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刘纲纪文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刘纲纪文集>>

13位ISBN编号：9787307068759

10位ISBN编号：7307068753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时间：武汉大学出版社

作者：刘纲纪

页数：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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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刘纲纪文集>>

前言

　　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了我的《美学与哲学》　（新版）、（艺术哲学》（新版）、
《（周易>美学》（新版）、《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新版）、《中国书画、美术与美学》等五
本书。
现在这个文集，就是在这五本书的基础上编选出来的，不包含未收入这五本书的其他文章，如历年来
所写的文艺评论和一些政论性的文章。
此外，《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和《中西艺术史观比较》两文，是2007年写的。
我把选出的文章，分别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
化研究”、“中国美学研究”、“中国书画与美术研究”等五个专题之中（均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大致上可以包含我在这五个方面提出的，至今或许还可供参考的最主要的理论观点。
　　按照“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文丛”的编辑体例，除收入作者的文章之外，还收入与作
者学术思想的背景、影响等相关的文章、资料。
我认为这个体例很好，所以我在选录自己的文章之外，设置了“先师书信”、“学界评论”、“学术
访谈”等三个栏目。
“先师书信”收入了我的四位均已辞世的老师给我的信，目的是为了永远地纪念、感谢他们对我的极
其热诚的关爱、教诲与鼓励。
与此同时，我感到他们那种无私地关怀、培养青年一代的精神，至今也仍然很值得我们学习。
“学界评论”收入了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些评论我的美学研究和著作的文章。
限于篇幅，不可能收入所有的评论文章，深望曾写过文章的朋友们见谅。
凡属对我的观点持肯定态度的文章，我都看作是对我的鼓励与鞭策。
我既感到高兴，同时也深知自己并没有做得像朋友们所说的那样好。
对我持否定或批判态度的文章，同样有益于我自己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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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入作者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中国美
学研究、中国书画与美术研究的理论文章，并包括先师书信、学界评论、学术访谈等三个栏目，收入
与作者学术思想的背景、影响相关的文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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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纲纪，男，1933年生于贵州省普定县。
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至武汉大学工作至今。
历任武汉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
1988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曾长期担任中华美学学会一另会长、湖北省美学学会会长，先后被吸收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
会、作家协会会员。
现任中华美学学会顾问、国际易学联合会顾问、湖北省美学学会名誉会长。
2006年当选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2008年中国美术家协会授予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称号。
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中国美学史、中国书画史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

　　主要著作有：《“六法”初步研究》（1960），《龚贤》（1962），《书法美学简论》（1979）
，《美学对话》（1983），《中国美学史》第一卷（1984），《美学与哲学》（1986），《中国美学
史》第二卷（1987），《刘勰》（1989），《美学》（1992），《现代西方美学》（主编，1993），《
书法美》（1995），《德国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1996），《文征明》（1996），《传统文化
、哲学与美学》（199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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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1988—1997年）　实践本体论　论新马克思主义的探讨　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本体论　批评与答复——再谈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1980—2007年）　
关于马克思论美　关于美的本质问题　美——从必然到自由的飞跃　美学对话　德国美学在中国的传
播与影响　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的发展问题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与阐释的三种基本形态　《美学
与哲学》新版序　《艺术哲学》新版序　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1989—2004
年）　老子思想论纲　孔子思想的世界意义　法家思想研究的重要成果——王晓波著《先秦法家思想
史论》评介  　关于儒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兼谈我所主张建立的当代儒家学  　略论炎黄文化与现代
文明　中华人文精神的基本特征　易学思维的三大特征　儒学同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关于中国哲
学的创造性转化的思考中国美学研究（1981—1989年）　中国哲学与中国艺术文化中的境界　中国哲
学与中国美学　中国古典美学概观　中国古代艺术哲学概观　“艺”与“道”的关系——中国艺术哲
学的一个根本问题  　中西美学比较方法论的几个问题　东方美学的历史背景与哲学根基中国书画与
美术研究（1960—2007年）  “六法”初步研究　⋯⋯先师书信（1958—1982年）学界评论（1987
—2007年）学术访谈（1994—2007年）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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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1988—1997年）　　就是说，“真”之为“真”，“善”之为“善”，并
不是由特定个体主观上的好恶决定的。
但是，现实地存在着的每一个人又都是一个特殊的个体，他的存在具有存在主义所强调指出了的不可
重复性、不可代替性、单一性、此时性，等等。
这是一些只强调人的普遍的社会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忽视了的，而马克思早就明确地指出和肯定了
它。
马克思说：“人们——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
”人的本体存在一方面离不开客观普遍必然的“真”和“善”；另一方面，现实的人却又是一些特殊
的个体。
而且这些个　　体作为不同于动物的人，不只要满足肉体生存的需要，还要超越这种需要，去求得自
身个性才能的自由发展（也就是从“必然王国”进向“自由王国”，这是由前述人的劳动的本质及其
发展所决定的）。
即使在满足肉体生存需要的范围之内，人也要尽可能使这种需要的满足配得上人的自由和尊严，以区
别于动物的需要的满足。
于是，在“真”和“善”的问题之外，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作为个体的人怎样才能在不脱离“真”和
“善”的前提之下，使自身超出肉体生存需要满足的个性才能得到自由的发展？
这个问题就是“美”的问题。
　　个体超出肉体生存需要满足的个性才能的自由发展，就是“美”所在的领域（参见拙著《艺术哲
学》）。
由于这种发展不能脱离“真”和“善”，因此，“美”只能是“真”和“善”同个体的个性才能的自
由发展的统一。
这种统一，表现在“真”的达到和“善”的实现，同时就是个体的个性才能的自由发展；反过来说，
个体的个性才能的自由发展，同时就是“真”的达到和“善”的实现。
就“真”来说，对客观必然规律的把握直接表现为个体的个性才能的自由发展。
就“善”来说，人的普遍的社会性的实现同样直接表现为个体的个性才能的自由发展。
总之，不论“真”的达到和“善”的实现都不是外在于个体的个性才能的自由发展，和它相对立的东
西，而是和它内在地、不可分地、直接地统一在一起的东西。
这就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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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纲纪文集》的“先师书信”收入了我的四位均已辞世的老师给我的信，目的是为了永远地纪
念、感谢他们对我的极其热诚的关爱、教诲与鼓励。
与此同时，我感到他们那种无私地关怀、培养青年一代的精神，至今也仍然很值得我们学习。
“学界评论”收入了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些评论我的美学研究和著作的文章。
限于篇幅，不可能收入所有的评论文章，深望曾写过文章的朋友们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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