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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重大贡献在于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对16世纪末至18世纪这两百年来的西方美学思想的
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观察，并作出了科学的概括和总结。
在研究这段历史时，作者不是孤立地谈美学，而是紧密地结合当时西欧各国具体的历史条件，联系影
响美学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如经济、政治、文化、艺术、思想等方面的实际状况，深入探讨西欧经验
主义和理性主义两大美学派别的产生、发展和彼此交锋乃至相互交融的过程，并对重要人物及其思想
进行深刻具体的分析，新意迭出，从而大大超越了我国学术界过去对这一时期西方美学的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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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立勋，1937年生于湖北。
1960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留校执教，曾任中文系副主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1987年受国家教委派遣，到英国剑桥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
1988年回国后调至深圳，负责创办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历任深圳市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社会科学
联合会主席、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
被聘为华中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美学研究，主要著作有《美的欣赏》(1984年)、《美感心理研究》(1985年)、《西方美学与中
国文论》(两人合著，1986年)、《西方美学名著引论》(1987年)、《审美经验论》(1989年)、《美学的
现代思考》(1996年)、《西方美学史》第二卷(三人合著，2005年)、《趣味与理性：西方近代两大美学
思潮》(2009年)等。
著作曾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全国优秀教育图书一等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深圳经济
特区十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
秀成果奖等。
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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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义哲学    二  美学：联结自然与自由的桥梁    三  美的分析    四  崇高的分析    五  艺术、天才和审美
理念    六  康德美学的调和特征  第二节  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美学的历史影响    一  经验主义、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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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趣味与理性:西方近代两大美学思潮》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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