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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知常：“品三国，美学不能缺席” 

[南京日报报道]易中天、于丹等人以“说书”的形式纵论历史事件、解析文学名著，在成为荧屏热点的同时，也

引来“学术通俗化与庸俗化”之争议。日前，南京大学国际传媒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著名美学家潘知常教

授推出名为《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的专著，以新颖独到

的观点，生动传神的语言，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进行了剖析。其中，潘知常

鲜明区别于易中天“品《三国》”的某些理论与观点，尤为引人关注。 

“三国”，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动乱年代的开端，在书写了中国古代历史最为惨烈一页的同时，也吸引

着后人的一再关注、研究。正因为这样，从图书到电视，《三国》始终是一个百说不厌的话题。就在易中天“品

《三国》”大红大紫之时，潘知常教授足迹也遍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00多所高校以及图书馆、中学、企业

等，进行学术讲座，其中，就包括他在南图的公益讲座上以《问天下谁是英雄——第三只眼睛看〈三国〉》为题

做的极具影响力的报告。现在，他的这些演讲内容均收录于《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

中，作为系列出版物“潘知常教授的美学课之一”正式出版，也成为目前国内这一研究领域当中颇具价值的学术

读本。尽管潘知常刻意回避记者关于易中天的敏感提问，但是，在他的书中却能看到他的真实想法。潘知常在书

中这样写道：“我绝不沿袭目前盛行的讲故事的套路，也绝不放弃美学的尊严。这一切既是因为要尊重听众的水

平，不把听众当作儿童，也是因为要尊重美学的品位。”他在《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

中分析说，真正的快乐来自爱与美，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让人们接近爱与美，并且回归爱与美的文学。没有爱与美

的社会肯定可以生存，但却肯定不能使人快乐地生存和有尊严地生存。潘知常说，在各种关于“乱世”历史和

《三国演义》的品评赏析著述中，读者可以看到经济学的“在场”、博弈论的“在场”……甚至是讲故事的娱乐

“在场”，我们并不否认其各自存在的价值，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美学评价却始终“缺席”，这实在是一种令美

学蒙羞的“缺席”。或许正因为如此，从美学角度省察《三国演义》和“乱世”历史，才非常必要，而且迫切必

要。  

南京日报记者 梁平 实习生 钟潇蓉 仇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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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知常： 《三国演义》:问天下谁是英雄 

段炼：当代西方汉学研究与“境”的概念——兼谈南宋张炎词论的“清空”之境 

  >> 相关新闻    全部新闻   >> 相关评论    全部评论

  潘知常：《三国》、《水浒》贻害中国——在... (10月26日) 

  潘知常： 《三国演义》:问天下谁是英雄 (9月5日) 

  潘知常：《水浒传》:暴力美学的盛宴 (9月5日) 

  潘知常：文学的理由:我爱故我在——为南京市... (7月13日) 

  潘知常：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看中国的... (10月31日) 

  潘知常：为爱作证——从信仰维度看美学的终... (10月15日) 

  潘知常：《红楼梦》：开辟鸿蒙 谁为情种 (10月13日) 

  潘知常：林昭 海子与美学的新千年 (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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