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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美学导论（套装上下册）》分为上下两册。
《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美学导论（套装上下册）》是德国浪漫主义的经典之作，德国浪漫主义作为18世
纪末期和19世纪前半叶的一场文艺运动，具有非常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
《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美学导论（套装上下册）》介绍了这场文艺运动的唯心主义哲学理论基础。
以施莱格尔兄弟等一大批浪漫主义文人的艺术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为主体，创立了成就卓著的浪漫主
义美学理论，奠定了西方近代美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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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德国）曼弗雷德·弗兰克 译者：聂军 等 丛书主编：何怀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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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序第一讲美学被排除在从古希腊到18世纪(“哲学”)的有关真理性问题之外。
康德引发的转折。
谢林与海德格尔的《艺术作品》文论。
真理性问题在陈述句中的定位与艺术的真理性依据的复归第二讲现代派中审美真理性问题复归的进一
步论证：阿多诺。
早期浪漫主义真理性问题的来历及其康德和康德之前的理论基础。
“反思判断力第三讲康德对莱布尼茨和沃尔夫学院派哲学的阐释，特别是对鲍姆加登《美学》的阐释
第四讲开始阅读《判断力批判》。
《美的分析论》：鉴赏判断的质(无概念，无利害)第五讲鉴赏判断在主体间能普遍化的其它原因。
从关系的角度看鉴赏判断(无目的的无目的性)第六讲鉴赏判断的“方式”。
鉴赏判断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角色。
作为自由象征的美。
美学的原理候补资格和“审美理念”不可穷尽的丰富意义第七讲席勒关于爱的美学及其向康德二元论
的倒退第八讲美作为康德体系中两个支柱之间的桥梁。
席勒和弗·施莱格尔阐述美的客观性的失败第九讲荷尔德林和谢林对康德和席勒二元论的超越，并且
把美学捧颂为“同时是哲学唯一真实和永恒的法理和文献第十讲绝对和艺术：《先验唯心论体系》的
美学思想。
艺术观作为人意识中的最高境界第十一讲谢林在同一哲学时期向“绝对唯心主义”的转变。
《艺术哲学》和审美的最终论证要求的相对化。
“同一”说法的含义及其从言论结构中的发展。
艺术持续的真理性要求第十二讲《艺术哲学》“普通部分”的结构与展开第十三讲《艺术哲学》“特
殊部分”概观。
以谢林的音乐哲学为例。
转调与节奏。
自然美与艺术美。
唯心主义哲学与早期浪漫主义哲学及其风格的区别第十四讲第十五讲第十六讲第十七讲第十八讲第十
九讲第二十讲第二十一讲第二十二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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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后一种情况中，想像力的机制受到为其立法的知性（或理性）的支配：而在前一种
情况中，想像力的机制指的是想像与情感之间和谐的主观标准。
在鉴赏判断中，认识力既不涉及感受也不与范畴相关联，因此不具有——如果这种表述在康德的术语
中有意义的话——与之相适应的目的。
相反，它遵循一种审美规则，这种规则防止想像处于一种由情感所导致的“均衡情绪”中。
如果我们坚持“情绪”这个词，那么我们会这样说：我们一旦感受到美，心弦就会被拨动，它是如此
和谐，宛如轻风不经意间拂过风琴一样。
这种不经意可以让想像力包含在一个艺术形象中.这个艺术形象正符合对内在世界对象的想像（同上）
。
但是，不是因为这种相符合的情况才会产生美感，而是取决于它的客观性。
如果想像力要把对象上升到认识层面上，那么它必须依据这个客体的结构要求：如果只要享受客体的
美，它就会以反思的方式借助情感去尽情感受心灵的风琴上那种和谐的振动。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谈了康德研究鉴赏判断的前两种角度，即质和量两个方面。
那么从关系的角度看，什么情况还与鉴赏判断相联系呢？
我们已经说过，范畴是客体的普遍概念；而客体究竟是什么，这一点可以从关系的角度来考察。
关系涉及到客体和其它与之相同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原因与效果之间的关系。
按照传统说法，康德将原因分为两类：效果原因和目的原因。
第一种原因在宇宙决定论中起着盲目的作用。
康德是这样设想的：一个客体不是另一个客体的原因，就是另一个客体的效果。
后一种原因以相反的方式起作用：它们首先是能产生因果机制的目的想像，例如，对一个即将到达顶
峰的想像会调动我全身的肌肉去攀登它。
效果原因对世界起着决定性作用：康德认为，它必定从我们的知性结构出发，给世界留下了它特有的
客观性烙印。
与此相反，后一种原因只构成一种相对规则：即它不决定客体的客观性而决定我们假设的方式。
如果我们称第一种为物质原因的话，第二种就是精神原因或者认识原因：第一种决定事物的存在，第
二种决定我们认识事物的方法。
在《第二讲》里，我们曾涉及过这种精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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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美学导论(套装上下册)》：人文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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