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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对于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充满了“美学激情”的百年。
从20世纪初蔡元培以知名教育家的身份力倡“以美育代宗教”说。
到三四十年代朱光潜等人的美学著作一时热销，到五六十年代学术界数百人参与的“美学问题大讨论
”，再到80年代持续不衰的“美学热”。
美学这门在西方学科体系里原本显得较为边缘、所有讨论都限于学术领域的学问，在中国却似乎经常
处在风起云涌的社会思潮的中心地带。
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李泽厚曾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为什么有美学热？
这是个很好的博士论文题目。
奠基于“天人合一”这一轴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一大特性是注重经验、体验、感悟.无论儒道都强调
宇宙生命的息息相通，追求人在精神层面的超越性，而这种超越乃是现世超越，即就在现实的人生中
、在感性生活中提升自我，而不追求向无限的超越。
所以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称作是“诗性文化”或“审美文化”。
而这，正是作为西方文化形态的“美学”在最初进入中国时能够迅速在这个东方语境里落地生根并且
蓬勃发展的前提。
我有一种感觉，美学在20世纪的中国之所以能获得较特殊的地位，不但为学者所推重，而且受大众所
追捧，其中隐含着“美丽的误会”。
大家知道，“美”在中国古代诗性哲学中的位置略嫌边缘，甚至还因其关乎感性形式而带点贬义，“
妙”、“神”、“善”、“和”、“自然”、“意境”等概念的地位显然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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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有的美学观点其实都包含着学者、艺术家或思想家本人的人生体验、生命意欲。
美学不但常常溢出文本向生命延伸，成为人生与学问交融之学，而且如前所述，整个20世纪，它几乎
一直都呈现出一种超学科的格局，与心理学、哲学、文学、社会学等相互依存甚至密不可分。
20世纪的中国美学家并不“纯粹”，也因此，直到今天，美学在许多人心目中仍然有着远远超出一门
人文学科本身的单纯价值，无论是一厢情愿地期望过度也好，四面招摇地泛滥无度也罢，人们对于美
学持久不衰的热情都表明：美学在中国，不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许我已经重复过太多次了，它在某
种程度上是关乎艺术旨趣、人格修养、人生关怀、生命态度甚至社会拯救等问题的。
作为本书的撰写者，当然不能无视这一个“美丽的误会”。
　　20世纪的中国美学，因为这样的误会而美丽。
就像王国维、朱光潜、李泽厚等美学家都频频引用过的那句诗一样：“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
珊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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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梁启超：多情多血的美学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
人。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改良主义政治活动家、文学家，他的思想著述活动带有强烈的启蒙色彩。
梁启超天智聪颖，才华卓绝，四岁读四书五经，九岁谙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
他早年宣传维新思想，与康有为倡导和发动变法维新运动，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开始大量阅读西方
典籍，批判封建专制，鼓吹振作国魂。
后主张保皇，投身立宪运动。
晚年致力于学术研究。
其学术研究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史学、法学等众多领域，著述甚多，有《饮冰室合
集》及各种专集二十多种，共1400万字的作品。
梁启超一生经历富传奇性，思想也显得庞杂而且多变。
梁启超的美学思想混杂于其大量与政治、教育、文学等相关的著作中。
他提出诸多美学观点的出发点也是旨在拯世济时，激荡国魂。
其美学方面的主要作品有：《译印政治小说序》、《惟心》、《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趣味教育
与教育趣味》、《美术与科学》、《美术与生活》、《情圣杜甫》、《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等。
梁启超最被重视的美学主张是他的“趣味主义”和对“情感教育”的推崇，以及关于“境者心造”的
理论，最广为人知的思想和行动是提出“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
他关于美与科学、美与生活、美与人生观等方面的论述也卓有见识。
本书作者认为，梁启超的“心力”之论是理解其人生实践和美学思想的重要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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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跟我迄今为止写过的任何一本书一样，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著作。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却成为压在我心头的一个重负。
我好像有点怕去触碰这么一个题目，虽然资料早已准备得差不多了，却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始终不肯
落笔写下一个字。
日常的工作本就忙碌，可一旦有点时间，我反倒更愿意去写一些随性的小文字，却让“正事”一直无
休止地搁浅着。
这简直就像把明媒正娶的“正室”当成弃妇.反倒醉心于四处寻花问柳一般可恶。
可是，不断地延迟直面任务的时间，后果就是，焦虑不断积聚起来，构成了沉重的精神负担，而且越
到后来越无法进入状态，直至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禁忌。
连想都不愿意去想它了。
我好像失去了行动上那种因为简单所以果决的能力。
可是生命，也就这样无情地被消耗。
直到终于进入了此书的写作以后，才知道真正“美学化的人生”，不是逃避责任的放纵和“闲适”，
不是毫无方向感、兴之所至的四处漫游。
自由绝非意味着解脱开所有外在的牵绊，更重要的求得“放心”，亦即要让自己内心的压力得到释放
，拥有价值的实现感、精神的归属感，而不是在无所事事中任内心的焦虑和不安疯狂滋长。
为什么当我在做事的时候心情会更好一些？
为什么明知道会很累也总是要试图追寻新的目标？
因为。
人生在世有最根本的大法，那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一个人想要克服种种障碍有所作为，无非是“天道”（“天行健”）的具体化而已。
所以.人的自强不息，不是想不想、该不该的问题，而是“就是这样”的问题；不是从主体出发的意志
论的问题.而是建基于存在自身的本体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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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的中国美学》是吴志翔编写的，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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