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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规律。因为思想问题同其它任何事物一样 ,其产生发展过程是矛盾的不断展开过程 ,对于矛盾

的解决来说 ,客观上有一个最隹时期。在这个时期 ,解决思想问题的各种有利条件都比较具备,解

决起来也较为得心应手。
“
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

”
,思想政治教育ェ作者要注意把握好超前教育的

“
度

”
,找准最佳时机进行教育 ,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 ,思想政治教育者

要善于捕捉人们思想问题出现的萌芽时期。因为在这个阶段 ,思想问题刚刚萌芽 ,只存在于极少

数人身上 ,不很稳定 ,思想情绪处于非激倩状态 ,逆反心理比较弱。这样 ,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范 围

刂、情感阻力小 ,易接受 ,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对后继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另外 ,

思想政治工作还要抓住事件转折、典型出现、热点始热等好的时机进行适时教育 ,以 大大提高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益。  ,

·书讯 。

皮朝纲《禅宗美学史稿》出版

我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皮朝纲教授继其《静默的美学》(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和 《禅宗美学》(台 北丽

文文化公司出版)之后 ,新近又推出了他的一部力作——《禅宗美学史稿》。

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纵向考察 ,着重对南禅美学思想史 ,尤其是一些禅宗美学大师和禅宗美学流派的
思想进行了历史地、系统地、深入地研究和阐释 ;下缄为棱向比较研究 ,重点考察了南禅的思维方式与艺术审美
活动 ,以 揭示禅宗美学思想的性质、基本特征、主要范畴和逻辑结构 ,并深入剖析了禅宗美学思想对中国古代美
学和艺术所产生的影响 ,特别是禅宗的思维方式对艺术审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与渗透。同时 ,通过这些研究从更
深层次上展示中国美学的民族持色。该书是作者多年研究中国美学与禅宗美学的心血所凝 ,是一本系统地、全面
地对中国禅宗美学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进行比较深入清理的专著。全书细微探索与宏观审视相结合,体 系
独特、完各 ,纵横交错 ,经纬分明。其对禅宗美学的特质、特征、主要内容、范畴体系的分析融汇于经纬网络之中 ,

阐幽发微 ,多有糈辟论述。

该书出版以来 ,获得学术界广泛好评。《天府新论》、《文史杂志》、《读者报》、《四川文化报》、《青海民族学院学
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等刊发了专文评介 ,称该书

“
填补了禅宗美学史研究的空白

”
,“ 有重耍的学术价值和现

实意义
”
。该书于 1995年 12月 获国家教委全国高佼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优秀奖。(天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