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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中、德两国在东、西方（亚欧）文化格局里的地位　　华夏传统，源远流长，浩荡奔涌于历
史海洋；德国文化，异军突起，慨然跃升于思想殿堂。
作为西方文化、亦是欧陆南北对峙格局之重要代表的德国，其日耳曼统绪与位于亚洲南部的印度文化
颇多血脉关联，而与华夏文明恰成一种“异体”态势，这可谓是“相反相成”之趣味。
　　作为欧陆南方拉丁文化代表之法国，恰与中国同类，故陈寅恪先生谓：“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为
最相近。
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
”诫哉是言，在西方各民族文化中，法国人的传统、风俗与习惯确实与中国人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
当然也不排除文化间交流的相互契合：诸如对科举制的吸纳、启蒙时代诸子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接受等
皆是。
如此立论，并非敢淡漠东两文化的基本差别，这毕竟仍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分野；可无论是“异于中国
”，还是“趋于中国”，均见钱钟书先生“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之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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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以来的德意志文化有其鲜明的反启蒙、反“西方”的意涵和风格。
在反抗拿破仑的民族主义支持下，德意志与。
“西方”的对立贯穿19—20世纪，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理想，仿佛德意
志森林一样紊乱复杂而又神秘诡异。
晚清以来，中国人对德意志思想文化的热情特别健旺，德意志思想有力地塑造了中国现代性。
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德意志所体现的西方现代性的内在分裂和对抗，也仍为中国读者所关心。
本书分析现代文化思想中的一些基本论题，为进一步研究中国现代性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思想资料和思
考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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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1962年出生干江苏邗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现代思想研究和文化批评。
先后出版《中国美育史导论》(合作)、《人与梦红楼梦的现代解释》、《被解释的传统：中国近代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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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辑　古典情境　　四、黑格尔的美学人道主义：审美与政治的差异　　1.理想的艺术理想的人
：普遍与特殊的统一　　黑格尔美学的人道主义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对艺术与人的关系的正面阐述
，二是对现代社会“异化”现象的批判。
　　在第一个方面，黑格尔认为艺术是人的内在需要，艺术的中心是人。
　　黑格尔认为，人是一种不断创造而又不断“回归自身”的有限主体。
创造者是生活在特定文化、社会和历史发展序列中的人，被创造物则是人的周遭世界及社会中所呈现
的意义和秩序。
艺术之所以是人普遍而绝对的需要，在于人有一种能思考的意识和能创造的精神。
自然事物只是直接的、一次性的存在，而人作为心灵却具有自我意识，能够复现、观照、认识他自己
。
自我意识意味着人能离开外在世界而独立，而且能把外在世界变成为他自己而存在的世界。
实现这一目的，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认识，即人必须在内心里意识到自己，意识到自己心中有什么
活动，从而形成对于自己的观念，把思考所发现的本质的东西凝定下来，确定自己与对象的真实关系
以及自己的本质；二是通过实践，因为人还有一种冲动，要在直接呈现于他面前的外在事物之中实现
他自己，而且就在这实践过程中认识他自己。
实践就是使外物服从自己，利用它们，吸收它们来丰富自己，在他的“另一体”里再现自己。
黑格尔反复说人是生活着的，生活就是人对周围外在自然的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通过这双重活动，
人与自然建立了联系，各自扬弃自己的抽象独立性成为具体的现实。
脱离外在世界的个人和脱离人的外在世界，都是抽象的、不真实的，辩证法就是要建立人与自然的联
系，艺术的理想就是表现这具体的现实。
黑格尔举的例子是一个男孩把石头抛在河水里，以惊奇的神色察看水中现出的圆圈，觉得这是一个作
品，在这个作品中他看出自己活动的结果。
这种需要贯串在人的种种行为与活动之中，艺术活动的本质就是人在外在事物中进行的自我创造。
黑格尔把艺术的本质置于人对外在事物进行认识和改造的创造性活动之中，美感就是人通过实践活动
在外在事物上看出自己活动的成果时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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