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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的中国美学》

内容概要

《转型期的中国美学:曾繁仁美学文集》是一部我国当前美学界迫切需要的富有创新精神的著作。该书
十分重视审美教育。作者用相当大的篇幅，从理论到实践的方方面面论述了审美教育的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另外，《转型期的中国美学:曾繁仁美学文集》更值得注意的创新是在于生态美学的提出和探
索。正如作者所说，生态美学是在世界生态危机愈益严重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型的美学理论形态，
是同人与自然的矛盾日趋尖锐、生态危机已极大地威胁人类生存这一现实状况相伴随的。

Page 2



《转型期的中国美学》

作者简介

曾繁仁，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华美学学会副
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美学与文艺学的教学科研工作，著有《西方美学论纲
》、《走向21世纪的审美教育》、《美学之思》、《当代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等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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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的中国美学》

书籍目录

序自序第一编 文艺美学——由本质论到经验论1.当代社会文化转型与文艺学学科建设2.试论当代存在
论美学观3.试论文艺美学学科建设4.胡经之教授的重要学术贡献5.蒋孔阳教授对我国当代美学的贡献6.
钱中文先生的学术贡献7.试论当代美学、文艺学的人文学科回归问题8.试论中国新时期西方文论影响下
的文艺学发展历程9.当代一次中西艺术对话所给予我们的启示10.美学学科的理论创新与当代存在论美
学观的建立第二编 审美教育——由思辨美学到人生美学1.论席勒美育理论的划时代意义2.马克思主义
入学理论与当代美育建设3.现代美育学科建设4.论西方现代美学的“美育转向”5.关于当代美育理论建
构的答问6.关于加强审美教育提高语文素养的答问7.我国美育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平台——写在《全
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类课程指导方案》颁布之际8.现代性视野中的美育学科建设9.培养学会审美的
生存的一代新人，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目标10.关于美育当代发展的几个问题第三编 生态美学论——由人
类中心到生态整体1.当代生态美学的发展与美学的改造2.马克思、恩格斯与生态审美观3.试论当代生态
美学观的基本范畴4.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美学观5.我们为什么提出生态审美观以及什么是生态审
美观6.试论人的生态本性与生态存在论审美观7.简论生态存在论审美观8.当前生态美学研究中的几个重
要问题9.生态美学研究的难点和当下的探索10.生态美学——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观念11.老庄
道家古典生态存在论审美观新说12.试论《诗经》中所蕴涵的古典生态存在论美学思想13.试论基督教文
化的神学存在论生态审美观14.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生态文化建设15.试论当代生态存在论
审美观中的“家园意识”与城市休闲文化建设16.关于城市生态文化建设的思考17.关于儒学与城市文明
的对话附录1.我对做学问的一点理解2.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争得更大的发展3.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价值
刍议4.科学研究与学术规范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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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的中国美学》

章节摘录

1.当代社会文化转型与文艺学学科建设最近，我参加了“全球化时代文艺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会议
围绕信息化与大众文化兴起的背景下文艺学学科的发展讨论得十分热烈，争论得不可开交，在美与非
美、文学与非文学，乃至文艺学学科的哲学根据、对象、方法与主要范畴等基本问题上都难以统一。
有一位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与会学者会后对我说，他对这种情况深感惊异，认为文艺学学科目前已
到了崩溃的边缘。他的这一评价让我深感震动，也促使我对当前文艺学学科建设做了一番思考。我认
为首先应该正视我们所面临的当代社会文化转型的形势，才能正确认识文艺学学科当前所出现的争论
与今后的发展。从社会的角度说，当前所面临的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农业社
会到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的信息社会，以及由乡村状态到大幅度城市化的转变。而从文化的角度说，则
是从印刷的纸质文化到电子与网络文化、由知识阶层的精英文化到受众空前的大众文化、由文化的封
闭到全方位开放的转变。而对文艺学学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当代出现的哲学理论形态的转型，即哲学
领域由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表现为由主客二分到有机整体、由认识论到存在论、由人类中心
到生态整体、由欧洲中心到多元平等对话的转变等等。这些社会与文化的转型必然对传统的文艺学理
论体系形成巨大的冲击。从传统的文艺学来讲，历来以认识论作为其哲学根据，在权威的教材中宣布
“艺术就是作者对于现实从现象到本质作典型的形象的认识”。但当代形态的文艺理论对于这种混淆
文学艺术与科学的认识论文艺观是否定的。而文艺学的对象——文学艺术现象，由于电影电视、网络
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勃兴，审美进一步走向生活，走向经济，出现了一系列在文艺、生活与商品之间难
以划清界限的广告、服饰乃至影视剧、影片、VCD等等。因而，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也难以厘清。而在
传统文艺学的主要范畴上，由于上述文化现象的出现与对主客二分“解构”的各种现代理论的流行，
也出现诸多歧异，乃至于颠覆传统的情形。例如，文学与生活、形象与典型、文本与读者等等，由于
审美的生活化与当代存在论美学的意义的追寻、阐释论美学的阐释本体等理论观念的传人，上述传统
范畴的固有内涵均难以成立。在研究方法上，由于文化研究的盛行，也导致了对传统的审美的内部研
究方法的解构等等。凡此种种，都说明在新的形势下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确面临空前尖锐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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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转型期的中国美学:曾繁仁美学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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