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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境界论》

内容概要

《艺术境界论》从“精神”与“境界”入手，联系中外许多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实际，结合作品个案
分析，以超审美的文化视野，对文艺作品的价值构成，精神特质、境界生成，境界层次，以及作家、
艺术家的人格追求与艺术境界的关系，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艺术境界的关系，主体精神的失落与重建等
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示意义的见解。精神内涵以及相关的境界层
次，是决定文艺作品及文艺批评家高低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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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境界论》

作者简介

杨守森，教授，山东高密县人，生于1955年12月，1982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87年获山东
师大文艺学硕士学位。现为山东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山东省强化建
设重点学科文艺学博士点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是文学基本原理、文艺心理学。主要著作有：《艺术
想象论》、《审美本体否定论》、《20世纪中国文学问题》、《灵魂的守护》、《二十世纪中国作家
心态史》（主编）；参编及合著有《文艺理论教程》、《西方文论史》、《怪才莫言》。在《中国社
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外国文学研究》、《马列文论研究
》、《文史哲》、《社会科学战线》等刊发表论文100余篇。先后获山东省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1项，
二等奖2项，刘勰文艺评论奖2项，全国中外文化、文论研究会优秀论文奖1项。另有《故乡人物》等小
说作品发表，曾获《山东文学》“齐鲁作家小说精品大展”优秀作品奖。主持过国家社科项目、教育
部社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各1项。社会兼职有全国中外文化、文论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理事，山东省《青年思想家》杂志主编。自1991年以来，已招收硕士研究
生56人；自2000年以来，已招收博士研究生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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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境界论》

书籍目录

导 论第一章 文学：审什么“美”？一、审美价值与美感霸权二、创作动机与审美价值三、社会需求
与文学影响四、审美价值与文学价值五、文学价值与文学本质第二章 文学精神论一、文学精神的内涵
二、文学精神的特点三、文学精神的作用四、文学精神的生成第三章 中国古代文学精神批判一、建功
立业与以官为本二、匡时救世与杀伐之气三、人间情怀与团伙意识四、与天为徒与虚无心态五、率性
放达与自我中心六、刚正不屈与奴性人格第四章 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精神一、精神境界与文学价值二、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精神历程三、新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探寻第五章 宇宙精神与文学艺术一、何谓
宇宙精神二、宇宙精神与文艺创作三、宇宙精神与文艺作品四、宇宙精神与宇宙人格第六章 文化迷途
与晦暗时代一、文学艺术正在走向慢性死亡二、哲学尴尬与艺术困境三、西方思潮与中国当代文学四
、理性建设与文学理想第七章 世界黑夜与文学之光一、世界黑夜图景二、走出黑夜之路三、黑夜中的
文学之光四、在世界黑夜中“道说神圣”第八章 文学艺术的境界一、艺术境界的内涵二、“境界”不
同于“意境”三、艺术境界的创造四、艺术境界的层级五、艺术的最高境界第九章 绘画艺术的境界一
、画境与画意二、画境与画技三、画境与心源四、画境与美术第十章 书法艺术的境界一、书法艺术境
界的构成二、书法艺术境界的品级三、书法艺术境界的缺失四、书法艺术境界的创造第十一章 行为艺
术的境界一、“丑恶行为”，还是“行为艺术”？二、世界疯了，还是艺术家疯了？三、如何“行为
”，又如何“艺术”？第十二章 主体精神的失落与重构一、主体精神失落的怪圈二、主体精神失落的
尴尬三、主体精神失落的弊端四、主体精神的观念重构第十三章 文艺学的功能定位一、文艺学的功能
定位二、文艺学的思维心态三、文艺学的创新之路第十四章 文艺思想的生成方式一、文艺思想生成的
基本方式二、文艺思想生成方式的阻梗三、文艺思想生成方式的修复第十五章 文学艺术的批评境界一
、文学批评的四种基本形态二、文学批评的四重境界三、高层次批评境界的实现四、百年来的中国文
学批评附录 美的本体否定论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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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境界论》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学：审什么“美”？在中外美学界、文学理论界，似乎大致已形成这样一种占据主导地位
的判定：审美价值，是文学艺术的根本价值，是文学作品与其他文字作品的本质区别。如波兰文艺理
论家罗曼?英加登在《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中认为：“文学的艺术作品不是为了增进科学知识，
而是在它的具体化中体现某种非常特殊的价值，我们通常称之为‘审美价值’。⋯⋯文学的艺术作品
由于某种原因没有体现这些价值，那么它即使能够提供这种或那种知识也是无济于事的。”①俄罗斯
当代文学理论家哈利泽夫在《文学学导论》中强调：“艺术作品首先拥有的是审美价值，要是没有这
种价值，艺术作品就是不可设想的。”②在我国目前出版的美学、文学理论教材中，大多也是将审美
价值视为文学艺术的根本属性或最高属性。由片面强调文学的现实功利转向对文学审美价值的高度重
视，无疑是中国当代文艺学的重大进步，是促进了中国当代文学之繁荣的。但文学价值，毕竟是多元
价值的复合，过分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固然会危及文学，过分强调审美价值，恐怕也是个问题。而且
，也许与“美是什么”至今尚是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有关，究竟何谓文学的审美价值?文学审美价值是
如何生成的？一直少见专门性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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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境界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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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境界论》

精彩短评

1、我的老师
2、　　                                    艺术，最重要的是境界
　　
　　    在社会剧烈转型期，最重要的是价值标准的重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美的、什
么是丑的？要有个标准。在这方面，我们似乎束手无策。所有的问题也就由此而生。 
　　    艺术也是如此，需要标准和尺度。杨守森的《艺术境界论》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标准
和尺度。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模糊的，艺术也是模糊的。炒菜：油七成热、盐适量、味精少许。作诗：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好吃、也美。但关于艺术的理论不能似是而非。 
　　    因为说不清、看不懂，多年不看文艺理论文章了。但看了《艺术境界论》一书，心中的一些困
惑得到了解答，有豁然开朗之感。《艺术境界论》廓清了文艺理论中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比如对意
境和境界做了区分，很有必要。进而，又提出用境界作为衡量艺术的尺度，指向了本质。《艺术境界
论》是对《美的本题否定论》的展开。已经是20多年前了，当学界在“美的本体存在”大前提下争得
不亦乐乎的时候，杨守森提出：在美学领域，只存在美感，并不存在科学认知意义的美的本体。至今
仍佩服他的灼识和勇气。美感的生成机理，有待于心理学、脑科学研究的突破。已经有脑科学家研究
证明，脑内的“多巴胺”分泌对人的幸福感有决定性影响，“多巴胺”值的偏高或偏低，使人产生狂
喜或抑郁。而“多巴胺”值又是因人、因时、因遗传、因体验而异的。我希望美的本体否定论得到科
学证实。 
　　    人生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修炼得层次高一点，认识问题的角度、层次就和别人有那么一点不
一样，写出来的东西也就有了区别。因此，精神的境界高，作品的境界才能高。卡夫卡、贾樟柯都是
例子。感谢张艺谋，他的《黄土地》把贾樟柯领上了电影之路，因此有了《小武》、《三峡好人》，
因此我们对电影不至于绝望。但张艺谋也很快完成了转身，告别了当年的自己。精神境界的宝塔倒塌
了，眩目的形式使精神愈加贫乏。贾樟柯没有形式、不懂技术，惟有思想和境界。
　　    知识分子，成为问题中人不易，成为学术中人也不易。我一直敬重杨守森老师，因为，在某种
程度上，他既是一个问题中人，也是一个学术中人。在当下，很难得。 
　　    多年没有与杨守森老师见面，但一直不断浏览他的博客，最近又开始浏览他的个人网站。这么
多年，他一直没有放弃对自我的修炼，除了文艺理论，诗、书、画皆有涉猎，且依然关注着社会，眼
里常含着泪水。如此的情智结构，会有更好的东西让我们期待的。
　　
3、一本值得读的艺术论述集，里面不只是文艺，是一种思考方式！
4、提高人生境界的好书~~
5、哎，不予置评。

Page 7



《艺术境界论》

精彩书评

1、艺术，最重要的是境界在社会剧烈转型期，最重要的是价值标准的重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
的？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要有个标准。在这方面，我们似乎束手无策。所有的问题也就由此而
生。 艺术也是如此，需要标准和尺度。杨守森的《艺术境界论》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标准和
尺度。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模糊的，艺术也是模糊的。炒菜：油七成热、盐适量、味精少许。作诗：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好吃、也美。但关于艺术的理论不能似是而非。 因为说不清、看不懂，
多年不看文艺理论文章了。但看了《艺术境界论》一书，心中的一些困惑得到了解答，有豁然开朗之
感。《艺术境界论》廓清了文艺理论中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比如对意境和境界做了区分，很有必要
。进而，又提出用境界作为衡量艺术的尺度，指向了本质。《艺术境界论》是对《美的本题否定论》
的展开。已经是20多年前了，当学界在“美的本体存在”大前提下争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杨守森提出
：在美学领域，只存在美感，并不存在科学认知意义的美的本体。至今仍佩服他的灼识和勇气。美感
的生成机理，有待于心理学、脑科学研究的突破。已经有脑科学家研究证明，脑内的“多巴胺”分泌
对人的幸福感有决定性影响，“多巴胺”值的偏高或偏低，使人产生狂喜或抑郁。而“多巴胺”值又
是因人、因时、因遗传、因体验而异的。我希望美的本体否定论得到科学证实。 人生就是一个修炼的
过程。修炼得层次高一点，认识问题的角度、层次就和别人有那么一点不一样，写出来的东西也就有
了区别。因此，精神的境界高，作品的境界才能高。卡夫卡、贾樟柯都是例子。感谢张艺谋，他的《
黄土地》把贾樟柯领上了电影之路，因此有了《小武》、《三峡好人》，因此我们对电影不至于绝望
。但张艺谋也很快完成了转身，告别了当年的自己。精神境界的宝塔倒塌了，眩目的形式使精神愈加
贫乏。贾樟柯没有形式、不懂技术，惟有思想和境界。知识分子，成为问题中人不易，成为学术中人
也不易。我一直敬重杨守森老师，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既是一个问题中人，也是一个学术中人。
在当下，很难得。 多年没有与杨守森老师见面，但一直不断浏览他的博客，最近又开始浏览他的个人
网站。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有放弃对自我的修炼，除了文艺理论，诗、书、画皆有涉猎，且依然关注
着社会，眼里常含着泪水。如此的情智结构，会有更好的东西让我们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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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艺术境界论》的笔记-第1页

        烂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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