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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作者对审美活动的各个方面都作了深入的考察，内容包括审美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审美的本质
、审美的起源、审美意识、审美符号、审美文化、审美范畴、审美解释、审美的历史发展、审美的功
能和美育等，全面揭示了审美活动的性质、特征。
本书继承中国美学当代发展的成就，吸收现代世界美学的合理成果，突出美学的哲学性，确立坚实的
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建立了严谨的逻辑体系。
作者兼顾了美学的多学科性，运用心理学、文化学、符号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从多学科
角度阐释审美活动。
本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修养和文化素质。
    本书既适合哲学学科的美学课程教学，也适用于文学、艺术、教育等学科的大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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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美学对艺术活动的指导意义　艺术是主要的审美活动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美学看做艺术
哲学。
美学揭示了审美的本质、规律，对一切审美活动都有指导意义，对艺术也不例外。
艺术理论当然不能完全纳入美学范围，因为除了审美属性以外，艺术还具有现实属性。
但是，艺术的最高层面是审美层面，最高意义是审美意义，根本规律是审美规律。
因此，美学可以揭示艺术的审美本质、审美意义和审美规律，也就是最高属性、最高意义和根本规律
。
美学可以为艺术家、批评家和接受者提供基本的理论，帮助他们更好地创作、评价和欣赏艺术作品，
从而提高艺术活动的水平，繁荣艺术事业。
　　一般来说，美学对艺术的指导往往是间接的，是通过对艺术批评的指导来实现的。
美学首先为艺术批评家提供理论工具，批评家运用美学理论从事艺术批评，指导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
，美学也就间接地指导了艺术活动。
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而盲目的实践就很难成功。
美学是艺术的指南，艺术活动离开了美学的指导，同样会失败。
在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左”的思潮统治下，美学遭到排斥和抹杀，而直接用政治理论（而且是
错误的政治理论）指导艺术活动，无视艺术的审美本质，必然导致艺术的毁灭。
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兴起了一股“美学热”，美学研究得到空前的重视，并在艺术活动中发挥了指
导作用。
这就克服了“左”的思想对艺术的影响，改变了僵化的艺术观念，艺术的审美规律受到尊重，艺术从
而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四、美学对社会生活的指导意义　　美学对一切审美活动都具有指导意义，也包括对社会生活的
指导意义。
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精神生活也日益丰富，对审美的需求
已经不限于艺术活动，而是伸展到广阔的日常生活中。
人们不仅从实用的角度对待生活，而且也越来越多地从审美的角度对待生活，于是就产生了生活审美
化的趋势。
人际关系的审美化、生活环境的审美化、生活习俗的审美化、对自然态度的审美化，已经日益成为新
的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
这种趋势表明美学对社会生活的指导意义日益增强。
　　首先，美学可以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
现实的社会关系建筑在主体与客体对立的经济关系的基础上，难免发生利益的冲突。
虽然道德等意识形态可以调节社会关系，但并不能完全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
审美可以使人与人的关系由主体与客体的“我”与“他”的关系变成主体与主体的“我”与“你”的
关系，把利益关系变成自由的关系。
当一个人以审美的态度来对待别人时，就克服了狭隘的功利态度，变得更友善、更亲和、更有爱心，
从而促进了人际关系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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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适宜哲学、中文、艺术、教育等专业大学
本科教学之用。
本书作者在多年美学研究和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吸收了国内外美学发展的成果，进行了个性化
的创造。
本书编写遵循了以下几点原则：　　首先，加强前沿性，力求创新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美学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与世界美学的发展水平还有一定距离。
新的美学教材力求加强前沿性，与世界美学接轨，接受、融会新的思想和知识，对审美现象作出新的
理论解释。
本书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借鉴了现象学、存在论、解释学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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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学》既适合哲学学科的美学课程教学，也适用于文学、艺术、教育等学科的大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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