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美学简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东方美学简史》

13位ISBN编号：9787040149883

10位ISBN编号：7040149885

出版时间：2004-1

出版社：蓝色畅想

作者：邱紫华

页数：34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东方美学简史》

前言

前言 埃及的历史与文化概况        尼罗河谷和三角洲地区是人类最早定居地和文明发源地之一。近两百
年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证明：早在两万年以前，在上埃及的尼罗河第二瀑布以南的两岸河谷高地上就
有人类居住繁衍。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时，人们开始移居尼罗河狭长的谷地中进行农牧渔猎生产活动
。从考古发掘看，这些原始人群正处在新石器时期。但这些人群不一定是后来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古埃
及人，因为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这些原始人群的文化表征突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种特征颇为
殊异的文化。埃及学的考古专家们称后来的民族为哈姆语族。他们是来自亚洲的哈姆人，也称含族人
。这些人群侵入尼罗河谷地，征服并驱赶了最早的土著原始人群。他们居住的是砖木结构的房子，而
不是先前民族所住的茅草棚。以后，又有分批来自西亚的塞姆人（也称闪族）入侵尼罗河谷地，经过
漫长时间的杂居、混合，哈姆人、非洲人以及塞姆人就同化为一个新的部族，史称古埃及人。古埃及
人很早就在西奈半岛地区发现了铜矿并进入了青铜时代，这时开始运用象形图画文字。埃及学家普遍
认为，创造古代埃及文化和宗教的原始部族，可能与东非、西亚地区的一些种族有血缘关系。古埃及
人文化的最早的、最主要的基因来自非洲，稍后与西亚文化渗透混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征。    埃
及的文化最早起源于上埃及。公元前4000年左右，埃及出现了统一的趋势，40个州分别形成了上埃及
、下埃及两个王国。上埃及占据了尼罗河谷南部，以爱卡州为中心，国王戴白冠，以鹰神为王国保护
神；下埃及以布托州为中心，国王戴红冠，以蛇神为王国保护神。公元前3200年左右，上埃及国王美
尼斯发动战争占领了下埃及。统一后的埃及定都提尼斯城，又在尼罗河三角洲顶端建立了新首都白城
。这个新都城就是后来在历史上闻名遐迩的孟菲斯城。埃及历史久远，第一次撰写埃及编年史的是托
勒密王朝时期的埃及祭师马涅托。他在公元前280年左右，用希腊文按照王朝递嬗的顺序，把埃及史分
为31个王朝，而把统一前的历史时期称做“前王朝时期”。这种分段法一直沿用至今。19世纪埃及学
兴起之后，历史学家们为了简便，把31个王朝时期划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和两个过渡时期，即“古王国
时期”、“中王国时期”、“新王国时期”和“第一中间期”、“第二中间期”。公元前330年希腊马
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入侵埃及，此后，由亚历山大的部将建立了托勒密王朝，埃及古代史便告一段落。
这就是现今的著作中普遍使用的分期。    古代埃及社会是典型的王权专制的家族奴隶制社会。国王拥
有绝对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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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美学简史》

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东方各民族美学思想的历史发展及特点，揭示了东方民族审美思想的独特性及其在艺术上
的独特表现，凸现了东方美学独特的美学性质和价值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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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类就是这样首先在生命领域中，其次在一切领域中，同必然的法则抗争，企图并敢于超越必然而跨
入无限的领域。英国美学家斯马特指出，“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
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
仅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自己能超越平时的自己。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英国美学
家阿·尼柯尔也指出，“死亡本身已经无足轻重。悲剧认定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死亡什么时候来临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在死亡面前做些什么”。①朱光潜指出：“对悲剧来说紧要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
，而是对待痛苦的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引起我们快感的不是灾难，而是反抗”
。②这些见解，就是强调悲剧性的精髓在于悲剧精神。    著名的系列神话故事《奥西里斯和伊西斯》
、《荷拉斯同塞特》中，就把这种悲剧意识表现得相当充分。    故事是说，远古时代曾有一个正义的
国王叫奥西里斯，是埃及国家和典章的缔造者和制定者。他的妹妹即爱妻伊西斯美丽而聪明，经常在
他外出时帮助他处理政务。国王和王后都受到人民的爱戴。他们有一个弟兄叫塞特，他为人阴险凶狠
。塞特妒忌奥西里斯的声望并想夺取王权，所以就设计要除掉奥西里斯。他把奥西里斯诱入一个金柜
子里并把柜子钉死，抛入尼罗河中。金柜子从尼罗河流入了地中海，漂浮到俾布罗斯的海岸上。伊西
斯四处寻找，终于找到了奥西里斯的尸体。神听到了伊西斯悲恸的哭声，就使奥西里斯复活过来。以
后塞特又一次利用机会杀死了奥西里斯，并把他的尸体切成十四块，丢在全国各地。伊西斯再一次寻
找丈夫的下落，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几乎收集全奥西里斯身体的各部分，就差生殖器，因为它已落入尼
罗河，被一条大鱼吞食了。伊西斯便用木头仿做一个生殖器，以免奥西里斯身体残缺不全而不能复生
。伊西斯又一次恳求神们让奥西里斯复活，神们同意它复活，但是不能再回人间，便任命他为冥世的
国王，掌管另一个世界。只有每年的春天，伊西斯才能同他见面。后来伊西斯同丈夫的灵魂相会而怀
孕，生下了儿子荷拉斯。塞特已成为埃及的国王。伊西斯在远离尘世的地方将儿子抚养成人，并教会
儿子掌握一切必需的知识和才能。伊西斯漫游全国，号召人们不要忘了贤明的国王奥西里斯，请求人
们帮助荷拉斯推翻塞特的统治，恢复荷拉斯的王位继承权。从此，国家分裂为两部分，进行了长期的
战争，但是不分胜负。最后众神决定结束这场战争，并组织了法庭来裁定王位的继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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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东方美学简史》教材是作者在高校多年讲授“东方美学史”课程的基础上编写的。1990年，作者承
担了“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基金资助项目”的“东方美学研究”课题（国基8913ZX037），正
式开始了对东方美学的研究和教学。1993年作者承担了“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八五’规划资助
项目”中的“原始思维与中国艺术表现”课题；1998年作者承担了“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九五
’规划资助项目”中的“印度美学研究”课题；2000年作者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
”中的“东方美学范畴研究”课题；2001年又参与了著名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汝信研究员
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中的“西方美学史”中的“文艺复兴至启蒙主义美学”部
分的写作。目前，这些工作都已完成。专著《东方美学史》（上、下卷，约90万字)也于2003年9月由
商务印书馆出版。本教材就是在这些研究基础上、在长期的教学中所总结的成果。    东方美学是人类
最古老、最丰富的美学思想。但是对它的研究却是美学研究中最薄弱、最欠缺的领域，亟待美学研究
者去开拓和深化。东方美学中包含着大量深刻的富有智慧的思想，千百年来这些思想不断产生出绚丽
多彩的艺术成果。我们认为，任何一种美学理论，如果缺少东方美学的思想，它终究是苍白的、不完
全的，也就不能称之为“世界性”的美学。只有在东方美学思想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研究之后，只有真
正洞察到了东方美学的奥秘，总结出它的基本原理之后，才有可能尝试把东方美学与西方美学加以比
较和融合，才有可能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总结出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原理”和“美学思想史
”，而这正是21世纪美学理论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因此，写作《东方美学简史》教材的意义是不言而
喻的。    本书由邱紫华撰写“印度美学思想”与“日本美学思想”部分；王文戈撰写“古埃及的美学
思想”、“苏美尔一阿卡德、古巴比伦、赫梯、亚述的美学思想”、“希伯来、波斯、阿拉伯伊斯兰
民族的美学思想”。最后由邱紫华审读、统稿。由于目前国内、国外均无可供参考和借鉴的同类教材
、著作，这部教材具有原创性和开拓性，也因此必然存在着种种不足甚至谬误之处。恭请学者和教师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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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太少了，范围太大，而且几乎没有“史”
2、东方造型艺术都不追求
形式的逼真，对艺术真实性的理解也就由 “形”而转向 “神”— — —即情感和意念的
真实表达，这就是中国美学中常说的 “得其意而忘其形”、 “重神而轻形”的美学
传统的思维来源。“延迟模仿”无论在中国、印度、日本或阿拉伯民族的艺术创
! 绪 论
作中都是普遍运用的方法。 中国绘画往往采取 “观之于目， 了然于心”， “外师造
化，中得心源”， “目识心记，以形写神”等方法，从观察到领悟、从领悟到记忆， 凭
借记忆力来描摹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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