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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姚文放编著的《审美文化学导论》是国内第一本系统论述审美文化学的专著。
《审美文化学导论》通过“审美文化含义研究”、“审美文化范畴研究”、“审美文化关系研究”、
“审美文化问题研究”四个方面，对于审美文化学的学科性质进行了定位，对于审美文化学的理论内
涵进行了建构，有助于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向新的领域进一步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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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文放，1949年生，江苏无锡市人。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议组评审专家；《文学评论》杂志编委；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江苏
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现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华美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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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篇　审美文化含义研究
第一章　“审美”概念的分析
　第一节　西方美学史上“审美”概念的嬗变
　第二节　中国美学史上“审美”概念的嬗变
　第三节　“审美”概念的逻辑分析
第二章　“文化”概念的分析
　第一节　“文化”概念分析的方法论
　第二节　文化即人化
　第三节　文化即教化
　第四节　文化即美化
　第五节　余论
第三章　“审美文化”概念的分析
　第一节　“审美文化”概念的提出
　第二节　寻求“审美文化”概念的国外学术渊源
　第三节　国内学术界关于“审美文化”概念的讨论
　第四节　对于“审美文化”概念的界定
　第五节　审美文化的中国经验
第四章　审美文化的内在构成
　第一节　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关系的嬗变
　第二节　“超越的突破”：中国雅俗文化从未分化到分化
　第三节　“唯我独尊”：西方雅俗文化从未分化到分化
　第四节　“文化折中主义”：后现代雅俗文化从分化到去分化
　第五节　雅俗文化交往活动的规范
第五章　审美文化的历史演进
　第一节　审美文化历史演进的三段论
　第二节　要么是后现代，要么是前现代
　第三节　从“外爆”到“内爆”
　第四节　审美文化的黏合剂
　第五节　晚近中国审美文化的演进
第二篇　审美文化范畴研究
第六章　快感
　第一节　伦理学与美学领域中的快感概念
　第二节　快感概念作为文化政治学范畴
　第三节　当代消费社会语境中的快感概念
第七章　形象
　第一节　形象概念作为诗学范畴
　第二节　形象成为当代审美文化的核心因素
　第三节　当代审美文化语境中的形象概念
第八章　神话
　第一节　神话概念作为神话学范畴
　第二节　神话概念作为政治批评术语
　第三节　神话概念作为审美文化范畴
第九章　表征
　第一节　“反映论”的表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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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符号学的表征理论
　第三节　福柯的表征理论
　第四节　表征范畴界定
第十章　认同
　第一节　哲学、心理学领域的自我认同理论
　第二节　社会学、政治学领域的集体认同理论
　第三节　本质主义认同观与建构主义认同观
　第四节　认同范畴界定
第三篇　审美文化关系研究
第十一章　道德：从理想主义到趣味主义
　第一节　美与善的变奏
　第二节　当代审美文化中的新道德趣味
　第三节　走出道德困境
第十二章　宗教：一个与审美文化互动的历史范畴
　第一节　审美文化与宗教的互动渊源
　第二节　宗教世俗化与审美观念转型
　第三节　当代审美文化中的宗教意识
第十三章　政治：审美文化的意识与无意识
　第一节　政治与审美的关联
　第二节　政治在审美文化中的隐身术
　第三节　抵制与策略：当代文化政治学诸种话语
第十四章　经济：从间离到交融
　第一节　艺术商业化历程
　第二节　审美文化与经济的整合交汇
　第三节　审美与经济的辩证关系
第十五章　现代科技：审美文化的发动机
　第一节　科技与审美的勾连
　第二节　现代科技对审美文化的驱动
　第三节　技术理性的歧路
第四篇　审美文化问题研究
第十六章　男性话语与女性忽略
　第一节　性别、身份与学术立场
　第二节　理论问题：文学研究中的女性忽略
　第三节　文化问题：从现实到网络——女性弱者形象批评
第十七章　私人审美与公共审美
　第一节　中西语境中公／私内涵的历史演变
　第二节　私人领域的崛起和对公共审美空间的侵占
　第三节　认同危机与节　庆公共审美空间的重建
第十八章　严肃与泛娱乐化
　第一节　泛娱乐化的文化社会学阐释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泛娱乐化的哲学基础
　第三节　社会一文化一趣味的分层——泛娱乐化的社会文化背景
　第四节　全民娱乐与抑郁的抗争——泛娱乐化的社会心理背景
第十九章　文字符号与视听符号
　第一节　审美文化表征符号的当代嬗变
　第二节　视觉崇拜与听觉贬抑
　第三节　符号的融合与共谋：权力意识形态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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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都市文化与乡村文化
　第一节　当代审美文化语境中的都市与乡村
　第二节　都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霸权
　第三节　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困境
　第四节　乡村审美文化的自觉与重建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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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四节 乡村审美文化的自觉与重建文化认同——新农村建设的价值核心关于文化认同，需要
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我是谁？
亨廷顿曾指出，对不同民族、不同身份的人来说，最有意义的问题便是回答“我是谁？
”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是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核心精神。
而当前，新农村建设的核心便是重塑人们（尤其是农村人）对于乡村的信心和文化认同。
当前，社会科学各领域都把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来研究。
就当前学界的讨论来看，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方向有两种主导性的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建设新农村的核心就是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提高农民在
市场经济中的谈判能力，持这类观点的多是经济学家（某种意义上这种观点占据主导地位）。
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农村建设核心的核心是文化建设，是重建农民生活方式，恢复农民生活的主体性
价值，通过发展农村文化娱乐活动等方式，增加农民之间的公共交往，并在这种交往中获得人生的体
验和价值，从而达到“低消费、高福利”之效果，持这类观点的多是社会人类学学者。
近年来，以文化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核心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因为文化建设是重塑乡
村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大多数农村温饱问题已经解决的情况下，农村和农民问题就不单是经济和收入的问题，而是生
活方式与生存意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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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审美文化学导论》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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