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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在总体框架体系上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支撑点，这就是：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和审美活动。
从审美对象到审美主体，不是一个简单的从物的信号到主体作出反应的单向运动，而是一个双向往复
回流的反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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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编：美学概述第一章美学的产生和发展第一节美学的形成第二节美学的确立第三节美学的发展第二
章美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第一节美学研究的对象第二节美学研究的范围第三节美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第三章美学研究的任务和方法第一节美学研究的任务第二节美学研究的方法上编：审美对象第四章对
美的现代解读第一节美学史上对美的探讨第二节对美的现代阐释第三节美的基本属性第五章美的现象
世界第一节自然美第二节社会美第三节艺术美第四节科学美第五节技术美第六章形式美第一节美的形
式和形式美第二节形式美的感性质料第三节形式美的组合规律第七章美的表现形态第一节优美第二节
崇高第三节悲剧第四节喜剧中编：审美主体第八章对审美感受的现代阐释第一节美学史上对审美感受
的探讨第二节对美感的现代诠释第三节审美感受的基本属性第九章审美心理活动的因素第一节感觉、
知觉、联觉第二节表象、联想、想象第三节情感第十章审美心理建构第一节审美心理建构的生理和社
会机制第二节审美心理建构中主客体的对应关系第三节审美心理建构的生成第十一章审美感受的基本
形态第一节崇高感第二节优美感第三节悲剧感第四节喜剧感下编：审美活动第十二章艺术美的创造第
一节艺术美创造的特点第二节艺术美创造的流程第十三章各类艺术的审美属性第一节实用艺术第二节
表情艺术第三节造型艺术第四节综合艺术第五节语言艺术第十四章审美接受第一节审美接受理论的提
出第二节审美接受的规律第三节审美接受的主体条件第四节审美接受的反馈第十五章审美教育第一节
审美教育的性质第二节审美教育的职能第三节审美教育的特点第四节审美教育的实施参考书目后记再
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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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每一门学科体系的建立，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吸取科学史上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邻近学科
的研究成果；二是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
    人类自从产生以来，就与现实形成各种各样的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可以概括为三种活动--实践活动
、认识活动和审美活动，并由此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三种掌握客观世界的精神形式。
    实践活动是指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物质活动以及除了人的意识之外的所有的感性活动(如吃饭、
穿衣、走路等)。
人类的社会实践是一种二重化的活动。
作为其结果出现的，一方面是被改造了的客体自然，另一方面是被改造了的主体自身。
实践活动是人类从一定自觉的目的出发，借助于某种工具和手段，改变对象的性质和形态，使之服从
于主体需要的物质性的活动。
它追求的目标是善，建立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是一种功利关系。
    认识活动是思维和对象之间形成的一种特定活动。
人类的活动总是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
认识活动的特点在于：认识是在对客观对象的直接感觉的基础上，由感性上升为概念，并以概念为中
介，在概念与概念对立统一的辩证运动中，揭示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
它追求的目标是真。
    审美活动是人类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是人与现实之间形成的一种特定的"
美"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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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了适应高等院校本科美学教学的迫切需要．我们编写了这本《美学原理》。
    本教材在总体框架体系上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支撑点，这就是：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和审美活动。
从审美对象到审美主体．不是一个简单的从物的信号到主体作出反应的单向运动，而是一个双向往复
回流的反馈过程。
推动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双向建构的中间环节，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即审美活动。
审美活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审美创造，一是审美接受。
前者积淀为历史文化，显示人类文明的程度；后者积淀为美感心理，落实到人类心灵的塑造。
人们通过审美活动，把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联结为一个交流系统，使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互化。
这样，审美主体、审美客体和审美活动便构成了美学研究的基础构架。
这是一个动态的、双向性的、有机完整的体系。
我们认为，这种美学体系的格局，可以使美学理论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让思维在更为宽广的领域驰
骋，从宏观上为打开各种美学领域中的“黑箱”提供了一把钥匙。
    在对具体问题的论述中．我们力求以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为指导．以摆脱某些封闭自锁的理论模
式的束缚。
以往对美的本质的探讨，由于对反映论的机械理解和套用．多半是两项式的，把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
之间的关系看成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因而或者认为美是主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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