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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学或审美学在近代发生了裂变，由狭义的审“美”转向审“丑”，这可谓“审丑学”的产生。
那么，审丑学的基础何在？
中外审丑学的历史又是如何发生、发展和演变的？
所谓美丑辩证法都包含了哪些方面？
艺术中的审丑又是如何体现的？
审丑教育能否成立？
这些问题都需要当代美学做出全面的回答。
《美学审丑读本》特别指出审丑学建立在感性学的基础上，日益成为美学和艺术的重要方面，再也不
能受到低估和忽视了。
作为与美相对，与崇高、喜剧和荒诞等紧密关联的美学范畴，丑在美学或感性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
本书由王洪岳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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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洪岳
1963年生，山东济南人，山东大学文艺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后。
曾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艺学硕士生导师，济南大学文学院学术委员，现为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副教授、文艺学硕士生导师、学术带头人。
主要学术专著有《现代主义小说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守望与袒露》(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发表学术论文、评论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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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在《美和美学对象》一章中我们已经不得不非常一般地在美与丑的关系中讨论了美，因为有
理由认为，丑像美一样是艺术地掌握现实这一理论的中心范畴，不过丑在未经艺术加工的现实中从表
面上来看本身始终仅仅是用来与美相对的。
温克尔曼根据自己对希腊的美的研究在《古代艺术史》中已经概括了他的观点，认为最高的美、绝对
的美甚至本来是无言的，因为美本身必定要有某种与它相对立的东西。
此外，温克尔曼对于这个问题又认为，精神产品与其目的是要完全协调一致的，它本身之中的各部分
是要与整体完全协调一致的。
我们已经指出过，这种认识中包含着辩证法的猜测。
这两条基本原理，直到希尔特的《试论艺术美》（1797年）和赫尔德的《论美》（1800年）为止成了
一切思考艺术美对丑的关系的基础。
如果一个事物是它必定成为的东西，我们就称它为美的，赫尔德在《雕塑》中就已经这样指出过这一
点，他说，“蜥蜴像列达的天鹅或偎依在海洋女神脚边的海豚一样并不丑”①。
因此，美与丑的辩证关系有时阐明着关于事物尺度的学说，因为很明显，把美规定为事物的完满形象
显现或事物按照尺度的完满表现，本身就包含着对丑的关系。
如果美是一个存在的形式，而这个存在又是符合它自身目的的东西，那么这个存在就在自身之内建立
着美对丑的关系。
但是，美与丑的辩证关系还阐明着第二条基本原理，这条基本原理使温克尔曼理解了绝对美和他称之
为表情和行动的与美必然相对立的因素，由于这个因素，令人信服的生动的美才产生出来。
我们的古典作家们认为，在美中一般与特殊、本质和现象是统一的，这个观点本身就包含着规律本身
也贯彻到与之相对立的偶然事物之中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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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学审丑读本》是文艺学－美学读本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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