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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美学研究（1949-2009）》从学术史的视角，深描了新中国成立后六十年来中国美学发展的
整体历程与逻辑进展，对“美学学术史”进行了系统化的总结与反思，从而将当代中国的“前三十年
”（1949—1978）与“后三十多年”（1979年至今）美学史融贯起来。
《当代中国美学研究（
1949-2009）》作者刘悦笛、李修建以“美的本质观”、“美学本体论”、
“美学原理”、“中西美学史”的研究作为重点，全面深入到美学的各个领域，对当代中国美学发展
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教训加以客观陈述与解析，试图由此为中国美学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学术史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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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导言  美学“中国化”：当代“学术史”60年
  一  何谓美学的“当代”
  二  何谓美学“中国化”
  三  何谓美学“学术史”
第一章  作为“中国学科”的美学建制
  第一节  “美”与“美学”的汉语词源
  第二节  美学的学科定位与教育基础
  第三节  “美一美感一艺术”的研究构架
  第四节  从自律走向他律的“跨学科”研究
第二章  美的本质观：从“唯物观”、“社会观”、“实践观”到“本质观”争论
  第一节  “美是生活”作为历史起点
  第二节  50年代的“主观一客观”之辩
  第三节  60年代的“自然性一社会性”之辩
  第四节  80年代的“实践论一生命化”之辩
  第五节  90年代的“本质主义一反本质主义”之辩
第三章  美学本体论：从“实践论”、“生存论”到“生活论”转向
  第一节  “实践美学”盛极渐衰
  第二节  “旧实践美学”的分化
  第三节  “后实践美学”的转化
  第四节  “新实践美学”的变化
  第五节  趋向“生存论”的历程
  第六节  回归“生活论”的转向
第四章  “美学原理”写作的基本模式
  第一节  唯物主义反映论美学
  第二节  实践美学的初始形态
  第三节  实践美学的成熟形态
  第四节  实践美学的演进与革新
  第五节  实践美学之后的理论探索
第五章  “西方美学史”研究的整体图景（上）
  第一节  历史撰写中国化的“朱光潜模式”
  第二节  两部“大通史”与其他“小通史”
  第三节  从古希腊到近代的欧洲美学研究
  第四节  以西方美学史为对照的“东方美学史”
第六章  “西方美学史”研究的整体图景（下）
  第一节  从经典到现当代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节  大陆思辨与“现象学传统”美学
  第三节  英美经验论与“分析美学”传统
  第四节  “比较美学”与海外的中国美学
第七章  “中国美学史”撰写的多种模式
  第一节  中国美学思想、范畴与文化通史
  第二节  中国断代美学史研究（上）
  第三节  中国断代美学史研究（下）
  第四节  中国审美范畴的多元研究
  第五节  人物、文本与流派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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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审美心理学的多元方法研究
  第一节  审美心理要素与过程研究
  第二节  科学主义的审美心理研究
  第三节  中国传统审美心理研究
第九章  艺术哲学、文艺美学与门类美学研究
  第一节  艺术哲学的宏观研究
  第二节  文艺美学的深入研究
  第三节  门类美学的全面研究
第十章  审美文化、审美教育与应用美学研究
  第一节  审美文化的领域开拓
  第二节  审美教育的系统概观
  第三节  应用美学的产生发展
第十一章  从“自然美”、“生态美学”到“环境美学”
  第一节  “自然美”作为本质钥匙
  第二节  “自然的人化”成为主流
  第三节  本土化的“生态美学”
  第四节  “环境美学”的本土化
第十二章  “生活审美化”、“审美现代性”与“艺术的终结”难题
  第一节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结构
  第二节  “审美日常生活化”的转变
  第三节  “审美现代性”的不同路向
  第四节  “艺术的终结”之后的美学
结语  从“文化间性转向”到“全球对话主义”
附录：
  参考文献
  中国美学大事记（1875—2009）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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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高建平在《美学与艺术向日常生活的回归》一文中认为，回到杜威可以更明确地看到这种
回到生活的美学主流趋势。
“日常生活审美化观点”的起源其实早已有之，这是个被主流美学所压制但却一直存在着的传统。
对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想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杜威的美学。
杜威的《艺术即经验》一书，从这样的一个前提出发：人们关于艺术的经验并不是一种与日常生活经
验截然不同的另一类经验。
杜威要寻找艺术经验与日常生活经验、艺术与非艺术、精英艺术与通俗大众艺术之间的连续性，反对
将它们分隔开来。
②作者认为，在20世纪中叶后占国际美学主流的分析美学固然反对康德哲学，但它恰恰是从“公认的
艺术品”出发，将美学定义为元批评，分析美学导致了一种美学上的间接性，使美学脱离生活、实践
、艺术和大众。
过去的种种美学都从公认的艺术作品出发，这种出发点是错误的。
杜威从日常生活经验中发现了一种集中的、按照自身的规律而走向完满、事后也使人难忘的经验。
然而，西方分析美学的绝对主流最终形成反弹，推动了美学向着感性和日常生活的回归，这是从20世
纪90年代之后所兴起的国际美学新潮流。
 周宪在《“后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当中认为，有理由相信，日常生活审美化是特定语境的
产物，这个语境就是“消费文化”或“后现代主义”。
消费社会和文化的兴起在中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仔细考量这个概念的流行，一方面与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勃兴有关，另一方面又与消费社会在中国的发
展关系密切。
“后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始终与两个关键词联系在一起。
第一个关键词是“体验”；第二个关键词是“品味”（“趣味”、“格调”或其他“家族相似”的概
念）。
不难发现，当代消费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消费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它越发地倾向于消费性的愉悦
“体验”。
显然，这里已可以深刻地触及审美化的一个内在悖论：从美学本身的追求来看，人类大同是最终目标
，所有人的审美化才是真正的审美化。
但是，在一个存在着显著社会分层的社会里，并不存在这样理想的审美化。
而当代中国大众媒体和市场营销中所提倡“审美化”，说到底是一个中产阶级品位及其生活方式的表
现。
 李西建在《消费时代的审美问题——兼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现象的思考》当中认为，消费时代人
类审美的重要表征是转向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其核心是人的日常生活质量及价值形态的重建。
关键是如何看待消费时代的审美及消费时代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之间的关系：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消
费时代人类审美的集中体现，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它表达了人类审美的一种新的价值趋向，即趋
向个体的日常生活过程，趋向人类现实的生存价值的实现。
从某种意义讲，当代审美文化就是指一种消费形态的文化，一种重建人的日常生活质量及自由度的文
化。
应该说，日常生活形态及过程代表了人类存在之根。
人类生存的“在家感”、“归宿感”是以日常生活为基本寓所。
由于日常生活代表了个体生存的真实状态，是个体生活质量的客观体现，因而是审美活动关注的重要
领域，也代表了美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的价值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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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美学研究(1949-2009)》采取了“美学中国化”的比较视角，对于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长达
六十多年的当代中国美学的研究，进行了系统而全面地阐释与梳理。
《当代中国美学研究(1949-2009)》于本土美学思想的历史累积与回归而言，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
且，在诸多美学研究的方面，还对相关的历史进行了进一步的、具有创新性的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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