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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哲学读本》是作者历时20年所写的学术专著，是作者多年来有关艺术哲学问题研究的理论总结
。
它比较全面和系统地从哲学角度论述了艺术的位置、本性、特征，表现出作者的独特见解和心得，提
出了新的理论观点，对艺术哲学的理论变革也提出了新的设想，富有探索精神，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
值。
出版该书，对于目前学术界关于艺术哲学的学术研究可以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
同时，该书还可以作为理论工作者、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大学生的有价值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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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书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著作：主要著作有《论李渔的戏剧美学》、《论艺术典型》、《论艺术的特性》、《文艺创作美
学纲要》、《古典作家论典型》、《文学原理—创作论》、《文艺美学原理》、《李渔美学思想研究
》、《新时期文学与道德》（联合主编）、《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联合主编）、《艺术的哲
学思考》，还同理然共同翻译了俄国学者普罗普的喜剧理论著作《滑稽和笑的问题》，参加编写蔡仪
主编的《美学原理》等等。
此外，还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其中，《论李渔的戏剧美学》受到美国和苏联汉学家的关注，《文学原理——创作论》获1987—1991
年度文学研究所科研成果奖，《李渔戏剧美学思想研究》获1995—1998年度文学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
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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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坚实、闪光的“铺路石”——序杜书瀛教授的《艺术哲学读本》自序第一章  绪论美学：审美活动的
哲学思考艺术哲学及其构成关键在于把握艺术的特殊品格对艺术哲学变革的展望和建议第二章  艺术
的位置来源于马克思第一种基本类型：物质实践活动第二种基本类型：精神活动第三种基本类型：精
神实践活动审美一艺术作为精神实践活动的主要特征第三章  艺术：生活的特异化我来唱反调是它，
偏说不是它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艺术诞生初期的状况成熟期的艺术进入电子时代，又如何?以杜尚为例广
告、卡拉OK、行为艺术电子时代：艺术改变了什么为什么是“特异化”而不是“趋同化”?  第四章  
艺术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掌握世界的不同方式以个别掌握一般艺术虚构与艺术真实艺术的感染性艺术的
才能、天才和灵感第五章  艺术的对象艺术有自己独立的特殊对象艺术对象的范围艺术对象是本质规
律的生活现象艺术对象的重点是精神生活现象情感在艺术对象中的重要意义艺术家的主观世界能够成
为艺术的对象吗?第六章  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关于艺术内容和形式的一般理解艺术对象向艺术内容的转
化艺术内容的特点艺术内容向艺术形式的推移艺术形式与艺术才能和技巧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
一是艺术美的必要条件艺术的意境和风格第七章  艺术的媒介媒介是什么?媒介即是讯息媒介不仅是“
讯息”，它直接就是生产力媒介通过改变主体而影响和改变艺术媒介通过改变对象来改变审美和艺术
媒介通过改变借以把握对象的工具和形式来改变审美和艺术艺术媒介与审美价值本体不能分离特定的
审美价值只能由特定的艺术媒介来实现审美信息须由特定媒介单渠道传输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可能
意味着一种新的审美价值形态的诞生第八章  艺术形象与艺术典型形象并非艺术所独有艺术形象与非
艺术形象艺术形象作为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艺术形象作为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艺术形象作为情感与认识的
统一艺术形象作为意象与物象的统一  艺术典型作为高度真实的艺术形象艺术典型的哲理性艺术典型
的倾向性第九章  艺术典型与“多数”、“主流”及其他用实践来检验生活的浓缩和凝聚质的必然性
与量的普遍性生活真理的新发现艺术家的独特认识和评价艺术典型的美第十章  艺术典型的个性个性
对于艺术典型的重要性个性是什么个性是怎样形成的个性的第一个主要特征个性的第，二个主要特征
个性的第三个主要特征个性化善于个性化是艺术才能的重要标志第十一章  艺术典型理论的历史发展
引言第一部分  西方古典美学中典型理论的历史发展第二部分  中国古典美学中典型理论的历史发展第
十二章  艺术欣赏什么是艺术欣赏艺术欣赏各因素之考察“再创造”和“再评价”愉耳·悦目·赏心
·怡神共鸣与观赏第十三章  艺术哲学的变革对认识论艺术哲学的反思人类本体论艺术哲学的基本观
念(一)人类本体论艺术哲学的基本观念(二)改变旧观念，建立新观念人类本体论艺术哲学同认识论艺
术哲学之再比较附录  论人类本体论哲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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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艺术的位置——从人类活动的基本类型谈起在这一章，我想通过对人类几种基本活动类型的
划分，以及对不同活动类型主要特征的分析，来寻找审美一艺术的坐标点，确定审美一艺术活动所处
的位置，从而进一步论证审美一艺术活动的人类本体论地位、性质和特征。
来源于马克思在拙著《文学原理——创作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版，人民文学出版
社2001年第2版）的第二章，我曾指出：人类对世界的掌握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物质实践掌握
，如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等；一是精神掌握，如科学认识活动，哲学活动等；一是精神实践掌握，如
宗教、道德活动，审美活动等等。
”我还说：“这三类不同掌握方式的分立，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并非一开始就是如
此。
”当时所说的三类掌握，其实也就是对人类最基本的不同活动类型的划分。
那段话最简略地概述了我的主要思想，只是没有展开。
这个思想并不是我的创造，而是来源于马克思，来源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人类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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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哲学读本》力图比较全面和系统地从哲学角度论述艺术的位置、本性，从艺术主体和客体、艺
术的内容和形式、艺术的形象和典型、艺术鉴赏(艺术接受)等方面，论述艺术的本质和特征。
对艺术哲学的理论变革也提出了新的设想，富有探索精神，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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