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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定位与理论建构》

内容概要

《学科定位与理论建构:文艺美学论文选》按基本内容分为三编：上编：“学科生成与理论进展”，曾
繁仁、杜书瀛、谭好哲等人的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视野和角度对文艺美学学科的创生理路、内在根据
、理论进展、未来展望等问题做清晰概要的梳理和分析；中编：“学科定位与学科特性”，钱中文、
王元骧等人的论文，着重对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与学科特性，文艺美学与文艺理论、美学、艺术学、
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等学科的联系与分野等问题做深刻精到的研究和探讨；下编：“理论问题与
学术视野”，佛克马、王德胜、王汶成等人的论文，则各自对文艺美学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特别是
文艺美学研究发表自己的见解。

Page 2



《学科定位与理论建构》

书籍目录

上编 学科生成与理论进展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及其发展文艺美学诞生在中国中国文艺美学的学科
生成与理论进展发展文艺美学开掘和拓展文学美学的研究空间论文艺美学再度成为显学的可能性中编 
学理定位与学科特性文艺美学：文艺科学新的增长点“文艺美学”之我见文艺美学的合法性问题文艺
美学的学科交叉性与综合性文艺美学、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的学科分野对文艺美学学科定位问题
的思考文艺美学是一门“间性”学科下编 理论问题与学术视界关于再创作的美学艺术审美的价值限度
论文学语言的审美特性艺术接受的审美特性《乐记》与《诗学》文本比较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中的悲
剧意识古代文论视界与文艺美学研究略论民族艺术在当代文明冲突下的作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学理
论的国际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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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定位与理论建构》

章节摘录

书摘　　开掘和拓展文艺美学的研究空间　　陆贵山　　一　　审美主客体的关系是生活和文艺中的
审美关系的轴心和核心范畴。马克思在《188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指出：“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
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此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
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这里，提出了一个主客体的“这种关系的规定性”的重要概念。
马克思实际上是阐释了审美主客体的对应关系、交互作用、双向互动、合力生成的性质和功能。审美
主客体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只看到对立，无视统一，或只看到统一，无视对立，都是不
全面和不完整的。西方强调对立，中国提倡统一。西方学人多半主张天人分二，中国的学人倚重弘扬
“天人合一”，似乎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一味地分而不合，可能造
成社会的动荡，破坏了优美产生的历史土壤；总是合而不分，又可能导致社会的停滞和腐败，甚至形
成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历史惰性。人们从唐诗、宋词中所看到的生活富裕又具有文化素养的文人墨客
对田园牧歌式农村生活的恬淡、宁静、神奇和美妙的描写实际上也遮蔽了长期宗法制社会体制下的小
农自然经济社会的封闭、狭隘、落后、贫穷和愚昧的另一方面。事实上，无论封建宗法制的社会生活
如何安定、优美和看上去那样的祥和无害，总会表现出过于自然、守旧和凝固的状态。马克思对阻碍
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超稳定的封建宗法制是持批判态度的。1853年6月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一文中这样说：“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
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
感到悲伤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
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
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味笼统地推祟、赞
美和迷恋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天人合一”的理念，是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和加以反思的。主客关系和天
人关系最好是合而又分，分而又合，该分则分，该合则合，或分或合应以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和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为标准。过去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强调“一分为二”和“斗争哲学
”，酿成了严重的后果。和平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往往倾心于“合二而一”和“合和哲学”，但
也要防止走向否定客观上存在着的差异、矛盾和必要的冲突和斗争的极端。事物既有对立性，又有一
致性，都是共同性和差别性的这样那样的统一。谈“合”时，不要否认必要的“分”，谈“统一性”
和“同一性”时，也不应忽视其中所包括的差别性和多样性。所谓“和而不同”。主张变革和改造社
会的思想家和美学家都比较强调差异、矛盾、对立、冲突和斗争。马克思提出“虚幻的共同体”的概
念。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通过审美形式和艺术手段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分化、异化现象，多半都是反统
一、反中心、反稳定、反权威的先锋和高喊解构和颠覆旧秩序的能手。马尔库塞明确地拒斥“天人合
一”的理念。他认为“处于虚假统一”中的人们往往成为产生“虚假的快感”和“幸福感”的“单面
人”即“工业文明的奴隶”，造成对人的本能欲望、自由天性和反叛意识的禁锢和封杀。他说：“人
们‘追求审美’，渴望统一，恢复‘天人合一’，’这种号召的虚假性’变成了统治者‘向群众心灵
延伸的执政之臂。’”因此，文艺美学既应当表现“主客统一”和“天人合一”，也需要展示“主客
对立”和“天人分二”，或使上述两种形态兼而顾之。惟此，才能开掘和拓展文艺美学研究的理论空
间。　　二　　文艺美学直接的研究对象是艺术美。“天人合一”意义上的艺术美容易使人们联想到
只指限于艺术的优美。为了避免这样的误解，最好把艺术美的概念加以泛化，将艺术美放大为艺术审
美。文艺美学的研究对象是文艺审美活动的全方面和全过程，是文艺审美经验和审美意识的多样式和
多形态。文艺美学不仅要研究“天人合一”和“主客统一”情境下所产生的艺术的优美，而且同样需
要研究“天人分二”和“主客对立”情境下所产生的艺术一切非优美的审美形态，如，壮美、崇高、
悲剧、喜剧、滑稽、荒诞、丑及其相关涉的异化、病态、畸形、黑暗、专横、强权龌龊、腐败现象等
等。尼采认为具有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的人是美的，而腐朽、孱弱和颓废的人是丑的。文艺美学应当
研究、肯定和鼓励文学艺术对社会和人生中的丑、荒诞、异化和腐败现象作出积极的描写和评价，力
图通过否定丑的形式从反面来肯定美。必须完整地面对生活和全面地正视现实。崇高的悲剧精神同卑
下的颓废心态，好像是同一时代或不同时代的人们的精神状态的两个方面。尽管这两种精神状态的表
现形式不同，但都是主客对立和主客分裂的结果，都是人们的生存状态同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现实
生活不相协调的产物。和谐的生态与心态引发优美，充满矛盾的生态与心态诱发非优美或优美的变态
。文艺有责任利用审美手段对社会和人生中的非和谐现象进行揭露和抨击，强化艺术的启蒙作用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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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定位与理论建构》

判功能，提高艺术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　　三　　为了开掘和拓展文艺美学的理论空间，应当处
理好美的近缘关系，对文艺美学进行多层面的跨学科研究。　　美与人。处理好文艺美学与文艺人学
的关系。人不仅是文艺的重要的表现对象，同时是文艺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人作为反映对象以及
作为第一创作主体和第二创作主体必然同文艺发生极为密切的关系。艺术美问题实质上是人的美的问
题。人的美是形成和酿造艺术美的前提，艺术美以培育人的美为崇高目标，是提高人的美的素质的重
要手段。艺术的美化和优化是以人的美化和优化为宗旨的。席勒的《美育书简》尽管夸大了艺术对人
的审美教育的功能，但它强调艺术的审美教育的作用，弘扬通过艺术的审美手段对人的美情、善意、
人生操守和伦理境界加以净化和提升。席勒的这一思想，对加强人的精神文明建设则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美与史。处理好文艺美学与文艺社会学的关系。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源泉。文艺总是通过一
系列复杂的中介，这样那样地反映一定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的人的现实的社会生活。生活美是艺术
美的土壤。艺术美是营造和完善生活美的审美途径，是把人们的精神生活加以诗化和美化，逐步实现
“诗意地栖居”的浪漫的幻想。历史上的各式各样的空想社会主义和一切社会乌托邦和审美乌托邦的
理论与实践都以假定和虚幻的形式表达了人们对肯定自身的和谐的生存环境的向往和憧憬。空想和幻
想因缺乏实现的历史条件，只能停留和存放在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头脑、思维和想像中。马克思说：“
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就否认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认为这是幻想，为了真正的自由它除了要求
唯心的‘意志’外还要求完全能感触得到的物质的条件。”社会理想和审美理想都应当理解为现实的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运动的历史过程。时代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历史变革时期，总是赋予历史以新的内
容和新的形式，从而产生富有生产和活力的新生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不会也不可能过时，我们不
应该也没有理由厌倦和遗弃对文艺的社会历史因素的研究。至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一部出色的为学
界所公认的文艺社会学著作。史和人是无法分开的。人是史的人，史是人的史。无史的人和无人的史
都是无法想像和不可捉摸的。因此必须把艺术和人的美、历史社会生活的美作为共生的有机体紧密地
联系起来，才能开掘和拓展文艺美学研究的理论空间。　　美与文。处理好文艺美学和文艺文本学的
关系。文艺美学应当从泛指的审美的视角以直接研究文艺的文本为对象。本文的文化研究拓宽了研究
的领域，对开掘文本的文化蕴涵和文化功能非常重要，但确实存在着客观上消解或隐匿文艺的审美特
性的越演越烈的泛文化倾向。隔膜、疏离，拒斥人生、历史和审美，单纯孤立封闭地研究和推崇文本
的偏执也是不可取的。用拆解和颠覆文本来取代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的企图实际上只能是一种幻想。文
艺美学面对某些大众文学和通俗文学日甚一日的粗俗化、鄙俗化、卑劣化和极端个体本位主义的商品
化、功利化和私欲化，应进行疏导和提升，使其逐步变得比较纯洁、净美和高雅。要通过切实有效的
文本研究，提高和增强包括大众文学和通俗文学在内的所有的创作和作品的审美品位和审美价值。　
　总之，文艺美学应当通过追求文艺的美，促进人的美和历史社会生活的美，逐步实现美与文、美与
人、美与史的和谐生态及其良性循环。　　四　　为了开掘和拓展文艺美学研究的理论空间，应当从
研究方法上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进行多极化和开放性的研究，既可以进行经验和体验的实证研究，
也可以进行哲学的纯理论的思辨研究。特别是要运用辩证的思维方式，进行宏观的综合研究。如强化
和优化对马学的文艺美学、国学的文艺美学和西学的文艺美学之间的关系研究；强化和优化对文艺美
学的民族性、世界性和当代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强化和优化对文艺美学的物性、诗性和神性之间的关
系研究；强化和优化对文艺美学的科学的、诗学的和神学的审美意识之间的关系研究；强化和优化文
艺美学的审美关系的多种形态，即与人的认知关系、价值关系和虚幻关系之间的关系研究；同样需要
从哲学高度对美学观点、史学观点、人学观点和文本学观点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研究，这实际上是对
世代形成流传下来的几大文艺理论体系，即哲学的、美学的、史学的、人学的和文本学的文艺美学理
念所进行的宏观辩证的综合研究。只有靠具有通古博今、学贯中西的学识和理论的人才能进行新的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综合研究。学者们要有大心眼、大视野、大气魄、大海洋一样的能兼容一切的大心胸
，如此才能搞出大美学和大文论，才能出现美学和文论研究的大气象。 　　一个时期以来，文艺美学
的学科定位问题成为美学研究和文艺学研究圈内的热门话题。究其源，国家教育部在90年代后期颁布
的新的学科目录中将“文艺美学”正式列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文艺学”的一个专业方向
当是重要原因。此举使得国内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在文艺学学科中增设“文艺美学”的专业方向成为
可能，招收和培养该专业方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也成为常觌，还有高校经批准挂牌成立了“文艺美
学”科研基地。　　然而这一切都是在“文艺美学”在学科设置上能否成立以及如何成立的问题尚未
得到充分论证的情况之下发生的。　　当“文艺美学”面临发展以及该专业方向的科研工作和研究生
教育实际运行时，人们开始发现这里有一个绕不开的障碍，即“文艺美学”在学科设置上的合法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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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定位与理论建构》

题。情况甚至是如此的严重：如果不能很好解决这一问题，那么“文艺美学”这一学科能否成立都要
打一个问号，更谈不上它的进一步发展了。这就是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成为热点的主要背景。　　在
一般意义上说，任何学科专业的设置是否合法，都以普遍的社会需要为基本依据。而文艺美学的出现
当具有这一依据，那就是近代以来人类的知识体系日益分化的趋势。回顾以往，19世纪乃是各种新学
科纷纷宣告诞生的时代，也是各个知识领域中“学科之父”涌现的时代：1839年孔德成为“社会学之
父”，1879年冯特成为“心理学之父”⋯⋯到了20世纪，更多的新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宣告成立，而许
多新学科则在相邻学科的边际地带生成。这一情况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恰恰反映出愈到晚近社会
分工的程度愈高，学科建设也愈加精细的必然性。文艺美学在这一充满创造性、生长性的画面上产生
，乃是历史的必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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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定位与理论建构》

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　　纯由中国学者创生的文艺荚学学科虽然自诞生至今仅有三十余年的历史，却已取得了不菲的
研究实绩。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被评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后，又为这一学科
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本文集就是文艺荚学研究中心组建三年来部分优秀论文的精选，同时也是本
中心承担的教育部重大项目“文艺美学基础理论问题与体系构架研究”的予课题成果之一。　　本文
集定名为《学科定位与理论建构》，所选论文按基本内容分为三编。上编：“学科生成与理论进展”
，曾繁仁、杜书瀛、谭好哲、胡经之、陆贵山、张华诸位先生的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视野和角度对文
艺荚学学科的创生理路、内在根据、理论进展、未来展望等问题做了清晰概要的梳理和分析；中编：
“学科定位与学科特性”，钱中文、王元骧、姚文放、谭好哲、陈炎、马龙潜、冯宪光诸位先生的论
文，着重对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与学科特性，文艺美学与文艺理论、荚学、艺术学、文艺社会学、文
艺心理学等学科的联系与分野等问题做了深刻精到的研究与探讨；下编：“理论问题与学术视野”，
佛克马、王德胜、王汶咸、凌晨光、赵宪章、蒋述卓、程相占、王杰、王宁诸位先生的论文，则各自
对文艺美学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特别是文艺美学研究的中外比较视界问题做了富有创见和现代意识
的深入思考。上述三编论文合而为一，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基本反映了中国文艺美学研究目前所已达
到的水平，在诸多方面也可以说是最高水平的反映。为此，我们向撰写论文的诸位先生三年业对山东
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工作的鼎力支持，对先生们为推广动中国文艺美学学科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与努
力，致以由衷的敬意。　　曾繁仁  谭好哲　　2003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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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按基本内容分为三编：上编：“学科生成与理论进展”，曾繁仁、杜书瀛、谭好哲等人的论
文，分别从不同的视野和角度对文艺美学学科的创生理路、内在根据、理论进展、未来展望等问题做
清晰概要的梳理和分析；中编：“学科定位与学科特性”，钱中文、王元骧等人的论文，着重对文艺
美学的学科定位与学科特性，文艺美学与文艺理论、美学、艺术学、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等学科
的联系与分野等问题做深刻精到的研究和探讨；下编：“理论问题与学术视野”，佛克马、王德胜、
王汶成等人的论文，则各自对文艺美学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特别是文艺美学研究发表自己的见解。

Page 8



《学科定位与理论建构》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