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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涅槃(第十卷)》

前言

写这部书的缘起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厦门美学会议上。当时北京的几位青年学者结伴回京，旅途上
谈论起当前的美学史研究。大家都感到有必要改变一下传统思路，再写一部大美学史。传统的美学史
通常是美学思想史，是历代哲学家或文艺理论家的理论发展史；而与美学相关的艺术部分及日常生活
中的审美现象，则不在研究范围内。显然，这是有缺憾的美学史表述。写一部大美学史，谈何容易
。20世纪80年代初，有的学者已经提出这一建议。但事实上，这种构想既无前车可鉴，也无现成理论
可支持。这样一部原则上范围极广的“美学史”如何写？这种注定是没有边际的写法将会出现什么结
局？这实在是个问题。说实在话，这也是作为主持这个课题的本人的一块心病。因为谁也不知道怎么
写，而在只有一个良好愿望的情况下，历史是无法诉说的。但问题是实实在在的，即一种具有鲜明文
化内涵的审美现象，应当是可以被描写和研究的，也就是说，人的审美精神及其外化表现，是可以被
思维和语言表达的。这种学术自信建立在对美学学科的新的认识之上。作为一门学科，美学是不成熟
的。尽管关于美、关于美的艺术的讨论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美学究竟是一门什么学科，人们一直争
论不休。19世纪德国学者提出美学是“Aesthetic”，即感性学，这种说法一直被沿用下来。直至今天
，西方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的审美经验，这是历史提供的一种可能性。但是，美学并不仅仅研
究审美经验，它应当有更广泛的研究范围和更基础的构架理论的起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美学
的理论著作不断被译介进来。据南京大学倪波、赵长林编的目录，20世纪以来，汉译外国美学、文艺
学著作（不含译文），截至80年代中期，有700余种。20世纪最后的15年，美学、文艺学著作翻译过来
的不会低于100种。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学者，仅仅凭中文就可以阅读800余种国外的美学、文艺学
著作。到现在仍说资料不够，视野不宽，这大概只是一种不肯读书的托辞了。在这800余种的美学、文
艺学著作中，像中国美学界热衷于写的“美学原理”之类的著作，只占极少的一部分，如帕克的《美
学原理》、托马斯·门罗的《走向科学的美学》、科林伍德的《艺术原理》、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
导论》、丹纳的《艺术哲学》、列斐伏尔的《美学理论》等，绝大多数是对具体的艺术经验和审美经
验的描述、研究和分析。而他们的“美学原理”的构建，大都又是从一定的哲学体系出发的演绎。所
以，在我看来，美学，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其出发点仍无法在现有的这些成果中确立。所谓的学科
出发点是一个无前提的前提，一种抛弃了任何体系的元点。如数学，就是研究数的关系的学科；伦理
学，是研究人的伦理关系的学科。美学呢？传统的研究实践表明大多数美学家囿于习惯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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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涅槃(第十卷)》

内容概要

《华夏审美风尚史(第10卷)·凤凰涅槃》包括山雨欲来、风雨交加、民国余絮等七章，研讨了我国近
代社会的审美情趣及时代风尚。在无法模仿、无法参照现成框架的现成框架的情况下，我们退回到人
类思维最单纯的叙事方式：陈列式。我们是要用形象的材料展示一个时代的特有审美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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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中秋，男，汉族，1962年生，中国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县人，法学博士。现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
导师。蒋广学，男，汉族，1940年10月生，现任编审、《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常务副主编。著有《
编辑通论》、《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与学友共同主编过《简明世界文化词典》、《二十
世纪文史哲名著精义》、《中华箴言》等，发表过《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等数
十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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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天国的覆灭与传统的延续一、融合中西文化的农民起义二、太平天国的移风易俗三、依然沉重
的农业文明传统第三节 租界的兴起与现代性的渗入一、租界的出现与上海的崛起二、现代性的渗入与
传统的嬗变三、城市的发展与文明的冲突四、社会的变动与时尚的主题第三章 1861-1894：骤雨初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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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第二节 气象万千的新时尚一、放足运动的进程二、剪辫风潮的始末三、电影事业的发展四、西
方舞蹈的传入五、戏剧改革的热潮六、现代音乐的初兴七、近代漫画的指向第三节 世纪之交的启蒙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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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的主题六、民间的发现七、人体的伸展八、禁忌的突破第二节 士大夫：行将消逝的唱挽者一、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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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二、庙会上的练幡人三、花市京花甲天下四、琉璃厂文化街和厂甸庙会五、天桥与庙会六、雍和宫
“打鬼”七、遍布京城的“鬼市”八、西顶庙庙会九、京西幡会十、老北京民闻花会第七章 风雨如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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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与新民第三节 王国维：悲剧与创造第四节 鲁迅：绝望与战斗第五节 蔡元培：美育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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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外部压力同步临近的，还有帝国内部致命的周期性危机的即将爆发。农业社会本身存在的地主阶级
与农民阶级的矛盾随着生产资料的过度集中和财富的过度转移以及政权内部的迅速腐化而日渐明显，
并逐渐从“缓和”的背景中“激化”出来。19世纪的清王朝，本身已呈现出腐败和衰落甚至崩溃的迹
象。对此种时势有着清醒认识的思想家龚自珍深感“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
“夜之漫漫，鹗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①，明确预示了
农民起义的风暴将为期不远。“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
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
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②龚自珍甚至不无远虑地预言：“不十
年其惧或烦兵事。”他死的前一年爆发了鸦片战争，他死后10年便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在统治阶层
的天朝帝国的世界历史观念的支配下，在极少数敏感的知识精英的忧患意识的影响下，传统社会中大
众的心态又是怎样的呢？下面一节将进入本章讨论的主体部分，即通过大众审美文化生活的散点式考
察，来定格1840年前夕中国传统社会审美风尚的基本样态，以确定华夏审美风尚向近代演进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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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华夏审美风尚史(第10卷)·凤凰涅槃》是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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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一本描述NIRVANA生平事迹的书籍，非常喜欢，可是自从自己那本借给别人看之后，就再也没法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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