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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中国曾经涌起了几次“美学热”，在当时“沉寂”的世界美学天空中，成了最绚丽的星座。
然而，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美学热”在消退，而世界美学却不再“沉寂”，此消彼涨，
中国美学已不再亮丽。
中国还会有“美学热”吗？
这是中国的美学研究者很感兴趣但又无法预测的问题。
今天的社会的确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无论是用“后现代”、“第二次现代化”、“审美化”还是“图
像转向”来描述它，都意味着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由“硬”向“软”、由“实”向“虚”的转向。
在一个虚拟柔软的社会里，艺术和审美将会越出它们的边界，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而以艺术和审
美为研究对象的美学也有可能越出它的边界，成为人们普遍采取的生存策略。
中国文化本来就以推崇空灵著称，在这种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应该可以更好地适应这种时代转
向。
在我们看来，从今天的时代条件来看，中国很有可能再次出现“美学热”。
为了推动“美学热”的出现，我们需要做许多扎实的研究工作。
公正地说，前几次“美学热”给今天的美学研究者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但也留下了不少沉重的包
袱。
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中，我们翻译引进了不少美学著作，特别是当时出版的50余本“
美学译文丛书”更是推动了这种发展，但这些著作很少得到深入的研究和吸收。
我们需要重译某些确实有价值的著作，并以重译为契机展开对这些著作的深入研究工作。
同时，我们要关注国际美学的新动向，译介一些能够反映美学新动向的著作。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推动中国美学学者有原创性的研究工作。
我们不仅要加入国际美学讨论的话题之中，而且要提出自己的话题，吸引国际美学学者加入我们的讨
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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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纽曼曾经说过现代艺术的冲动“就是要摧毁美”。
这一论断在20世纪的西方艺术历程以及中国当下的艺术实践中都可得到强有力的支持。
  　艺术和美还会继续彼此蔑视吗？
　  而关于美学理论，基维宣称如今的美学界是狐狸当道的时代，是一个被分割成众多领域，每个领
域都被一些专家统摄的时代，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一种宏大理论包罗万象的刺猬时代已经逝去。
　  美学还会走向统一吗？
  　作者通过对当代艺术和美学界最为热议，同时也和当下中国最相关的11个问题的梳理，呈现了三个
回归的趋势：其一，当代艺术重新肯定一些正面的价值；其二，美学家和艺术批评家开始形成放下成
见和独断、重新建构一种统一理论的趋势；其三，中国美学开始了一种回归古典资源，并以此参与到
世界美学对话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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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锋，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典美学、西方当代美学、中西比较美学。
主要学术专著有《完美的自然》、《西方美学与艺术》、《美学的感染力》、《诗可以兴》、《美学
的意蕴》、《生与爱》。
主要译著有《实用主义美学》、《哲学实践》、《生活即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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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期待“美学之夏”——丛书代序前言第一章　存在美的根源吗？
 　一、美的回归  　二、美的滥用  　三、永恒之美　四、古老的构想　五、美的消失　六、哲学意义
　七、社会学意义　八、小结第二章　审美对象是何物？
　一、哈奇森：审美对象作为心理对象　二、萨特：审美对象作为想象对象　三、茵伽登：审美对象
作为纯粹意向性对象　四、杜夫海纳：审美对象作为感性对象　五、西布利：审美对象作为突显对象
　六、小结第三章　存在审美经验吗？
　一、迪基对审美经验理论的批判　二、比尔兹利对迪基的回应　三、古德曼和丹托的审美经验理论
　四、实用主义与分析美学之争　五、小结第四章　艺术可以定义吗？
　一、韦兹与曼德鲍姆：艺术从不可定义到可以定义　二、丹托的艺术界理论　三、迪基的体制理论
　四、列文森的历史理论　五、古德曼的符号理论　六、也许艺术真的是不可定义的　七、小结第五
章　艺术终结了吗？
  　一、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　二、丹托的艺术终结论　三、艺术终结与美学独立　四、艺术的重生
　五、也许终结的不是艺术而是艺术理论　六、小结第六章　作品的意义由作者意图决定吗？
  　一、浪漫主义文艺批评中的意图主义倾向　二、反意图主义的盛行　三、意图主义的复兴　四、
实际的意图主义与假设的意图主义　五、小结  第七章　虚构的作品能产生真实的情感吗？
  第八章　趣味有高低之分吗？
第九章　如何欣赏自然环境？
第十章　如何看待日常生活审美化？
 第十一章　如何定位中国美学？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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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存在美的根源吗？
一、美的回归“美的回归”最早由著名批评家希基（Dave Hickey）提出。
早在1993年希基就宣布，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美将成为一个主导话题。
希基的这一断言在美学界、批评界和艺术界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美的问题重新成为美学家、批评家
和艺术家谈论的热门话题。
2005年在柏林的世界文化中心举行了一个“关于美”的国际文化节，期间专门召开了一个会议，邀请
各方面的专家来讨论“美的回归”问题。
希基的“美的回归”的宣言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今天的艺术真的在呼唤“美的回归”吗？
美在什么时候离开了艺术以至于需要回归？
艺术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将美作为它的主题？
如此等等的问题在近来国际美学界和批评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在我看来，希基提出“美的回归”的宣言不是偶然的。
当代艺术早就厌倦了稀奇古怪的创新。
当前卫艺术扮演的各种功能逐渐被其他更有效的方式取代之后，前卫艺术就终结了，艺术到了该反思
自身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不能被取代的时候了，一些非常前卫的艺术家和批评家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
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美。
这时有人提出“美的回归”的宣言，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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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中讨论的这些问题，是我近十年来逐渐积累起来的，有些成果已经在杂志或学术会议上发表过了
。
第一章的部分内容曾经在中央美术学院做过讲演，它的最初的文本以“美的回归”为题发表于《美术
焦点》2007年第8期。
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一个初步的构想曾经以“审美经验与审美对象”为题，发表于《江西社会科学
》2005年第4期。
第四章的部分内容曾经在北京大学做过讲演，它的最初的文本以“不可定义之后的定义”为题，发表
于《意象》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第五章的部分内容曾经在首届宋庄艺术节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做过讲解，它的最初的文本以“艺术的终
结与重生”为题，发表于《文艺研究》2007年第7期。
第六章的最初文本发表于《文艺美学研究》第五辑（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第七章的部分内容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做过讲演，最初的文本以“虚构的悖论及其解决”
为题，发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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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回归:当代美学的11个问题》是美学与艺术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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