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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人类学》

内容概要

荷兰学者范丹姆是最早提出审美人类学的学者之一，他主张以人类学的方法和视角，放眼世界文化，
对美学和艺术进行整体性的关照。本书对审美人类学的历史、理论、方法、视野、观念等进行了深入
的探讨，对于国内的美学和艺术研究颇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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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人类学》

作者简介

作者：范丹姆（Wilfried van Damme）（1960—），荷兰莱顿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荷兰蒂尔堡大学特聘
教授。主要研究审美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和世界艺术，著有《语境中的美：论美学的人类学方法》
（1996），主编《世界艺术研究：概念与方法》（2006）等。
译者：李修建（1980—），山东临沂人，哲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兼
任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秘书长。主要研究中国美学和艺术人类学，著有《风尚：魏晋名士的生活美学
》、《当代中国美学研究》（与刘悦笛合著）、《艺术人类学》（与方李莉合著）等，并有译著多部
。
向丽（1978—），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审美人类学和马克思主义美
学，近年在《文艺研究》、《国外社会科学》、《民族艺术》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1部，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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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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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人类学》

精彩短评

1、一般。这本主要讲人类学运用在审美上面的方法论，但没有田野调查，全是文献综述，举的例子
以原始部落为主，提出了很多问题，但没有解答。个人觉得参考价值不大。
2、可以一看的综述。信息量还是可以的，虽然对人类学和美学都没什么推进。
3、讲“美学的普遍主义”就开始有胡诹的感觉
4、这本书应该是从事审美人类学研究的必读书目了，范丹姆老师是西方从事审美人类学研究的重要
学者，可以说在审美人类学这门学科新兴伊始，除去格罗塞以外最重要的研究者。审美的困境、将专
业研究置于语境中去研究，都是对我很好的启发。另外，是我女神翻译的，无论如何我也要读一读，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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