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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云南师范大学省级精品课程“美学原理”的配套教材，也是作为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推
荐的在建的国家级精品课程的重要成果。
它力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体论的美学体系，着力研究现代美学的核心问题--从审美经验到审美
意识的组织结构与运动规律，通过深入剖析审美意识组织结构与运动的规律，最终达到对美学原理的
深层揭示，从美学的基本问题出发，引导学生建立合理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以实现人生的完
美。
同时也以丰富的文学艺术实践为例，进行审美阐释和审美训练，为学生进行文学艺术的审美理解和审
美创造提供理论支撑。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学原理教程>>

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章 审美发生论
第一节 人类生存与审美冲动
第二节 审美发生的前提条件
第三节 人类早期的审美活动
第二章 审美意识论
第一节 审美经验的特征
第二节 审美意识的组织
第三节 审美意识的运行
第四节 审美意识是人类生存的真质
第五节 审美意识是艺术家创造的宝库
第三章 生活审美论
第一节 生活审美是人生的基本活动
第二节 生活审美的心理机制
第三节 生活审美的特点
第四节 生活审美的价值与作用
第五节 生活审美对人类生存的重大意义
第四章 艺术审美论
第一节 艺术审美的心理机制
第二节 艺术审美的特点
第三节 艺术审美的价值与作用
第四节 当代艺术审美的迷惘与出路
第五章 自然审美论
第一节 自然审美的历史考察
第二节 自然审美的心理机制
第三节 自然审美的特点
第四节 自然审美的价值与作用
第六章 审美主体论
第一节 主体和主体性
第二节 文化主体
第三节 审美主体的诞生
第七章 审美价值论
第一节 审美价值的发生
第二节 审美理想与审美价值追求
第三节 审美价值追求与审美主体的超越和升华
第四节 主体的自觉与审美境界的创造
第八章 审美创造论
第一节 审美创造的发生
第二节 审美创造的文化形态
第三节 审美创造的生存意义
第四节 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
第九章 审美规律论
第一节 从审美规律到美学原理
第二节 美学原理的形成与理论表达
第三节 审美原理的内在尺度作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学原理教程>>

第四节 人类审美创造规律的先导性
第十章 审美发展论
第一节 审美的发展本性
第二节 人生发展的审美本质
第三节 社会发展的美学本质
第四节 不断超越发展的美学
参考文献
编后语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学原理教程>>

章节摘录

版权页：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主要线索大体是：上古时期尧、舜、禹时代对人生审美的要求是美德与
智慧的统一，追求社会生活审美的美和秩序，重视人生审美整体评价的美德和智能，重视社会生活整
体审美评价的美政和民权，并且力求达到二者统一，这是上古时期最为核心、对未来民生文化影响最
大的美学思想。
社会生活审美的价值指标基本确定下来，才有后来思想家政治家的思想行为标准，尧舜禹也才能因此
而成为美好的行政楷模和人们社会生活审美理想中的圣贤。
在春秋战国时代，众多文化人继承了尧舜禹的社会人生审美价值传统，对社会生活和人生的审美评价
依然是人们普遍的审美价值取向。
有识之士，都要对当时现实生活和人生做出一定角度的审美评价。
诸子百家，特别是孔子、孟子、荀子和屈原，还有老子和庄子，都是在现实生活与人生的审美评价基
础上提出他们的见解，形成各自思想主张的。
可以说，这一时期以孔子、孟子、荀子和屈原为代表的平民主流文化对中华民族的精神造型具有规定
性的影响。
而自夏启以后，形成贵族专制社会，贵族统治阶级及其文人也利用已有的文化经典做出歪曲解释，在
贵族生活理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他们的审美理想并利用劳动者的技术和艺术来为他们制造专用审美产
品，供其享乐。
对于贵族享用的审美创造产品，一定要做正确分析：即虽然是贵族占有享用劳动者艺术家的创造物品
，但审美与创造的主人却不是贵族而是平民大众。
不认清这一点，就必然要站到贵族立场上，将平民劳动创造的审美产品视为贵族审美文化产品。
这是对历史的最大歪曲。
秦帝国大一统之后，特别在汉代，形成了封建贵族专制文化与觉醒的文化人反专制文化的对立，延续
到魏晋时代，出现了人性自觉、个性自主的反贵族专制思想文化潮流，美学思想空前活跃发展。
特别是对主体精神的探索、自觉的社会人生审美、文学艺术审美创造追求、自然审美与自然形象塑造
等方面，出现了美学思想的广泛深入的自觉开展，这对自然人性的充分展开和对未来社会人生的探索
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前代审美文化与审美创造成果的直接影响下，唐代美学思想发展出现了空前的拓展。
主要表现为当时文化人审美意识的开放和审美个性的自觉，这就带来了审美视野的大开放，人们对人
生、艺术和自然展开了宏阔的审美天地，涉及对社会人生的各阶层、各领域的审美与艺术创造，表现
为大量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创造，出现了文学艺术的空前发展，也带来各类文明事物的创新发展，以及
人们多样化的审美价值追求。
北宋时期基本上继承了盛唐时代的审美创造余波，但南宋之后，政治条件对自由创造日益不利，人们
的审美创造追求遭受了压抑和摧残，平民审美创造转入下层而成为市民阶层的追求。
宋代出现的话本小说、元代的杂剧、明清时代的长篇小说，是平民文化的集中表现。
其中表现了广大平民文化人的美学思想，出现了一些简短的诗论、画论和小说理论。
对于中国近古出现的以感悟为主的具体的美学思想，至今仍需对其内在意义作充分的研究和明朗的揭
示。
中国美学思想在上古就已形成一定格局，对后来的美学思想发展具有规定性的作用，这应当成为美学
研究的重要参照。
现代美学原理，是在研究了中国美学思想和西方美学思想的基础上，提炼出美学多方面的原理并整合
为“现代美学原理体系”，从而初步建构起以审美创造为核心的人类生存发展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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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学原理教程》是云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十二五”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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