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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上下）》介绍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美学史。
李泽厚先生《美学的历程》曾认为魏晋是人的觉醒和文字的自觉时期，根据这一观点，在大量史料基
础上，本书全面地分析论述了魏晋南北朝的玄学、佛学、文论、书论、画论、乐论、人物品评中所包
含的美学思想和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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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泽厚，著名哲学家，湖南长沙宁乡县道林人，生于１９３０年６月，曾就读于宁乡四中，湖南省第
一师范，１９５４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
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等多所
大学客座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
[编辑本段]突出贡献　　李泽厚成名于五十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
”的美学观卓然成家。
八十年代，李泽厚不断拓展其学术论域，促引思想界在启蒙的 路径上艰辛前行。
九十年代，李泽厚客居美国，出版了《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等著作，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建构给
予沉甸甸的人文关怀。
[编辑本段]李泽厚的美学思想　　李泽厚的学术探索，对20世纪后半期中国美学具有重要影响。
这种重要性，首先不在于他对具体学术问题富于新意的阐释，而在于他作为哲学家的宏观视野在美学
学科建构过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
他率先肯定实践对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的本体地位，推动50-60年代的美学讨论超越了心—物二元对立
的反映论模式。
他通过康德研究建立了“主体性实践哲学”，其中对使用、制造工具的物质实践作为社会存在本体地
位的强调，以及对于历史唯物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地位的正面肯定，在80年代初具有双重积极
意义，那就是，强调实践的主体性，有助于消解庸俗唯物论的影响，强调实践的物质性，有助于消解
斗争哲学的影响。
“主体性实践哲学”对个体主体性的领悟，使其所谓社会、实践等范畴显示出区别于同时代其他哲学
教科书的特殊活力。
当然，这种领悟与其立足于整体性的理论视角之间也形成了某种紧张，但这种理论紧张对年轻一代的
理论思考却形成了特殊的刺激效应。
为了消除这种紧张而创构的“积淀”学说，虽猜想多于证明，却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进入90年代，他又提出“情感本体”的观念，体现出追踪时代潮流的努力，只是这个观念没有带动其
既有体系的整体性嬗变，也没有成为新的理论建构的阐释起点，而基本上停留在感性咏叹的层面。
 　　（一）　　　　李泽厚登上美学舞台之初，是以朱光潜为主要批判目标的。
但50-60年代的大环境决定了朱光潜不批自倒的地位，因此，真正成为李泽厚新理论确立之障碍的，主
要是蔡仪的唯物主义美学。
蔡仪是从认识论立场切入美学问题的。
在他看来，美是客观事物的客观属性，这种属性即“典型性”；美感是我们的意识对这种典型性进行
反映的结果。
反映当然是第二性的，并且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
在这种反映论美学的框架中，美学基本问题被归纳为心—物关系问题，美的本质被对应于物，人的活
动则被对应于心的意识。
因此，问题的核心，就成了美与美感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问题。
这种框架的弊端在于，单纯从意识—反映的角度对审美活动进行分析，则人的地位和功能无形中就被
心的地位与功能问题所取代了。
取代的结果，是如果强调人在审美活动中的能动地位，就往往流于主观主义；而抗拒主观主义的结果
，是常常陷入机械反映论的泥坑。
李泽厚的贡献，在于将“实践”范畴引入了有关美的本质的思考中。
李泽厚认为，作为个体的人之所以能够从审美的角度欣赏自然，是因为作为类的人的“实践”改变了
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使本来是与人对立的自然变成了某种程度上是为人的自然，所谓“人化的自然
”。
探求美的本质，主要不能依据个体心理意识层面的所谓反映，而应依据群体人类物质实践层面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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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实践的创造是过程性的，所以对美的本质的透视，不能局限于个体美感对它的横向的认识关系，
而还必须转向纵向的美的历史生成过程。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李泽厚批评说：“‘人’在蔡仪这里也仅是作为鉴赏者、认识者而存在，根本
没有看到‘人’同时也是作为实践者、对现实的改造者的存在。
”在“‘美’的诞生”、同时也是文化与文明的历史发生过程中，消极被动的、作为映现工具的“心
”或曰“美感”，顺理成章地转化成了创造历史、也创造自身的“人”，其活动范围拓宽了，僵化的
心—物对立得以消解。
“实践”作为联结主体与客体的桥梁，使人作为主体与自然作为客体的相互对话与交流，从而也是更
高层次上的统一成为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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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大量史料基础上《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上下)全面地分析论述了魏晋南北朝的玄学、佛学
、文论、书论、画论、乐论、人物品评中所包含的美学思想和美学理论。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美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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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