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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现代性与美学问题》

内容概要

现代性这个概念始终是和美学或艺术实践紧密关联的，尽管这个概念的内涵后来远远超出了美学的范
围，扩展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层面，但是，其美学的意义是一以贯之的。本书的研究方
法颇类似于雷蒙德·威廉斯倡导的关键词的研究方法，在彰显美学、现代性、社会理论三者相关性的
前提下，氛出一些表征文化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概念，诸如怀旧、合理化、艺术界、先锋派、艺术
终结等，以概念之间的复杂关联揭示其背后丰富的社会-文化蕴涵。灾也是观念史的研究方法。本书不
仅在方法论上为当前的美学研究提示了一种新的进路，而且，在微观层面上推进了现代性问题讨论的
深入。

　　现代性问题研究有不同的进路，本书循着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的经典界定，以文化现代性作为理
解现代性问题的重要契机，并逐步聚焦于同审美和艺术相关的审美现代性问题。本书突破了传统“经
院美学”的研究局限，在一个更高的层面返观审美和艺术问题，而不是仅仅对美学概念作逻辑层面的
解析。将美学问题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本书为我们贡献了对与文化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相关的
重要概念的深度阐述，有效地显豁了当代社会文化复杂的美学图景和现代人纠结的心灵景况。因此，
本书不单纯是美学领域的突破，也是当前现代性问题研究的一个有益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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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宪，男，1954年生于江苏南京。先后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北京大学哲学系美
学专业（哲学硕士），南京大学中文戏剧学专业（文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
士生导师。曾赴韩国、新加坡等国讲学，赴意大利作合作研究。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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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怀旧日常生活艺术界先锋派艺术终结复制/仿似合理化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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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审美文化学补习中⋯⋯最近很中意周宪老师的书呢~
2、只看过其中一部分！
3、周宪学生的博士论文集
4、周宪主编，学生执笔，碍于此，居然觉得读不懂
5、可能是门外汉，总觉得有两篇实在太繁征博引了。不过同时佩服他们阅读量如此的大。
6、重点看了先锋派，艺术界和艺术终结三章。当然个人感觉也是这三章最好。
7、暂且搁置，简单翻了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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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本书是本关键词类型的书，主要有怀旧、日常生活、艺术界、先锋派、艺术终结、复制/仿拟、合
理化、距离八个关键词，应该是南大八位博士的论文~现把每个关键词的目录摘录于下1怀旧一、何为
怀旧？二、现代性与怀旧1生存意识：速度对人的控制2生存经验：距离产生美3生存状态：修复碎片三
、怀旧与审美现代性1现代怀旧的审美品质2现代怀旧的审美类型2日常生活章节框架一、日常生活的问
题史1.日常生活的现象学2.日常生活的批判理论二、日常生活：从理论到实践1.权力控制与审美理想2.
压抑还是反抗3.日常生活问题的美学意义3艺术界框架章节导言一、�美学视域的超越——艺术界1.“艺
术品资格”2.艺术界理论三个基点3.艺术界——一种“准社会学”理论二、艺术场的惯例机制与信仰机
制1.作为关系网络的艺术场2.艺术观念的生产3.权威的争夺三、艺术界的弱体制性1艺术家的双重身份2
艺术家与艺术界体制的三种权力关系3艺术界的弱体制性4先锋派框架结构一、“非人化”——先锋派
与传统的断裂二、“黄金脐带”——先锋派与市场的桥梁三、实验主义——先锋派与科技的矛盾四、
否定自主性——先锋派与生活实践的融合五、不可再现性：先锋派与崇高美学的关联结语5艺术终结
框架结构一、黑格尔的艺术终结命题1.艺术的解体：古典与浪漫2.艺术的过去性：诗与哲学3.艺术的危
机：艺术与现代市民社会二、阿多诺的艺术终结命题1.文化工业批判与顺从的艺术2.确定性的丧失和反
艺术3.意义的表达和表达的危机三、丹托的艺术终结命题1.现代艺术的终结2.哲学对艺术的剥夺3.艺术
史的终结结语6复制/仿拟框架结构一、机械复制与韵味的散失1“机械复制”的概念2“机械复制”的
文化内涵3机械复制：从现代到后现代二、仿拟和虚拟现实1虚拟现实及其逻辑2何为仿拟？3真实的悖
论4内爆与主体之死5超美学与艺术终结结语7合理化框架结构一、从宗教伦理到世俗生活1宗教的合理
化与世界的去魅2张力中的宗教伦理与世俗生活3价值领域的分化与理性化的悖论二、合理化进程中的
两种现代性1合理化：现代生活的基本困境2启蒙现代性：工具理性的“铁笼”3审美现代性：价值理性
的“救赎”三、艺术的自律与审美现代性的张力1合理化进程中的艺术自律2面对自身的审美现代性结
语8距离框架结构一、距离：一个现代性问题二、距离体验：时尚和冒险1颠覆平庸生活的时尚2作为生
存越境的冒险三、作为美学概念的艺术距离1距离与现代艺术2外在距离：艺术与现实生活3内在距离：
风格与形式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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