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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
自那一年开始，中国已经走过了波澜壮阔的30年。
这是伟大的30年，是改变中国的30年，是震惊世界的30年，也是哲学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30年。
在哲学社会科学这30年的辉煌成就里，浸透着为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奠基的老一辈专家呕心沥血的求
索，也镌刻着寻着他们足迹的后来者追求真理的步伐。
&ldquo;学之大者，国之重器&rdquo;。
我们有责任将这些&ldquo;大者&rdquo;潜心研究的成果，重新编辑出版以飨读者。
为此，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将这一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奉献给读者。
她以自选集的体例形式，每年推出一批，争取在几年内达到百种以上。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系统展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名家学者30年来的学思精华，展示他们的学术探
索历程和风采。
同时，为使这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更加丰富，编委会决定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已出版的《当代
著名学者自选集》中挑选符合体例的图书，编辑成《北京社科名家文库&middot;纪念辑》，这将更完
整地反映北京学人在学术风范和学术使命上的历史延续。
我们相信，《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能够成为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的经典性大型出版工程，成为集中展
示首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成果的一个窗口。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定有不足之处，希望读者和同仁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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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朗，1958年生，浙江衢州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
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艺术学系三个系的系主任。
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艺术学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美学与美学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北京市社科联副主席，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市哲
学会会长，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1990年获&ldquo;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rdquo;称号，2001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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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19年10月-1920年5月，宗白华受聘主编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他在《学灯》上发表了他自己写的许多哲学、美学论文，同时大量发表郭沫若的新诗。
1920年1月30日和31日，他用整版篇幅连续刊登郭沫若的长诗《凤凰涅槃》。
他又介绍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田汉和郭沫若认识，三人书信往来，讨论人生和艺术的各种问题。
后来，这些通信编为《三叶集》出版。
1920年5月宗白华赴德国留学，先后在法兰克福大学和柏林大学的哲学系学习美学和历史哲学。
1923年12月出版诗集《流云》。
1925年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
东南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
1930年，宗白华任中央大学哲学系系主任。
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宗白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美学论文，培养了大批知名学者和艺术家，如王
季思、常任侠、吴作人、张安治、艾中信等等。
　　院系调整后，宗先生从南京迁至北京大学，长期住在未名湖畔的健斋，只有一间房子（他离南京
时曾将他的一幢小楼赠给国家）。
本来以宗先生的学术经历、学术造诣和学术影响，毫无疑问应该评为一级教授，但是宗先生当时却被
评为三级教授。
宗先生对于这些却并不放在心上，他确有一种超然物外的&ldquo;魏晋风度&rdquo;。
　　院系调整后，最值得一说的是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
　　那场大讨论是从批判朱光潜先生早年的美学思想开始的。
当时，《文艺报》、《人民日报》等报刊连续发表了许多文章。
比较早的有朱光潜先生的自我批判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黄药眠先生的文章《论食利者的
美学&mdash;&mdash;朱光潜美学思想批判》、贺麟先生的文章《朱光潜文艺思想的哲学根源》等等。
不久，大家发现，尽管人人都在批判朱光潜先生，但是大家的观点并不一致。
于是就展开了辩论。
《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新建设》等报刊都连续发表讨论文章，很多文章都是
占了一整版的篇幅，有的文章甚至连载两天。
　　当时讨论的问题很集中，主要是一个问题，即美的本质问题。
在讨论中出现了几派。
一派主张美是客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蔡仪先生。
一派主张美是主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吕荧、高尔泰先生。
一派主张美是主客观的统一，主要代表人物是朱光潜先生。
还有一派主张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主要代表人物是李泽厚先生。
李泽厚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曾发表过关于康有为、
谭嗣同的论文。
在这场美学讨论中，他开始崭露头角，引入注目。
　　在&ldquo;百花齐放，百家争鸣&rdquo;的方针指导下，这场美学讨论的气氛十分热烈，大家畅所
欲言。
朱光潜先生虽然一开始是被批判的靶子，但在讨论中还是坚持自己现在的观点，批评和自己对立的观
点。
　　这场美学大讨论，对于活跃学术空气，普及美学知识，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直到现在，在我们国家，特别在青年当中，有那么多的人对美学有兴趣，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
和这场美学大讨论恐怕是有关系的。
很多人就是通过这场大讨论才知道美学这门学问，并且对这门学问产生研究兴趣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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