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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人类学》

前言

吾营构多年的《美学人类学》，试图初步建构起一个比较系统科学的学科理论体系。这个体系是在理
论思辩与实证分析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着自己独特的逻辑起点，并且高度重视原始人类
审美心理的生成及其影响因素，对原始文化形态作审美心理学的深层次探讨，希望创建起一门体系科
学、内容系统和理论整合的人类学的分支学科：美学人类学。美学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多边缘交叉
学科能否成立存在，首先取决于它是否具有现代科学形态的理论体系。学界目前有“审美人类学”、
“艺术人类学”、“文艺人类学”之说，但不见有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拙著《美学人类学》，希望
建构起一个富有整体感和逻辑动力感的自然结构体系。全书以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为“中轴”串
起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及其文化表现形态两个部分来编制美学人类学的学科体系。这“两位一体”的
学科体系包含美学人类学研究对象的两项基本内容。这种学科体系的创建是在追求弹性动力结构的完
整性。从这种整体性出发，“上编”把人种进化和自然环境影响所引发的人类审美心理的发生作为原
始人类审美心理生成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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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人类学》

内容概要

《美学人类学》以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为“中轴”串起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及其文化表现形态两
个部分来编制美学人类学的学科体系。这“两位一体”的学科体系包含美学人类学研究对象的两项基
本内容。这种学科体系的创建是在追求弹性动力结构的完整性。从这种整体性出发，“上编”把人种
进化和自然环境影响所引发的人类审美心理的发生作为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生成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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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佐邦，男，云南盐津县人。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年毕业留校任教，1995年云南大学中文系文艺
学研究生课程班结业。现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著作有：《美学人类学》、
《文艺心理学》、《作家心理美学》、《鲁迅文艺心理阐释》等16部。现主要从事文艺心理学和美学
人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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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人类学》

书籍目录

关于创建美学人类学的构想(自序)绪论一、美学人类学的学科性质二、美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三、美
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上编人类审美心理生成论第一章 人种进化对人类审美心理的奠基一、原始思维的
发生二、原始思维的发展三、原始思维的特征第二章 自然环境对人类审美心理的滋养一、自然环境与
人类审美心理的发生二、自然环境与人类审美心理的差异三、自然崇拜对人类审美心理的滋养第三章 
图腾崇拜对人类审美心理的培育一、图腾崇拜概说二、图腾崇拜的类型三、图腾崇拜对人类审美心理
的培育第四章 宗教巫术对人类审美心理的模塑一、宗教巫术与人类审美心理生成的交互性二、宗教观
念对人类审美心理的模塑三、宗教器物对人类审美心理的模塑四、宗教巫术对人类审美心理的模塑第
五章 神话对人类审美心理的浸润一、神话与人类审美心理生成的互动性二、神话意象对人类审美心理
的浸润三、神话想象对人类审美心理的浸润四、神话审美形态对人类审美心理的浸润下编人类原始文
化形态论第六章 宗教文化一、宗教文化的起源二、宗教文化的种类三、宗教文化的审美特征第七章 
民族民间文学一、民族民间文学的起源二、民族民间文学的种类三、民族民间文学的审美特征第八章 
民族表演艺术一、民族表演艺术的起源二、民族表演艺术的种类三、民族表演艺术的审美特征第九章 
民族造型艺术一、民族造型艺术的起源二、民族造型艺术的种类三、民族造型艺术的审美特征第十章 
民族服饰文化一、民族服饰文化的起源二、民族服饰文化的种类三、民族服饰文化的审美特征第十一
章 民族节日文化一、民族节日文化的起源二、民族节日文化的种类三、民族节日文化的审美特征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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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人类学》

章节摘录

（二）宗教神像对人类审美心理的模塑宗教器物中的神像，在信徒们的眼中都是至善至美的。特别是
不同宗教在各自的偶像中透露出来的审美观念，会直接作用于信徒的审美心理，使其审美心理得到不
断的模塑，从而引起审美心理结构的不断变化、生成。如云南大理白族本主教中的本主，不管是大理
城北北乡都主段宗榜，还是大理城南南乡都主李宓，不管是斩蟒英雄段赤诚本主，还是大理国国王段
思平本主，都是当地信徒们心中崇拜的偶像。这些偶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长期作用于白族民众的精
神活动时，必然会使他们的审美心理结构发生变化。那个为了拯救人类而主动赴难被钉在十字架上的
耶稣，是基督教徒崇拜的偶像，是宗教文化最普遍采用的题材。十字架上的耶稣形象是头部低垂，一
腿伸直，一腿微屈，表现出死亡的痛苦和牺牲的自愿。这一形象既使信徒们通过对痛苦的真切感受产
生悲剧感，又能对耶稣的伟大崇高产生深深的自责和无限的敬仰。在自我强烈的情感精神压抑中，不
知不觉地产生崇拜的心理和为救世主动赴难的渴望。这正是虚幻的宗教宣传追求的最佳效果。它对人
类审美心理产生的影响大大超越了它宗教宣传的范围。佛教是一个崇拜偶像的宗教。寺院里对人们影
响最直接最强烈的不是藏经楼里的《华严经》、《四十二章经》，而是大雄宝殿的如来佛和天王殿里
的四大金刚。重修金身常常是信徒们许愿的最高层次。佛的形象包含着佛教的审美观念，透露着佛教
对信徒们的审美心理进行间接熏陶的内涵。四川乐山大佛那温和、慈祥、庄重、丰满的造型特征，那
造型匀称、身材丰约、肩宽背厚、充满生机、体态稳重和静观默想的姿态，表现出一派和谐安详，放
射出静穆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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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人类学》

后记

纯粹凭个人的兴趣，喜欢搞点交叉学科。1994年，我给云南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开设了专业选修课《
文艺心理学》，1995年开设了《作家心理美学》，1996年开设了《民族审美心理学》。虽历尽艰辛，
但蛮劲不减。2006年，我主持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南少数民族审美心理的生成及其文学表现
形态”获准立项，给了我无穷的动力和压力。我在申报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课题的艰巨性并开始动
手写作。在具体撰写中遇到的困难，更是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料。尽管原来已有10年的资料积累和一定
的研究基础，但由于涉及的学科领域十分广泛，我不得不从许多学科中继续收集和分析材料，不得不
对许多学派的观点结论仔细清理和辨析，并抽空再作一些田野调查。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劳动，一本以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为例”的《美学人类学》终于完稿。这对于一个探索者来说，应该是值得欣慰的
。在欣慰之时，我得向辛勤耕耘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等各个领域
的前辈学者和同行学人致以深深的敬意。正是他们所做的大量的田野调查、发掘、研究工作，为我今
天能在文化人类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边缘交叉”的层面上作一些“综合研究”，提供了坚实
的基础和有利的条件。因而，凡参考过的文献，尽量在书中注出，以此来表示我对他们的敬意和谢意
。我只是做了三项原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1）学科体系原创。选了一个好听的学科名称，初步建
构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系统的学科体系；（2）理论观点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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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学人类学》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Page 8



《美学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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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