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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往的艺术教育大多是以一种艺术史的方式去理解文化，而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以一种文化史的方式
去理解艺术，即我们应该打开或重建艺术背后的那部尘封已久的历史。
——邹操释义的危机亚里士多德说：“艺术是模仿”。
科林伍德说：“艺术是表现”。
托尔斯泰说：“艺术是情感交流”。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艺术的释义不断被刷新甚至被颠覆的世纪。
在今天，关于艺术释义的追问必须以我们所处的时代为参照与谱系。
纵览艺术史的发展历程和存在状态，由于不同的民族历史传统和相异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使其呈
现出丰富多彩而又相对复杂的艺术景观。
然而传统《艺术史》的书写却总是以关注艺术的自身发展为脉络和线索。
换言之，面对纷繁复杂的艺术史现象.艺术史的书写更多的是以艺术史自身的内在结构关系为统摄来缕
析出其中相应的主体轮廓和基本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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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德格尔的艺术思想和他的哲学思想紧密相关，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的艺术思想是他的哲学思想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我们离开了他的哲学思想几乎不可能真正理解他的艺术思想。
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是在技术图象时代已经到来的前提下．出现了人的毁灭和地球的毁灭两个哲学事
件以后．西方近代以来的主体形而上学遭遇到困境的背景下，对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一次新的探索。
主体形而上学发展的一个最为重大的结果是，一切存在者之存在都被当成了意识可以反思和加以把握
甚至控制的对象．一旦这样对象性的观看事物的存在，存在的历史性遭到遗忘．存在本身也遭到遗忘
，这种双重的遗忘的结果是诸神逃遁，人们也看不到在存在者之存在中所蕴含的世界与大地的原始争
执，看不到在这种原始争执中所蕴含的天，地·神、人四维的相互自由运作，从而现代人已经远离了
原始的自然语言．在这种远离中现代也没法找寻到自己的生命之根．从而陷入到存在的深渊．进入漂
浮状态．这种无根状态恰是虚无主义最深层的原因。
海德格尔认为西方现代所遭遇到的虚无主义，特别是由尼采所凸现出来的虚无主义．实际上是从柏拉
图就种下了祸根．因为在他看来，由柏拉图开创的形而上学哲学形态一开始就遗忘了存在本身。
　　为什么呢？
因为形而上学追问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本性．这种追问方式本身就是双重的背反：形而上学以追问存
在者之存在的方式去追问存在本身．在方法上与目的相违背：同时在形而上学的视域中．离开了对存
在着之存在的分析．我们无从下手去定义存在本身，所以目的本身就存在着与方法的背离。
这种双重的背反使得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一部失败的历史．即不断地遮蔽存在的历史。
　　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的毛病经过近代意识哲学的改造演变为主体形而上学，而主体形而上学将
形而上学的毛病发展到极致．这就是一切存在者不仅被对象化，还被价值化。
价值化的结果是虚无主义的盛行，人类文化陷入无根状态。
　　海德格尔认为为了要摆脱这种状态，从而拯救精神正处于极度衰退中的现代人，必须改变提问方
式．即由原来的“存在者存在的根据是什么“转变为“存在者如何存在，存在者如何而来”。
一旦要改变这种方式就意味着必须放弃传统形而上学的概念和范畴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从而走向以象
征为基本特征的诗化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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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高山之巅冰雪之间漫步的哲人——海德格尔生平介绍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的存在．他既是逻辑的自我
，又是活；泼涌动的生命热情。
此在与他人共在严格意义上说是包容在此在与世界同在的命题中的，但是由于他人的特殊性使得海德
格尔把此在与他人同在单独列出来进行先验描绘。
他人的独特性就在于他人是和我一样拥有精神活动的主体性存在，他人同样拥有他自己的世界，我们
和他人所拥有的既是同一个世界又不是同一个世界。
世界对他人的显现和对我的显现是不同的，同样我在世界中的位置和他人在世界中的位置也是不同的
。
因此，此在与他人同在更多地强调了此在与世界的对抗性，这种对抗性是由此在与他人的对抗性来实
现的。
海德格尔认为．这种对抗性在此在存在的心理体验中就表现为“烦”（德语sorge，焦虑、烦恼、关切
、担心、操心等意）。
烦构成了此在存在的基本情绪体验。
海德格尔把烦区别为繁忙（Bersonge）和烦神（Fursorge）。
繁忙是指此在与他物发生关系的存在状态，也就是说此在在选择自己存在方式之前和选择自己的活动
方式之后，始终处在与他物的打交道的过程中，要么他物还处在未上手状态，要么他物已经处于上手
状态，但是不管上手还是未上手都使此在处于操心状态。
烦神是指此在与他人发生关系的存在状态，此在要么直接与他人打交道，要么通过一定的物而与他人
发生关联，比如我们在读书时，就不仅仅是和一个物（在这儿是指书）打交道，而实际上是和这本书
的作者在思想上进行交锋，和这本书提到的人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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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德格尔论艺术》由吉林美术出版社出版。
以往的艺术教育大多以一种艺术方式去理解文化，而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以一种文化史的方式去理解
艺术，即我们应该打开或重建艺术背后的那部尘封已久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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