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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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耘：《唐代美学范畴研究》 

学林出版社  

    中国美学范畴史的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和兴趣，已是多年以来的事

了。当通过立项、决定从事这一研究之时，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本书作者王耘，承担了其中唐代部分的研究与撰

写工作，并将其纳人学位论文的计划之中。本书的基本内容，原是我主编并参与撰写的《中国美学范畴史》（三

卷本）的一部分，也是王耘在其学位论文基础上，经过重大修改和丰富的一个文本。 

    在我看来，中国美学范畴史是一个由“气、道、象”及其群落所构成的动态三维结构的文脉历程。就其文化

素质、思想与思维本涵而言，人类学意义上的“气”，哲学意义上的“道”，艺术学意义上的“象”，作为基于

中国古代文化的本原范畴、主干范畴与基本范畴及其各自群落，在中国历史与人文境遇中，经历了酝酿（自先秦

至秦汉）、建构（自魏晋至唐）与完成（自宋明至清）的漫长岁月，熔铸为中国美学范畴史之三大根本的美学范

畴及其各自群落，相互渗透、融涵与整合，共同构建中国美学范畴史的历史、人文大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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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论 

   

   第一章唐代美学范畴的总体形态、思想本源与创新思路 

    第一节唐代美学范畴的总体形态 

    第二节唐代美学范畴的思想本源 

    第三节唐代美学范畴的创新思路 

   

   第二章本元与人道 

    —审美本体论范畴 

    第一节元：世界本源的环深 

    第二节道：伦理本体的彪炳 

   

   第三章心性与情感 

    —审美主体论范畴 

    第一节心：刹那生命的真宰 

    第二节性：此在生命的疏渝 

    第三节情：完整生命的圆该 

    第四节仁义：伦理生命的激扬 

    第五节圣：此在超越的准的 

    第六节灵：天人合一的枢纽 

    第七节不平则鸣：创作动机的讴吟 

   

   第四章风骨与法度 

    —审美创造论范畴 

    第一节风骨：生命志气的符契 

    第二节美刺：政治教化的思摹 

    第三节法度：法则尺度的签蹄 

    第四节浮靡：形式美学之采滥 

   

   第五章空幻与灵悟 

    —审美体验论范畴 

    第一节空：缘起之性的覃思 

    第二节悟：生命即现的写真 

   

   第六章净土与意境 

    —审美品格论范畴 

    第一节品格：审美评鉴的本色 

    第二节雅正：典雅方正的哉铭 

    第三节净土：彼岸世界的金相 

    第四节意象：意念印迹的圆照 

    第五节意境：刹那生命的即现 

   

   结语 

   后记 

上一篇： 
下一篇： 

鲍桑葵：《美学史》（英） 
赵伶俐：论美感增力性的生理和心理基础——美育科学化原理研究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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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