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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启蒙—理性精神，整个17、18世纪美学思想的主流和精华，贯穿于这一时期的各个美学流派中。
同样的，这一时期的美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除了共性外，几乎都带有显著的民族特征。
英国始终伴随两股美学思潮：一是由培根、霍布斯和洛克首起其端，而后由弥尔顿、荷迦兹、菲尔丁
和博克加以发扬光大的唯物主义和启蒙—理性精神占到主导地位的思潮；二是由德莱顿、艾迪生、蒲
伯、约翰逊和雷诺兹为代表，倾向新古典主义的思潮。
法国则与英国形成鲜明对比，在笛卡儿的理性主义指导下形成的以布瓦洛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美学理
论，长期以来占有主导的统治地位。
德国与英、法两国相比较为落后，以鲍姆加登为代表的早期美学理论显示出高度的抽象性和思辨性，
这种特征影响到后期德国美学思想的发展⋯⋯从美学生长土壤，到美学家理论介绍，本卷的叙述也展
现出17、18世纪的美学特质：理性、启蒙。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方美学史>>

作者简介

《西方美学史》（七卷本）是由我国著名美学家、复旦大学蒋孔阳教授和朱立元教授对西方从古希腊
到当代两千多年美学发展的历程做的全方位梳理，丛书体系宏大、史料丰富、视角新颖、结构缜密，
堪称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部最为完备的西方美学通史。
本次出版是在十年前版本上修订的新版，除修订了大 量文字、补充了十年来部分国外最新资料外，丛
书作者、美编、编辑还赴世界各地博物馆，拍摄了大量第一手图片，制作成精美插图插入书中，本套
丛书集趣味性与专业性、阅读性与资料性于一体，既适合人文学科专业的读者阅读，又适合对美学感
兴趣的大众读者阅读。
主编：蒋孔阳（1923.1.23-1999.6.26），曾任复旦大学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第四届副主席，上海市社科联副主席，中华全国美学会第一、二届副会长，上海
美学学会第一、二届会长，上海市第六、七届政协委员。
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 府特殊津贴副主编：朱立元，1945年出生，复旦大学教授，教育部中文学科
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对外汉语教
学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学学会常务理事；上海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
事。
1997年1月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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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荷迦兹
第一节  民主一启蒙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
第二节  从新古典主义转向唯物的经验论
第三节  形式分析方法
第四节  美的六项原则
第五节  精细的蛇形线
第十一章  菲尔丁
第一节  “英国小说之父”
第二节  文学创作：模仿、人性、想象
第三节  喜剧性的散文史诗
第四节   文学批评
第十二章  约翰逊
第一节  “英国文坛的大可汗”
第二节  文学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节  模仿
第四节  语言——风格
第五节  崇高
第六节  文学批评
第十三章  休谟
第一节  经验论美学的集大成者
第二节  人性和怀疑
第三节  美的本质
第四节  审美趣味及其标准
第五节  艺术：功能、创作及其兴起和进步
第十四章  雷诺兹
第一节  新古典主义绘画和理论的代表人物
第二节  美和艺术创作
第三节  审美鉴赏
第四节  艺术和政治道德
第十五章  博克
第一节  感觉论美学的制定者
第二节  审美的生理——心理机制
第三节  崇高感和美感
第四节  崇高和美
第五节  审美鉴赏历程
第二编  法国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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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论
第一节  社会政治经济概况
第二节  宗教
第三节  文学和美术
第四节  启蒙思想
第十六章  笛卡尔
第一节  新古典主义美学理论的创始人
第二节  奠定方法论基础
第三节  奠定认识论基础
第四节  美和美感
第五节  诗和想象
第十七章   高乃依
第一节  新古典主义戏剧及其理论的创始人
第二节  两种对立的文艺理论
第三节  悲剧
第四节  三一律
第十八章  帕斯卡尔
第一节  非理性主义美学理论的建立人
第二节  美
第三节  文艺和文艺批评
第四节  文艺和宗教
第五节  想象和灵感
第十九章  布瓦洛
第一节  新古典主义美学——文艺理论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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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真、善、美
第五节  诗体：悲剧和喜剧
第二十章  伏尔泰
第一节  新古典主义后期代表和启蒙思想导师
第二节  从笛卡尔到洛克
第三节  唯物主义和自然神论
第四节  美和审美鉴赏
第五节  史诗和悲剧
第二十一章  卢梭
第一节  “浪漫主义运动之父”
第二节  自然和艺术
第三节  戏剧
第二十二章  狄德罗
第一节  启蒙理性美学的杰出代表
第二节  自然——理性
第三节  美
第四节  戏剧
第五节  绘画
第六节  真、善、美和天才
第三编  德国美学
第一节  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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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启蒙思想和文学艺术
第二十三章  莱布尼茨
第一节  开辟美学发展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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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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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历史地位
第二十五章  温克尔曼
第一节  从新古典主义走向古典主义
第二节  从“对自然的模仿”到“模仿古代”
第三节  “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
第四节  诗与画
第五节  希腊艺术的起源、繁荣和发展
第二十六章  莱辛
第一节  “近代美学的真正道路的开路先锋”
第二节  画与诗
第三节  戏剧
第二十七章  赫尔德
第一节  “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
第二节  文学发展观和文学批评
第三节  语言和诗
第四节  人性——人道、美、崇高、典型
第四编  意大利美学
引  论
第一节  社会政治经济概况
第二节  宗教
第三节  文学艺术
第四节  美学思想
第二十八章  维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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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形而上学和方法论
第三节  历史观
第四节  诗
第五节  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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