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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朱志荣教授的热心提议和联络下，在苏州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这一套“实践存在论美学
丛书”终于面世了。
实践存在论美学是近十年来我在学习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研究和借鉴现代西方哲
学、美学中有价值的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在认真反思当代中国各派美学理论，特别是占主流
地位的实践美学的成就与局限，并与“后实践美学”作了心平气和的学术争鸣和交流之后，逐步建构
起有一定系统性的理论框架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提出，并非我一人之力，而是我和一批学生的集体创作。
记得当初在美学讨论课上，学生们争论异常激烈，通过反复讨论，大家在一个一个基本问题上逐步达
成共识。
后来我主编的《美学》教材就是以这些共识为基础的，好几位学生都参与了2001年版初稿主要章节的
撰写。
过了几年，我发现初版有些问题还没有完全贯彻和体现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思路，有些问题也没有讲清
楚，于是又请了几位学生参与修订，2006年出了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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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是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提出者和倡导者。
本书围绕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基本问题，以作者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表的一系列相关学术论文为基础
精心编撰而成，具有学理逻辑性和内在系统性。
全书包括以下内容：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发生语境（提出的学术历史背景及其必要性）；实践存在论美
学的思想来源（对李泽厚实践美学的反思和蒋孔阳晚年美学思想的重读）；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哲学基
础（实践、本体论范畴以及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现实尺度）；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发展历程（与后实践美
学和客观论美学的学术论争）；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基本要点（思路、框架和主张）；实践存在论美学
的初步运用（美学教材和美学范畴史）等。
本书是“实践存在论美学丛书”的担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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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立元，1945年7月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
社会兼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届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
学术兼职：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上海美
学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
1997年1月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2001年获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美学。
著有《黑格尔美学论稿》、《接受美学导论》、《真的感悟》、《历史与美学之谜的求解》、《理解
与对话》、《美学与实践》、《美的感悟》、《善的感悟》等专著，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法
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论稿》、《西方美学通史》(七卷本)、《西方美学范畴史》(三卷本)等著作和《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美学》等教材。
多次获省部级以上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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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发生语境　第一节  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回顾　第二节  西方美学发展趋
势的启示　第三节  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第二章  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思想来源　第一节  从李泽厚的
实践美学说起　第二节  蒋孔阳的实践美学(一)：审美关系说　第三节  蒋孔阳的实践美学(二)：美在创
造中　第四节  蒋孔阳的实践美学(三)：人是世界的美　第五节  蒋孔阳的实践美学(四)：美感论　第六
节  对蒋孔阳实践美学的评价第三章  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哲学基础　第一节  “实践”范畴再解读　第二
节  “本体论”范畴再解读　第三节  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现实尺度第四章  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发展历程　
第一节  向前看的论争：实践美学之反思　第二节  向后看的论争：美的规律之反思第五章  实践存在论
美学的基本要点　第一节  实践存在论美学提出的根据　第二节  实践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　第三节  审
美活动是一种基本的人生实践　第四节  美是生成的，不是现成的　第五节  审美是一种高级的人生境
界　第六节  实践存在论美学与实践美学主流派的区别第六章  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初步运用　第一节  在
美学教材中的运用　第二节  在美学范畴史中的运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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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寻求超越的努力，更自觉地体现于海德格尔发展胡塞尔现象学思路，对“此在”的存在论分析中。
关于这一点，他的基本命题是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
这个命题首先是针对长期以来“知识形而上学”主客二分，即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而言的，这种认识论
把人与世界设定为现成存在的主客体关系，“把这个‘主客体关系’设为前提”，设为某种“不言自
明”的东西。
然而，海德格尔则认为“它们仍旧是而且恰恰因此是一个不祥的前提”，因为它“把这种关系理解为
现成存在”，那人（此在）与世界在“实际性”上被分割为“现成存在”的两个“存在者”——主体
与客体，两者在分立、对立的“前提”下，“一个‘主体’同一个‘客体’发生关系或者反过来”。
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预设的前提在存在论上是错误的，而且正是“由于存在论上不适当的解释，在
世（笔者按：即“在世界之中存在”）却变得晦暗不明了”，造成“人们一任这个前提的存在论必然
性尤其是它的存在论意义滞留在晦暗之中”。
海德格尔于是针锋相对地提出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在世”）的存在论命题。
他首先强调这一命题与二元论相反，从其“复合名词的造词法就表示它意指着一个统一的现象”，而
非主客二分式的；其次，他又指出，此在“在之中”不是人（身体物）在世界“一个现成存在者‘之
中’现成存在”，而是“意指此在的一种存在机制，它是一种生存论性质”，是此在“把世界作为如
此这般熟悉之所而依寓之，逗留之”，因而是“融身在世界之中”，所以“此在”与“世界”决非“
现成共处”、“比肩并列”的两个“存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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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实践存在论美学”是我近年来在对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比较深人的研究和思考的基
础上提出来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美学界发生了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学术论争，至今仍在继续。
这场论争不但对当代美学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论争双方也都大有裨益。
就我个人而言，收获就很大。
我作为参与论争的一方，开始时是完全为实践美学辩护的。
随着论争的深入，我发现自己虽然不能同意后实践美学的基本观点，但它对实践美学的有些批评还是
有道理的，是值得重视的。
这促使我开始对实践美学的某些局限和不足进行认真的反思：并重新学习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借鉴包
括海德格尔在内的现代西方美学的思路，思考如何在维护现有实践美学的实践论哲学基础的同时，对
其局限有所突破、有所改造、有所发展。
这个思考的过程是漫长的，前后经历了十来年。
期间，记录了我的思考成果的，一是撰写了一批相关美学的论文；二是主编了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美学》，这部教材最近作了重大修改，出了修订版。
后者把我的实践存在论美学观点通过教材、著作的形式作了比较系统的表述和阐发；前者则更多地记
录了我逐步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思考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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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为实践存在论美学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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