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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0年9月，历史将我推到了云南艺术学院院长的位置上。
深感责任重大的我，首先想到的事情是：一所边疆综合艺术院校的生存状态与发展可能是什么。
如何不辜负上级组织和广大教职工的厚望，在自己的任期里达到新的发展高度，获得新的办学收成。
在我上任前一年，1999年，我们刚刚开展过一次活动，就是云南艺术学院的建设发展40周年校庆。
那一次活动给我留下了悠长的思索：云南艺术学院在历届领导班子努力、一代又一代教职工奋斗和学
生们的热情簇拥下走过了40年的艰辛道路，取得了桃李满天下的巨大成就，为今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
历史高度和前进起点。
在此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成为新班子新生代的历史任务。
在总结经验，盘点家当，为成绩骄傲的同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本科教育办学有较长历史，但没有
研究生教育层次；实践型队伍创作能力强，但理论成果少；历史的错综与道路的曲折，体现在校园建
筑的犬牙交错状态与后院因为缺少投资而闲置荒芜的情况当中；规模小、社会影响力不够而被提议“
合并”的悬剑仍在项上⋯⋯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迫切性，成为新里程途中首先遇到的关隘。
勒紧裤带，创造条件建设校园。
我们设法获得政府的支持，废除了穿过校园、将校园一分为三的不合理的城市规划道路，从而获得了
校园被占用的近20亩土地；建成了美观、现代、受人交口称赞的12000平方米的四号教学楼；购买了后
门外4 300余平方米的楼房成为五号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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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0年9月，历史将我推到了云南艺术学院院长的位置上。
深感责任重大的我，首先想到的事情是：一所边疆综合艺术院校的生存状态与发展可能是什么。
如何不辜负上级组织和广大教职工的厚望，在自己的任期里达到新的发展高度，获得新的办学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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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伟科，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博士。
历任云南艺术学院教授、《云南艺术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等，曾有《艺术与
审美——艺术美学论集》、《艺术美学导论》出版，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研究领域涉及艺术学、美
学、现代文学、红学等。
多次荣获各种社会科学科研奖与文学评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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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杏坛拈花(总序)导论一、趋向于宏观的美学分析二、美学分析与文学分析的关系三、不断发展着的美
学，为红学开辟着无限广阔的道路四、如何对待西方理论在《红楼梦》研究上的运用第一章 叙事张力
与对话主题小引一、主题研究中所发现的矛盾二、多层次主题还是循环主题三、“一击两鸣”与复调
小说四、复调小说与双声性五、多声部小说与对话性六、张力性与对话性概念提出的意义本章小结第
二章 审美判断与“大旨谈情”小引一、《红楼梦》与审美判断二、审美判断在《红楼梦》中表现出来
的特点三、审美判断的本质四、从审美判断看“钗黛合一”本章小结第三章 悲剧艺术与美感目的小引
一、如何理解《红楼梦》的悲剧性二、《红楼梦》悲剧定位的文化背景三、《红楼梦》中人物悲剧命
运的普遍性四、五四前后《红楼梦》的悲剧定位与评论五、《红楼梦》悲剧的内涵六、《红楼梦》悲
剧的美感特征(悲剧效果的分析)本章小结第四章 艺术体验与审美表达小引一、《红楼梦》的自传性问
题与审美体验的真实性二、《红楼梦》艺术表达对审美体验的超越三、《红楼梦》的审美表现力本章
小结结语参考文献附录：作者在红学研究方面发表的论文与成果辑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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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审美分析往往涉及审美价值的评定与审美效果的分析，而文学分析则主要是对主题、题材、内容与形
式、文学风格的定性和分类研究等。
与文学分析的具体性相比，美学的分析更加强调对艺术整体性质的把握和对既成艺术观念的校正。
对《红楼梦》在整体上表现出来的特点予以关注，是美学分析的重点。
因此，美学的阐释所使用的概念与方法属于更高的一个层次，它统摄了一些具体的文学分析法，如人
物形象的分析、结构分析、情节分析等，但追求对这些分析的超越。
即在新的观念统摄下解说《红楼梦》，包括《红楼梦》的情节、人物、意象、结构、主题等。
重复的研究是不必要的。
因此，笔者为本书论题所设定的美学分析任务也是：将那些尚未完全进入人们美学视线的文本现象予
以关注和研究，而此前人们关注较多的《红楼梦》中的美学问题，不予重复。
比如论文的第一部分，《红楼梦》的主题问题研究较多，我们的重点在于不同主题之间关系的研究，
即两个主题（执著与解脱）之间的张力关系的研究，以及这种张力结构给《红楼梦》造成的美感属性
：对话性。
比如论文的第二部分，《红楼梦》中审美判断的特殊性问题，它对认知判断的超越和包含，它对道德
判断的超越和包含等。
比如论文的第三部分，《红楼梦》作为悲剧艺术，已有较多的研究，但是，作为悲剧性十分充分的《
红楼梦》，它的美感效果是如何造成的则较少分析。
它在给人们充分的悲伤体验时，是怎样转化为艺术上的美感的，这是本书讨论的重点。
比如论文第四部分，《红楼梦》的自传性特征，艺术传达得之于审美体验，但是审美体验不等于亲历
亲为，这里最值得研究的是审美体验的真实性问题，而不是因此相信《红楼梦》就是作者严格写实的
自传。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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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我的博士论文。
2007年4月，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就已结束。
但是，我的写作还没有结束，为了使自己的论文更加完善，我不停地修改着。
直到当它要拿出去出版时，修改还没有中止。
这篇论文的完成，得到了许多老师、朋友的指点和建议。
自1998年写作有关红学的论文以来，我就不断得到张庆善研究员、孙玉明研究员等的指导和鼓励。
2004年入校以来，接触机会更多一些，不管是正式场合还是闲谈漫聊，我都潜心记下他们的红学感言
和风趣笑谈，寻找背后的方法和观念，以及他们对于《红楼梦》艺术魅力的捕捉。
论文初稿完成后，中国艺术研究院李心峰研究员曾对目录章节设置、标题用词等提出了良好的建议—
—所有建议均被我采用。
我的导师傅谨也曾给我许多反向的提示，犹如一个论辩的对手，使我的论文更趋完善与严谨。
论文写作期间，胡文彬研究员、田本相研究员、杜春耕先生、吴卫民教授、沈治钧教授、曹立波教授
、宋宝珍研究员、段江丽教授、俞晓红教授、赵建忠教授、宋子俊教授、静轩先生、薛海燕博士等的
理论专著、红学专著的慷慨惠赠为我提供了写作支持。
我曾与浙江师大的梅新林教授、青海师大、的赖振寅教授、厦门集美大学的王人恩教授、《文艺报》
的张陵副总编交流过，他们的谈话使我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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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红楼梦》美学阐释》是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红楼梦》美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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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