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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遵循美学当代性与美学传统性相互交融的理念、以新体例编撰的高校美学原理课程教材。

编者从审美沟通新视角考察美学问题，对审美体验、审美媒介、审美文本、审美符码、审美语境、审
美文化、审美鉴赏、美学批评等问题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在美学对象、美的古典性与现代性价值
形态、当代审美文化前沿景观等方面表达了一系列新见解，还就功利与无功利间性、反审美、无意识
的商品化、惊羡体验、回瞥体验、异趣沟通等新概念、新现象作了敏锐而独特的剖析，提出冷眼温心
和臻美心灵的养成等新主张。

　　本书观点新颖，论述细致，个案分析具体，表述流畅，适合于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可
以用作高校相关专业基础课教材，也可用作其他专业通识课程或文化素质课程教材，还可供其他美学
与艺术理论爱好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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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文学院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
先后在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取得文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曾赴牛津大学、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研修。
2005年受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近年来主要从事文艺美学、中国现代文艺与文化现代性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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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现代性审美文化现代性审美文化是指晚清以来至今建立在现代生活方式基础上的审
美文化。
从社会形态演变角度看，现代性审美文化实质上代表了现代生活方式给人类审美与艺术模式带来的巨
变。
现代工业打破了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审美媒介、审美观念和审美意识等。
媒介或通讯技术的革命和运输的革命使得运动、速度、光和声音发生了新变化，最终导致了传统的时
间秩序和空间秩序感觉的错乱、崩溃。
大机器生产，一方面使人们不得不消除个性并参与到集体劳作之中，一方面又在生产巨额利润的同时
，历史性地生产了前所未有的“欲望”。
传统的自我意识因此发生了变化。
随着现代社会工业化和信息化经济成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基础，审美文化趋向于多元、多向的发展，某
一种权力化的文化思想“大一统”的格局被打破了。
在这时，原来处于中心地位的古典性文化的神圣话语遭到了拆解，多元并置、杂语喧哗成为现代社会
的特征。
世界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或完成了现代性文化的演变。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不得不参照西方文化而开始自身的现代性审美文化建构。
现代性审美文化在审美媒介、审美符码、审美文本等方面几乎焕然一新。
这是出于借助现代审美媒介和形式去表达现代性体验的迫切要求。
例如，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电脑、网络等现代传媒形式逐渐地成为人们审美鉴赏、消费和娱乐不
可或缺的媒介。
相应地，古代文言文被现代白话文替代，章回体小说逐渐退出现代主流视野，带有实验性质的新文体
小说大量出现，传统格律诗也让位于自由体新诗。
这些新的审美形式的出现给世人带来了崭新的体验。
在电影《西洋镜》里，当来自西方的电影首次与中国观众见面，火车在银幕上向人们冲来的时候，人
们急遽躲闪。
这种由虚拟形象带给人的震惊是过去的审美形式如绘画、戏曲和雕塑等所不可能提供的。
就中国而言，不存在可与古典性审美文化一刀两断的现代性审美文化，它们两者之间其实常常可能似
断实连或藕断丝连，具有微妙而又重要的联系。
尽管如此，还是可以简要地说，中国现代性审美文化的审美特征在于实中含空。
实中含空是指在实存崇尚中暗蕴空灵与兴味。
具体可从两方面理解：第一，在实存中蕴含局部空灵。
现代性审美文化的审美形象日益具体、细致、逼真，例如，实实在在的艺术典型而非空灵意境占据了
审美文化的主流。
徐悲鸿的静物油画、人体素描，鲁迅写实白描的故乡图景、农民生态等，都已经成为现代性审美文化
的经典。
即使是所谓“新感觉”派小说、印象派绘画等，虽然不是以客体的世界作为描绘的对象，但仍旧把人
的心理世界作为实体来进行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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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美学教程(修订版)》：新闻出版总署“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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