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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新托马斯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利坦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中阐释西方中古重要的思想资源一托马
斯主义，在对以笛卡儿与康德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对生命哲学、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等当代文化形式展
开批判的同时融会贯通，在与现代艺术思想形成冲突、碰撞、共应、激发与对话的多重关系中发展艺
术思想。
马利坦勾连着欧洲最重要的中古思想资源和最典型的现代文化问题，始终针对着业已形成思维惯性和
秩序基础的现代知识论的逻辑机制及其内在限度，借助艺术的“诗性生存行动”，借助主体之间、文
本之间、艺术与哲学之间、情感与信仰之间相互生成的关系结构，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决。
因此在现代语境中重读马利坦并与之进行思想的对话，或可揭示其独特的人文意蕴，使当代人文学术
中的公共性话题得到全新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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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丹(1974—  )，女，1995年获得四川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士学位，2001年获得南昌大学比较文学与
世界文学专业硕士学位，2008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博士学位，目前为南昌大学副教授，主要研
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基督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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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代艺术家和诗人不满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研究精神现象来恢复诗性经验的活泼生动和人类精
神重塑自我的巨大潜力。
超现实主义者布勒东在诗歌创造实践中发现“一种自身的力量⋯⋯一种无可比拟的自如和精神的解放
”，把下意识的“自动写作”看作揭示人的真正思想的有效手段。
布勒东将“自动写作”与灵感联系起来，灵感“全面控制住了我们的心神，这种状态使我们不再受这
种或那种理性方法的操纵”，使艺术家不由自主地进行自由写作和描述梦境。
布勒东指出灵感的非理性、艺术家的迷狂状态，这似乎回到了柏拉图的灵感说。
然而柏拉图是在古代神学世界观的背景下讨论灵感的，灵感不但是神在人类心灵中的降临，而且召唤
着人类心灵追求真善美的超验世界，艺术家在迷狂中维系着自我意识与神圣事物的联系。
虽然布勒东并没有从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性本能的层面来界定“自动写作”的下意识，但自动写作和梦
境的理论根源来自弗洛伊德。
为消解灵感说面临的理论困境，布勒东的诗性直觉说，希冀为诗性经验提供终极价值指向，“使我们
重踏灵知的征途——那是对于超感觉的现实、对于处在永恒神秘之中的不可见之可见物的认识”。
然而布勒东把艺术家的迷狂与对神秘的不可见事物的认识活动关联起来，将诗性直觉导向一种茫然的
神秘主义。
马利坦对超现实主义提出批评，认为如果艺术沦为认识的工具，就既偏离了诗性经验探寻和发展人类
自我意识的真正目的，也违背了超现实主义的初衷。
马利坦对柏拉图将灵感与人类理智分离开来的主张并不赞同。
灵感的迷狂不是病理学的病态，而是理智活动达到更高阶段的表现形态。
诗人的疯狂在于创造激情的神奇力量，艺术家忘我地投入紧张的艺术创造，超越概念形式的理性和摆
脱日常生活的庸常。
不过马利坦认为灵感呈现的形式并不完全拘泥于迷狂，心灵的平静、震颤、喘息等等都是灵感作用下
的精神状态。
马利坦更倾向于平静的灵感，在他看来，艺术家在平静中才能更稳健地深思熟虑和锤炼艺术形式。
但对于缺乏灵感或诗性经验的艺术活动，马利坦认定其根本不成为艺术创造。
　　马利坦把诗性直觉视为灵感的本源，坚持灵感的理智性，回应现代诗学的主题。
现代诗学的代表者，无论是艾略特还是超现实主义，他们都期待通过探讨诗性经验或灵感来引发文学
领域内的革命，进而实现改造社会秩序的愿望。
马利坦却从另一条进路彰显灵感对人类精神的建设性意义。
马利坦对灵感的论述着眼于具体形象地描述人类精神运动的现象，关注的是人类精神的内在变革与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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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周丹编写的《艺术：美的诗性生存行动》研究了新托马斯主义者马利坦的美学思想。
除了导论和结语，本书共分五章，内容包括：灵魂的“诗性”，诗性直觉的“意向性”，作为生存行
动的艺术，艺术——美的类比，艺术创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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