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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为这场论争的理论总结，收录了作者从1993年至今的主要美学研究成果，包括他与实践美学、
新实践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商榷文章。
 这些成果的时间跨度长达十几年之久，清晰地展现了作者的美学思想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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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春时，男，1948年11月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
1982年吉林大学文艺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
现任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华侨大学特聘教授。
兼任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等职务。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主要从事美学、文艺学、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以及中国文化思想史研究。
发起“超越实践美学”的讨论，成为“后实践美学”的代表。
现从事“文学现代性”以及文学主体间性研究。
共发表论文近二百篇，出版专著十余部，代表作有《审美意识系统》、《系统美学》、《艺术符号与
解释》、《艺术文化学》、《人文综论》、《生存与超越》、《百年文心——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
》、《现代性与中国文化》、《现代性视野中的文学与美学》、《美学》（教材）、《文学概论》（
合著，教材）、《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等。
承担国家级、省级科研课题多项，获得国家级、省级优秀科研成果奖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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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走向后实践美学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经历了“文革”前的“前实践美学”阶段、新时期的“实践美学
”阶段和“后新时期”的“后实践美学”阶段。
“后实践美学”是中国美学超越“实践美学”、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阶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当代美学刚刚起步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解放前传入中国的西方美学与后来传入中国的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发生碰撞，
引发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批判朱光潜先生的“唯心主义美学”为起因的美学大讨论。
在这场大讨论中，崛起了两个主要学派，一个是以蔡仪先生为代表的“自然派”（主张美是客观的自
然属性，审美是其反映）；一个是以李泽厚先生为代表的“社会派”（主张美是客观的社会属性，美
是人创造的）。
这个时期美学研究还集中在美的主客观属性问题，各派均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自然派”
与“社会派”也势均力敌，尚未形成主流学派。
但是，这场论争为以后的美学发展建构了基本的格局：李泽厚一派已经具有了实践美学思想的萌芽，
在新时期发展为完整的“实践美学”体系；蔡仪一派的“自然属性”说也在新时期发展为“反映论美
学”体系。
 20世纪80年代美学的大发展是以实践美学兴起并成为主流学派为标志的。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的重新翻译出版，使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迅速兴起，并对苏联
传入的现行哲学体系构成重大冲击。
李泽厚先生代表的“社会派”找到了实践哲学这个坚实的哲学基础，突出并发展了美学思想中的实践
观，从而形成了较完整的实践美学体系。
蔡仪一派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突出了反映论原则，建立了更系统化的反映论美学。
在两种美学思想的论争中，实践美学具有无可争议的理论优势，因而成为普遍接受的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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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3年我发表了《超越实践美学》（《学术交流》1993年第2期），以后又发表了《走向后实践美学》
（《学术月刊》2004年第5期）等系列文章，对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主流学派实践美学发起了批判，引
发了一场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激烈的论争。
这场论争涉及面广，几乎所有的重要美学家都卷入了。
而且，这场论争持续时间长达十余年，至今还在深入。
在论争中，不仅形成了新的学派后实践美学，也促使实践美学自身进行了反省和革新，包括实践美学
的代表人物如李泽厚等对实践美学的发展，也包括实践美学内部的分化而产生的新实践美学。
后实践美学自身也在论争中得到深化，不仅坚持了审美超越性，而且确立了主体间性的美学观，这就
击中了实践美学的另一个要害——主体性，同时也使后实践美学找到了坚实的哲学基点，从而与现代
美学接轨。
因此，可以说，这场论争推动了中国美学的现代发展，改变了中国当代美学的格局。
中国美学由一派独大到多元并存，这是历史进步、学术繁荣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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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向后实践美学》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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