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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审美学（修订版）》是原理性质的美学教科书。
作者把美不是当作一个静止的概念来对待，而是作为一个动态的处在建构中的概念来处理，所以，本
教材不用美学原理或美学概论等传统名称，而是叫《审美学》。
它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牢牢抓住个体的心灵体验阐释审美活动，体现了本学科的发展趋势。
　　作者在写法上也跟通行的教材不一样，能把思考求索的过程和依据的案例带进教材的各章节，吁
请读者参与斟酌和选择，从而构成一个灵活的、思辨的、开放的观念系统，有利于培养高素质的创新
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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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编 美的本体论第一章 美的本质第一节 关于美的本质探讨的历史回顾第二节 美是人从中直观
到自身的东西第三节 美是人的本质丰富性的对象化第二章 美的构成第四节 美体现人类的完整心灵第
五节 心灵的层面结构与美的结构第六节 美形成于第二世界第二编 审美形态论第三章 美的存在领域第
七节 美的单面形态第八节 自然美第九节 艺术美第四章 审美对象的形态第十节 壮美（崇高）与优美第
十一节 弱美与丑第十二节 审美对象的复合形态第三编 审美教育论第五章 审美感的分析第十三节 审美
感的静态剖析第四节 审美感的动态发生第五节 审美理想第六章 审美人的造就第十六节 审美趣味与审
美标准第十七节 审美能力第十八节 审美与人格塑造主要参考书目附录一 复习思考题附录二 基本概念
简释后记修订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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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西方美学史上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探讨历史是具体的，具体之所以是具体，在于它是多样
性的统一。
理论是抽象的，抽象之所以有必要，在于它便于人们对事物作知性把握。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理论不能不从逻辑上将它有所分割，试图寻出“理路”，找到“脉络”
。
两千多年的西方美学思想史，有关美的本质问题的探讨似乎存在三个阶段。
（一）从客观事物的本原上探讨美从古希腊到中世纪，这种倾向居于上风。
早期希腊的哲人们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同作为“小宇宙”的人相对的“大宇宙”的探讨，所以一般被
称为自然哲学家。
毕达哥拉斯学派对美的看法最为著名，他们把宇宙看做是“一个神秘的百音盒”，宇宙的本原是“数
”，数的比例、和谐便是美。
数学和神学的结合代表了古希腊到中世纪很多思想家学说的特征。
柏拉图深受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他要求人们不停留于引起快感的形式层面，主张进而探求其中“
数的永恒规律”；有所不同的是，他似乎更为注重构成宇宙本原的结构图式。
据传，他所创办的雅典学园门口张挂有一块牌子，上写“不通晓几何者勿进”。
柏拉图认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是“理式”，事物分有了美的理式才有美。
普洛丁是古希腊罗马哲学的殿军、中世纪神学的始祖，作为新柏拉图派的创始人和领袖，他也认为物
体美是由于分享了理式而美，这理式来自神明，因此真、善、美统一于神。
普洛丁对艺术很有研究，切就艺术活动而言，他认为理式先存在于艺术家心里，赋予艺术媒介后因而
产生艺术美。
不要以为这种观点只属于热衷于穷究宇宙生成论的古希腊人，其实它一直延续着。
中世纪的奥古斯丁虽然承认感性美，但他由事物外形而追根于“数”，由数溯源于上帝——绝对美之
所在。
圣·托马斯也认为，事物之所以美，是由于上帝住在它们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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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1999年5月召开的全国美学年会上，我列举了现时较为通用的美学教科书的不足之处，并简述了可供
选择的解决办法，引起与会一些同志的兴趣。
他们中有的希望看到相关的专题论文，有的建议我早日将自己的观点写成系统的专著，这直接促成了
本书的写作。
本书的基本观点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
几年来，系列论文陆续面世，大多得到学界的关注和鼓励；作为本书纲要的讲义在中文、艺术及政法
诸专业的研究生或本科生中讲授过多次，反响较好；这期间，还曾应校外的艺术工作者之邀，开办过
专题讲座。
写完书稿，笔者毫无松一口气之感。
1998年出版的拙著《心灵结构与文化解析》（北京大学出版社）可以看做是笔者文化哲学观点的总集
，该书“后记”谈到，“其中部分章节将以相对独立的专著进一步展开”。
《审美学》的完成是履行该诺言的第一步，还有文艺美学、中国美学史乃至中国传统哲学诸领域有待
深入探索。
路漫漫其修远兮！
著述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尽管笔者力图实事求是、兼收并蓄、逻辑_贯，但实际成果也许远非本人之所期。
为了更切当的解释审美现象，真诚期待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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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审美学(修订版)》：培文书系·大学创新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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