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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美学年鉴（2004）》包括专文、年度话题、美学态势、专题研究、成果选摘、美学纪事、
域外报导、美学教育、美学资料库等栏目，对2004年中国（含港澳台地区）的美学研究状况进行具体
介绍、评述及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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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主体间性哲学的基础上，现代美学也由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存在主义芙字、解释学美学、接
受主义美学以及巴赫金的美学，都把世界、文本看做对话主体，把审美看做主体间性的充分实现。
生态美学也是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诞生的。
审美是主体间性的充分实现，因为只有在审美活动中才真正建立了人与世界的平等、同一和自由的关
系。
因此，主体间性是审美的真正哲学基础，也是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
近代以来的主体性美学不能说明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何以可能。
主体性美学或者认为自然美是人的主观情感的投射，或者认为是人的实践的对象化，但它们都不能有
效地解释主体对自然的强加如何能够形成自由的审美关系。
事实上，主体性的征服必然遭遇到自然的反抗，而不会导致自然的顺从。
现代社会环境的破坏证实了这一点。
主体间性美学把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看做是主体间性关系，是“我与你”的关系，是一种有生命的关
系，是本真的存在的实现。
这样就从根本上消除了人与自然的对立，恢复了人与自然的亲和性、同一性。
　　现代西方的生态美学就是建立在主体间性的哲学基础上的。
生态美学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与万物的“平等”。
莱切尔·卡逊和阿伦·奈斯认为人与万物都处于“生物环链”中，都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这就确认了自然的主体地位，片面的主体性在这里被交互主体性即主体间性取代。
大卫·雷·格里芬提出自然是有生命的、与人息息相关的，因此必须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
这就是“世界的返魅”。
在经历了启蒙时代的主体性的“祛魅”之后，“返魅”是在更高水平上对人与自然同一的回归。
这种回归是建立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的。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美学年鉴>>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