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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攻读研究生时的产物。
完成于1988年，但一直拖到1992年才面世。
当时正值国内出版业的艰难时世，学术著作的出版可谓难上加难。
拙著能够刊行，已是幸事！
当时只印行一千多册，估计市面上流通得不多。
后来有不少学界朋友索要本书，作为作者我也无能为力。
今天南京大学出版社有意旧作重印，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回顾所走过的学术路程，该书算得上是我写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大约是初入学术界之牛刀小试吧？
那时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场景历历在目，终日泡在图书馆里，和管理人员混得很熟，时不时进入图
书馆一些特藏室，看到一些未公开借阅的外文资料。
那时既没有电脑，也没有网络，更没有电子图书，完全靠信函和一些外国学者联络。
写作过程中，诸如阿恩海姆、蔡尔德、霍兰、加德纳等著名学者给予我不少帮助，不但回信给我指点
，而且惠寄许多当时非常珍贵的学术著作。
更值得一提的是，哈佛大学著名的“零计划”主持人之一加德纳教授信中约定在北京晤面，后来真的
在友谊宾馆与他们夫妇谋面，聊得颇为开心。
让人留念的80年代，那时学习风气极好，好像在校园里除了讨论学术没有别的什么诱惑。
再加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料，还有当时文艺心理学很是热门，这些都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
良好的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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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创造力，这个神圣的字眼，像朗照的真理之光，证明了人的生存意义。
人正是通过自身的创造性活动，摆脱了动物的必然王国，迈向人的自由王国。
我们不知道哪一天起人就有了这种宝贵的能力，但是我们明白，正是经由创造的途径，人才发现和确
证了自己的存在本质，回到了自己的生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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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宪，1954年生于江苏南京，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著作有：《视觉文化的转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
年版）、（20世纪西方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现代性的张力》（首都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1年版）、《美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
主编：《现代性研究译丛》、《文化与传播译丛》（商务印书馆）等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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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现代艺术创造心理学的研究现状对艺术活动中卓越的创造力的研究，历来是哲学家、心理学
家和批评家所关切的重要课题。
远在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之前，就已存在这类研究了。
从柏拉图的“迷狂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对自己创造经验的总结，从中国古代道家关于“道
”与“技”的讨论到叶燮的“才、胆、识、力”说，都从不同的角度触及到艺术创造力问题。
艺术创造力的高下，历来被认为是艺术家卓越与否的重要标志，“天才说”在对艺术创造力的研究中
是一种广为流传的观念，如康德就说过，非凡的艺术想象力是天才的特征。
尽管时至现代，那种认为创造力只限于艺术活动的狭隘观念早被打破，尽管马斯洛“烧第一流的汤比
画二流的画更有创造力”的民主思想已深入人心，但艺术创造力作为人类卓越能力的一个标志，却成
了一个永恒的话题，从未在哲人、诗人和其他学者的视野中消失。
当然，现代心理学的出现，为人们理解这种神秘莫测的创造力作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
我们甚至可以说，倘使没有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要了解艺术创造力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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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匆匆忙忙写完这本书之后，总觉得还有些需要向读者交代的，因而在后记中补上几句话。
按照我原先的写作计划，本书还应写两章，即艺术创造力的社会心理学和艺术创造力的发展心理学，
准备从社会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角度来探讨艺术创造力。
现在，由于时间关系，无法完成这两章，想来委实是个缺憾，只好留待他日修订时再补上了。
说实话，选择艺术创造力这样一个课题来研究，的确困难不少。
一方面需要有一定的艺术知识和修养，另一方面又要懂得心理学的某些理论，特别是了解现代创造心
理学的某些研究，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方可进行艺术创造力的心理学研究。
我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作了一些思考和尝试，至于做得如何，只有让细心的读者去评价了。
在本书的写作中，始终得到了钱中文先生的鼓励和指教，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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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向创造的境界:艺术创造力的心理学探索》是当代学术与批评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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