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方象征美学源流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西方象征美学源流论>>

13位ISBN编号：9787810818933

10位ISBN编号：7810818937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时间：湖南师大

作者：何林军

页数：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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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象征美学源流论>>

内容概要

　　国外对“象征”的研究起步很早。
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文本中就可看到象征理论的萌芽；中世纪，随着“象征”在
宗教活动尤其是宗教艺术中的广泛应用，“象征”开始较频繁地进入理论视阈，“象征释经学”即是
一例。
18-19世纪，包括康德、黑格尔等人都对象征研究做出了贡献，促进了象征理论研究的繁盛。
20世纪象征研究进一步伸展到宗教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符号学、结构主义、艺术学等众多领域
。
不过迄今为止，西方学界系统勾勒西方象征理论研究史的著作和较为全面地考察“象征”美学性质的
著作尚未看到。
　　国内对西方象征理论的研究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主要是对法国象征主义文学及其理论的介绍。
20世纪80年代，象征研究再度涌现，但侧重于以“象征”为理论主线来构建文艺学体系。
近年来，一些学者侧重于从民俗学、神话学角度将象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以研究，他们虽借鉴了西
方理论，但侧重于分析中国的象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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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林军
　　湖南邵东人。
文艺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现正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在《文学评论
》、《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和参与国家级与省级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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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种长期存在于拜占庭的关于偶像崇拜的争论对于艺术的独立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
，反对偶像崇拜运动对艺术和艺术理论具有建设性作用。
亲偶像崇拜的艺术神秘说由此而生，反偶像崇拜者本人也由此从事现实主义艺术。
”因此，“一种崭新的绘画、一种现实主义的和摆脱了唯灵论和神秘内容的绘画进入了拜占庭”。
但是，这种在当时显得别致的现实主义观点虽然预示了艺术的生机，却终归未在拜占庭流行太长时间
，在拜占庭和整个中世纪也并未成为主流。
无论是偶像崇拜论者还是反偶像崇拜论者，其理论根据都是神学，都承认存在着神的和世俗的、理性
的和感性的两个世界。
因此拜占庭艺术虽然具有一定的现实风格，追求感性的壮丽与材料的华美，但它总体上仍然是神秘的
和象征性的，来自一种唯灵论的超验主义美学。
其时艺术象征的特征在于：为原型、宗教服务，象征艺术的宗教性而非个性和创造性成为拜占庭——
其实亦是整个基督教——艺术的主要特征。
拜占庭感性艺术或现实主义艺术的遭际是整个中世纪世俗艺术之命运的缩影。
感性艺术虽然一直在中世纪竭力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但如同感性美一贯在中世纪被排斥一样，感性
艺术在这一时期也从未取得正当的主流的或独立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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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主体是我的博士论文，后经稍加修订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如果从1996年读硕士研究生算起，至今踏上学术之旅已经有11年了。
11年里，写了三本书。
一本是《追寻维纳斯——美的本质》，不足10万字的小册子，是读硕士期间有意写给小朋友看的，算
不得正式的学术著作。
一本是《美学教程》，是为了教学而草就的，虽然块头尚大，也有一些个人的见解，但自己对它不甚
满意。
还有一本就是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
它初稿完成于2004年猴年正月将尽的时候。
相比较而言，对它下的工夫最多。
记得当初想要写它的时候，囫囵吞枣地啃完了半面墙的书，打进电脑的资料不下100万字。
但最后它有没有价值，我说了没用，要由学术前辈、同仁和读者诸君去评判。
当初写这本书的时候，导师朱立元先生用了很多心。
从选题、思路到文字，先生都给予了精心的指导。
先生对学术的严谨态度对我影响很大，也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搞学术研究，不仅需要专I’j的理沦知
识，更需要哲学的视野和哲学的功底。
但我即使今天面对先生，也还是有点“怕”他，虽然先生面上常常是带有笑容的，对学生也相当亲切
和蔼，毫无架子。
学生个人的不顺，也常常让远方的先生挂念。
念及此，心里边既有感动也有不安。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方象征美学源流论>>

编辑推荐

《西方象征美学源流论》：麓山文艺学研究丛书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方象征美学源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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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