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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关于研究“原生态民歌美学”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艺术起源的现存遗痕、
把握世界方式的相似性、绚烂多姿的审美视界、音乐是一种重要的审美教育手段、把握
世界方式的相似性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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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人类精神家园的回望
  工业化推动了西方经济的腾飞，但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增强，正如当下中国，改革开
放三十年，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目共睹，人们手中的财富积聚增多，但民意调查的结果却
是人们的幸福感在意外失望地下降。这是一个令人十分困惑和沮丧的现实问题：物质财
富的增长并不能消弭人们内心深处的焦虑和不安。“如果说西方经济的起飞始于导致资
本积累的技术，那么或许可以说，人员积聚的管理方法导致了一种脱离传统的、讲究仪
式的、昂贵和粗暴的权力形式的政治起飞。那些陈旧的权力形式很快就被废弃了，被一
种巧妙的、精致的征服技巧所取代。”福柯所说的“巧妙的、精致的征服技巧”，“就
是那些普遍的办法，如时间表、集体训练、全面而又具体的监视”，在此情况下，人像
机器一样被安排在既定的程序中运转，心灵的自由和行为的自由受到极大的限制，人的
活动都按照钟表锁定的时间运行，使得人们再也无法品味和感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的洒脱悠闲。
  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人们无不在挖空心思惨淡经营，从政者要不断思索和千方百计
努力去实现在站稳现有权力位置基础上的上升，经商者要不断策划与竞争者的激烈角逐
并将对手挤开，从而获得更多利益。现实生活中的相互猜疑、挤压、防范，一切都是为
了追逐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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