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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开宗明义，首先界定了美学的基本问题与语言的用途，随之探讨了艺术家、艺术品与观众三者之
间的互动关系。
本书彰显了分析美学的诸多特点，对美学宾词与价值术语、艺术形式与审美对象、灵感学说与原创准
则、接受美学与神话诗学、制度理论与后制度理论等话题，均作了颇为独到的分析和阐释。
贯穿本书的三种重要美学理论竞相引起哲学界的广泛关注，它们分别为参与论美学、审美体验论和经
验理论。
本书作者在论说析理之际，不断追问，深入反思，试图说明我们能否理解美学理论，我们在多大程度
上能够理解美学理论，我们在理解美学理论的过程中到底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
　　为了加深读者的知解能力，本书除了列出特意推荐的参考读物之外，还包括例文附录与术语汇编
两个部分。
本书适合于大学本科生、研究生、美学专业研究人员以及相关专业学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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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论艺术美学的语言1.开篇1.1　美美是什么？
（What is beauty？
）随着这一问题的提出，我们便进入到美学与艺术哲学的领域。
但为何要提出这样一个古怪的问题呢？
倘若美是某种东西的话，那也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种东西或一种客体。
美更像一种属性（property），譬如红色的属性或沉重的属性。
不过，客体的属性具有两个特征，而美似乎没有。
其一，我们可以说出是什么让一客体发红或沉重。
某物之所以发红，是因为反射了一定波长的光线。
某物之所以沉重，是因为它包含一定的质量（mass）。
反过来说，（光线）反射与质量是由客体的组成部分（如物理结构）引起的。
化学与物理学可以教给我们有关这些属性的知识，我们也可预测客体最终会给正常的观察者以什么样
的形状或感受。
其二，当客体发红且沉重时，每个人事实上都会认同这一点。
通过检查观察者或观察条件，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分歧。
约翰患有色盲，所以不能正常辨别颜色。
玛丽异常强壮，别人感到沉重的东西她却不以为然。
或者，那光线特殊。
月球上的引力不大。
我们对普通事物属性的观察，所依据的是客体存在的方式与我们观察对象的条件。
我们无须追问&ldquo;什么是红色的属性？
&rdquo;因为我们在当场就能直接看到。
这是显而易见的。
谈论红色就如同运用我们司空见惯的速记手法，表示我们所看到的红色对象一样。
美似乎也是一种属性。
在下列句子中，我们说&ldquo;天是红的，天是美的&rdquo;。
看来，美的地位与比较普通的属性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我们无法用解释其他属性的方式来解释美，因为没有美的物理学或美的化学；另外，更令人吃
惊的是，正常意义上的观众，在美的问题上意见相左、各执一端。
我们经常说，这些对象是美的，另一些对象不美。
故此，&ldquo;美是什么？
&rdquo;的问题，与&ldquo;红是什么？
&rdquo;之类的问题不同，需要以不同的方式予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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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美学导论》&ldquo;在研究当代哲学美学的复杂问题方面，堪称一部内容可靠、资讯丰富而且通
俗易懂的指南。
本书采取了以问题为导向的论述方法，而非以历史为基础的描述方法，藉此直接探讨了美学领域中的
核心问题&hellip;&hellip;本书不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导论性概述，而且对美学学科本身的生命力和丰富
性进行了论证。
谨将此书推荐给美学的初学者和更高水平的读者。
&rdquo;&mdash;&mdash;《英国美学杂志》主编，拉马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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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深入浅出，论说畅达，对美学与艺术哲学的诸多核心问题与基本方法进行了引人入胜的讨论
与概述，对相关领域中的种种问题进行了言之有据的分析判断与历史研究。
书中所采用的许多解释范例，不仅有助于激发理论思索，而且有助于强化理论探讨。
对于哲学初学者来讲，本书是一部理想的教科书。
《美学导论》&ldquo;在研究当代哲学美学的复杂问题方面，堪称一部内容可靠、资讯丰富而且通俗易
懂的指南。
本书采取了以问题为导向的论述方法，而非以历史为基础的描述方法，藉此直接探讨了美学领域中的
核心问题&hellip;&hellip;本书不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导论性概述，而且对美学学科本身的生命力和丰富
性进行了论证。
谨将此书推荐给美学的初学者和更高水平的读者。
&rdquo;&mdash;&mdash;《英国美学杂志》主编，拉马克（教授）《美学导论》一书深入浅出，论说
畅达，对美学与艺术哲学的诸多核心问题与基本方法进行了引人入胜的讨论与概述，对相关领域中的
种种问题进行了言之有据的分析判断与历史研究。
书中所采用的许多解释范例，不仅有助于激发理论思索，而且有助于强化理论探讨。
对于哲学初学者来讲，本书是一部理想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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