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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题目 作者 出版社或刊物名称 出版年月或卷期
页码 

精读 泛读 

1 汤因比 历史研究 上海译文 1966   ＃ 

2
麦克高

希 
世界文明史 新华出版社 2000   ＃ 

3 张法 美学导论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4 张法 中国美学史 上海人民 2000   #

5 张法 20世纪西方美学史 四川人民 2003   #

6 张法 佛教艺术 高等教育 2004   #

7 詹明信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

逻辑 
三联书店 1997 ＃  

8 弗莱 批评的解剖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 ＃  

9
阿恩海

姆 
艺术与视知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  

10
杜夫海

纳 
审美经验现象学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6 ＃  

11 萨义德 东方学 三联书店 1999 ＃  

12
麦克卢

汉 
理解媒介 商务印书馆 2000 ＃  

13 黑格尔 美学 商务印书馆 1981 #  

14 康德 判断力批判 商务印书馆 1985   #

15 刘勰 文心雕龙       #

16 司空图 诗品     #  

17 石涛 画语录     #  

18 计成 园冶     #  

19 李渔 闲情偶寄     #  

20 刘熙载 艺概       #

21 王国维 人间词话       #

22 宗白华 美学散步 上海人民 1983   #

23 徐复观 中国艺术精神 春风文艺 1983   #

24 钱穆 中国文学讲演集 巴蜀书社 1987   #

25 程建军 
中国古代建筑与周易

哲学 
吉林教育 1991 #  

26 朱良志 曲苑风荷 安徽教育 2003 #  

27 王毅 园林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 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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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的老师给该专业博士生开的必读书目，供大家学习参考 

28 金学智 书法美学谈 上海书画 1984 #  

29 成复旺 神与物游 人民大学 1990 #  

30
Padmini 

Mongia
Contemporary Postco

lonial Theory.
Arnold 1996   ＃ 

31
Susn Bu

ck-Morss
The Dialectics of S

eeing
The MIT Press 1989 ＃  

32
David H

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

stmodernity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0   ＃ 

33
Mark Po

ster. Ed.
Baudrillard: Select

ed Writing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988 ＃  

34
George 

Dickie
Introduction to Aes

te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

ess
1997 #  

>>相关评论

网友 自学 于2007-8-11 1:20:33说：“博”是与“精”相对而言的。从美育学的角度看，培养“博士”的教学过程不是“学历教
育”，而是美质教育。其教学目的是培养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的建设人才，而不是学富五车的“两脚书橱”。从人的生命价值来看，人的
一生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多少为人类做一点事情，“节约型社会”恐怕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简洁美”命题。马克思
说：“任何节约归根到底是时间的节约。”全世界的经典名著太多，任何人分分秒秒都用上，恐怕也不可能全部读完。更何况有些经典
需要反复研读，而各人的兴趣专长、主攻方向并不一样，另外也还得读其他一般的，甚至“作用不大”的文献资料。所以，建议把“必
读”二字改为“推荐”为好。总之，这个建议的主要意思是：中国的教育改革，首先要从大学开始，在“减负”上为广大师生做出表
率。

网友 无名 于2005-12-9 15:39:20说：唉,只看过10本~还有好多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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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专业书目推荐 
爱智论坛美学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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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