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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性与时间    本章试图从揭示现代时间起源、结构与意义的角度深化现代性理论，并揭示现代审美
的深层根源。
现代时间的文化观念渊源于从犹太一基督教救赎史到启蒙历史哲学的演化，其社会存在基石是作为世
界性市场经济交换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
直线矢量的现代时间以追求未来的无限进步信念构成现代性核心。
日益加速的现代时间对生命节律的过度强制，是现代化中人与自然紧张对立并导致现代“心灵”诸种
变态反应的根源。
心灵力图直观把握现代性历史进程的意义并保持自主性，由此导致现代时间三维中“过去”、“现在
”对“未来”的反抗与“未来”的演化，这不仅是现代审美深层结构，也是现代性种种矛盾冲突与现
代思想史观念运动的深层线索。
发端于严译进化论的中国现代时间，单凭现代意识形态信仰鼓动，却长期缺少必要劳动时间基础，造
成了公共时间领域激进的政治运动与散漫的经济一管理双重的存在。
21世纪的中国现代时间需要在富强民族国家目标之外汲取更深广的“未来”意义资源，同时在借鉴世
界现代性批判中协凋形成更富人文意义的中国现代时间。
现代性的核心是心灵与时间的关系。
心灵审美化及其抗衡现代性虚无主义的历史使命由此突出。
    心体与审美    晚清民初与西方现代转型期所面临的同样精神格局是，失去实践体制的传统宗教与伦
理内化为心体“心能”，并经由情感化而转变为审美。
“以美育代宗教”同样是“Aesthetica”与“Art”独立问世的背景。
审美并非人与外界的关系，而是后宗教时代人对自身最高精神境界的升华性经验。
在面向未来前进的现代性时间背景下，审美境界涵摄“未来”终极意义的“刹那”强化了“当下”与
“永恒”双重性并以“直觉”为特征。
审美机制与其说是感官经验，毋宁说是心灵想象。
“感性学”(Aesthetica)实质是心灵“直觉学”。
审美现代性具有否定与肯定两类形态，“心体与时间”是其深层结构。
“人生审美(艺术)化”的中国传统基点在20世纪中国美学史所发生的不同发展方向是：王国维与宗白
华宗教化的审美境界核心是对现代性时间观的逆转内化并安顿个体心灵，朱光潜历史哲学化的人道主
义美学是以审美取代“未来”而作为历史目的融入现代性。
正是后一方向使审美时间空间化与社会化而与公共领域的历史哲学、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密切关联，
并构成20世纪中国美学主流。
审美共通感作为现代亲和性公共中介心理而成为现代伦理资源，它甚至包含着先于实践积淀的天人共
通感，美学从而又是现代“感通学”。
20世纪社会运动空前强大的伦理实践机制吸纳了全社会个体心体能量，并成为崇高化的审美意识形态
。
后“文革”大众审美文化为失去实践体制依托并迫于现代性进程压抑的信仰-伦理-审美心理能量提供
发泄广场。
21世纪的中国审美心灵仍将处于现代性时间结构矛盾中。
心体情感扩展为生存境界的唯一出路，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它要求将历史的重心从必要劳动时
间易移向自由时间。
    从“工具本体”到“情本体”：实践美学演变与20世纪中国美学的心体论走向    现代中国实践美学
的心体论不属于创生实体的唯心论而是属于价值论的。
以实践为依托的心体论属于20世纪反省物质文明并重建实践本体论最深刻的思想意向之一。
实践心体观念起源于朱光潜的“实践意识性”争辩。
与之对立的李泽厚则强调实践以使用、制造工具的手的动作为基点，并具有客观社会历史规定性。
此即作为根源与基础论的工具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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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文革”时代李泽厚美学及哲学的中心是建构心体论，它分为心体根源论的“积淀”说与价值本体
论的“情本体”。
高尔泰所代表的心体美学的自由价值论对“积淀”说客观规定性的批判，与“情本体”属于同一方向
。
超越实践美学的诸说也针对工具本体而突出了审美心体的自由性。
因此，20世纪中国美学走向价值心体论已是大趋势。
但心体不应独立为唯心本体，而应真正成为实践自身的一翼。
朱光潜“艺术是生产一个必然组成部分”的命题是实践美学至今未能推进的重要命题。
微观的技术哲学一美学研究亟待开展，其中攸关重大的一环是倒转“积淀”说方向而揭示“心”(“情
”)对“工具”的功能作用。
一种基于物质实践又超越性指导物质实践的心体建设，是当代哲学一美学最重要的课题。
    匆忙与耽溺：现代性阅读时间悖论    匆忙快速浏览与耽溺痴迷于这种浏览是现代阅读时间悖论性结
构，也是现代文化时尚化、肤浅化、快餐化、图像化的深层结构。
这一结构植根于进步主义的现代性历史观与竞争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激化为否弃空间化持存的
后现代思潮。
现代性分裂为对立而互补的工作心态与娱乐心态，与之对应的现代性阅读时间悖论代表着现代人感知
外界的普遍心态，即在厌倦与鹜奇之间的恶性循环。
这一心态成为现代意义危机亦即虚无主义的症候。
网络漫游猝死悲剧的警示是：现代阅读时间应内化为展示文本深度的历程，以“历久弥新”取代“逐
新厌旧”，它意味着人对待事物的新型伦理态度与心灵在现代性时间激流中的审美自觉。
屡禁不止的网络痴迷乃至吸毒色情不仅需要教化与法规，而且更根本的应是作为社会存在的生产一交
往及其时间模式的改变，由此才有自然生命节律、必要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和谐，社会心理能量才
有健康的流淌。
    审美共通感的社会认同功能：审美时尚在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政治哲学涵义    审美时尚夸示阶级荣耀
的西方消费文化研究模式轻视了审美独立于阶级之上的公共资源性质。
在传统共同体信仰衰落的现代社会，审美共通感成为天然正当的沟通中介与公共精神重要的象征代表
，审美时尚则以新潮流变炫耀自己的现代性，这两个方面对于既无世袭优越地位又无西方清教资本主
义精神的中国新富阶层而言，都成为争取社会认同感的无形资源。
占用审美时尚成为中国新富阶层获求公共精神“礼器”的无意识环节，这也是审美时尚在现代化转型
期中国特殊的政治哲学涵义。
财富经由审美时尚风格悦服人心并同化民众感知方式，遂在消费主义幸福感与现代进步主义历史观中
淡化了社会正义。
现代审美的危机在于，唯形式扮饰的审美时尚受制于金钱支配下的商品消费并极易蜕变为富人的审美
意识形态。
当富人以审美时尚厌恶穷人的丑陋外表时，审美共通感的人类公共性及其人文超越本义已被抛弃。
    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思潮的现代性嬗变    “文艺大众化”是纵贯20世纪中国审美社会学思潮
的主流观念，它先后经历了五四国民文学启蒙、三四十年代“革命文学”工具、“文革”灵魂专政教
化与当代商业传媒大众文化嬗变。
文艺大众化的兴起不仅源于现代化民主信念与革命意识形态需要，而且更普遍地依赖现代性时间压抑
自然生命所积蓄的能量，以及这些能量与审美共通感的结合。
个体自由主义的现代社会模式不可能以形式理性的公民文化取代现代人追寻精神意义的团契文化。
个体自由主义世俗幸福观对终极意义的消解，导致极权意识形态以更为激进的现代性意义信念填充虚
无主义空白并操纵大众文化。
当代大众审美迷狂文化表明心灵的独立个性及其自由交往建设任重道远。
“无意义的私人”与“伪意义的邪教”的恶性循环突出了重建人文团契的重大意义。
    形象思维论及其20世纪争论    形象思维论及其内在冲突是社会主义文艺美学史特有的现象。
形象思维论的黑格尔主义渊源造成了审美直觉与逻辑判断的折中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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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意识形态(ideology)以逻辑(logic)判断颁布语式垄断了终极意义(idea)解释权，因而从根本上敌视独
立于意识形态的自由个体审美直觉的终极意义境界感。
形象思维论从而客观上越出审美认知论而具有了政治哲学含义。
“文革”宣判形象思维论为政治敌对观点，成为20世纪中国美学及其审美心灵史最黑暗的一页。
即使“形象”依附于“思维”的形式地位也不被容忍，实质上这意味着那一时期已不允许审美。
前苏联审美学派依据马克思人文主义将审美直觉提升到高于认知逻辑的终极意义高度，从而根本否定
形象思维论，“文革”结束后形象思维论却在中国获得“平反”之后无疾而终。
意识形态对审美统治的终结，标志着中国精神与思想进入了现代性的分化性格局。
    风格与人格的现代性关系：“文革”风格的政治感性学    著名的“风格即人”一直主要被理解为“
文如其人”的艺术社会学命题。
但此命题不仅强调了作为风格根源的人格的基石地位，而且包含着人格依靠风格体现感性生命的深层
涵义。
后一涵义在现代性语境下为政治学、法学提供了对人权的感性学理解。
现代文明以艺术为中心对风格进行公众评论与交流，但限制对私人风格进行公众评论。
前现代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体风格的压抑，恶变为“文革”时期的风格“专政”。
“文革”将异己的文化风恪公共政治化，对风格的感性憎恶与政治人格的敌视互动强化为对人格灵魂(
心体)的深度蹂躏，这也是“文革”深度残忍所在。
后“文革”时代传统风格的复兴表明了作为人性感性生命形态的风格不可能被人力意志改造，也在根
本上不取决于时尚习染，而自有其社会生存及自然生命根源。
    朱光潜：作为历史哲学的人道主义美学    朱光潜美学基本不是艺术哲学。
将艺术经验放大为历史哲学目的论的冲动贯彻了朱光潜终生，并由此形成了朱氏美学的理性主义风格
。
以译介马克思巴黎手稿与维柯《新科学》为中心的晚年工作，成为朱光潜人道主义美学的历史哲学目
的论的最高阐释。
朱光潜的人道主义美学构成当代中国重建人文主义的重要环节，这种作为历史哲学的人道主义美学旨
趣代表着20世纪中国美学将时间流程崇高化为历史目的的现代性特征。
朱光潜追寻审美在实践与历史本体巾的功能位置，与赵宋光关于美的中介功能研究，同样代表了古典
美学美的本喷沦转变为现代美学美的功能论的重大方向。
    “美学热”与后“文革”意识形态重建：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一页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发生的
“美学热”是中外美学史上一段异乎寻常的历史。
这一历史不能囿于美学史自身获得解释，取思想史角度更为相宜。
“美学热”是后“文革”大陆国家意识形态危机及其现代性重建与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潮相融合的产物
。
美学在马克思人文本体论中提供了现代性的人性理念与历史哲学，从而为同时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与
极“左”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现代意识形念，并成为哲学及全部人文学科变革的中心。
随着大陆80年代意识形态改革向上层建筑体制改革的转移，“美学热”及其人文哲学热潮衰落，以政
治学与法学为中心的社会科学自90年代以后已取而代之。
但作为现代公共精神的最大天然资源，审美攸关意识形态，并将继续保持其在公共领域的特殊影响。
    智的直觉与审美境界：牟宗三心体论的拱心石    道德意志自由本体能否“呈现”，人对此本体是否
具有“智的直觉”，是20世纪新儒学理论代表牟宗三与康德对判的中心论题，也是牟宗三新儒学核心
之心体论拱心石。
这一争论聚焦于心体是否可能以“当下顿现”取代对未来的信仰。
牟氏的心体圆顿缺乏实践中介而终究落实于心体自身的审美境界感，并以更为自觉强烈的现代性时间
观批判重构了康德判断力批判。
牟氏道德哲学及其渊源的中国古代心学的现代性意义实质是美学性的。
广而言之，以直觉为特征的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语境与处境实际上是审美的。
牟宗三哲学是其突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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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哲学的美学性质是超出牟氏儒家伦理本位情结并被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与中国美学史均忽视的一
大课题。
牟氏坚持道德心体超出审美境界的本体“呈现”与“直觉”，实际突破了通常囿于艺术形式美与情趣
生活美的美学视域而凸显出作为伦理行动的美。
牟氏的道德理想主义心体论复现并发展了作为中国儒家美学深层代表的伦理行动美，而长期以道家美
学及艺术学研究为主干的中国美学研究却忽视了中国美学的这一基点。
牟氏围绕伦理审美境界对心体意向宏大而精微的研究．客观上为20世纪中国美学提供了重要的补充，
并成就了一种根基于中国传统的元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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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及其历史哲学  四、意识形态淡化与“美学热”的衰落第十一章  智的直觉与审美境界：牟宗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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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现代性与时间一、古代时间古代时间是理解现代时间必要的参照系。
古代，主要指以自然经济（渔猎农牧）为基础、以血亲为纽带的人类社会形态。
古代时间：1.以占据生产一生活方式基础地位的自然变化为时间坐标系在自然经济中，从生产资料到
生产过程与生产产品，自然条件（从天体运转而成的昼夜、季节到山川地理、动植物繁殖、成熟与衰
亡）是主要或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自然地成为古代生产一生活的时间节律。
自然季节之于中国农历节令，古埃及依尼罗河涨落而区分三季，印度次大陆之雨季、旱季，渔民依鱼
类产卵与成熟而有淡季与旺季⋯⋯这些自然节律时间不仅标志着而且深层制约着自然经济形态的人类
契合自然的生产一生活方式。
2.这种自然时间变化缓慢，季节单位漫长巨大且过渡界限模糊，与之相联的自然经济活动散漫而变化
多端，这些都使古代时间的分割与计量难以标准化。
又由于古代文化中积淀有原始巫术思维模式，超时空想象一感应模糊了特定现象的因果时一空范围，
从而造成了古代时间的非匀质性。
与此相关，古代时间参照系的具体性则意味着时空不分离、情境化与非抽象性。
3.由于自然经济活动方式的多样性以及地理气候诸条件的差异，特别是自然经济的自给封闭对交换一
交往的限定，使古代无法产生普遍与统一的标准时间。
一条河上下游、一座山南北面，甚至各个村镇，都各有自己的时间。
4.以天体旋转为中心的诸自然参照系凭周期性循环提供了自然节律时间，同时促成了古代时间观最为
重要的特征：永恒（不变）的循环（重复）。
在原始思维“互渗律”（participation）的强化下，圆形（循环）的古代时间不仅缺乏三维分化，而且
是可逆的。
这种无方向性的循环时间是古代世界普遍历史现象，并在东西方哲学史上均有其理论形态。
5.古代社会的血亲系统借助祖先崇拜以及传统在古代教育（含生产技艺传授）中的重大地位，使不分
化（或分化不充分）的古代时间中“过去”一维隆重了。
中国古代文化是代表这种尊古时间一历史观的典型。
但这种以“过去”为楷模的时间一历史方向以循环往复的时间一历史观为大框架，因而并未发展出线
型时间观。
产生于自然经济活动的古代时间并非中性的技术参数，而是包含着价值取向的感知与行动的深层结构
形式。
时间观的这种价值取向自始即被古代文化、特别是宗教与哲学所抽取与强化塑造，时间观因而构成宇
宙人生观与宗教信仰的重要部分。
这表明时间观具有生产方式与文化观念双重根据。
二、现代时间的文化观念渊源：从救赎史到启蒙进步主义作为深层结构形式，时间不是孤立个人的行
为和意识的产物，而是被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社会存在（文明）与社会组织化或运动性的宗教一信仰
（文化）活动塑造的结果。
就此而言，时间的意义先于时间。
时间的意义即历史。
超出当时当地影响的人物与事件（包括l755年里斯本大地震这样的自然事件）支撑了历史观框架。
从而，时间对于个体是并非随意的给定条件。
即使在个体性及私人时间兴起的现代一后现代，个体自我意识也不能视为时间的决定性条件。
现代时间与古代时间的断裂，发生在作为时间母体的生产方式与宗教-信仰两个方面。
由此形成了现代时间的两个起源。
值得注意的是，宗教_信仰领域的断裂与突破，远早于现代制造业生产方式普遍确立的l6世纪。
“现代性”（modernity）一词源自拉丁词“Modernus”，出现于基督教国教化一个世纪后的5世纪末
。
此词以基督徒“新纪元”（new age）而优位于异教徒的古代世界，已是成熟的现代时间一历史观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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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时间显然有其更为深远的渊源。
雅斯贝斯所谓“轴心期”（Axial Period）反思的一个基本对象，正是支撑传统价值伦理秩序的古代时
间框架。
循环往复的时间观面对空前抬头的现实苦难意识被逼追问一个扬弃“现在”的正义“未来”。
后者被历史表明为现代性时间诞生的基点。
一个饱受苦难的民族——犹太民族，历史地成为建构“未来”维度的突出代表。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同意“犹太人是‘时间创立者’”的说法。
但本书不取《旧约?创世纪》的神学开端，因为静态信仰论的“上帝创造时间”缺乏相应的社会历史运
动基础。
犹太教对现代时间观的独特贡献是弥赛亚主义（Messianism）。
经历巴比伦之囚亡国苦难的犹太人数百年挣扎于亡种亡教的边缘。
公元前2世纪玛加比（Maccabee）起义胜利复遭塞琉古王朝屠杀的事实，使犹太人最终放弃了对现实的
希望。
弥漫数百年的先知预言活动在公元前夕演变为犹太民族惨烈的弥赛亚期盼心理结构：犹太人不再指望
现世（现在）的公正与幸福，而认定一个善良正义而被害的弥赛亚必将死而复活，他将以一个美好的
“新世界”取代罪恶的旧世界。
弥赛亚期盼结构的新质在于：1）犹太人否定现世与认定“将来世界”的两个世界观念，同时即严格
区别了“现在”与“未来”；2）“现在”作为被否定的罪恶世界已不享有循环历史中的地位，而“
未来”固然包含有复兴亚伯拉罕伟大历史的志向，但作为“新天新地”，“未来”世界并非回复循环
历史曾有过的辉煌，而是实现对善恶最终裁判报应的从未有过的至善世界。
在这“新世界”中，“日头不再作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作你永远的光，
⋯⋯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作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
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这不仅宣告了（日月）循环往复的传统时间秩序的终结
，而且宣告了时间本身的终结。
这也就是旧世界的终结亦即末日或末世。
永恒的“新世界”已不再在时间中。
然而，此永恒“新世界”尚“未来”，因而呈现出的是一种指向终极目的（末日）不再可逆的直线矢
量时间。
但严格讲，弥赛亚期盼所提供的是仅有未来方向（以及末日终点），而无明确起点（“过去”），也
缺乏积极性“现在”的不完整时间。
基督教使弥赛亚期盼成熟为完整的救赎历史运动。
耶稣的降临不仅为这一救赎运动提供了明确的时间起点（由此划分开公元前与公元后），而且与十字
架受难事件共同充实了“过去”与“现在”的意义。
特别是十字架受难时刻，成为“时机成熟”、“时间完满”的“到时”神圣经典，过去、现在与未来
在此融合为价值与意义密度最大状态的“到时时刻”（KatpOtS）。
十字架受难的“到时时刻”成为如何“现在”的最高表率。
在此感召下，弥赛亚期盼“天国近了”的“等候”，演进为加入“已经开始了”的救赎史进程的“当
下”“走向”行动。
属人的现世（现在），由于神人二性的耶稣牺牲时间引导中介，而提升转化为属神的救赎史时间。
这种集三维于“当下”的时间，由于末日审判（基督第三次降临）比弥赛亚期盼更为确定、更为根本
（地狱天堂之奖惩并终结时间），却又在时间上充满极度不测性，使“未来”与“现在”更形紧张，
直线矢量更形明确而激进了。
犹太一基督教的直线矢量时间观本质上系于救赎意义所规定的世界演进序列。
这已是历史观。
对时间意义的“宏大叙事”阐释亦即历史观念是个体日常感知结构的时间的前提。
此即时间意义亦即历史先行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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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表明了提供意义系统的宗教文化在时间观形成中的先导地位。
尽管基督教的时间观依托弥赛亚期盼运动、教会团体组织与国教化后世界性的罗马帝国制度已逐渐普
世社会化，但它必须发展出独立的历史神学，以强化自身意义之源的救赎史观。
奥古斯丁对公元410年罗马城遭洗劫所激起的世俗价值观的愤懑，作出了《上帝之城》（Civitas Dei）
的历史神学回答。
奥氏回答的基点，是从道德一价值论而非知识角度反驳古代循环时间观并确立未来一目的论时间观：
幸福与公义的绝对实现在永恒循环的时间中无可期望，只有在期盼未来的时间终点之外，才存在着至
善。
只有像亚伯（Abel）那样，作为在尘世又超尘世的异乡之旅的朝圣者（peregrinans），向终极目的意义
的上帝之国迈进，尘世才会有真实意义的“进步”。
奥古斯丁为救赎史开列出了从亚伯到末日人类进步的六个历史阶段，它成为后来孔多塞启蒙进步主义
宣言《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的原型。
直线矢量的时间观必然地要求着一个进步主义的历史观。
直线矢量的时间与不断进步的历史依赖一个终结时间一历史的终点。
这终点以其质别于时间与历史价值的永恒绝对意义赋予时间与历史以意义，并赋予时间与历史以进步
动力。
居于时间与历史之上的永恒绝对意义，在其源初形态中如奥古斯丁以“上帝之城”所标示的，它必然
是神性的；而从人性及其历史地位角度言，凡以绝对意义的终点为未来目的，并置身于历史进步中者
，即是现代性的。
这就是与奥古斯丁历史神学建构同时产生的“Modernus”的基本精神。
“现代”与现代时间于此相互缠绕：现代性时间重心在于“未来”：“未来”规定了“现代”；“现
代”先于并规定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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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杀青时正逢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
与拙著《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增订版后记撰写时正逢辽源大火灾时隋境相仿，那篇后记有一段
与此时相接续的思路：“具有历史哲学意味的是，人文精神似乎在危难之际才格外清晰地显现出来：
正是在日常甚至趁人命危勒索的医护室中，2003年春夏之交，同‘非典’搏斗殉职的医生与护士以生
命见证了希波克拉底誓言的真理存在，这古老的誓言回响在警察、司机、接线员的职业道德信念行动
中，使这个危险的季节成为久已罕见的精神季节。
今天，2005年12月16日，辽源大火灾后的第二天，响应夜半求血的高音喇叭呼唤，百余名市民起身走
入零下18度的室外，汇聚在辽源市中心血站排队献血。
‘成排的出租车等在血站门口，他们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排队等着把献血者免费送回家。
（《华商报》2005年12月16日）这一场景必定不能够持存于日常功利世界，但人类历史上发生的这种
现象将永不被忘记，它表明人性中有一种非政治家根据过去的事件进程所能预料的向善禀赋与能量，
⋯⋯’（《院系之争》）康德这一判断所依据的经验原型乃是：正是那些平日对邻人算计每一法郎的
法国市民，却在攻打巴士底狱的战斗中为正义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生命。
纵使劳动二重性结构中的人为着谋生难免自私自利，但劳动超越性前景却令人不可遏止地思乡归家般
倾听着意义世界的召唤。
正如孟子所深刻揭示的：‘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
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
’善言善行的感召力尚且如此，一种善的（亦即公平正义的）制度下的人性又将如何！
然而，善的制度之需要善的人，一如善的人之需要善的制度。
”眼下，抗震救灾所激发出来的公共道德精神还正在以空前的规模与现代性形态展开行动中。
这一历史行动不仅表现出历经20世纪侵略战争、政治磨难与金钱诱迫的现代中国心体依然蕴藏着的伟
大精神品质，而且势必历史性地深远影响塑造当代与未来的中国心体。
巨大的非常事件震撼动摇着现代形式理性交往中的日常庸俗生活及其财富权势占有格局，从而势必转
化为黑格尔所说的解毒剂式的精神事件。
1998年大洪水以来的一系列灾难事件以其连续性将政府与全民卷入持续成长性的道德行动，并成为在
历史哲学水平上对转型期中国伦理堕落的深刻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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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心体与时间: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与现代性》共分11个章节，主要对20世纪的中国美学与现代性知识作
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现代性与时间；心体与审美；审美共通感的社会认同功能：审美时尚在当代中
国转型期的政治哲学涵义；风格与人格的现代性关系：“文革”风格的政治感性学；智的直觉与审美
境界：牟宗三心体论的拱心石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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