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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西林学术档案 

    尤西林，男，汉族，1947年11月生，祖籍陕西榆林，1982年毕业于陕西师大中文系。现任陕西师大文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理事、中国中外文艺学

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答辩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美学、文艺学及人文科学原理（含现代信仰论）教学与

研究。 

    自幼至成人，凡20年，在革命传统的寄宿制学校渡过。自幼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母系家族自明代以来为

著名书香门第（《明史》列传多人，外祖父系东京帝大博士与西北联大教授）。自少年时代嗜好读书与艺术。此

种背景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氛围使理想主义深入骨髓。六六届高中毕业时即志愿放弃高考、申请

赴陕南黎坪务农，1968年赴秦岭山区插队，三次放弃招工与上学，以俄国民粹主义与青年毛泽东为榜样，沉浸于

劳苦磨炼与社会底层贫苦农民交往。插队时开始组织理论小组研读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上述经历是“老三

届”一代人普遍性的。我们大多是恢复高考后的七七、七八届学生，带着对国情民意的了解及体验感情，大多选

择了人文社会科学。我们希望以学术更深刻地把握包括自己经历在内的国家与民族的道路，因此，学术对我们既

不是无奈的生存工具，也不是概念游戏。我永远爱着那些纯朴的工人农民（至今常有插队时老乡来家住宿办

事），我们同时以超越世俗（庸俗）价值的高尚意义境界为生活目标。这一境界在我进入学术后指认为“美”。 

    上大学时我多系自学（初中时已读过了《神曲》与《浮士德》），每晚仅睡五个多小时，总是凌晨一点以后

悄悄进入宿舍。为怕拿起脸盆时响动惊醒同舍人，在盆下先已垫有一毛巾，然后在厕所或走道洗脚。我至今缅怀

已故的王守民老师，他经常晚自习时慈祥地坐在我附近看我读书，深更半夜，偌大教室仅我俩，常常是我不起身

他就不走。我每餐为节省时间在“五七”小店吃面，总遇到一个白发老先生，后来我经常去教工阅览室查阅工具

书（这本是不允许学生进入的），才与之相识，他即李景贤先生。李先生与牟宗三同学，曾师从熊十力、冯友

兰。我生有幸，能在一个并无悠久历史的地方学校体会现代已稀见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品质。大年三十夜，爆竹

声中李先生把我从书桌边拉起，去他极为简陋的房间喝一杯用煤油炉煮的咖啡，描述熊十力在北大讲课时的风

格。就是那晚我清晰地明白了“训政”与“恳谈”不同的讲课风格含义。我留校教书后已很少去“五七”店吃

面，但依然见到李先生提着搪瓷碗排队的身姿。李先生从不关心利益与名声，他只是以闵南普通话执着地与我辨

析学术。与今日沉浸于获奖与职称的学人相比，这位老人不啻生存在另一个世界。寇效信老师与张积玉老师赞赏

我大学一年级的一篇作业，刊于学报（这是我也是我们七七届的第一篇刊发论文）。但寇老师此后对我最常讲的

话却是：“千万不要迷恋于发表!”1982年王守民主任顶着巨大压力，决定让我这样一个应届毕业生给七九级讲美

学这门新开课。由于是七七级毕业生第一个开课者，中文系与其他各系留校生甚至借给我录音机，挤在我房间听

我预讲。我几乎背诵了讲稿，试讲那天发高烧喉头水肿，我看着台下学校、系、教研室领导与老师、窗户外黑压

压的人头，对讲题内心升起一股激情。1982年冬，省委联合调查小组对交大与师大七九级学生教学调查后找我谈

话，讲了调查表上许多激赏而由衷的话，其中一句是：“尤老师的讲课使我第一次感到人生是美好的。”数年后

一封寄自兰州的信才使我知道这是一位残疾同学的评语。我至今保存着许多毕业生朴素而诚挚的信，是这些绝无

利害背景的纯真心声以及台下那一届届纯真的目光支持着我近二十年来每学期从未脱离课堂，并始终视讲台为神

圣之地。 

   上述经验使我自始即视美为主体生存的境界。1982年刊于《学术月刊》的《关于美学的对象》批评传统美学对

客体形式的静观偏见，强调生存境界先于艺术对象。此文激起了广泛反响，同时我意识到了论域的深邃。此后五

年我停止了写作。为从学术史上支持我的看法（被《文汇报》列为美学四派之一），必须深入主体性、非对象性

思维领域。我潜心于现象学前谓词状态与佛教非指称性逻辑研究，写下了几十万字读书札记与同样庞大的思路卡

片。常是夜不能寐，为一个突然冒出的想法梦中醒来，在房内踱步至天亮。八十年代后期，随着非对象化思维的

研究深入，开始在与对象化思维的科学区别方面将美学扩大为人文科学整个学科大类。《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

义》（《未定稿》1987．1）一文不仅在美学的人文学科定位（美学界九十年代中期视这一观点是美学基本理论新

时期重要成果之一），而且在系统思考中国人文科学理论建设中被视为开创性著作。我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开始，将对艺术与美学的人文科学大论域研究又转向现代性理论，在这一研究中注意到基督教文化与现代化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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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的直线进步信仰观以及科学发展的关系，并发现了这一点与美学以及人文科学核心部分信仰论的重要关联。

从而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我又扩展向基督教文化研究。为此承担200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

美学与现代性”，此前还承担了教育部两项目，均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学术界亦视我为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

代表人之一。这其实也是我理论最深层与最终整合的基点。迄今已出版著作四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

究》、《德国哲学》等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近60篇论文，其中一篇论文已被英国伯明翰大学译成英文出版与转

载。1994年应邀赴台湾辅仁大学参加会议，先后在清华大学（1993）、香港中文大学（1996、1997）、香港浸会

大学（1997）等校讲座。获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科学院访学与研究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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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鲁湘：中国画的发展与革新——谈李可染先... (3月18日) 

  寇鹏程：中国悲剧精神论 (3月11日) 

  Curtis L. Carter：Hegel and Danto on the... (3月11日) 

  学术会议通知 (3月11日) 

  黄笃：艺术•问题•策划人——四... (3月11日) 

  尧小锋：中国比美国的舞台更大！——访中央... (3月11日) 

  刘承华：中国艺术的“月神”精神 (3月11日) 

  刘承华：走向主体间性的音乐美学——兼及音... (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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