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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观众心理美学》是一门从审美心理上研究美的学问。
这是对传统美学的一种根本性突破。
随之而来，“美”也就转化为“美感”。
产生“美感”的过程，称作“审美”，因此，这种美学也可以称之为“审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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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46年生，浙江余姚（现为慈溪）人。
在家乡度过童年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上海写作学会会长。
撰写过大量艺术史论和文化史论著作，在学术界影响巨大。
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中国十大艺术精英”、“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荣誉称号。
 20年前辞职后开始全面考察中华文明，然后又亲身考察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巴比伦文
明、波斯文明、恒河文明遗址，以及欧洲九十六座城市。
由于考察过程中要贴地穿越当今世界最恐怖的地区，又被电视追踪直播，引起全球各地的极大关注。
在考察过程中写出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寻觅中华》、
《摩挲大地》、《行走十五年》等书籍，开创“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风，获得两岸三地诸多文学大
奖，并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籍畅销排行榜前列。
 曾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以及台湾、香港、澳门、新加
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地演讲“中华大文化史”和“中外文化对比史”。
 2008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授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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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概述：心理美学引论 一 什么是心理美学 二 心理美学的立足点 三 对“观众”的误解 四 “正常观众” 
五 心理美学的首要范畴 六 心理美学中的悲剧美和喜剧美 七 悲剧美为何发生转型 八 喜剧美为何不适
合情感投入 九 这一对范畴融合了 十 又从心理学通达了哲学 十一 审美心理机制 十二 以“注意”为例 
十三 随意注意 十四 屏风之争 十五 心理空间 本论：观众审美心理 第一章 学理基础 一 心理研究是一种
思维升级 二 接受美学与心理学相遇 三 接受美学的基本思路 四 期待视域 第二章 综合的心理需要 一 心
理需要的第一度对象化 二 心理需要的第二度对象化 三 心理定式 第三章 反馈流程 一 反馈的意义 二 集
体心理体验 三 剧场内的多角反馈 四 剧场内外的反馈 第四章 观众的感知 一 特殊的强度 二 变异 三 感
知真实 四 感知力度 第五章 观众的注意力 一 注意力的引起 二 注意力的持续 三 注意力的分配 四 注意
力与故事结构 第六章 观众情感的卷入 一 戏剧情感的特点 二 观众情感的卷入过程 三 负面情感和复杂
情感 四 共鸣 第七章 观众的理解和想象 一 观众渴求理解 二 理解的层次 三 想象 第八章 心理厌倦 一 适
应与厌倦 二 对比性心理程序 三 保留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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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黑格尔是传统美学的集大成者。
他的美学，是他庞大哲学体系的一部分，基本上与心理学关系不大。
他认为，美是“绝对理念”的派生物，或者说，“美是绝对理念的感性形式”。
因此他研究美，以“绝对理念”为起点。
不管他是不是把“绝对理念”解释清楚了，也不管后人是不是理解了他的“绝对理念”，有一点是可
以肯定的，他所建立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美学。
 自黑格尔以后，绝大多数美学都继承了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
即使并不赞成“绝对理念”，也会首先寻找一个抽象概念，再层层具体化。
几乎一切美学著作，包括大学里的美学教材，总是当头提出一个问题：“美是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是一个定义，定义可长可短，但都因艰辛概括、拼凑概念，似乎什么都包罗了
，结果却毫无价值。
直到今天，这种“美的定义”不知道出现了多少，但没有一个能被人们记得。
更严重的是，这种“自上而下”的理论程序，把人世间大量丰富多彩的美，全都变成了同一源头的概
念衍生物，其实是严重脱离了美的存在状态。
 试想，要把狂风暴雨中的惊魂夜海、古代美女的秋波一闪、百岁夫妻的临终握手、大漠莽原的孤狼长
嚎、宋词格律的平仄调整、歌剧女腔的故意停顿、现代画家的实物引入、万众聚集的默然悼念，等等
等等这一些美，全都概括成同一个定义、揭示出同一种理念，有可能吗？
有必要吗？
有意义吗？
 如果硬要概括，那么，美学从一开始就走向了不美。
 当然，也可以用一种聪明的方法来定义：“不丑即美”。
但问题仍然来了：丑是什么？
丑和美之间往往只有一点点最微妙的界线，这个界线怎么划定？
世上有辽阔的“不丑不美”的灰色地带，这个地带与美和丑的界线又怎么划定？
⋯⋯ 由此可见，“自上而下”的美学，一开步就会撞墙。
 在学术上，完全可以容忍少数哲学家通过形而上的途径继续研究人世间一些终极命题的内涵和外延，
但是这并不是普遍社会对美学的要求。
普遍社会时时、处处都在发现美、接受美、享用美、创造美，人们希望获得这方面的理论指引。
 正是在这样的渴求和这样的困境中，人们发现，如果把问题的重心从“什么是美”转移到“为什么让
人感到美”，整个学术框架立即就出现了生机。
 “为什么让人感到美”，这个问题，把美的接受者当作了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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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通过《观众心理美学》让您的心灵更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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