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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十二五”规划教材·人文素质类：美学与美育》吸收了国内外美学与美育研究的新
成果，以马克思主义符号实践理论为基点，对美学、美及其形态、美感、美育、形式美、艺术美、审
美文化、青少年美育、教师美育等诸多问题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体新颖，贴近当代生活，实例丰
富，表述浅易，适合专科或本科教学使用，也适合其他读者阅读、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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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向中和的思辨理路。
这一主导思想充分渗透在他对美的事物的感知与评价之中。
比如，在如何平衡文与质、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时，他则从礼乐文化出发，坚持文与质的高度统一
。
“文胜质则野，质胜文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所谓“文质彬彬”就是文与质达到高度和谐的统一之后的状态。
这是对过于文而至于野和过于质而至于史的克服与超越，这仍然是一种理想的审美状态——中和之美
。
至于美善关系，他也是这样处理与权衡的。
如用来歌颂周武王的《武》乐虽然和谐悦耳，形式优美，但由于其中心意旨倾向于征伐和尚武而未能
止于至善，因此还称不上足够完美。
只有礼赞大禹的《韶》乐才有资格称得上尽善尽美，主要在于它用优美的形式把向善的动机与追求充
分地表达出来。
当然，这些形而上的思考恰恰来自于形而下的人生经验和心理体验。
作为一种职业角色，“儒”主要提供协调人际关系、处理婚丧嫁娶等事宜所必需的礼仪。
因此其职业取向往往倾向于“和谐”与“节制”。
也就是说，“和谐”与“节制”成为儒家的思维基因、职业直觉和文化追求。
“持其两端而执其中”、“过犹不及”，这是现实生活的智慧总结和理性升华。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是人际关系的提升和政治行为的忠告。
其后的孟子（前372～前289）继承孔子学说，并在心性学说上做出独特的发掘与阐释。
尤其突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人格魅力，从自我省思走向致良知良能，从而将孔子的弘道事业发展完
善，走向内外兼修，将理论与实践较为充分地结合起来。
“浩然之气”空前突出主体人格的无限魅力与生命的阳刚伟岸。
这为心性之学留下了无限的阐释空间。
同时他还很好地将知人与论世、个人与社会、心境与语境、读者与作者、形象与意蕴、文内之意与文
外之旨等方面做出对等性的思考，充溢着思辨的色彩与智慧的光芒。
 至于在美学思想历史长河中产生重大影响的道家，可以论说的依然很多。
作为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约公元前570～卒年不详）在五千言中主要出于求异思维，刻意与儒家进行
区分。
以孔子为首的儒家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以文明礼仪制衡人欲，使个体服从或服务于集体的秩序与德性
需求，使欲望的自然人成为节制的社会人和道德的理想人。
老子则主张绝圣弃智，去除后天人为的知识、学问与道德，力求“无为”、“少为”而达到无所不为
的效果。
道家走的是消极而又聪明的一路。
所谓“消极”主要体现在“绝圣”上。
圣人人格是儒家心中至高无上的人格标杆和道德追求。
既然人是欲望的动物，那么只要有生命的存在欲望就难以消除殆尽。
既然欲望难以根除，那么圣人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幻影。
与其无可奈何地做着无用功，倒不如反其道而行之：否定圣人，为圣人“祛魅”。
道家恰恰把儒家所标榜的圣人放置到他们所设定的语境中使其一一现出原形，进行自我否定，从根本
上对儒家的圣人情结进行解构。
所谓“聪明”，就是“弃智”，主要体现在道家对自己心目中的圣人即真人、至人和神人的重构与整
合上。
这些放弃智慧、鄙视心机、抛弃功名的真人、至人和神人都具有神秘体验，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拥有
常人所没有的奇才异能——具有无用之大用，外表畸形，内里澄明，齐生死，一美丑，追求精神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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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令俗人耳目一新，颇具审美气质与诗性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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