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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明居，1930年生，安徽省天长市人。
195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美学教育、研究工作。
先后任教于哈尔滨师范学院、合肥师范学院，曾任安徽省文学美学研究会会长及安徽师范大学硕士研
究生导师，现为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会员。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有文学美学论著多种，论文一百五十余篇。
主要作品有：《通俗美学》（1987年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1988年获全国首届优秀教育图书奖）、《
唐诗风格美新探》（1992年获首届安徽省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模糊艺术论》（1992年获华东地
区优秀教育图书一等奖）、《模糊美学》、《文学风格论》、《唐代美学》、《叩寂寞而求音——周
易符号美学》、《先秦儒道美学》、《微派建筑艺术》、《国外旅游寻美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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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一我的写作生活 自序二一项跨入新世纪的暖昧工程 《王明居文集》序 模糊美学 前言 第一章模糊
美学和经典美学 一模糊美学的时代性 二模糊美学的挑战性 三经典美学的封闭性 四经典美学对我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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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章模糊美学和模糊数学 一模糊数学的生命力 二经典数学对经典美学的限制性 三模糊数学对模糊美
学的启迪性 四模糊美学中的模糊集合论 第四章模糊美学和哲学 一模糊论的哲学反思 二模糊美学的哲
学理论基础 第五章模糊美学和模糊思维 一模糊思维的生理机制 二模糊思维的类型 三模糊思维在模糊
美学中的地位 四模糊思维的控制 第六章模糊美的观照 一模糊与明朗 二模糊与抽象 三模糊与含糊 四模
糊与优美 五模糊与崇高 第七章模糊美的特性 一不确定性 二整体性 附：混沌性 三互渗性 第八章模糊
美的范畴 一亦美亦丑 二亦美亦高 三亦悲亦喜 四有无相生 五知白守黑 六明暗掩映 七不似之似 第九章
美感的模糊性 一场 二想象 三移情 四灵感 后记 《模糊美学》评论摘录 模糊艺术论 第一章模糊艺术原
理 一模糊价值论——暧昧工程 二模糊特征论——恍兮惚兮，寂兮寥兮！
 三模糊现象论 四模糊发生论 五模糊美丑论——吴道子的钟馗画 六模糊过渡论 七模糊审美论 第二章模
糊艺术品类 一文学的模糊美——超越 二绘画的模糊美 三音乐的模糊美——符号 四舞蹈的模糊美——
旋律 五戏剧的模糊美——虚空 六电影的模糊美——悬念 七雕塑的模糊美——隐秘 八建筑的模糊美—
—相交 九书法的模糊美——流动 第三章模糊艺术风格 一模糊风格鸟瞰——妙境 二内涵模糊——歧义 
三界限模糊——不确定性 四形态模糊——多样统一 第四章模糊艺术方法 一印象主义的模糊性——用
眼睛思考 二感伤主义的模糊性——情感性、伤感性、敏感性 三浪漫主义的模糊性——理想 四现实主
义的模糊性——转化 五象征主义的模糊性——应和 第五章附论 一文艺美学的模糊性——边缘交叉 二
模糊论与人性论——一个熟悉的陌生问题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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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直线型。
 当信息刺激细胞体时，细胞体释放出来的电波呈垂直状态或水平状态，谓之直线型。
这种直线型的脑电波也制约着艺术家创作时的思维活动，从而使其艺术思维的角度、方位、形态均呈
直线，并在其艺术品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固定。
埃及的金字塔，纽约的摩天大楼，黄山的“梦笔生花”，均呈不同程度的直线。
艺术家在以这些直线型的物体为题材进行艺术构思时，其思维模式当然不能排除它们的直线型，而这
种思维模式又不可能不与艺术家脑神经细胞体放电的形式有关。
例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望庐山瀑布》），“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王维《使至塞上》），这些诗句的构思过程，都不可能与直线无关，都不可能与诗人脑神经细胞
体电波释放形式无关。
 点状型。
 点，在思维过程中，是飘忽不定的精灵。
点，似乎是固定的；却又变动不居，没有定形。
点，似乎很小，甚至小得不可思议；却又能不断扩张，不断积聚成块。
 点，是物质与精神的高度浓缩，是此岸的起始、彼岸的终结。
万事万物，都要在点上立足、回旋、生存。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点若无存，焉能立足？
书法艺术，源远流长，若失点线，焉能流传？
点，是立足的根基，过渡的桥梁，安生的处所。
节奏的间隙，离不开点；语言的沉默，离不开点；激烈的冲刺，离不开点；平静的深思，离不开点。
点，是独立的象征；点，是自由的元素。
点啊，数不完！
点啊，说不尽！
点，是无边无际的宇宙的分子。
一切的一，都从点出发；一的一切，都归结为点。
点，是内在的质，外在的量；点，既是内容，又是形式。
芭蕾舞蹈演员的脚尖，顶着坚实的点；音乐的休止符，离不开沉静的点；电影蒙太奇的淡入与淡出，
也与点形影相随；戏曲中的板眼、锣鼓，要紧紧地捉住点；绘画中的焦点透视与散点透视，要从点出
发；所谓画龙点睛、以目传情，岂非以点为准星？
米芾的山水风景画，多为点状结构，世称米点山水。
在数不胜数的米点中，却隐藏着祖国江南壮丽的大好河山的美。
 点，是组成世界的基本单位。
原子、中子、质子、基本粒子，哪一样不是点的化身？
“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
”（秦观《满庭芳》）没有寒鸦数点，哪能构成如此寂寞清冷的境界？
点，在思维领域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点，无法计量，生生不息，上下浮动，忽隐忽显，时出时没，变动不居，呈现模糊状态，因而当它落
在人的大脑荧光屏上时，也使人的思维呈现出模糊状态，这就是点状的模糊思维。
它和人的大脑神经元中的细胞体所发出来的电波形式是相呼应的。
这种电波形式给模糊思维朝着点状运动的通道行进，指示了趋向、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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