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美学>>

13位ISBN编号：9787307046696

10位ISBN编号：7307046695

出版时间：2005-10

出版时间：武汉大学

作者：彭富春

页数：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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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学>>

前言

进入新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形成的共识之一，就是要着力教育创新。
教育创新共识的形成，是以对时代发展的新特点的理解为基础的，以对当今世界和我国教育发展的新
趋势的分析为背景的，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任务为目标的，深
刻地反映了高等教育确立“以人为本”新理念的必然要求。
    教育创新的首要之义就在于，教育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相结合，要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对各类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需要相适应，努力造就具有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为了达到教育创新的这些要求，高等教育不仅要实行教育理论和理念的创新，而且还要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着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
特别要注重学科与专业设置的调整和完善，形成有利于先进科学技术发展和提高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
学科专业和教学内容；要注重人才培养结构的优化，形成既能适应现代化建设对各级各类高层次人才
的需求，又能体现和反映高校优秀的办学特色、办学风格和办学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
教育教学创新的这些措施，必然提出怎样对传统意义上的以“学科”、“专业”为主体的教育教学结
构进行整合，并使之与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通识”教育相兼容和相结合的重大问题。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中的“专”、“通”关系问题，并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
至于与“专业”教育相对应的“通识”教育的思想，出现得更早些。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与“自由”教育相联系的“通识”教育的思想。
这里所讲的“通识”教育，通常是指对学生普遍进行的共通的文化教育，使学生具有一定广度的知识
和技能，使学生的人格与学识、理智与情感、身体与心理等各方面得到自由、和谐和全面的发展。
    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曾经经历过时以“通识”教育为主、时以“专业”教育为主，或者两者并举、
并立的发展时期。
从高等教育发展历史来看，早期的高等教育似倚重于“通识”教育。
随着经济、科技和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和进步，高等教育也相应地细分为不同学科、专业，分别培养
不同领域的专业人才，“专业”教育的比重不断增大。
20世纪中叶以来，经济的迅猛发展、科技的飞速进步、知识的不断交叉融合，使学科之间更新频率加
快，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并存，  “专才”与“通识”的需求同在。
但是在总体上，“通识”似更多地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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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武汉大学通识课教材，包括“美学”、“美”、“美感”及“艺术”等四编内容，对近现代世
界美学理论及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行了系统而深入浅出的阐释和介绍。
　　美学作为产生于管代的一个西方哲学学科，其本来的含义是感性学。
就西方美学而言，经历了古希腊、中世纪、近代、现代和后现代五个思想史时代。
中国传统上虽然没有西方意义的美学，但在儒家、道家和神宗的思想论著中保存了关于美和艺术的思
考。
本书针对当代美学思想的基本问题展开无原则的批判，提出美和艺术作为欲、技、道的游戏说，以期
走出当今美学思想的一条新路。
    本书内容丰富、资料详实、论述清晰、语言畅达、具有很高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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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美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
说它古老，是因为人类的审美意识的产生与对美的思考非常久远。
说它年轻，是因为作为一门学科，它只是近代的产物。
作为感性学，美学是由德国近代哲学家鲍姆嘉通创立的，之后康德对美学又进行了更为深入与系统的
研究。
然而，究竟什么是美学，也就是说，如何去给美学下定义，以揭示其本质规定。
却是美学研究中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宇源学含义    美的现象在当代生活中已成为人们谈论得很多的现象，对于美的现象的言谈也成
为了日常生活语言中为人所熟悉的言语事实。
比如人们时常谈论什么东西是美的，什么东西又是不美的，这些谈论似乎从来都是自明的，不需推敲
、怀疑。
但与此不同，美学恰恰要思考美的现象的本性，而且成为了一种哲学学科。
    在古代汉语中，虽然有“美”和“学”的文字，却并没有“美学”这一词语。
“这表明中国对于美的思考尚未进人到一个知识学的系统中去，同时也表明各种学问也没有将美作为
一个独立的主题纳入其中。
”①在汉语中，“美学”一词产生于现代，来源于日本人对于德语Aesthetik的汉语翻译。
    清末民初学者王国维最早使用了“美学”这一名称，随着西学东渐，这一译名为中国现代学界所接
受。
现代汉语的“美学”一词其基本语义为“美的科学”、“美的学问”或“美的学说”。
这里所说的科学并非指自然科学，也不是在技术的意义上使用的，而是知识学，“美的科学”就是“
美的知识学”，即关于美的知识的系统表达。
当然，这一用法也是源于西方思想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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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由我主编。
编写人员及其分工如下：    张贤根(武汉科技学院)：第一编    谢劲松(华中科技大学)：第二编    李必桂(
山东大学)：第三编    常旭曼(北京大学)：第四编    本书的基本观点依据于我的美学思想(见《哲学美学
导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但本书的文字由编写人员各自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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