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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新历史时期，摆在我国美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按照“面向
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建立一个现代美学体系。
建立这个现代美学体系，无论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或是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都
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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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朗  浙江衢州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艺
术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暨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
曾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的称号和"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国家级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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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中国美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这种看法，我以为太狭窄了。
这涉及对美学对象的看法。
美学不限于研究“美”。
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审美活动的本质、特点和规律。
随着社会的发展，美学的范围日益扩大，美学的分支学科越来越多。
现代美学的体系，不仅包括哲学美学（基础科学），而且包括审美心理学、审美社会学、审美发生学
、审美文艺学以及审美应用科学。
美学的这些分支学科，有的在古代就已得到相当的发展，有的在古代仅仅有某种萌芽。
我们研究美学史，应该站在现代的高度，把自己的视野放宽一些。
中国古典美学体系是以审美意象为中心的。
它也包含有哲学美学、审美心理学、审美社会学、审美文艺学、审美教育学等多方面的内容，而以审
美文艺学（文艺美学）的内容占的比重最大。
在中国古典美学体系中，“美”并不是中心的范畴，也不是最高层次的范畴。
“美”这个范畴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地位远不如在西方美学中那样重要。
如果仅仅抓住“美”字来研究中国美学史，或者以“美”这个范畴为中心来研究中国美学史，那么一
部中国美学史就将变得十分单调、贫乏，索然无味。
关于中国美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另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美学史是研究中国人的审美意识的发生、发展
和变化的历史。
因此，中国美学史不仅要研究历史上那些美学理论著作，而且要研究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
所表现出来的审美意识（审美理想，审美趣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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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结束本书的时候，我想对本书的体例以及有关的几个问题作一些说明。
中国美学史上下两千多年，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内容极为丰富。
但是一本书的篇幅终究是有限的。
这就产生一个矛盾。
解决这个矛盾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是对每个时代的每一个美学思想家（或每一本有关美学的著作），不分大小主次地排列起来
，一一加以简略的介绍。
这种方法容易把历史变成流水账。
我觉得不很可取。
另一种方法是突出重点，。
抓住每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美学思想家和美学著作，尽量把它们讲充分一点。
对于那些次要的、二三流的思想家，或者略去，或者附在重点人物的前后作简略的介绍，或者作为背
景材料来处理。
这就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说的“略小而存大，举重以明轻”的方法。
我决定采用这种方法。
我觉得这种处理方法，比那种不分轻重主次，把大大小小的人物、著作并列起来介绍的方法，更能显
示中国美学遗产的精华和价值，也更便于我们把握中国古典美学的体系和中国美学史的发展规律。
因为如本书《绪论》所说的，每个时代的美学思潮，总是集中地反映在那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美学思
想家的著作当中。
当然，采用这种方法，要注意处理好点和面、点和线的关系。
所谓点和面的关系，就是一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代表性著作）和这个时代的美学思潮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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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绪论在绪论中，谈以下几个问题：研究中国美学史的意义，中国美学史的对象和范围；中国美学史的
分期；对有关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些流行观念的考察。
    第一节  系统研究中国美学史是建立现代美学体系的迫切需要    研究中国美学史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但是在这里我只想谈一个方面，就是研究中国美学史对于建立现代美学体系的重要意义。
    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摆在我国美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按照。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建立一个现代美学体系。
建立这个现代美学体系，无论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或是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都
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照我的看法，这个现代美学体系应该体现以下四条原则：    第一，古典美学和当代美学的相互贯通
；    第二，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的相互融合；    第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    第四，基
础美学和应用美学的相互推进。
    上述四条原则中，一、三，四这三条原则在这里暂且不谈。
只简单谈一谈第二条原则。
    过去世界各国讲的美学理论，基本上属于西方文化的范围，并不包括东方文化。
这样的美学是片面的，称不上是真正的国际性的学科。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使美学成为真正的国际性的学科，必须具有多种文化的视野，必须着重
研究东方美学(特别是中国美学)的独特范畴和体系，使西方美学和中国美学融合起采。
    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分属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
这两个文化系统当然也有共同性，也有相通之处，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两个文化系统各自都有极大的
特殊性。
中国古典美学有自己的独特的范畴和体系。
西方美学不能包括中国美学。
不能把中国美学看作是西方美学的一个分支，或一种点缀。
更不能把中国美学看作是西方美学某个流派的一个例证，或一种注释。
应该尊重中国美学的特殊性，对中国古典美学进行独立的系统的研究。
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美学的积极成果和西方美学的积极成果融合起来，把美学建设成为一门真正国
际性的学科，在人类文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此，我们重视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不仅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应该使我们的美学理论带有民族
特色，而且因为如果不系统研究中国美学史，不把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融合起来，就不可能使美学成
为真正国际性的学科，就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科学的现代美学体系。
    第二节  中国美学史的对象和范围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美学史主要应该研究历史上关于美的理论。
根据这种看法，一些人就把力量集中于到古代思想家著作中寻找那些谈到美的段落：孔子怎么论美，
孟子怎么论美，墨子怎么论美，王充怎么论美，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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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美学史大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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