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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湖北省美学学会刊行，收录了该会会员的有关与美学艺术的论文。
本书分别从中国美学、西方美学、文艺美学、设计美学、审美文化、审美教育、美学短论、美学书评
、学者访谈等几个模块，将论文分类收录，对于美学艺术爱好者来说，本书是一本不错的学术论著，
对该领域研究者来说，本书又是一本良好的参考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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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贤根，男，中国湖北省咸丰县人。
武汉科技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服装学院、美学研究所、艺术现象学研究所教授，哲学博士。
曾就读与毕业于咸丰县第一中学。
1983年，湖北民族学院物理系毕业留校任教。
1986-1989年，在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攻读西方科学哲学，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
曾在湖北民族学院社科部任教，并担任社科部主任。
1991年，学习并毕业于中英暑期哲学学院。
1999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师从彭富春教授攻读西方美学，2002年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
2000年调入武汉科技学院，2002年评为教授。
2005年，任武汉科技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副院长，兼任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2006年以来，任武汉科技学院服装学院院长，武汉大学美学研究所兼职教授，湖北省美学学会副秘书
长。
2009年1-6月，在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做访问学者，师从亚历山大·达特曼（Alexander
Duttmann）教授。
主要从事西方美学、哲学与艺术现象学研究，出版的著作主要有：《科学与人文的视界融合》（武汉
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存在?真理?语言:海德格尔美学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艺术、审美与设计研究:一种现象学的视角》（武汉出版社，2008）、《20世纪的西方美学》（武汉
大学出版社，2009）等，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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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学　体“道”悟“真”——中国古代生态审美的基本精神　境界：从古典意会难言走向现代澄
明之体　从颜回风度与曾点气象看孔子之“乐”　“大道无道”与“至言无言”——庄子语言思想解
读　论禅定与觉悟之美　王弼的“以无为本”及其对魏晋美学的影响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对
自然美的认识　试论王阳明的存在论自然美思想　审美意象及其生成　审美人生境界的建构西方美学
　德国古典美学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发展　和谐：古希腊的审美理想　对象化与自我确证的统一
——柏拉图《对话》中隐含的美学思想　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叙事要素　论古希腊“理念”观的
形成　尼采反对瓦格纳　游戏之于艺术作品的现实性考察　游戏的人与游戏的本性　论视觉艺术的规
定及其流变文艺美学　从现代还乡——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解读　对传统的坚守与开拓——喜看上
海昆剧团演出的《邯郸梦》　评谭霈生的戏剧情境说　一个现代江湖神话的终结——香港新武侠电影
《东方不败》系列　“心闲无事”与“发愤作书”辨——金圣叹创作思想探源　论书法中的“势”　
对篆刻艺术创新的几点思考　宋代山水画论的空间意识——以《林泉高致》为例　布颜图的绘画意境
论初探　董其昌画论中的“士气”涵义研究　“文人画”概念辨析　元代青花瓷美学特点初论设计美
学　试论服装的审美功能　服装风格的艺术表达　漫谈传统纹饰图案与现代服饰设计风格　楚服中的
楚文化意涵赏析　土家织锦传统工艺的历程与发展探析　论藏饰对于民族风格造型的影响　浅析戏剧
舞台人物造型设计的象征性　论城市的个性之美　王受之的现代建筑史论观　城市公共艺术的视觉精
神与传播　论设计活动中智慧的指引　浅析当代设计现象　论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的运用——以“
篆书之美”图标为例　论《情感与形式》中的装饰艺术思想审美文化　消费文化下的女性理想形象　
城市青少年服装审美特征调查分析　个体外观变化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个人形象的审美化分析　现代
爱情的现象学分析　休闲的美与自由　论《周易》对当代精神家园构建的意义　星光照耀的田野——
寻觅美的家园　以中国武汉“木兰文化艺术”为中心——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审美教育　
宗教在席勒和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中的作用比较　从精英到大众——关于美术学与艺术设计学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的思考　大师之路——黄宾虹先生学艺兼修的当下启示　谈徐悲鸿与北大画法研究会　美学
研究中的学校美术教育问题的初探短论　新媒体艺术文本表达方式：“镜像”语言——从存在、思想
的“印象”到语言的“镜像”　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服饰艺术　　世界想象与
生命精神——楚艺术的美学意蕴　再读赵壹《非草书》　郑板桥绘竹理论浅析　“寻觅称心的词句”
——弗莱文论阅读札记　浅谈表演活动策划　关于保障硕士生学位论文质量的实践与思考——以美学
专业为例书评　海德格尔美学的整体透视——评张贤根《存在真理语言——海德格尔美学思想研究》
访谈　深化实践美学构建和谐社会——访刘纲纪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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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体“道”悟“真”：中国古代生态审美的基本精神生态审美观是20世纪中叶以来逐渐从“遮蔽”走向
“澄明”的一种美学观念，其核心内容是要求人们从人与自然和谐协调的整体关系中去感悟美、观照
美，它是人们在全球性生态危机日趋频繁、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极其尖锐形势下反思人类文化在审美
活动领域绽开的时代花朵。
但是，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审美意识，它的基本精神早就渗透到人类社会的精神生活领域之中，因为
生态审美的观照点：人与自然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人类面临的最基本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来讲，人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态性存在，他始终是地球生态过程的“在场者”，他的生态
审美意识可以说很早就开始萌芽了，只不过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澄明”而已。
就此而言，中国古代文化中早就包孕着生态审美精神，其对天地和谐境界的体察，对生态本真价值的
感悟，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挖掘和探究。
一、德生敬命的生态生命观照现代生态文化理论告诉我们，大自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整体，每一
生命物种和无机物都对其他生命形式的进化和自然整体功能的完善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之网上唯一的文化物种，不仅要像其他生命体一样爱护自己的生命，还应该尊
重一切从动物到植物，从有感觉到无感觉的生命形式。
这是人自我确证、自我完善的一种方式，也是人的一种有价值、有尊严的存在方式。
不仅如此，人还应该将这种情感升华为一种生态审美情怀，因为人“拥有的这种理解、欣赏和享受大
自然的能力”，“远远超过了他们对大自然的生物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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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学与艺术研究(第1辑)》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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