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ML   RSS 2.0   留言本  学者博客  加入收藏  

 本站概况 | 美学动态 | 美学原理 | 美学史 | 审美文化 | 审美教育 | 学人介绍 | 美学硕博 |  关于我们 留言本|主页 

 美学研究 → 美学原理 → 审美理论

朱志荣学术档案 

    朱志荣，男，1961年生，安徽省天长市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学研究所所长，中华

美学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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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庆中：中国天人关系与中国园林艺术的生成 
朱志荣：论马克思实践美学观的价值 

  >> 相关新闻    全部新闻   >> 相关评论    全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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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