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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中国曾经涌起了几次“美学热”，在当时“沉寂”的世界美学天空中，成了最绚丽的星座。
然而，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美学热”在消退，而世界美学却不再“沉寂”，此消彼涨，
中国美学已不再亮丽。
中国还会有“美学热”吗？
这是中国的美学研究者很感兴趣但又无法预测的问题。
今天的社会的确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无论是用“后现代”、“第二次现代化”、“审美化”还是“图
像转向”来描述它，都意味着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由“硬”向“软”、由“实”向“虚”的转向。
在一个虚拟柔软的社会里，艺术和审美将会越出它们的边界，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而以艺术和审
美为研究对象的美学也有可能越出它的边界，成为人们普遍采取的生存策略。
中国文化本来就以推崇空灵著称，在这种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应该可以更好地适应这种时代转
向。
在我们看来，从今天的时代条件来看，中国很有可能再次出现“美学热”。
为了推动“美学热”的出现，我们需要做许多扎实的研究工作。
公正地说，前几次“美学热”给今天的美学研究者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但也留下了不少沉重的包
袱。
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中，我们翻译引进了不少美学著作，特别是当时出版的50余本“
美学译文丛书”更是推动了这种发展，但这些著作很少得到深入的研究和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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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与地方（比较视野下的美学与艺术）》主要讲述了：中国有美学吗？
我们有的是“中国美学”，还是“美学在中国”？
这是20世纪末以来，中国学界对中西学术交融历史进行深层反思后在美学界的集中反映。
作者以宽广的比较视野，分析了国内文学理论和美学领域里的诸种问题，如把中国传统当作西方理论
的试验场，或者原封不动地用中国传统理论来解释当下审美和艺术现实，这两种基本倾向再结合其他
各种思潮形成新的混合体和变形，但无论如何这些方式都不能有效建构起中国自己的美学或文学理论
，都不能改变“西方学问在中国”的现状。
　　作者主张应该从中国语言学的建立中汲取经验，在先引进、利用之后，发现西方理论之不足，寻
找其作为“普遍”理论在“地方性”经验中的断裂，以此为契机，创造性地给予解决，从而丰富西方
的理论。
如同“池塘效应”，在这个相互激荡和生发的过程中，西方理论不断汇入非西方成分，最终成为真正
的“普遍”理论，它既是全球的，同时也是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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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建平，1955年生于江苏扬州，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学术委员、文学理论研究室主任，国际美学协会秘书长，中华美学学会常务理事兼外国美学学术委
员会主任。
主要著作有《中国艺术的表现性动作》(英文)、《画境探幽》、《全球化与中国艺术》等著作以及近
百篇中英文论文；主要译作有约翰·杜威的《艺术即经验》、彼得·比格尔的《先锋派理论》、门罗
·比厄斯利的《西方美学简史》、杰克·斯佩克特的《弗洛伊德的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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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期待“美学之夏”——丛书代序第一编 全球化与中国美学文化多样性与中国美学建构美学之死与美学
的复活什么是中国美学？
美育与社会改造20世纪西方美学的三次转向西方思想对20世纪中国美学的影响“和谐美”思想的发展
与当代中国美学的选择第二编 中国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的境遇论文学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中国文学理论
困境和重建的可能性鲁迅：从网上评选说开去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论文学史书写中的双向互动关系文
学理论有明天吗？
中国文学的身份与姿态当中国与西方相遇叙事：一种考察文学的新视角第三编 艺术与文化的全球性赛
博空间与文化多样性艺术研究呼唤比较的视野现代艺术对艺术概念的挑战中国绘画像什么？
艺术与人的动作痕迹东方想象仿造的根源第四编 学科建设与建构性的后现代谈谈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
什么样的印迹？
“汉学”杂谈理论的功能传统文化的抢救与更新？
文化生产的地方特色与全球化现代性的另一面及其后现代的审视第五编 比较视野下的美学与文化：行
进中的思考建构现代形态的中国美学——访谈一美学、文化与教育——访谈二国际视野中的中国当代
艺术——访谈三经验与实践：兼论杜威美学和美学中的实践观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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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里，作者的分析包含着多重混淆和误解。
对于那个特别的日本建筑的例子，我不知道作者有没有到那儿去看过。
那是一座草顶木结构的小房子，草会腐烂，不修理和更新就会不成样子。
因此，它更有可能是出于实际的需要，从而形成惯例，成为规定。
日本人必须不断重建下去，除非他们不再崇拜这神圣的建筑，而将之仅作为考古对象看。
这篇文章没有弄清一个区别：古董只有在生产它的文化氛围已经死了以后，才是古董。
这并非只有在中国或东方是如此。
当中国皇帝还住在紫禁城里时，不可能设想某一宫殿在某一次着火后，皇帝会命令保持原样，不作任
何修缮。
同样，我们也不可能设想，雅典人在打败并赶走波斯人以后，不重修被波斯人毁掉的巴特农神庙。
其实，在西方，教堂在战火中，在天灾人祸中被毁坏以后重建，甚至仅仅为了满足教宗或某一主教的
虚荣心重建的例子也屡见不鲜。
在这方面，东方人和西方人态度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
圆明园被烧以后，幸亏当时的清政府无力在原址上重建。
否则的话，那几块残石说不准早就不知去向了。
我在西方生活时，常看见垃圾箱旁边有不少家具。
这都是一些家庭买了新家具以后感到没有地方放而扔出来的。
这些家具不够古老，等待它们变成古董还遥遥无期。
如果要说“生命”的态度，去除掉这种说法的神秘意味，这的确如此。
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对我们周围的事物采取这种态度。
我们不会把我们生活中所写的每一张纸片都小心地保存起来，为后人研究我们提供方便，因为我们是
否能有资格成为研究对象还不能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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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一本集子，集中了近十年的一些思考。
十年来，陆陆续续地写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小题大做，一类是大题小做。
小题大做，是说小题目写大文章，写了不少，读的人不多，留在那里敝帚自珍。
比方说，谈爱德华?布洛的“心理距离”，谈“本体论”，讲席勒、杜威，讲中国画论中的一些理论问
题。
偶然听说那些居然还有人注意到，有人在文章中还引用，就很高兴。
大题小做，谈论一些大题目，如全球化、赛博空间、日常生活审美化，等等，引起了一些注意，有一
些讨论，甚至还有人专门开会讨论。
这里所收集的，大都属于后一类，有些是研究，更多的是思考。
也就是说，不是狭义的专题研究，而更像是学术生活的一部分。
在种种学术活动中有某种需求，产生了某种感想和心得，就写了出来。
这是一种相遇的结果：与生活中的种种的事相遇，于是留下痕迹，甚至还碰出火花。
所写的文章，有一半甚至一大半不值得发表了，那就算了。
就像家里的杂物一样，在那里放着，过一些年，成为古董时，也许其中还有可以拿出来的。
放在这里的，都是重读了一遍，觉得还有发表价值的东西。
这些文章有些在杂志上发表过，有些在网上流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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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球与地方(比较视野下的美学与艺术)》是由高建平所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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