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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价值美学”在中国属于正在建立的一门学科，本书作为一部探索性的学术著作，许多观点与传统美
学相左。
作者强调：审美的秘密存在于主体客体之间的关系之中，审美现象即主客互动关系所生成的可感受、
可体味的意义、意蕴、意味，它是一种特殊的价值形态。
本书从历史的和现实的大量审美现象出发，结合人的本质与价值的本质，论证了审美现象属于价值范
畴的历史根据和逻辑根据，指出以往美学的重大误区正是在于价值范畴之外找美。
作者以审美价值为核心，从多方面揭示了审美价值的特性，并对审美价值的发生学进行了考察，对审
美价值的生产类型和规律、审美价值的消费、审美价值的评价以及审美接受中的共鸣与观赏等进行了
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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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书瀛，193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1993年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为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有《文学原理创作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初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再版）、
《李渔美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论艺术典型》（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
版）、《论艺术特性》（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文艺创作美学纲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主编有《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文艺美学原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初版，1998年再版）、《新时期文学与道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译著有《滑稽与笑的问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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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途径　§65  艺术中的审美消费即艺术欣赏　§66  共鸣与观赏　§67  审美价值的评价参考文献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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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价值美学》的名字既定，实际上你就是向学界宣称你是在进行“价值美学”的研究。
有时我不能不这样设想：你说你在进行价值美学研究，如果有人劈头问你：什么叫价值美学？
价值美学能成立吗？
它作为一个学科何以可能？
何以必要？
它的学科如何定位？
性质怎样？
特征是什么？
等等。
你如何回答？
按照传统的老路子，不能不说这的确是些需要认真对待、认真解决、认真回答的问题。
你必须花些力气进行学理的和有充分事实根据的论证，给人一个负责任的界说。
而这又是些十分困难的问题。
可以肯定地说，有些学者并不赞成、并不承认你所说的什么：“价值美学”。
且不说那些连“美学”都要取消的人根本不会承人“价值美学”，即使认为美学有存在之必要，也未
必认可价值美学之意义。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你须要花费很多口舌、笔墨。
也许你会陷入某种争论——为某某概念的不同理解，为某个术语的不同用法，为站在“古典的”或是
“现代的”或是“后现代的”立场，为“欧洲中心”还是“非欧洲中心”，为“解构”还是“建构”
，为“本质主义”或是“非本质主义”⋯⋯为了证明自己有理，你会引经据典，比照现实，挖空心思
。
你会在报刊上写论辩文章，你会在研讨会上口角冒白沫。
但是，即使你说得口干舌燥，也未必能服人。
在人文学科的某些领域，有的问题可能是永远不能达成共识的。
有的问题是难以说得清楚的，甚至是永远说不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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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价值美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重点课题，作者历时6年，搜集研读大量文献资料，精
心撰成此书。
《价值美学》的出版，对于目前关于美学的学术研究可以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价值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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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