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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命体验与审美超越》由陈伯海著。
当今世界，在作为“形上”实体的“美本身”遭到彻底消解之后，美学将何以自处？
这是每个关心美学命运的人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本书作者不赞成诸种“美学终结”的论调，主张由审美活动入手以重启美学研究的门户，并提出立足
于人的多重性存在，循着“生命体验的自我超越”展开避路。
最终归向“天人合一”的生命本真境界的审美理念，以期建立起一种后形丽上学视野中的审美之思。
围绕这一思路，书中就人的审美需要、审美态度、审美体验、审美活动中的主客关系和身心关系，以
及美的价值规范和审美诸形态、艺术活动中的审美传达乃至审美向生活世界回归等一系列重大议题，
表述了作者个人的新的思考，特别是从民族传统审美经验里汲取资源，以之与西方近现代美学思想相
会通的尝试，或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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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伯海，1935年生，湖南长沙人。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
的教学、研究工作，主持并完成多项国家社科规划课题。
著有《唐诗学引论》、《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中国文化之路》、《传统文化与当代意识》、《中
国诗学之现代观》、《严羽和沧浪诗话》等，主持编撰《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中国文学史
学史》（三卷本）、《中国诗学史》（七卷本）、《上海文化通史》、《上海近代文学史》、《唐诗
学史稿》、《唐诗汇评》（三卷本）、《唐诗书录》、《唐诗论评类编》、《历代唐诗论评选》。
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理论评论奖）及多种其他奖项。
《唐诗学引论》的韩文译本获韩国学术院奖。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命体验与审美超越>>

书籍目录

引言 在“解构”与“重构”之间
 ——美学命运之思
第一章 人为什么需要美
 ——论审美的可能性
 一、需要与生命活动
 二、需要的层级结构
 三、审美需要何以可能
第二章 怎样才是“对世界的艺术的掌握”
 ——论审美态度及其性能
 一、审美态度问题的提出与反响
 二、审美态度的基本性能
 三、审美态度的功效及其功能组合
第三章 生命体验的自我超越
 ——论审美体验的由来与归趋
 一、何谓“体验”
 二、审美来自生命体验
 三、从生命体验到体验生命
 四、审美体验的持续深化及其归趋
第四章 “一体两用”“感而遂通”
 ——论审美活动中的主客关系
 一、超越性生命体验的主体化建构
 二、超越性生命体验的对象化显现
 三、“一体两用”、“感而遂通”
第五章 “肉身”也能“证道”
 ——论审美活动中的身心关系
 一、哲学与审美传统中的“身体”
 二、身体在何种意义上成为审美主体
 三、身体在审美体验过程中的作用
 四、作为欲望的身体及其与审美的关系
第六章 美在“天人合一”
 ——论审美价值理念及其存在本原
 一、从“美是什么”到“美如何是”
 二、美的存在方式及其本原
 三、美的价值尺度
 四、美感心理效应
第七章 琳琅满目的美世界
 ——论审美诸形态
 一、美和丑
 二、崇高和优美
 三、悲剧性和喜剧性
 四、新奇怪诞荒诞
 五、娱乐狂欢眩惑
第八章 艺术与审美
 ——论审美传达
 一、作为审美传达活动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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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艺术创作与审美传达
 三、艺术作品与审美传达
 四、艺术欣赏与审美传达
第九章 “人诗意地栖居”
 ——论审美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一、“向生活世界回归”是当代审美的大趋势
 二、“审美回归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三、审美向生活世界回归的重大意义
余论 “有容乃大”
 ——论生命体验美学的当代建构
 一、生命论审美理念的承传与革新
 二、在不同美学思潮的互补互动中实现综合创新
 三、几句赘辞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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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我们已经辨明了“审美无关利害”说的确切含义，但不等于对这个提法取无保留的
赞成。
要看到，单纯用“无关利害”或“非功利”来标示审美态度的超越性能，总不免有其缺憾，容易将审
美误导到脱离现实生活的轨道上去。
审美作为人的精神超越（心灵自由解放）的需求，虽有别于实用功利，却仍不离乎人生大用，它是人
的整体生命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于内在生命的充实与提升尤有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审美既有非功利的一面，而亦有功利的一面，是功利与非功利的统一，确切地说，
是要通过超越日常实用功利以求得精神世界的大利，故简单称之为“非功利”，就不如改作“非实用
”或“超实用”更能体现它的性能。
还要看到，审美所追求的精神超越，亦不能同各种实际的利害关系截然分割。
人的审美体验是从他的日常生活感受中提炼出来的，其中必然会打上其现实生命活动的烙印；审美态
度作为整个人生态度的一个组成环节，也会同人的其他方面的生活态度结成千丝万缕的纠葛。
这表明“超越”只能是相对的超越，虽力求超脱实用功利眼界的羁绊，而仍会隐含并折射出各种现实
的功利关系来。
所谓“享乐着美的时候，虽然几乎并不想到功用”，“然而美底愉乐的根柢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
物也就不见得美了”，这一精辟的论断，对于那种将审美的超越描绘成“不食人间烟火”式的超然绝
尘，不啻是当头棒喝，催人警醒。
 由审美的超越与现实人生的关联，便可引出审美态度的另一个基本的性能，即它的情感指向性，也是
审美有别于哲思、信仰之类同属超越性精神追求活动的特性所在。
这并不意味着审美只限于情感活动。
作为复杂的心理体验过程，审美活动包含人的感觉、知觉、联想、想象、理解、判断、情感、意欲众
多心理因子在内，各有其能动的作用。
但在整个审美心理流程中经常居于主导地位的，则仍要归之于审美的情感指向，因为审美体验本质上
是一种情感生命体验，而审美态度正是在这种以情感生命体验对待世界的方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审美态度的情感指向性使它不光具有识别美丑和判断美与非美的功能，更表露出一种爱美、欲美、乐
美的强大的心理倾向，故而它所主导下的审美活动，亦主要地呈现为情感性的体验活动，并不同于一
般的认知，即不是按认知的逻辑（由生动的直观上升为抽象的思维）来展开自身的进程，却要以情感
的逻辑为依托来逐步取得深化和演进，这也是审美心理活动的特异性的表现。
不过要看到，审美的情感指向又不能等同于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指向，它是与审美的超越性相结合的，
是超脱日常功利追求的情感生命体验。
审美态度中的爱美、欲美、乐美，显现为一种投向美的对象，融入美的境界，以感受美的魅力，并藉
以充实、拓展自己心灵世界的意向，整个地属于情感体验的范畴，并不必然地涉及占有的欲望乃至获
取的行为；且一旦转变、生成为实际占有与获取的意向，则审美态度即趋于消解，情感体验亦便转向
了意欲行为。
可见坚守情感生命体验的指向，是审美态度区别于其他各方面人生态度的一大分野，不可不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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