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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代中国美学正面临着一个转型、重构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内容之一，是要把一直建立在西方话语体系基础上的当代中国美学本土化，使当代中国美
学更契合中华民族的审美实际，更切近中国的文化艺术传统，从而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就、
特色，开创美学研究的新局面。
为此，当代中国美学的重构，必须与对中国古典美学的深入考察结合起来。
中国古典美学有着自己独具特色的思维模式、话语体系、范畴、概念、命题，等等。
这些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土壤上成长起来的，而后又影响着传统文化发展的道路、方向。
因此，对中国古典美学包括古典美学范畴的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它。
而这种对传统的继承发扬，就是我们超越西方话语体系，开拓思想文化新局面的一个必须的、可能的
涂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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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就包括了三条基本的线索：天人观念的变迁，审美意识的变迁，天人观念之变与审美意识之变的
关联。
前两条线索是纵向的，后一条是横向的。
    在原始社会，原始人还未将自身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他没有“天”、“人”的观念，世界在他眼
中是混沌的整体。
这时候，他体会自身的存在为与其他生物相连的“整体性”的生命。
这种“生命体验”，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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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混沌的世界    一、混沌的整体    二、本原的世界    三、巫文化与“天人合一”的雏形第
二章  “力”的对峙与“人”的现身  第一节  “帝”与“且（祖）”    一、自然力的化身——“帝”      
二、生殖力的对抗——“且”（祖）  第二节　天与人    一、“生”的珍重    二、“天人合一”与“天
人分离”第三章  “命”的授受与主体的获得  第一节　天命与德行    一、从“帝”到“天”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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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来    二、春秋末至战国前期各家的“道”    三、人之可能的绽放与支离  第三节  “天”与“道”    
 一、“天”的多义    二、生命之“道”  第四节人格之美    一、“气”、“性”、“情”——感性的丰
富    二、人格理想的树立与多样化第五章  “心”的和合与“人”的解放  第一节  “尽心”与“心斋” 
    一、“心”主题的现身    二、从“尽心”到“知天”      三、“心斋”与“以天合天”  第二节人的解
放    一、自由之境的敞开    二、“心”的蜕化与精神的解放    三、“气”的升华与感性形式的剥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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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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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混沌的世界一、混沌的整体在人类文化的初始，人是没有“天”的意识，也没有“人”的意识
的。
这时候，原始人还未将自身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他没有对自身与对外界的区别概念。
在他的心目中，自身与外界是一个整体的存在。
原始时期人的思想意识的这一特性，自19世纪后期人们对原始社会的研究开始，就已受到人们的注目
。
弗雷泽的交感巫术与联想巫术理论、泰勒的万物有灵观、列维一布留尔的“互渗律”理论，等等，都
是从不同角度展现原始意识的这种混沌的整体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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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先秦审美意识的酝酿》放弃了以“美”或艺术创作的有关言论作为自己的主要考察对象的方法，而
选取以“生命体验”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从“生命体验”去考察先秦时期审美意识产生发展的情况，比从对“美”和艺术之直接的考察，更切
近美的本原，也更切合中国古典美学范畴问题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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