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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学与文化论集》主要内容包括：美学的改变——从“感性”问题变异看文化研究对中国美学
的意义；“去”之三味：中国美学的当代建构意识；回归感性意义——日常生活美学论纲之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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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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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美的勇敢冒险
  ——读封孝伦《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
机趣横生地阐发理论
  ——谈《创作例话》
孤独的秉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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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其一，在理论诉求上，美学开始不再以寻求“终极解决之道”作为自身的现实目标，而突
出强调了美学问题的现实文化依据以及美学对现实的回应能力。
在自行解除了“终极思想者”身份定位之后，美学不断向着“现实问题的回应者”方面进行积极转化
。
这种身份定位急速转化的结果，就是近年间美学学者“学术话语权”的迅速扩大、美学问题针对性的
日益明确——这一点，正同上面所说的“倾向于话语权力社会化”的美学当代建构倾向相一致。
 其二，在理论话语层面，美学逐渐脱开“玄思”方式，不断寻求自身作为一种“批评话语”的可能性
。
早在20世纪初，以西方近代美学作为引进、学习对象的现代中国美学，曾经在理论建构上直接承续了
依照逻辑思维规律展开的抽象话语方式；理论的严密性和系统性往往直接建立在高度的抽象性和概念
性基础之上，而思想的深度性同样离不开逻辑推论的完整性和严谨性。
在俯视现实（包括各种具体艺术活动和现象）的思想云端时，美学始终标举着不涉功利的精神纯洁性
旗帜。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学界仍然牢牢坚守着这一抽象思想的阵地。
尽管美学的理论玄虚性也已经开始面临各种“应用美学”的挑战和切割，但依赖概念的抽象话语仍然
占据主流——从80年代出版的上百种教材性质的“美学概论”那里，其实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
进入90年代，由于文化研究的兴起和推动，“玄思”的美学发生动摇。
一方面，面对概念抽象和逻辑推论性质的思想“深度”遭遇到的各种质疑，人们由怀疑“深度”的可
能性而怀疑纯粹抽象思想的美学建构前景，逐步转向放弃单一逻辑思维形式的精神考察活动。
对各种艺术／审美现象的实际热情代替纯粹思想的方式，敏感而非推论的现象批评置换了抽象分析的
权威地位。
在这一过程中，美学作为批评活动的理论前景开始展现，“美学批评”塑造了美学新的理论形象。
另一方面，作为“批评话语”的美学，更多地把视线投向以“形象”方式呈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而各
种文化现象本身的易变性、多变性和杂多性，决定了纯粹思想的乏力和理论抽象的空泛。
美学“批评”在面对批评的对象时，不能不放弃曾经的抽象思想原则，改以具体描述方式“细读”各
种现象文本，进而为美学实现自身的文化批评权力确立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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