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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美学研究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从一般性的美学原理研究和以艺术美研究为主的学院派美学
研究，转入对审美文化的大众化、普适性研究。
这种审美文化研究的转型，与此时中国社会经济模式开始转型，步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构与发展
相关。
这种中国经济模式和社会模式的现代性建设，使现行文化多种类型、样式在普遍追求审美化的同时，
又或多或少、或快或慢地带上商品化、市场化的因素。
大众文化在中国文化市场化的环境中迅速崛起，衍生出学术界的审美文化的问题。
一时，关于何谓审美文化的争论，也同时开展起来。
把审美与文化连接起来，构成为审美文化的观念和意识，在国内学术界其实有多重解读。
一些论者所说的审美文化，主要是大众性参与的具有审美形态和意义的文化，一般都把中国当下作为
商品、甚至消费品而存在的文学艺术作品，或者以旅游、体育、野外生活等突出其消遣、娱乐功能的
文化行为作为审美文化的代表，昭示着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审美步人生活，生活纳入审美的日常生活审
美化。
这里当然也并非只是对市场利益的妥协，也还有另一种含义，就是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主导生活、重
塑社会的潮流里，人们普遍进入一种单调枯燥的数字化生存状态，在这种缺乏精神信念、精神追求的
活动空间中，通过精神性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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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青海审美文化》主要内容第一编青海审美文化概述；第二编青海民族风情与审美；第三编青海
宗教文化与审美；第四编青海民族民间艺术与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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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同的人群和民族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创造着自己的文化，这就产生了文化的地
域性特征。
如前所说“青海审美文化”是一个地域性的文化概念，高原地理环境带来的自然生态特征对青海审美
文化生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青海各民族的审美观念受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相互制约和影响，很明显带有青藏地区地理环境的突出
特征，这种环境审美意识，是人们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美的领会，它来源于青海各族人民对生活实践的
体验积淀及对大自然审美认识的升华。
如在色彩的审美选择上藏族偏好白色，在藏民族的审美观念中白色意味着非常广泛的色彩含义，是一
切善良与美好事物的象征，这与藏族信奉佛教有直接的关系，但藏族崇白的习俗更早可上溯到藏族先
民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上。
因为“人首先是适应天然的色彩环境，通过刺激与反应的形式认识色彩、区别事物，继而进一步适应
自己所建立起来的社会环境，将自然色彩符号化为语言。
给色彩赋予意义，用色彩进行象征，借色彩表现喜、怒、哀、乐等情感以及对善、恶、美、丑的态度
。
”①白色是藏族最古老的自然崇拜物，从生活的自然环境来说，藏族尚白是自然的昭示。
藏族自古居住在被人们称之为“雪域”的环境中，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彩，皑皑的白雪，显得庄严
、圣洁而又神秘。
在这特殊的自然环境中藏族与白色结下了不解之缘，对白色产生了特殊的感情。
这种自然界的原色，一旦与藏族的审美情感联系在一起，就会从自然的色彩升腾为具有审美价值的文
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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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青海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这里不仅有壮丽的昆仑山、辽阔的草原、令人神往的青海湖，而且在这片雄奇而神秘的土地上亘古以
来就生息繁衍着众多的民族，自古以来羌人、匈奴、突厥、鲜卑、回纥、党项、吐谷浑、吐蕃、河湟
汉人及其子孙们在这里共同创造了灿烂的青海文化。
过去，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人们对青海好似隔雾看花，更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青海是民族审美文化的富矿区。
国家社科规划办项目获批，为我们提供了探寻和研究青海审美文化的机遇。
从2005年起，课题组成员志同道合，精诚励志，满怀着对民族文化的虔诚，既喜悦又惴惴地走进了青
海审美文化苑囿。
为了在西部文化研究中取得一些新的成就，课题组成员走出校门，不辞辛苦到农村牧区进行大量的实
地田野调查，深人民族典籍的林府中寻求有价值的素材。
数载寒暑，课题组成员放弃休假，避开喧闹场合，在学术的海洋中不断探索、潜心钻研，终于使课题
成果随着辛勤的汗水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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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青海审美文化》：中国美学研究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从一般性的美学原理研究和以艺术美研
究为主的学院派美学研究，转入对审美文化的 大众化、普适性研究。
这种审美文化研究的转型，与此时中国社会经济模式开始转型，步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构与发展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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