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感概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美感概论>>

13位ISBN编号：9787543935730

10位ISBN编号：7543935732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时间：汪济生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8-08出版)

作者：汪济生

页数：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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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感概论>>

内容概要

　　笔者以为，在美学研究中，那种具有超越性和穿透性，在繁多的个体性和变化性中，发现、提炼
出统一性的哲学研究方法，确实是不可少的。
它曾经为美学研究作出巨大的贡献、也将继续为美学研究所需要。
但在当下的中国美学研究中，比较形而下的、细致的、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确实是更为紧要的。
它将有助于我们在朦胧变幻的审美世界中，更清晰地看到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界限，更细致地看到它
们之间的微妙连接，更切实地看到它们各个环节之间的逻辑演绎过程，从而更准确地把握“美的规律
”。
　　考虑到美感的存在，是美学研究的出发点，而美感的获得，又是美学研究的最终日的和归宿，笔
者把美感作为了自己的重要研究对象。
虽然，美感的形态异彩纷呈、美感的变化流动不居，但笔者以为，要把握美感的变化规律，却并非如
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无迹可循、无从下手。
因为美感不管能够升华到如何高超玄妙的形态，它毕竟总是发生在感受主体（例如人体）中的一种感
觉；而只要它是感受主体的一种感觉，它就必然以这个感受主体的感觉系统为物质载体，产生在感觉
主体的感觉系统中。
在当代世界已经深入到生命的基因层次的人体科学研究中，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体中有着一种专
门为美感活动而存在的生理组织系统。
因此，美感的载体，也只能是感受主体中的一般感觉的载体；美感活动，也只不过这一载体的各种感
觉活动中的一种。
所以，它的活动规律，不会、也不可能超越感觉主体的感觉系统的感觉活动的总法则、总规律。
把它玄虚化、神秘化，甚至渲染其不可知的色彩，是过于夸张的和没有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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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济生，现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上海市美学学会理事。
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后留学日本，中国语言文学本科、历史学硕士及博土学历。
曾任教复旦大学。
主要论文有： 《必须正视马克思恩格斯在人和动物界定问题上的区别》、《“劳动创造了美”还是“
劳动生产了美”——对一个源自经典的实践美学核心命题的辨析与追踪》等。
论著有：《美感的结构与功能》（学林出版社1984年出版）；《系统进化论美学观》（北京大学出版
社1987年出版）；《经典人类起源说新辨——对学术界、美学界一块研究基石的质疑与重构》（学林
出版社2004年出版）；《实践美学观解构——评李泽厚的&lt;美学四讲&gt;》（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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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Ⅰ上篇：从人体系统看美感结构人体的感觉复杂多样，其引发机制、过程各各不同，但以往的美学讨
论中往往不作区别，等而观之，笼统处理。
这也就使人不易透过它们各各不同的形态差异，进一步发现它们的共同点，从而对思辨的抽象概括造
成极大困难。
我以为人体虽然是一个整体，但它却是由许多不同的系统组合而成的。
人的各种不同感觉就是在各自相应系统中产生的。
我们将这不同的感觉区别开来，再按其引发机制的异同归类划分，就可以消灭那种不加区分的笼统状
态，进而又可以发现其中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
1.1系统部类分述人体有十大系统（具体说就是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内分泌系统、生殖系
统、排泄系统、骨骼系统、肌肉系统、皮肤系统及神经系统等）。
我把这十大系统分成三大部类。
我的具体划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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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丛书引证广博，立论明确，文亦纵横恣肆，自成一格。
此书倘得正式出版必将一新美学办之耳目。
--应以律教授我久已认为，尊著是我国美学研究获得世界声誉、突破国际水平之希望所在。
过去各种美学著作当然不乏精湛的见解，详细的认证，但总使人感到不能直接而完满地解释美学领域
中的所有现象与问题；汪济生所得出的一系列观点，则可以使这些现象与问题都得到了直截了当而言
之成理的解释。
--金开诚教授在世界美学因美之难走向非本质主义时代的今天，汪氏这一学说自有其世界意义。
就其学说的创新性来看，他是无愧于站在中国美学的四大派后的；就其常说的系统性、丰富性、逻辑
性和实践性来看，则远远超过了中国美学的前四派。
汪著所体现的学、才、识，所达到的现实与逻辑的统一，所展示的创新品格、丰富层次与严密体系，
常令我叹为观止。
--祁志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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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感概论》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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