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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学者提出：“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
的确，谁也怀疑不了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强大是历史的必然。
能否在激烈竞争的民族之林立住脚，主要看民族的综合素质，所有的较量，说到底是人的较量，是人
的综合素质的较量。
因此，加强素质教育，提高综合能力已成为国人的共识。
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未来世界的主宰，将是那些在个性和人格方面获得全面发展的人。
他们不仅能创造和享受物质财富，而且能创造和享受精神财富，他们不仅能用专业或职业的眼光看待
自己的工作，而且能用美学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省视周围的一切。
人的全面发展最本质、最核心的含义就是指人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充分、自由的发展。
人文精神作为人类文化创造的价值和理想，作为指向人的主体生命层面的终极关怀，作为人的现实文
化生活的内在灵魂，它在人全面发展的素质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是人的素质全面发展的集中表现，是
全面发展的人的最根本、最主要的标志。
令人高兴的是，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已经看到了这点。
他们开始越来越注重通过知识的学习、环境的熏陶以及自身的实践使其人格、气质、修养成为自己相
对稳定的内在品质。
他们开始用越来越多的时间、精力和热情追求美——美的生活、美的自然、美的艺术。
于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这样的现象：世界名著畅销不衰，大型音乐会场场爆满，化妆品的广
告铺天盖地，健身房、美容院的生意日益红火，个性化的色彩和款式已成为挑选服装时的首选条件，
人文类选修课程在大学愈开愈多⋯⋯19世纪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名言“没有油画、雕塑、音
乐、诗歌以及各种自然美所引起的情感，人的乐趣就会失掉一半”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深切体会。
一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组织了全国高等农林院校的部分美学教师，为高等农林院校和非文学艺术专
业的大学生以及爱好艺术和爱美的人们编写了这本教材。
本教材继承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学理论变革的学术成果，并吸收现代美学研究的合理内容，突破传
统美学理论教材的本质主义倾向，希望建立多层面的美学本质观，从而更合理地阐释各种美学形态的
性质。
特别要强调的是，本着为高等农林院校和非文艺专业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需要而服务的目的，本教
材突出了“审美”这一特定内容，在“审美”这一层面上，以“审美对象”、“审美主体”、“审美
活动”为结构框架；以增强学生的审美意识，提高学生美的欣赏水平，培养学生美的创造能力为脉络
；以“培养审美能力”作为本教材的指导思想和教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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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学概论》内容简介：有学者提出：“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
的确，谁也怀疑不了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强大是历史的必然。
能否在激烈竞争的民族之林立住脚，主要看民族的综合素质，所有的较量，说到底是人的较量，是人
的综合素质的较量。
因此，加强素质教育，提高综合能力已成为国人的共识。
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未来世界的主宰，将是那些在个性和人格方面获得全面发展的人。
他们不仅能创造和享受物质财富，而且能创造和享受精神财富，他们不仅能用专业或职业的眼光看待
自己的工作，而且能用美学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省视周围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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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审美对象第一章 美的本质和特征第一节 什么是美学第二节 美的探索第三节 美的本质第四节 美
的特征第二章 美的类型及美的形式与形式美第一节 美的内容与形式第二节 形式美第三节 自然美第四
节 社会美第五节 艺术美第三章 美的形态第一节 优美和崇高第二节 悲剧和喜剧第三节 平凡与怪诞第二
编 审美主体第一章 审美意识和审美评价第一节 美感的产生与发展第二节 美感的社会根源第三节 美感
的反映形式与特征第四节 审美趣味与审美评价第二章 审美的社会文化因素和心理因素第一节 审美的
社会文化因素第二节 审美的心理因素第三编 审美活动第一章 美的创造活动第一节 美的创造的一般规
律第二节 现实美的创造第三节 艺术美的创造第二章 美的欣赏活动第一节 美的欣赏及其方法第二节 自
然美的欣赏第三节 社会美的欣赏第三章 艺术美的欣赏第一节 艺术的特点和分类第二节 艺术欣赏的特
点和方法第三节 空间艺术欣赏第四节 时间艺术欣赏第五节 综合艺术(时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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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之，从先秦开始到戊戌变法前，中国美学思想在发展、在演变，既有哲学探讨，又有审美心理学的
某种描述，还有艺术理论和批评的研究，却始终没有提出建立独立的美学学科的意见。
美学思想观点，总是散见于哲学、宗教、伦理、文论、诗论等各种文章著作之中，而与哲学、宗教、
伦理、文艺紧紧结合在一起。
（二）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与完善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是以18世纪德国哲学家和美学家鲍
姆嘉通1750年出版的《美学》（Aesthetica）第一卷为标志的，因此，鲍姆嘉通也被称为“美学之父”
。
鲍姆嘉通在其著作中，不仅规定了美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而且赋予这门新学科以新的名字
——“美学”。
从此，美学思想不再是哲学、伦理学、宗教、艺术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成为一门有着专门研究对
象的独立学科。
鲍姆嘉通认为，人类心理活动分为知、情、意三个部分，知是理性认识，已由逻辑学来研究；意是道
德活动，已由伦理学来研究；而情属于感性认识部分，应建立一门相应的独立的科学来研究。
于是提出美学是关于“感性认识”的科学，以区别于研究高级理性认识的逻辑学和研究道德评价的伦
理学。
很明显，鲍姆嘉通把美学规定为研究感性认识的科学是极不确切的，但他在提出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
科以及初步界定美学研究对象和范围方面，是具有历史贡献的。
之后的众多哲学家在构建其思想体系时都把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纳入其整个思想中，从而使美学作
为一门独立学科逐步走向完善。
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
康德的美学在其整个思想中是作为连接逻辑学和伦理学的纽带而出现的。
他认为，其逻辑学是研究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的，重点在人的认识上，其伦理学是研究人的自由意志
的，重点在人的道德信仰与道德行为上。
然而，作为一个整体，人不仅具有理性认识和道德信仰，而且还富有感情。
因此，还必须有一门学问来专门研究人的情感问题，这门学问便是美学。
由于情感本身既带有认识的性质，又具有几分自由意志的色彩，因而，在他看来，美学便起到了连接
其逻辑学和伦理学的作用。
在把美学规定为研究人的情感的科学之后，康德就由此论述了一系列的美学问题，如对美的本质和特
征的规定，对审美心理的说明，对崇高的分析等，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审美观点。
从康德的美学思想当中可以看到，在他那里美学就是审美学。
而实际上，审美学只不过是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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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学概论》是高等农林院校精品课程建设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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