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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学(2008第2卷)》包括实践美学论辩、美学原论、中国古典美学、西方美学、比较美学、中国现代
美学等内容，供广大读者学习参考。
美学是从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出发，以艺术作为主要对象，研究美、丑、崇高等审美范畴和人的审美
意识，美感经验，以及美的创造、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
 美学是以对美的本质及其意义的研究为主题的学科。
美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
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艺术，但不研究艺术中的具体表现问题，而是研究艺术中的哲学问题，因此被称为
“美的艺术的哲学”。
美学的基本问题有美的本质、审美意识同审美对象的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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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滕守尧，男1945年2月14出生职称：研究员。
毕业于北京大学，学士（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大学兼
职教授；南师大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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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实践美学论辩实践短记之二美学原论再论文化的本质与美学理论建构人文科学视野中的美学论艺术的
审美意象创造论审美享受从人类学实践本体论到个体生存论——再论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中国古典美学
四时之外先秦玉观念论汉代的谶纬美学观作为审美游戏的谢灵运山水诗——兼评郑毓瑜和萧驰对大谢
山水诗的读解“和”作为审美范畴的限度中国琴学与美学西方美学从笛卡尔到胡塞尔：现象学美学的
方法论转型席勒：审美主义和主体间性美学的开拓者罗蒂和他的自由主义政治美学乌托邦阿多诺《审
美理论》中的模仿概念比较美学感知现象学与感物说在康德的崇高感与老庄的人生境界之间中国现代
美学朱光潜关于审美对象的研究论方东美生命、美和宇宙三位一体的建构东方美学今道友信超存在论
的形而上学美学自然美学对生态美学研究的一些再思考艺术美学作为一般艺术学支柱的中国艺术史研
究伯格曼的电影美学解析论贝内特·雷默的音乐美学观书评哲学美学，如何言说？
——评彭富春的《哲学美学导论》学术会议“中国现代诗学与美学的新开端”学术研讨会纪要第17届
国际美学大会侧记《美学》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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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种思想背景之下，西方社会先后出现了一批思想家，对人类过分相信科学技术的心理以及科学技
术创造的社会进步产生了怀疑，同时，还产生了一批身体力行的文化批判者与思想斗士。
于是，又有些人，特别是有些外国朋友留恋起了20多年前中国的生活状态。
他们认为，潮水般的自行车，几乎找不到一个肥胖症的面孔⋯⋯等等，是一种原始的美。
他们认为那时的中国没有污染，能源消耗很小，在保护地球的同时，中国人正过着田园诗般的生活。
中国人不应该打破这一切⋯⋯从现象上看，我们似乎不能不承认他们说的有一定道理。
但是，从理性和情感上说，无论他们的理论多么动听，我们都不能容忍有人阻碍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
生活的要求。
阻碍社会发展，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都是不得人心的。
社会要发展，自然界要进化，人民要过上幸福的生活，是任何人也不可能阻止的客观规律。
当着我们社会上的一些强势群体开着汽车，住着洋房，享受着现代化文明的时候，却要对着一部分弱
势群体大声疾呼，“请为我们的子孙保留一些自然生态吧”！
这些弱势群体能接受吗？
我们也和外国人一样，要求我们这些高尚的环保人士，和他们来一个换位，用其一生的刀耕火种呵护
那些珍贵的野生物种？
作为后发展国家，我们固然要避免重蹈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种种失误覆辙，也不能把眼光仅仅
盯在我国古人的生态智慧。
要从根本上解决人与环境的问题，要从学理上研究生态美学，就应关注人类文明的转变。
即人类要从战胜大自然转变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从天人相分、天人对抗转变为天人合一、天人为友
，从农业时代的黄色文明（10000年前开始）、工业时代的黑色文明（200年前开始）转变为后工业时
代的绿色文明。
也就是说，人类需要一场深刻的变革，一场绿色革命。
我们的价值观应从“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征服自然”、发展为“人仅仅是自然链条上的一
个环节”、“人是自然之子”。
人类必须学会尊重自然、师法自然，不再把自然当作永无止境的盘剥的对象，而应看作是人类存在的
根基。
这些都是需要结合古今中外生态智慧重新建构起来的大智慧。
三　我们应该在什么哲学基础上讨论生态美学？
任何学科，只要称得上是学科，都会有自己的哲学基础甚至为之建立起庞大的哲学体系。
生态美学是受生态哲学生命观的启示，在时代的感召和现实生活迫切需要的推动下应运而生的。
我们知道，人类自从成为人类以来，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些关系处理得当，人类就会拥有一种良好的生存境遇，否则就必然会陷于一种生存困境之中。
从生态哲学的观点来看，人类当下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根本上源于人对自然环境的非生态的主宰式态度
。
这种态度建立在一种主客二分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生命观之上，将自然当作一个在我们人类生命主体之
外可供我们任意征服和索取的对象来对待。
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两分的甚至是对立的掠夺式关系。
人居于整个宇宙生命体的中心地位，是大自然的主人，大自然生命体只是一种附属甚至非生命的仅供
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和手段。
显然，这是一种对待大自然的非生态的态度，也正是人类当前所面临生态困境的思想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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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学(2008第2卷)》由南京出版社出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