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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事物发展所带来的新状态往往会引起人们的关注、思考和研究。
在科技进步、经济增长、体制改革的带动下，我国高等教育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获得了快速发
展，大学办学规模、职能结构、管理制度、发展模式等都与以往有很大不同。
这种状况不仅吸引了民众的普遍关注，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思考与探索，大学文化研究就是在这一背景
下兴起的。
一自大学诞生以来，它的变革就不曾停止过，这在大学职能的演变上有着集中的表现。
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产生于中世纪后期的欧洲。
它的产生与基督教教会办修道院学校、城市与工商业的发展、行会的兴起等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中，
行会组织的成熟与大学产生的关系更为密切，拉丁文“universitas”一词的原意即是行会。
当时，随着城市的兴起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出现了许多行业公会组织。
为了学习知识技艺，人们纷纷投奔那些知识渊博的人，从不同的地方聚集在一起。
在当时情况下，“一个人住在外国是要自己承担风险的。
他没有对其冒险进入的国家提出任何要求的权利，而他最能保障安全的机会，则是与在该国的同胞联
合起来”①。
拉丁文“universitas”就是指这样的学者或学生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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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审美文化教育论》以“审美是人类最具人文价值的生存方式”、“美是生成的”、“审美
具有中介性和终极目标导向性”为理论基础，分析大学审美文化的基本特征、人文价值、理论创新、
建设实践和审美教育等问题，探索它在提升大学精神、促进人全面和谐发展中的原理、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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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今社会已开始进入知识经济、信息化阶段，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植于人类实
践的审美不可能不发生变化，如果僵化地对待审美活动，就无法把握它的本质。
用动态的、系统的观念来认识当代社会的审美本质，我们需要思考以下问题：当今审美领域所发生的
变化是深层的还是表层的？
如果是表层的，那么它对深层会产生什么影响？
从总体上看，笔者倾向于把目前审美领域所发生的变化，视作表层变化。
因为审美和人类的其他实践活动一样，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找不到证明人的本质已经发生变化的根据。
人依然具有自由自觉的特性，既有生理需要又有心理需要、既追求物质丰富又追求精神升华的本性没
有改变，追求身心协调、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理想也没有改变。
所以，眼前所发生的变化是表层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很可能是暂时的，就像波浪起伏的运动状态，
现在处在远离中轴线的某个点上，但中轴线并未断开。
这也就是说，尽管审美现象变化多端，但审美的本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现象本身，而在于我们认识现象的观念和方法。
人正是因为了有理性认识，才超越了感觉对人的束缚，通过不断地回顾和反思自身经历，探索规律，
活跃思维，指导当下的认识。
如果人类没有积累起对审美性的认识，那就无法把某些文化现象称之为“审美文化”。
如果认为非审美、反审美、丑等现象也都可以当作美或审美现象，这在逻辑上显然是讲不通的。
审美研究可以研究非审美现象，研究反审美现象，研究丑，但这跟把非审美、反审美、丑当作美或审
美现象是两回事。
基于这一认识，笔者根据前人对审美性的研究和自己的理解，把审美性的内涵概括为以下几点：审美
对象的感受性、审美态度的超功利性、审美价值的精神性和审美创造的自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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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审美文化教育论》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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