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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基础》

内容概要

《美学基础(修订第3版)》主要内容简介：跨入21世纪后，随着科学、技术、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分
工越来越细，社会生产、生活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因而社会对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对高
等院校的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培养出的学生应该是基础厚实、知识面
广、视野宽阔、综合能力强的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为此，我们聘请了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在相关专
业领域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教授、学者等编写了《高等院校素质教育系列教材》。本系列教材注意
紧密结合当前的社会实际，既注意基础理论的阐述，又注意基础知识的介绍，尽量突出其指导性、实
用性和可读性。因此，本系列教材既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基础课教材，也可作为其他各专业的
选修课教材，还可作为自学者的自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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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基础》

作者简介

许自强 男，1939年9月生，汉族，党员，上海市人。1962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
曾在中国古典文学教研室、文艺理论教研室长期从事古典文学，文艺理论，美学、艺术学等教学和研
究。讲授“中国古典文学”、“文学原理”、“美学原理”、“艺术概论”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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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基础》

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节 美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 　一、美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 　二、美学是一门主要
研究美和人的审美意识的学科 　三、美学是一门包含多门学科的边缘学科 第二节 学习美学的意义和
作用 　一、学习美学是促进审美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二、美学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必不可缺的要素 
　三、学习美学有利于提高艺术质量、繁荣艺术创作 　四、美学是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重要武器 第
三节 学习美学的方法和途径　 一、牢固掌握美学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二、学以致用
，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三、开阔视野，培养独立思考和分析鉴别能力第一章 美的本质 第一节 美
是一个难解的千古之谜 第二节 西方美学史上关于美的本质的主要说法　 一、客观派　 二、主观派 　
三、主客观结合派 第三节 中国美学界关于美的争议 　一、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观 　二、
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观 　三、墨子的实用美学观 　四、我国当代美学家的美学观 第四节 
关于美的本质的初步看法 　一、美起源于劳动，美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 　二、美的基本特征第二
章 美的分类　第一节 千姿百态的自然美 　一、自然美的审美特征 　二、自然美形成的条件 　三、自
然美的欣赏 第二节 切近人生的社会美 　一、社会美的特征 　二、社会美的表现 第三节 精粹凝炼的艺
术美 　一、艺术美与现实美之长短比较 　二、艺术美的三种高级审美要素第三章 形式美 第一节 形式
美及其独立的审美价值　 一、什么是形式美 　二、形式美独立的审美价值 第二节 形式美的构成因素 
　一、构成形式美的自然物质因素 　二、构成形式美的组合规律 第三节 形式美的形成及发展 　一、
形式美的形成 　二、形式美的发展 　三、现代派艺术对形式美的突破第四章 美的形态第五章 审美意
识 第六章 艺术美的创造 第七章 艺术的分类特征附录 学习《美学基础》参考书目后记修订第二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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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基础》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其次，审美者还需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艺术修养。马克思说，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
享受，你本身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一般来说，越是高级的艺术品，欣赏难度越大，越需要
相应的艺术修养。近年来，流行歌曲能赢得大批听众喜爱，而贝多芬交响曲的知音就要少得多。古人
说“阳春白雪，和者盖寡”，正是这个道理。《牡丹亭》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难于接受，这除了时
代生活的差异、爱情上的自由外，也在于它的文辞艳丽艰深，没有相当古典文学知识的人难以读懂。
所以，一个人想要开拓自己的精神境界，接纳更多的艺术对象，达到理想的审美效果，首先应当从提
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做起。深度共鸣在日常审美活动中也可以发生。例如，在自然美的欣赏中，或陶醉
于优美的山水田野之中，忘乎所以，乐不思归；或当自己的心境、情感同客体景物完全吻合时，物我
两忘，浑然一体，分不出何者为景，何者为情。这种人同自然的共鸣我们在古典诗词文章中常能领略
到。像欧阳修《醉翁亭记》中所描写的陶醉于“溪深而鱼肥”、“泉香而酒洌”美景之中的那位“苍
颜白发，颓然乎其间”的太守就属于前者；而杜甫《登高》诗里所写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
滚滚来”的悲景，同诗人自己“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忧思完全合一，就属于后者。
审美鉴赏中的另一种共鸣，是指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的审美者在鉴赏同一个审美对象时，
在某些方面产生大致相同或相似的思想感情。这种共鸣多半是局部性的，其强烈的程度远不如前者，
但范围极广，可以超越时代、民族、阶级的界限。例如，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尤其是其中的《哈姆
雷特》，几百年来一直活跃在世界各国的舞台上，受到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的人的共同喜
爱。一切优秀的艺术精品都可以跨越国界，凌越时空，享有永恒的艺术生命力。例如，贝多芬的交响
曲、施特劳斯的圆舞曲、文艺复兴“三杰”的绘画、古典芭蕾《天鹅湖》等，都将永远受到全人类的
喜爱，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它们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人们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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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基础》

编辑推荐

《美学基础(修订第3版)》为高等院校素质教育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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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基础》

精彩短评

1、不错的美学入门读物
2、书还挺好的
3、尚在仔细阅读中，但是就泛泛的通览之后感觉，此书比较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对于刚踏入这个
领域的读者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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