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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有着丰富的人生意蕴，对于建构当代
美学体系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老子》是一部人生哲学和人生美学，它关于人生境界追求、人生价值取向、理想人格建构、人生体
验流程等思想，是建构当代美学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料。
 努力探索老子美学意义生成的文化背景和民族特色，及其对中国美学的深刻影响，是本书的宗旨所在
。
     本书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系统探讨了《老子》美学思想的生成范畴，如“道”论、“人”论、  “妙
”论、“气”论、“自然无为”论等等；从理论上高度挖掘了《老子》美学意义生成的文化背景和民
族特色及其对中国美学的深刻影响。
本书进一步拓展了对《老子》美学的研究深度：对其作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并借鉴和参照现代美学
理论框架对其美学思想作了异质性解释。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老子美学思想的当代意义>>

作者简介

李天道：四川彭州市人，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四川省美学学会秘书长、理事；中华美学学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会员；高校美育学会常务
理事，中华美学学会美育研究会理事。
研究方向为美学、美育学、中西比较美学、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论以及中国文化。
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学术月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出
版《中国美学之雅俗精神》、《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概要》（合著）、《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论纲》、
《文心雕龙审美心理学》，《中国美学体系》（合著），《审美与生存——中国传统美学的人生意蕴
及其现代意义》（副主编）、《当代中国传统美学研究》、《晏子春秋与现代人格》、《慧能评传》
等专著。
其中《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论纲》一书获四川省第四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审美与生存
——中国传统美学的人生意蕴及其现代意义》一书获四川省第九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当代中国传统美学研究》一书获四川省第十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文心雕龙的审美智能
观》获青海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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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老子》的现代方法论意义  一  “能知古始，是谓道纪”与文化认同  二  “有无相生”与
文化相对主义  三  老子美学是生命美学第二章  老子的“道”论与审美境界构筑论  一  道：中国美学的
生命之源  二  心物交融的审美境界创构论第三章  老子的“人”论与审美境界生成论  一  老子人为“四
大”之一的思想对中国美学的渗透  二  儒道两家人生价值论与美学思想比较  三  主体性原则对审美境
界生成论的影响第四章  老子的“妙”论与审美境界营构论  一  “妙”作为审美范畴的提出  二  “妙”
对中国美学的影响第五章  老子的“气”（道）论与审美主体建构论  一  气：生命之本  二  文以气为主 
三  气与审美趣味  四  气与审美情感  五  气与审美知觉  六  气与审美联觉  七  气与审美想象  八  气与审
美理解第六章  老子的“味无味”与审美范畴论  一  老子的“味无味”与“道”说  二  老子的“味无味
”与“象”说  三  “味无味”与老子的“有”“无”论  四  老子的“无味”之“味”说与“淡”范畴
第七章  “味无味”与审美体验论  一  老子“味无味”命题的提出  二  “味无味”与“体味”说  三  体
味的过程  四  彻悟到家，一了百了  五  审美体味的极致第八章  老子的“无味”说与审美张力论  一  “
味”审美范畴的原初构成  二  “韵”与“韵味”说  三  构成“韵味”之审美因素与审美特征第九章  老
子的“婴儿”心境与审美心态论  一  老子虚静淡泊、返朴归真的人生理想  二  中国美学“澄心端思”
的审美心态论  三  老子“抱一守中”与“澄心端思”  四  “收心离境”与“澄心静怀”第十章  老子的
“自然无为”与“目击道存”的审美体验方式  一  “自然无为”的美学思想  二  “目击道存”的审美
体验论第十一章  “清静”说及其审美构成态势与文化根源  一  “清静”域的审美诉求与构成态势  二  
“清”之域的审美构成  三  “清静”观生成的文化因素  四  “清静”说与审美心境构筑论  五  “清”
之说与审美境域构成论  六  “清静无为”说与自由创新精神第十二章  老子“道”论与审美意境论  一  
老子的“道”论与意境论的形成  二  “道生一”与审美意境的整合心态  三  “大象无形”与审美意境
的模糊心态  四  “任性逍遥”与审美意境的超越心态  五  “有无相生”与审美意境的开放心态  六  “
复归于无极”与审美意境的圆满心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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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老子》的现代方法论意义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有
着丰富的人生意蕴，对于建构当代美学体系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老子》是一部人生哲学和人生美学，它关于人生境界追求、人生价值取向、理想人格建构、人生体
验流程等思想，是建构当代美学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料。
首先，《老子》一书在方法论方面，就给我们以许多启示。
一“能知古始，是谓道纪”与文化认同当代美学的建构属于文化建设的一个分支。
考察老子思想的建构，可以给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一种启迪，即要建构现今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体
系，就必须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语境相结合。
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贯穿于人全部活动中的普遍恒定的集体意向，即包含着人们的文化思维方
式和生命指向、文化价值观念等因素在内的异质文化决定着文化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份值。
特别是文化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可以说就是构成民族文化精神的中心要素。
不同民族特有的文化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构成其文化的独特价值，那么，要想深入与准确地发现不同
民族文化的特有风格及其价值意义，则必须深入地钻研与认识形成其差异的文化根源，把握其独特的
意义生成方式、思维方式、话语言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
所谓文化价值观，是指人们在自己长期的社会历史活动中所积淀、形成的稳定的、持久的、普遍的对
于自我、社会和自然的价值观念，是人们对评价对象作出好与坏、优与劣的一种根本性总体性看法、
态度和标准。
价值观念是文化意识与文化心理结构中最一般、最抽象也是最根本的构成要素。
从文化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及其表现特征看，可以说，它是一个民族文化中持久的、历史的观念。
人们在实践与生活中的具体特殊价值观可以随着时间、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文化价值观则是
相对稳定的。
它积淀在民族心理中代代相传，并形成传统的文化心理定式与文化模子，既是异质文化与民族文化的
核心又是异质文化与民族文化的本真和生命所在，决定着人们行为活动的意向和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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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子美学思想的当代意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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