
如数学，就是研究数的关系的学科；伦理学，是研究人的伦理关系的学科。
美学呢？
传统的研究实践表明大多数美学家囿于习惯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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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华夏审美风尚史(序卷)·腾龙起凤》分上下两篇，上篇为理论篇，分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发
展论四个部分；下篇是在理论说明的基础上对华夏审美风尚史进行了总体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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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上篇第一章 方法论第一节 理解美学史第二节 “审美活动”第三节 描绘的历史第四节 范围和操作
第二章 本质论第一节 文化共同体第二节 历史转型第三节 文化转型作为背景第三章 起源论第一节 相关
理论第二节 审美意识的发生第四章 发展论第一节 演进与发展脉络第二节 相关因素第三节 变化的中介
第四节 变动性和稳定性第五节 历史特征下篇第五章 龙的腾飞第一节 美用并生第二节 活泼之美第三节 
风的吟唱第四节 诗可以兴第五节 龙的嬗变第六章 人文初度第一节 美善一体第二节 人性之美第三节 雄
浑之美第七章 文的自觉第一节 士族玄风第二节 古乐胡曲第三节 山水园林第八章 走向峰巅第一节 争奇
斗艳第二节 三元并立第三节 汇通之舞第四节 格律法度第五节 宋学趣味第九章 新旧嬗递第一节 士风演
变第二节 雅俗融会第三节 民艺世界第四节 凤凰涅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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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接下来的问题也颇为棘手。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五千多年，从史前艺术的考察算起，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就有万余年
的历史了。
这万余年的历史发展，并不只是一个模式，文化学术发展如此，审美风尚发展也是这样。
审美风尚应该有个起源、形成、演化发展的过程。
我们都知道商周时期的青铜纹饰与该时代的尚武尚勇之风有密切关系，而汉风的雄浑、壮阔，与大一
统的汉帝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密切相关。
汉以后，魏晋时期的内乱，使华夏民族的文化——审美精神陷入一种混沌与重组状态。
在多年的战乱中，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士大夫阶级逃避现实，崇尚清谈，玄学思想发展。
人民挣扎于水火之中，佛教借此传播，儒、道、佛三教并行交融，佛教艺术勃起并对当时的诗、词、
散文及手工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工艺美术史》如此评介这个时期的审美特征：“六朝的工艺美术，在汉代雄厚的基础上，在战
乱艰难的环境中向前发展，由宏伟浑朴转入深沉隽秀。
在意识形态上，思想性、宗教性、文学性、艺术性等方面，都有相当的深入。
题材内容上体现着宇宙观的新选择，非汤、武而薄周、孔。
文人无力扭转现实，遁进山林，以求怡静、超脱。
‘玄学’流行，崇尚清谈、超然物外的直接表现：形象塑造上出现了仪容清癯，‘秀风清象’的审美
典型，无论人物男女，甚至动物龙虎、凤鹤、天马、飞鸿以及植物卷草、忍冬、莲花，从图案纹样到
器物造型，都以秀动、挺俊为美。
艺术风格上具有清秀、空灵、雅逸的时代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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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华夏审美风尚史(序卷)·腾龙起凤》是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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