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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学与一般艺术学，这在相关学术界是一个老话题。
说它老，是因为早在1906年，艺术学奠基人之一的德国人玛克斯·德索即创办了《美学与一般艺术学
评论》杂志。
这是国际性的美学权威杂志，在它的最初几期上发表文章的有著名的移情说的代表里普斯、《艺术的
起源》的作者格罗塞，以及康拉德·朗格、里哈尔·哈曼等一批有影响的学者专家。
著名的美学史家卡冈把这份杂志称作20世纪德国美学发展的一面镜子。
7年后，德索又以“美学与一般艺术学”为题在柏林主持召开了第一届国际美学大会，来自世界各地
的代表共525人，当时德国所有著名的美学家几乎都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报告。
自那以后，相关话题便经常在西方美学与艺术理论界活跃地展开。
在国内，20世纪初即有马采、宗白华等前辈学人为之花费了心血，相关学术界的感悟不可谓不灵敏。
但同时，谈论美学与一般艺术学在今天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新话题。
原因在于西方理论界至今并未能在这方面取得更大进展，所有讨论仍旧局限在哲学美学领域，德索等
人关于美学艺术学分家的设想还只能是一家之言。
国内自宗、马等人之后同样的话题也沉寂了将近半个多世纪，自上个世纪90年代才为人们重新提起，
德索们的梦想开始在中国变为现实。
改革开放的中国大环境使得相关话题很快成为热门，而且由务虚的讨论向求实的学科转进。
10年前，二级学科艺术学进入国家学科目录和东南大学获准建立第一个艺术学博士点成了美学与一般
艺术学在学科层面分离的明确标志。
与之相适应，以东南大学艺术学科奠基人张道一先生创办的《艺术学研究》（后改名《美学艺术学研
究》）等为代表的一批艺术学研究的学术期刊也纷纷面世。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作为东南大学文科学术窗口的《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获准创办
，“艺术学研究”自然而然成了品牌栏目，成为艺术学博士点学科建设不可或缺的窗口和阵地。
学术阵地的有力配合无疑使得国内艺术学学科建设如虎添翼，体制上的保障因此更深入了一层。
　　当然，体制的确立并不必然宣告相关理论探讨的完成。
实事求是地说，由于长期形成的学科固有格局以及与之相关的心理定势，二级学科艺术学建设以及与
之紧密相连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讨论仍旧停留在草创阶段。
与10年前相比，理论的探讨尽管有了可观的规模，但并未体现出应有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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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东南大学学报“艺术学研究”栏目创办十周年论文集粹，汇入了张道一、凌继尧、彭吉象、黄
鸣奋、金丹元、刘道广、姜耕玉、徐子方等一批学者名流的文章，也收入了邹元江、梁玖、朱存明、
李倍雷、高玉等众多中坚后劲的力作，是自国内第一个二级学科艺术学博士点在东南大学诞生以来，
美学与一般艺术学研究这块学术阵地研究成果的历史性检视。
全书内容分为“美与艺术”、“艺术：理论与应用”、“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审美教育”三大块，呈
现着由“美”而“艺术”而“艺术学”的逻辑递进过程。
与一百多年前德国学者马克斯·德索的同名刊物相比，已由纯学理的一家之言拓展提升到相关学科建
设的层面。
关注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相结合，既是我国艺术学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明显特征，也是东大学报“
艺术学研究”栏目及本书内容的重要特色。
本书适合大专院校文科师生和一般文艺爱好者阅读，亦为相关专业研究人员、管理人员必备的业务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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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去世，到529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雅典的所有学园，这
段时期的西方美学是希腊化和罗马时期。
历时八百余年的希腊化和罗马美学历来是西方美学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勾勒这八百年美学思想的演进历程，有助于从深层次上把握这段时期美学的全貌。
　　希腊化和罗马美学是希腊美学的自然承续。
不过，与希腊美学相比，希腊化和罗马美学早期阶段——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和怀疑论派美学的研
究方向发生了重大转换。
如果说希腊美学的基础是对世界和世界的美的客观理解，人是客观秩序的结果；那么，斯多亚派、伊
壁鸠鲁派和怀疑论派美学则以人的主观感觉为基础，客观对象是人的思维和体验的结果。
它们一改希腊美学偏重客体的倾向，把人的主体提到首位，追求人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斯多亚派的美学和伦理学联系紧密。
按照他们的伦理学，“有智慧的人”是最高的道德理想。
有智慧的人坦然面对生活中的苦难，尽管他们遭遇许多不幸，然而他们在外界的折磨中砥砺德性，他
们的内心始终宁静。
斯多亚派不追求富有，也不追求日常生活的充裕。
他们甚至把犬儒派创始人第欧根尼奉为自己的榜样。
第欧根尼住在大木桶里，安于贫困和卑贱，轻视一切外物，追求内心绝对的平静。
斯多亚派称颂这种平静的、安宁的、有智慧的人，除第欧根尼外，还有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等，因
为他们都备受苦难的折磨。
这种有智慧的人是斯多亚派的审美理想。
　　伊壁鸠鲁派也宣扬保持宁静的心境，并把宁静视为快乐和幸福。
伊壁鸠鲁原子论的自然哲学给他的美学打下了印记。
他像早期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一样，认为万物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
虚空是物的存在的地方和运动的场所，原子则是构成物的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单位。
此外，伊壁鸠鲁为原子论补充了新的内容：原子既作垂直运动又作偏斜运动。
作偏斜运动的原子和其他作垂直运动的原子相碰撞、缠结和交织，形成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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