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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审美现代性研究》

内容概要

《中国审美现代性研究》内容简介：审美现代性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转型阶段文化领域
内的产物，如果说这是审美现代性问题提出的社会学背景，那么知识界对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则是促使
学者们开始关注审美领域内的现代性问题的理论背景，《中国审美现代性研究》作者根据对现代性的
认识,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对审美现代性问题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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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审美现代性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现代性的概念第一节 现代化的概念第二节 现代性的概念第三节 审美现代性的概念第二章 西方
审美现代性第一节 西方古典美学传统一、文艺与世界：模仿一再现论的传统二、文艺与作家：激情一
天才论的传统三、文艺与读者：教化一愉悦的传统四、文艺作品自身：和谐一整一的传统第二节 西方
审美现代性的范式一、西方现代审美的巨变二、西方审美现代性的三大范式三、西方现代审美的总特
征第三章 中国审美现代性第一节 中国审美传统一、中国古典文艺四大传统二、中国传统美学的三大
审美范式三、中国传统美学的虚化价值取向四、中国传统美学的思维方式第二节 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四
大范式及其命运一、审美非功利范式二、审美工具论范式三、审美娱乐范式四、审美批判范式五、审
美范式的各自命运第三节 大众艺术的正名与中国审美现代性一、大众艺术在中国二、金庸作为大众艺
术六论第四节 文学论争与审美现代性一、“革命文学”的论争二、科学与人文的论争第四章 审美现
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第一节 文明差异与中西审美现代性一、西方文明特质与审美范式二、中国文明特质
与审美范式第二节 文明进程与中西审美现代性一、西方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二、中国审美现代性
与社会现代性第三节 浪漫范式的缺失与中国审美现代性一、中国浪漫范式的缺失二、西方浪漫范式的
内涵三、中国浪漫范式缺失的现代性根源第四节 梁启超、陈独秀美学之变的现代性根源一、梁启超的
从工具到情感二、梁启超美学之变的现代性诉求三、陈独秀的思想变化四、陈独秀思想之变的现代性
思考第五章 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当代境遇第一节 当前理论界的几大弊端一、夸大了人文精神与科学技
术的对立二、反“本质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危险三、理论阐释无效性突出四、“过度阐释”膨胀五、
作家在理论中“缺席”六、理论可读性差第二节 是与应是：审美消费主义批判一、审美消费主义的提
出二、审美消费主义批判第三节 反理性思潮与中国当代审美现代性一、中国美学反理性思潮的兴起二
、中国美学反理性思潮的必然性三、中国美学反理性思潮的盲目性第四节 马克思人学范式的当代境遇
与中国美学一、中国当代美学的现状二、人的失落与新语境下马克思入学美学的当代意义三、走向实
践存在论美学第五节 我们应该怎样研究意境：也谈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意境泛化造成意义的
混乱二、意境定位不统一造成意义的混乱三、以“意境”二字明确出现的地方的意义为标准四、从“
情”、“意”对立看《诗格》中意境的意义五、明确出现“意境”二字但意义难明确的地方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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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审美现代性研究》

章节摘录

作为对“现代化”了的社会物质、精神等方面综合特质的描绘，“现代性”这个词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就显得更困难了。福柯就曾经指出：“我要说，我对于所提出的有关现代性的问题感到踌躇。首先
是因为我从来都不很了解，在法国，‘现代性’这个词究竟包含什么意义。当然，在波德莱尔那里，
是有过这个词。但是我认为它的意义后来慢慢消失了。我不知道德国人赋予现代性什么意义。我知道
美国人准备召开某种研讨会，打算请哈贝马斯和我参加。我知道，哈贝马斯准备在那里提出现代性的
论题。但是我很踌躇，因为我并不了解它到底是讲什么，也不知道这个词究竟是针对什么类型的问题
。”①福柯这句话实际上揭示出了现代性内涵的多义性与歧义性。如果单就“现代性”这个词来讲，
它出现得也比较早，詹姆逊说：“‘现代性’一词经常与现代性相联系，以至于当我们发现这个词实
际上早在公元5世纪就已经存在时我们不免大吃一惊。基拉西厄斯教皇一世（494或者495年）在使用该
词时，它仅仅用于区分不同于先前教皇时代的当代，并不含有现在优越于过去的意思。”②可以说，
“现代性”这个词在早期它与“现代”一词的用法大致差不多，表示不同于先前的现在，还不是一种
社会文明形态特质的名称。1672年出版的《牛津英语词典》，首次收选了modernity（现代性）一词，
表明某种现代意识得到了认可。托拉斯·华尔普尔在1782年的一封信里，谈到查特顿的诗时写道：这
些诗节奏的现代性，使凡是有敏锐听力的人没有不为之惊叹的。在法语里“现代性”一词则出现得比
较迟，一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使用这个词。据最近的《罗贝尔词典》认为这个词最早出现
在1849年夏多布里昂的《墓畔回忆录》里，不过，夏多布里昂的modernite是个贬义词，指日常的“现
代生活”的庸俗和低劣，他写道：“海关大楼和护照的庸俗及现代性，同风暴、哥特式的大门、号角
的声音和急流的喧闹，形成了对照。”③在充满基督救世情怀的夏多布里昂那里，喧闹的“现代”自
然是他所不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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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审美现代性研究》

后记

这部书稿是我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中国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关系研究”的结题成果。
审美现代性问题，是一个热点，同时也是一个难点。要想弄清中国的审美现代性，必须面对西方审美
现代性，同时直面中国自身的文化与审美传统。中国审美现代性是在西方审美现代性的直接刺激下觉
醒起来的，这无法回避；而直面西方的审美现代性，必须考查西方古典美学的传统，同时研究其社会
现代性。当然，中国审美现代性是中国自身审美传统的“现代”，也是中国自身社会现代性的反映。
所以，我考查了西方古典审美传统与现代美学范式，力图弄清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内在逻辑与轨迹。在
此参照下探讨了中国自身的审美传统与现代审美范式，以此弄清楚中国审美现代性的道路转变轨迹与
复杂境遇。在这个过程中，中西方文明特质与文明进程的差异、审美传统的差异导致的中西方审美现
代性的错位是本研究想着力强调的。力图在与社会现代性的复杂关系与各自审美传统的纠结中来系统
研究中国的审美现代性，是本研究的潜在逻辑。立项以来，围绕着项目确实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
。但是由于课题抽丝拨茧般涉及到的专题越来越多，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一定还有很多未尽人意之处
，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会继续努力。对于现在的这个“成果”，请各位专家学者同行不吝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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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审美现代性研究》

编辑推荐

《中国审美现代性研究》：要想弄清中国的审美现代性，必须面对西方审美现代性，同时直面中国自
身的文化与审美传统。中国审美现代性是在西方审美现代性的直接刺激下觉醒起来的，这无法回避；
而直面西方审美现代性，必须考察西方古典美学的传统，同时研究其社会现代性。中国审美现代性是
中国自身审美传统的“现代”，也是中国自身现代性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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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审美现代性研究》

精彩短评

1、结合大众文化很详尽地描述了当代审美的现代性特征以及同古典美学的差异性，但美学分析较少
显得更像是一部文化研究作品而非哲学作品。
2、三联的书总是那么好，只是发来的书有点旧，白皮上面有点脏。。。。不过可能是货存不多了的
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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