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处境中的美学问题>>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当代处境中的美学问题>>

13位ISBN编号：9787500467458

10位ISBN编号：7500467451

出版时间：2007-12

出版时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王德胜

页数：362

字数：4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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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处境中的美学问题>>

内容概要

　　这本小书，是作者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以来的第一部个人文集。
　　本书中选录了作者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最近几年对于当代审美文化、美学史和美学问题的几十
篇思考文章，其中绝大部分曾在《文艺研究》、《文史哲》、《文艺争鸣》、《求是学刊》、《思想
战线》等国内一些刊物上发表过。
同时，为了比较完整地反映自己的学术研究情况，这次还从《散步美学》、《扩张与危机》、《文化
的嬉戏与承诺》等个人专著中节选了一部分文字。
这些文章写作和发表的时间有先有后，这次收录时除了对个别地方作了少量必要的文字修改以外，基
本都保持了原来的样子。
也因此，一些属于思考和讨论同一话题的文章，难免在文字上会有一定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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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德胜，男，1963年生，上海人。
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全国青年
美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美学年鉴》及《中国美学》主编等，从事现当代中国美学史、当代审美文化
和文艺美学理论研究。
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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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文化的视野　审美文化的当代性问题　　一　在美学话语的当代转型意义上　　二　具有建设
性功能的文化批评活动　　三　关怀与介入　　四　“审美文化”的当代性质　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与
“美学定位”　　一　“美学”是一面锦绣的旗帜　　二　“美学的第三个层面”　批评的观念——
当代审美文化理论的主导性意识　　一　新的需要　　二　“批评的观念”　　三　理论品格　当代
审美文化理论中的“现代性”话题　　一　“现代性”的启蒙话语　　二　“现代性”的遭遇　　三
　批判/重建：“现代性”前景　视像与快感——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关学现实　　一　“眼睛的美学
”　　二　“视像”的生产与消费　　三　新的美学话语　为“新的美学原则”辩护——答鲁枢元教
授　　一　何谓“日常生活审美化”　　二　如何充分正视“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　“真实感性”
及其命运——当代审美文化的哲学问题之一　　一　“真实感性”　　二　“现实感性”：“物质主
义”与“有用性”　　三　“感性主义”的消解功能　幸福与“幸福的感官化”——当代审美文化理
论视野中的幸福问题　　一　关于幸福的观念　　二　“欢乐的感官”：幸福生活的当代倾向　欲望
的机器——当代审美文化批评视野中的大众传播现象　　一　在形象中放逐时间　　二欲望的制造与
批发　　三　传媒的控制与权力　“审美化文化”：经济社会的人文建构　　一　对“形式化美学意
识形态”的反抗　　二　对现实实践力量的借助中篇　走向新思考　艺术审美的价值限度　　一　艺
术“创造”神话的崇拜　　二　艺术审美价值效力的有限性　　三　艺术作为现实中人的心理补偿　
　四　艺术审美的有限性维度　文艺美学：定位的困难及其问题　　一　如何定位“文艺美学”　　
二　对现有理论的分析　　三　文艺美学研究的重点问题　意识形态话语与理论原创性——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建构问题二议　　一　关于语境　　二　寻求原创性　关于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
美学体系的两点认识　　一　马克思主义美学仍需建构　　二　“理论多元”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
：中国美学的困难与希望——兼论文化论美学的建构　　一　来自“美是什么”的迷误　　二　理论
难题　　三　寻找希望之境　美学如何可能走向大众生活　　一　走向大众生活“如何可能”　　二
　走向大众生活的关键　走向新世纪的中国美学：问题及其他　　一　中国美学如何真正有效地实现
与西方理论的学术对话　　二　美学活动如何可能与现实文化进程建立具体的批评性关系　新世纪中
国美学研究二题　　一　关于审美现代性问题　　二　关于本土资源与美学的现代建构“亲和”的美
学——关于审美生态观问题的思考　　一　美学“为何”及“如何”思考生态问题　　二　生态问题
的美学审视主题　　三　“亲和”作为审美生态观的核心　全球化中的东方美学：问题与可能性　　
一　“全球化的威胁”与“发现”东方　　二　当代东方美学的现实课题　文化视野中的民族美学　
　一　“民族的”与“民族性”　　二　民族美学的理论态度　当代中国文化景观中的审美教育　　
一　传统的误区　　二　审美教育的转向下篇　叩问历史　20世纪中国美学与学术史写作　　一　学
术史写作的着眼点　　二　学术史探讨的重点　关于20世纪中国美学及其研究的几个问题——兼论宗
白华美学的启示　　一　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图景　　二　20世纪中国美学现代理论建构中的问题　
　三　宗白华与20世纪中国美学¨　中国美学：百年进程及其学术史话题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学术史研究的着眼点　　三　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史话题　美学：知识背景及其他——对20世纪
中国美学学术特性的一种思考　　一　关于“知识背景”　　二　“两脉整合”　　三　“西方”的
“中国化”　　四　借用“方法”　艺术起源理论的中国形态——“中国美学：1900-1949”研究之一
　　一　“劳动实践”观点的发展与系统化　　二　“游戏”观点的形成与心理学　　三　“艺术起
源于人类同情”　“万物静观皆自得”——宗白华的美感理论　　一　美感类型：“错彩镂金”和“
芙蓉出水”　　二　美感发生：“移情”与“静照”　艺术意境的追蹑——宗白华的艺术美论　　一
　“艺术贵乎创造”　　二　意境创造：“化景物为情思”　　三　艺术空间：节奏化、音乐化的“
时空合一体”　从“形象的直觉”到“心物统一论”美学——朱光潜早期美学理论及其思想之源　　
一　关于“美感经验”　　二　关于“美的本质”　　三　朱光潜与克罗齐、尼采　转折与蜕变——
朱光潜美学思想的转变　　一　转折的标志　　二　重塑新的美学　　三　实践美学的确立　宗教与
绘画之间——中国绘画精神中的宗教性问题片论　　一　关于宗教信仰的绘画直接性　　二　关于宗
教信仰的绘画表意　　三　关于宗教精神与道德精神的合一　文化的变奏——中国文化结构中的文人
画传统　　一　中国文化双层封闭运动模型　　二　中国艺术文化的意义　　三　传统美学文化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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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入画传统中的意蕴　神人之间——中西形体审美意识的文化模式　　一　源于遥远希腊时代的西
方意识　　二　源于特殊自然一人文状态的中国意识　　三　中西意识的文化心理根源　　四　两种
文化模式的核心　审美的道德之境——中西形体审美意识的伦理精神　　一　中西伦理精神的一致性
　　二　中西伦理精神的差异性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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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文化的视野审美文化的当代性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中国美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围绕
“审美文化”的一系列讨论，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
但与此同时，直到今天，正是由于在“审美文化”的理解上所存在的诸多分歧意见，也使得有关审美
文化的研究变得相当复杂化①——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人们对审美文化研究课题本身理论
合法性的质疑和沉思，另一方面，由此也产生了某种理论建构上的困难。
所以，近一两年来，不少学者试图对“审美文化”概念本身做出某种确定，以此为审美文化研究建立
一种“科学性”的学术规范。
在我看来，这种概念确定工作固然是必要的，但对于审美文化研究的理论建构来说，更重要的，恐怕
还是确定“确定概念”的理论前提，即明确审美文化研究本身的当代理论性质，这样，我们才能从特
定理论立场出发，进行有效的学术工作。
一　在美学话语的当代转型意义上尽管“审美文化”并非最近出现的概念，不过，就其现实的理论特
性而言，它却不能不主要是一种当代性的和描述性的话语形式。
也就是说，作为概念，“审美文化”的性质不仅超越了它的“命名史”，而且也绝不限于一种纯粹抽
象、孤立的经典理论范围；它同中国美学在当代文化背景下的自身理论话语转型联系在一起：正是在
美学话语的当代转型意义上，“审美文化”概念才具体地体现了作为理论描述话语的当代性特征。
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跳跃式地进入到一个空前复杂的交织了多种文化因素的状态：前
工业时代、工业时代及后工业时代的许多文化特性，在一种缺少相互间内在联系的过程中，奇特地集
合在中国社会的共时体系上；多元文化因素交错并置且彼此克制，令现实中国文化变得扑朔迷离，整
个社会处处潜藏着文化变异的巨大可能性。
在此情况下，任何一种人文科学理论话语的确定，都面临着各种选择和认同上的困难：在一个不确定
的、程序交叠和因素混乱的现实文化氛围里，存在着多种层面和性质的具体操作活动和现象积聚方式
，其中任何一种文化因素、现象的运行和演衍，都为自己订立了特定而强烈的导向性和制约性，从而
给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归趋制造了这多种种不同的精神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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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处境中的美学问题》是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术丛书的一种。
本书由作者的经典学术论文和部分专著的精彩章节组成。
全书分上、中、下三编：文化的视野、走向新思考、叩问历史。
全书涉及对当代审美文化、美学史和美学问题的思考。
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作者的学术研究情况，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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