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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和发展趋势研究》

内容概要

《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和发展趋势研究》的前半部分基本上是对过去研究成果的梳理与辨析，提出我
们对“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分析其当前与未来存在与发展的历史语境，并尝试建构起这一学科的
核心范畴、划出其学术边界。后半部分则分别从意识形态、审美人类学和生态美学等具体而多样的角
度探讨“文艺美学”的学科建设路径，吸纳当今社会学、生态学理论的最新成果，力图在一个广阔的
前沿性视野中提出我们对这一学科的发展预测与路线规划。而我们最终的期许，一方面是希望通过本
课题的研究，能帮助“文艺美学”这个学科在未来健康成长、枝繁叶茂；另一方面，我们始终相信：
任何人文学术探索都不应止于纸面上的文字堆叠而应当对现实产生影响，因此我们也希望（正如前文
提到的）当代学者对文艺美学的研究能够促进中国艺术的健康成长，进而促进我们现世存在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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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中国审美经验的理论阐释与文艺美学的发展第一章 困境中的憧憬与希望——文艺美学学科概念
的提出和发展第一节 作为原创性学科概念的提出——文艺美学近三十年的发展第二节 “文艺美学”
概念的多元化阐释第三节 文艺美学学科发展特点第二章 文艺美学产生发展的历史机缘和文化语境第
一节 文艺美学与西方美学的现代性转型第二节 文艺美学与中国当代文艺审美实践第三节 文艺美学与
中国传统的理论资源第三章 文艺美学的理论框架与学术边界第一节 文艺美学的学科对象第二节 文艺
美学的学科边界的勘定第三节 文艺美学的学科资源第四章 文艺美学的理论拓展和价值评估第一节 文
艺美学的本体论拓展第二节 文艺美学的价值论构建与意义第三节 文艺美学的方法论创新第五章 中国
古典美学的现代阐释第一节 知觉艺术与身体关系的文化表达第二节 中国古典艺术中的时空与身体第
三节 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性境遇第六章 文艺美学的发展与审美人类学的兴起第一节 审美人类学如何
可能第二节 审美制度问题研究：关于“美”的审美人类学阐释第三节 他者：一种可能的世界第七章 
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形成和发展第一节 新时期以来中国生态美学和生态文艺学的产生第二节 生
态美学与生态文艺学的哲学基础研究第三节 生态美学与生态文艺学的确立第四节 生态美学与生态文
艺学的研究对象第五节 生态美学以及生态文艺学的学科建构第六节 中国古代思想中人文生态资源的
发掘以及中西交流与对话第七节 马克思主义生态美学与生态文艺学研究第八节 生态文艺学的西方生
态批评研究第八章 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与文艺美学的发展第一节 关于“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
论争第二节 “意识形态终结”之后的意识形态第三节 审美的物化之路第四节 作为文艺美学批评范式
的审美意识形态第九章 文艺美学：在审美经验中走向未来第一节 文艺美学：超越浪漫主义的美学第
二节 文艺美学：基于中国经验的美学理论第三节 文艺美学：通向未来的美学理论后记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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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二，对艺术的整体融贯性的把握而非学科分化式的研究。如前所述，有中国古典文学背景
的学者，很容易由对文学之美的研究，升华到对艺术之美的把握，这里面有一种学术的必然性。中国
传统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是相互关连融为一体的，诗书画的一体性在士大夫的文化心理上具有一致性
，并没有严格的分类，诗人、画家和书家在中国古典士大夫那里是必然地统一着的，不像西方艺术传
统中，诗人、画家和音乐家等有着严格地分科。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明确地意识到了古典诗学作为文
艺美学诞生地的重要性。王一川先生认为：“可以说，由于诗教传统是与整个汉语诗歌传统交织一体
的，并且是极大地影响中国古典文化的儒家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在现代中国语言文学学科
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这样，古典诗教传统堪称现代文艺美学诞生的温床。而由深受
古典诗教传统濡染的胡经之等学者出来为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创设文艺美学，也就变得完全可以理解了
。正是由于古典诗教传统的现代濡染，文艺美学的诞生才具有了充足的底气和底蕴。”①在中国诗教
传统里，哲学与艺术是本然地相通的，艺术的哲学化阐释是一种合理的形态。这里古典诗教的底气和
底蕴在学科建设的指向上具体表现为，文艺美学的学科对象即是以艺术的审美特征为核心，这一学科
研究对象的成立，直接与中国古典艺术资源的跨学科、跨门类式的统合贯通相关。如前所述，苏子的
“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就是典型的例子。“天工与清新”，既是对诗歌的要求，也是对绘画
的要求，既是对艺术的审美特征的分析，亦是对自然美的最高要求。正如宗白华先生在1979年的《中
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中所概括的：“中国各门传统艺术（诗文、绘画、戏剧、音乐
、书法、建筑）不但都有自己独特的体系，而且各门传统艺术之间，往往互相影响，甚至互相包含（
例如诗文、绘画中可以找到园林建筑艺术所给予的美感或园林建筑所要求的美，而园林建筑艺术又受
到诗歌绘画的影响，具有诗情画意）。因此，各门艺术在美感特殊性方面，在审美观方面，往往可以
找到许多相同之处或相通之处。”①他进而认为，这些中国美学的特点，既可以是它特殊的困难条件
，但也是它的特殊的优越条件。宗白华先生具有一种非常明确的比较美学观，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中
西美学资源的不同，以及各自的特征。中国古典美学资源的困难，只是从宏大的西方美学体系的角度
而言的；而中国古典资源的优越条件，则是中国美学得以在当代言说和生成的一种陈述方式。周来祥
先生在界定“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时认为，“一般美学的逻辑起点当然是美的本质，文艺美学则把
艺术本质作为它的逻辑起点，而把部门美学作为它的逻辑终点。文艺美学正好处于一般美学和部门美
学的中间，这个逻辑环节就决定了这个学科地位”。②这种界定引起了一定的讨论，我们认为周来祥
先生的界定在中国古典艺术资源的氛围下是可成立的。毫无疑问，作为“艺术哲学”的美学在黑格尔
那里，就是对艺术本质的思考，康德对审美心理的分析亦侧重于对艺术心理的分析，而关于各个艺术
部门的审美特点，在西方古典学科体系里，是在诗学、绘画美学、建筑美学、音乐美学等部门美学中
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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