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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美学》

前言

　　美学原本在哲学中是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学科。这一点可以在国内各综合型大学的哲学系学科设置
上看出，较之于中哲、西哲和马哲，甚至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的确是一个小学科。也许是中国情况
特殊，美学虽然设置在哲学门下，但国内不少大学中文系都有专人教授美学，研究美学。从19世纪50
年代到80年代，美学有过自己风光得意的历史。近些年来，美学显得有些冷清，不那么惹人注目了。
从西方思想界的情形来看，说美学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学科也是符合实际的。　　然则，晚近西方学界
对美学的关注似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说来有点复杂，除了美学自身的原因之外，
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西方思想家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切入美学，不仅是哲学，还有社会学
、史学、思想史、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符号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不同路径。也就是说，美学的思
考并不仅仅局限于专业化的或学院化的美学理论，它的实际范围广阔．无垠。这就意味着当代西方美
学明显带有多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特点。所以，我们对西方美学的研究显然不能囿于传统的视野，有必
要从更加广阔的视角来加以审视。本书就是这一审视的尝试，笔者从“批判理论的转向”和“语言学
转向”两个层面来考察西方美学20世纪的行程和发展脉络，意在勾勒出美学思考如何向更加广袤的社
会文化领域的渗透，或者反过来说，考察其他思想领域如何转向美学思考的，进而更加全面完整地把
握这一领域的现代发展。　　本书的篇章结构有点独特，不同于那种西方美学问题式的构架，而是采
用了以代表人物为线索的历史构架。每一章讲述一个或若干重要的美学家或思想家，从而串联起西方
美学当代演变的历史线索。其中一些人物是传统的美学不予注意的，有些理论过去也不曾作为美学思
想来看待。在我看来，这些思想家或美学家们的对话与纷争构成了西方20世纪美学喧哗的“复调”。
这种构架可避开那些已显得不那么重要的传统美学问题，诸如美、悲剧、崇高等，彰显出西方现代美
学的广阔性，进而越出狭隘的、学院式的“美学”樊笼。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不是狭义的20
世纪西方经院美学理论，更像是广义的美学思想史和问题史。从史的角度说，本书的历史线索贯穿了
从现代到后现代的递变，因此对诸多美学理论及其评析必然与复杂的现代和后现代问题错综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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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美学》

内容概要

《20世纪西方美学》是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的“研究生教学用书”。《20世纪西方美学》以
“批判理论的转向”和“语言学转向”为线索，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较全面地审视了20世纪西方美学的
发展。全书共16章，每章讨论一个主题，囊括了20世纪重要的哲学美学家。在前一个转向中研究了齐
美尔、奥尔特加、卢卡契、阿多诺、本雅明、利奥塔、波德里亚。杰姆逊等人的美学思想；在后一个
转向中分析了克罗齐、卡西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巴赫金、巴特、伽达默尔等人的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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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美学》

作者简介

周宪，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校长助理、中文系教授。生于江苏南京。著有《超载文学》、《20世纪西
方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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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美学》

书籍目录

导论
一、批判理论的转向
二、语言学的转向
上篇
第一章批判理论的序曲
一、西方的没落
二、文化的悲剧
三、“自身一合法化”与现代性
第二章大众的出现与艺术的“非人化”
一、历史与大众
二、先锋派艺术与“非人化”现象
第三章总体性、物化与现实主义
一、艺术与社会：总体性
二、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
第四章否定的辩证法与审美的乌托邦
一、美学：乌托邦与救赎
二、资本主义与文化产业
三、现代主义美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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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美学》

章节摘录

　　使典型成为典型的乃是它身上一切人和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决定因素都是在它们最高的发展水平上
，在它们潜在的可能性彻底的暴露中，在它们那些使人和时代的顶峰和界限具体化的极端的全面表现
中呈现出来。”①依据卢卡契的观点，现实主义文学所以能够达到典型的刻画，除了以上引文中指出
的特殊与一般的统一的辩证法以外，还有一个辩证统一，那就是现实主义是对完整人性的刻画，是作
为社会存在的人和作为私人的人的统一，而先锋派则是以上述两者的分裂为表现目的的。他认为，像
自然主义那样对人的生物本性和生理特征的描绘无论多么细致和具体，“结果都会将人的社会的、历
史的和道德的本质降低为同一水平，而且，这种描写不是达到说明人的冲突的复杂性和全面性这个主
要艺术表现的手段，反而成为它的障碍。”②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由于从总体性出发，由于达到了主
观和客观的辩证统一，在塑造人物典型时，特殊和一般的统一实际上也就转化为“作为一个私人的人
和作为一个社会存在、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之间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⑧但是，在先锋派文
学中，这种联系被武断地割裂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单纯作为私人的人的存在，而其社会存在的丰富
含义则被挤榨殆尽。于是，现实世界的丰富性和整体性被一种“抽掉现实的抽象”所取代。什么叫做
“抽掉现实的抽象”呢?卢卡契下了一个定义：“它或多或少地有意识地排斥和否认客观媒介，不是在
思想上加以升华，而是把模糊的、支离破碎的、看来是混乱的、未加理解的、只是直接经历的‘表面
’加以确认⋯⋯这里已经阻碍了对现象和本质的活生生的辩证法在艺术上的突破。”④　　除了三个
基本区别之外，卢卡契还指出了一些较为次要的本质差异，即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前者坚持了正确
的判断尺度，而后者是判断尺度的颠倒。这是对两者伦理观上的区别的一种表述，也是所谓健康的和
不健康的(颓废的)艺术之间的基本区别。他指出，在现代主义艺术中，“由于判断尺度的颠倒，最重
要的标志也就成了这样：渺小被当作伟大，歪曲竟成了和谐，病态的被当作正常，垂死的和死亡的被
作为生命的法则。这样一来，艺术最重要的精神和道德基础就丧失了。”⑤卢卡契还认为，现实主义
和现代主义的另一个基本区别是所谓对待历史遗产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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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美学》

编辑推荐

　　《20世纪西方美学》作为研究生教学用书，适合于高等院校中文系、哲学系使用，也适合于美学
爱好者和研究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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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美学》

精彩短评

1、线索和判断都很清晰
2、说实话这本书很不错，而且也不是很生硬，虽然是研究生用书，本科生读一读很有好处。
3、借鉴美国学者颇多
4、我想，如果有如果的话⋯⋯
5、封面似乎不是这个！
6、参考书目。20世纪西方理论入门。周宪老师编的书还是比较适合初学者。问题讲的也很清楚，条理
清晰，作为一部介绍性质的书，其他的就留给原典吧。
7、与其他种类繁多的介绍西马的书相比这本是绝对的给力
8、虽然没有专门的文献，但是信息量巨大，没点基础还真是看不下去~
9、收获非常大，终于知道自己一直很感兴趣的一些问题属于（二十世纪）美学。只是不太喜欢这教
科书式的写作方式，太多的“诚如”“XXXX说得好”“迥然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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