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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德》

内容概要

诗与德、审美与伦理是人类生存价值的两个重要维度，是马克思意义
上的“人类的解放”的重要标尺。《诗与德(论审美与伦理的互动)》选择
从审美与伦理的关系视角为切入点，尤其是抓住后现代审美的扩张、以审
美代伦理的倾向这一重要的症候为思路展开的起点，通过锁定具有代表性
的思想家和美学家，清理、阐释、分析他们在审美与伦理关系上的思想，
寻找到审美和美学演化为当下状况的内在逻辑。《诗与德(论审美与伦理的
互动)》由赵彦芳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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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德》

作者简介

赵彦芳，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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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诗与德(论审美与伦理的互动)》作者赵彦芳指出：“从康德的‘美是道德的象征’演化为福柯的生
存美学，从道德是美的前提和规定到伦理决定就是美学决定，从生活中伦理目的至上到美学目的至上
，从责任伦理到趣味伦理⋯⋯，现代性的理性殖民既带来了自身的异化、非理性的抗争，也带来审美
话语的崛起，并最终演化为自身的反面——审美的殖民。伦理理性的殖民与审美感性的殖民乃是现代
性与后现代性的自我损毁的重要表征。”作者从“反基础主义”与“主体的难题”两大方面展开批判
：“后现代无论是哲学层面具有革新力量的审美主义还是与消费力量、科技媒介等结合起来在社会生
活中普泛化的审美化倾向，或者说审美的殖民，都潜伏着也在逐渐呈现出审美自身的异化、以及由此
引发的伦理的异化和人类生存的异化。”无论对人物的解析、理论的阐发，还是现实的关切，书中有
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从中可提炼出两个重大问题，即美学与伦理学的学科性关系与后现代美学家的解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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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为毕业论文做准备，从图书馆借的书。书名和章节都很不错，后来一看内容，简直垃圾。废话一
箩筐，论证毫无说服力，章节草草一提。读这种书浪费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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