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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书城杂志》要美学方面著述的作者谈谈心得与旨趣，我很赞成。
至于让我来写这样的文章，开始颇费斟酌：我虽断断续续从事美学著述数十年，并不敢自诩为这方面
的多产作者；又一想，在美学建设大题目上曾与许多同道相呼相应，就美学具体著述旨趣而言，自问
历来并不甘于和时贤雷同。
将自己某些特点写出来参加交流，也许不无益处。
关于审美价值论我的美学著述，从参加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开始。
当时，我用杨犁夫为笔名发表的第一篇美学论文，题为《美是形象的肯定价值》。
此文写成于1957年春天，改定于1959年。
观题知论，我的旨趣就是决心起而倡说审美价值论。
从当时几家主要论者观点的比较中，我认为应该提出加强审美价值论研讨的课题，以促使美学讨论中
一些重要问题在新的思路上予以解决。
我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的美学思想，鲁迅在为普列汉诺夫
《艺术论》译本所写序言及《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等文中所明确揭示的审美以人生价值为本质的思想
，毛泽东的一些论述，都足以作为提出这一课题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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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用集子中一篇评论的题目兼做全编的正题，也就是“识得春风非等闲”。
这是四十多年前就两位老作家兼画家所写短篇小说读后而写随记的文题。
文中写的是一些关于形象蕴含的深度与审美价值眼光酌量关系的体会。
　　“识得春风非等闲”，正表明审美价值感悟获得的非等闲。
　　援此为题，也许能够为本书文字与读者交流起一点思路交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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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扬，字稷扬。
山西闻喜人，1933年10月出生。
中共党员。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
编审。
任职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中华美学学会会员，中国俗文学学会顾问，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
1947年在太岳区参加文艺宣传工作。
1958年大学毕业后长期作报刊工作，20世纪60年代曾任《人民日报》特派常驻越南记者。
1981年起作文史图书编辑工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参加美学大讨论并撰写论文《美是形象的肯定价值》，此文被选入《美学问题讨论
集》第五集。
1962年以《长命草》获《羊城晚报》全国征文杂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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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美是什么？
几年来的美学问题讨论中，有各式各样的回答。
有人说美是什么样的“形象”，有人说是什么样的“属性”，又有人说是什么样的“引起赞赏情绪的
力量”等等。
其实，不管什么事物的美丑，我们总是以评价的方式认知和感受着。
在评价对象那里的，并不是笼统的“形象”、一般的“属性”，也不是什么含混的“引起赞赏情绪的
力量”，它只是一种价值。
价值，总是因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是人类社会生活所附生的。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只有对人类讲来，才有这样那样的价值，比如：美、丑、善、恶、好、坏等等。
事物在复杂的联系中存在着，发展着。
一个事物与其他一切事物处在千丝万缕的牵联中，只有当它放在人类客观发展的生活的磅秤上时，才
显出它的分量。
人类生活，是一个客观发展的过程，在生活中，人与物构成客观的关系。
物因人揭示着自身的丰富性，人因物也展开着自身的丰富性。
在人类生活的客观需求与人的能动的实践中，社会本身的那种事物，具有社会性，而自然性质的事物
，只要是人类社会生活所涉及的都成为人类的物。
物由于与人的关系而被人化，人由生活实践而人化物。
人类在生活中与物关联着，由于实践发现事物与人类的联系而使之具有生活内容。
人把握着事物的本性，物在生活面前展现出对人的对象性，物具有价值。
这是人类生活实践必然形成的人与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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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自从20世纪中期开始撰写有关审美价值论的文章，至今蓦然回首，竟是半个世纪多的历程了。
搜检起来，除《美的发现——旅游美学书简》、《汉语人名文化放谈》里关于人名文化创造中审美价
值酌量的文字与尚在陆续发表于学报的《（西游记）美学问议录》，及为《中国历代美学文库》一批
论著做的注评文字外，这里就是比较直接有关审美价值问题论说文字的基本印迹了。
对这些印迹分量的评估有待行家。
作为自己回顾来说，却有两方面的心情：一方面是对自己已做的与想做的差距感到不足以及有些遗憾
。
这里有社会变动及工作条件等的限制造成的原因，使得这方面学术思路断断续续。
后来在改变环境条件下，有了补回耽误时光之想，要继续在原来学术思路上用点功夫的时候，却已垂
垂向老，所做的仍难副所想做的。
另一方面是经历岁月的淘洗，对审美价值论学术方向的必要性与坚持旨趣的责任感的体味更加浓烈。
由这样两方面的心情就产生了整理这些已发表或不同形式宣讲的文字为一个论集的想法。
只要认定对价值论、价值观的研讨是促进整个文化建设和中华民族振兴大业不可轻视的课题，对审美
价值论的研讨就是其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哪怕是不那么周全和深入各层奥秘的研讨成果，也可以作为继续推动这方面课题获得更好成就作有用
工程阶梯和铺路材料。
我历来未曾做自己文字的汇编，总觉得应该有更值得编选的佳作为之骨干方才值得观览。
这次基于上述想法又想起前些年有友人对此项汇编的询问，于是编成这册略有专题贯通其间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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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识得春风非等闲》：审美价值眼光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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