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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仰生息》

前言

写这部书的缘起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厦门美学会议上。当时北京的几位青年学者结伴回京，旅途上
谈论起当前的美学史研究。大家都感到有必要改变一下传统思路，再写一部大美学史。传统的美学史
通常是美学思想史，是历代哲学家或文艺理论家的理论发展史；而与美学相关的艺术部分及日常生活
中的审美现象，则不在研究范围内。显然，这是有缺憾的美学史表述。写一部大美学史，谈何容易
。20世纪80年代初，有的学者已经提出这一建议。但事实上，这种构想既无前车可鉴，也无现成理论
可支持。这样一部原则上范围极广的“美学史”如何写？这种注定是没有边际的写法将会出现什么结
局？这实在是个问题。说实在话，这也是作为主持这个课题的本人的一块心病。因为谁也不知道怎么
写，而在只有一个良好愿望的情况下，历史是无法诉说的。但问题是实实在在的，即一种具有鲜明文
化内涵的审美现象，应当是可以被描写和研究的，也就是说，人的审美精神及其外化表现，是可以被
思维和语言表达的。这种学术自信建立在对美学学科的新的认识之上。作为一门学科，美学是不成熟
的。尽管关于美、关于美的艺术的讨论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美学究竟是一门什么学科，人们一直争
论不休。19世纪德国学者提出美学是“Aesthetic”，即感性学，这种说法一直被沿用下来。直至今天
，西方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的审美经验，这是历史提供的一种可能性。但是，美学并不仅仅研
究审美经验，它应当有更广泛的研究范围和更基础的构架理论的起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美学
的理论著作不断被译介进来。据南京大学倪波、赵长林编的目录，20世纪以来，汉译外国美学、文艺
学著作（不含译文），截至80年代中期，有700余种。20世纪最后的15年，美学、文艺学著作翻译过来
的不会低于100种。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学者，仅仅凭中文就可以阅读800余种国外的美学、文艺学
著作。到现在仍说资料不够，视野不宽，这大概只是一种不肯读书的托辞了。在这800余种的美学、文
艺学著作中，像中国美学界热衷于写的“美学原理”之类的著作，只占极少的一部分，如帕克的《美
学原理》、托马斯·门罗的《走向科学的美学》、科林伍德的《艺术原理》、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
导论》、丹纳的《艺术哲学》、列斐伏尔的《美学理论》等，绝大多数是对具体的艺术经验和审美经
验的描述、研究和分析。而他们的“美学原理”的构建，大都又是从一定的哲学体系出发的演绎。所
以，在我看来，美学，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其出发点仍无法在现有的这些成果中确立。所谓的学科
出发点是一个无前提的前提，一种抛弃了任何体系的元点。如数学，就是研究数的关系的学科；伦理
学，是研究人的伦理关系的学科。美学呢？传统的研究实践表明大多数美学家囿于习惯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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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仰生息》

内容概要

《华夏审美风尚史(第1卷)·俯仰生息》包括部落生活、衣饰之美等十一章，研讨了我国史前及夏、商
两代的审美情趣及时代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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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仰生息》

书籍目录

绪论：走进史前时代
第一章 部落生活
第二章 石斧拓荒
第三章 生死之约
第四章 有物混成
第五章 口腹滋味
第六章 百兽率舞
第七章 衣饰之美
第八章 玉以行礼
第九章 腾龙起凤
第十章 华夏定鼎
第十一章 戎祀巫风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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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仰生息》

章节摘录

插图：二、从半坡村到河姆渡原始的渔猎生活无疑充满着艰辛和苦难，加之“人民众多，禽兽不足”
，“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①。人类已经预感到生存将要面临的危机，进而由渔猎而
转向采集和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农业社会的曙光带来了母系氏族经济的高度繁荣，先民们希冀有一
个稳固的、永远属于自己的家。我们沿黄河而上，走过散落在母亲河两岸的原始村落遗址，虽已不再
有华夏先民奔放的舞蹈、纵情的歌唱，但那些来自远古部落的择居习俗仍隐约可见。黄河流域丰厚的
黄土地带，不仅为生活在这里的先民提供了充裕的食物资源，而且促成了以穴居为主流的居住方式。
他们最初是在断崖上掏横穴居住，后改在陵阜坡地上掏挖穴居。这就需要向下挖掘，而后再横向掏挖
，以保持黄土不坍塌。有了这个经验，下一步便可在平地上向下挖掘，然后再向四面扩充，做成穴居
，即“竖穴”和“袋穴”的形式。当严冬的暴风雪来临，先民们便匆匆找来枝叶、茅草之类遮盖住穴
口，或扎制成一个类似大斗笠的活动顶盖，留个出入口，构成了竖穴形式的窝棚。在以后的生活中，
人们懂得了使用树枝扎成架子，表面覆盖茎叶茅草，再涂上泥巴，做成一个既防雨水，又隔热保温的
顶盖，这就是最原始的半穴居的“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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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仰生息》

后记

本书作为国家“九五”社科规划重点课题，从选题、写作到出版，始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
所研究员许明先生的鼓励和支持。苏州大学李明女士，河南财经学院王鲁昌先生参加了本书体例的讨
论，并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杜道明先生，山东大学教授刘敦愿、梁一儒先生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黄远林、王端廷先生给予了热情支持和帮助。河南大学王学春、
冯海清先生帮助做了部分资料查阅工作，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第一、二、六、七、八章
由王悦勤撰写；绪论和第三、四、五、九、十章由户晓辉撰写；第十一章 由杜道明撰写；王悦勤统稿
并负责全书插图的编制。由于目前所见史前审美风尚的资料甚为零散，钩沉不易，要准确描述审美风
尚的史前特征有很大的难度，难免错讹疏漏，敬请读者慨然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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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华夏审美风尚史(第1卷)·俯仰生息》是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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