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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写这部书的缘起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厦门美学会议上。
当时北京的几位青年学者结伴回京，旅途上谈论起当前的美学史研究。
大家都感到有必要改变一下传统思路，再写一部大美学史。
传统的美学史通常是美学思想史，是历代哲学家或文艺理论家的理论发展史；而与美学相关的艺术部
分及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则不在研究范围内。
显然，这是有缺憾的美学史表述。
　　写一部大美学史，谈何容易。
20世纪80年代初，有的学者已经提出这一建议。
但事实上，这种构想既无前车可鉴，也无现成理论可支持。
这样一部原则上范围极广的“美学史”如何写？
这种注定是没有边际的写法将会出现什么结局？
这实在是个问题。
说实在话，这也是作为主持这个课题的本人的一块心病。
因为谁也不知道怎么写，而在只有一个良好愿望的情况下，历史是无法诉说的。
　　但问题是实实在在的，即一种具有鲜明文化内涵的审美现象，应当是可以被描写和研究的，也就
是说，人的审美精神及其外化表现，是可以被思维和语言表达的。
　　这种学术自信建立在对美学学科的新的认识之上。
作为一门学科，美学是不成熟的。
尽管关于美、关于美的艺术的讨论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美学究竟是一门什么学科，人们一直争论不
休。
19世纪德国学者提出美学是“Aesthetic”，即感性学，这种说法一直被沿用下来。
直至今天，西方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的审美经验，这是历史提供的一种可能性。
但是，美学并不仅仅研究审美经验，它应当有更广泛的研究范围和更基础的构架理论的起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美学的理论著作不断被译介进来。
据南京大学倪波、赵长林编的目录，20世纪以来，汉译外国美学、文艺学著作（不含译文），截至80
年代中期，有700余种。
20世纪最后的15年，美学、文艺学著作翻译过来的不会低于100种。
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学者，仅仅凭中文就可以阅读800余种国外的美学、文艺学著作。
到现在仍说资料不够，视野不宽，这大概只是一种不肯读书的托辞了。
在这800余种的美学、文艺学著作中，像中国美学界热衷于写的“美学原理”之类的著作，只占极少的
一部分，如帕克的《美学原理》、托马斯·门罗的《走向科学的美学》、科林伍德的《艺术原理》、
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丹纳的《艺术哲学》、列斐伏尔的《美学理论》等，绝大多数是对具
体的艺术经验和审美经验的描述、研究和分析。
而他们的“美学原理”的构建，大都又是从一定的哲学体系出发的演绎。
所以，在我看来，美学，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其出发点仍无法在现有的这些成果中确立。
　　所谓的学科出发点是一个无前提的前提，一种抛弃了任何体系的元点。
如数学，就是研究数的关系的学科；伦理学，是研究人的伦理关系的学科。
美学呢？
传统的研究实践表明大多数美学家囿于习惯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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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华夏审美风尚史（第5卷)·盛世风韵》主要内容包括青春盛世、中道沧桑、晚景余韵等五章，
研讨了我国隋唐五代时期的审美情趣及时代风尚。
《华夏审美风尚史（第5卷)·盛世风韵》是华夏审美风尚史丛书的第五卷《华夏审美风尚史（第5卷)
·盛世风韵》。
书中以人类社会发展的时间表为序，对中华民族隋唐五代时期的审美风尚的演变历程作了一次全景式
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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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说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那么盛唐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
隋唐五代的社会审美风尚，正是以这种文化为背景形成并发展的。
　　我们首先看一下南北文化的融会。
　　从宏观的范围来看，中国文化自古就有南、北之分。
且不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的差异，即便是春秋战国时期，南方以老、庄、
屈原为代表的荆楚文化，也与北方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齐鲁文化形成对峙局面。
秦汉时国家的统一，使南北文化加快了合流的步伐，汉文化更多地表现出南方楚文化的特征。
东汉到魏晋，北方文化有所发展，曹魏时的文学繁荣是其代表。
西晋末年的战乱，使大批文人南迁，北方多被少数民族所统治，中国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分裂和战乱。
在这期间，南北两方的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南方喜庄、老，尚清谈，注重人的精神解脱；北方尊儒学，讲修养，注重理想人格的完成。
此外，南北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人的文化心理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所谓“铁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即是对这一差异的极好描述。
　　我们知道，秦、汉的统一，是北方民族的胜利；隋、唐的统一，是关陇士族的成功。
这四个朝代都定都于北方的长安或洛阳，在文化气质上，自然也以北方的刚烈豪放为主；而晋朝受匈
奴的打击，不得不迁都南方，此后作为华夏正统的宋、齐、梁、陈诸朝，也都以南京为都城，在文化
心理上也就难免有南国纤柔细腻的特点了。
这种文化气质和文化心理上的差异，不能不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审美趣味和审美风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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