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0 美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2010 美学>>

13位ISBN编号：9787807185895

10位ISBN编号：7807185899

出版时间：2010-2

出版时间：李泽厚、王柯平、徐碧辉、 滕守尧 南京出版社  (2010-02出版)

作者：李泽厚 等 著

页数：21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0 美学>>

内容概要

　　《美学（第3卷）（2010）》为《美学》第三卷，包括：美育论坛；艺术哲学；美学原理；中国美
学；西方美学；日本美学；绘画艺术；审美文化；会议综述和资料等十个栏目。
《美学（第3卷）（2010）》内容丰富，分析透彻，可供美学研究者和爱好美学的读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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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美育论坛关于“美育代宗教”的杂谈答问艺术与人的可持续性发展——滕守尧先生访谈录艺术哲学感
性的艺术与艺术的理性美学原理略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哲学基础“美学”：“感性学”+“情感学”
“美学”：“感性学”还是“理性学”中国美学论老子哲学的人生境界观两汉乐论及身体表达文构之
美——论中国古代文言文的构形审美追求王国维及其悲观主义三境界西方美学Asthetisch(直感)判断与
智性直观——论康德Asthetik的意义布鲁门贝格的“神话终结”论让大地成为大地——海德格尔的“自
然”追问与艺术作品的本质日本美学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从西行法师的四季咏物和歌看日本民
族的审美意识绘画艺术绘画中的“形式力”与音乐中的“形式美”视觉的“自恋”：自画像中的镜像
经验——对《眼与心》的一种读解审美文化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景观从虚拟实在到虚拟艺术会议综述
新中国美学六十年：回顾与展望——中华美学学会第七届全国美学大会会议综述资料齐一先生访谈录
《美学》第1～第9期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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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答：这恰恰误解了Anselm。
A讲的是无限的未可经验的上帝，不是任何可经验的有限感性对象。
这些经验对象设想其存在而实际不存在是完全可能的；但那个至高的上帝，按Anselm却不可能在人心
中不存在，所以它就必然客观地存在。
问：这与你何干？
。
答：Anselm的上帝以“人人心中都有”的“经验”作支撑，但并非古往今来且不分地域、文化、年龄
的“人人”都有此经验.。
所以这推论的前提不能成立。
《历史本体论》的“天地”或“宇宙一自然物质性的协同共在”，则是以人人均有的有限时空经验作
支撑，从而前提和推论便都可以成立。
即是说那个有言有令的精神性实体存在的上帝并非“人人心中都有”的经验，而物质性的有限时空却
是人人都有的经验。
因之，历史本体论所推论应“敬畏”那人赖以生存的不可知的“物自体”，亦即“世界如此存在着”
，便具有真正的客观社会性即Kant所谓的普遍必然性。
“理性”与“神秘”本是相互排斥的，这里所谓“理性的神秘”，指的只是由理性而推导至不是理性
所能认识和解答的某种巨大实体作为敬畏对象的感情存在，而仍然不是理性认识。
问：你的这个“上帝”是物质性的“天地”，但有人以为中国传统的所谓“天地境界”只是低级的“
自然境界”。
答：冯友兰《新原人》早讲过二者相似而根本不同。
“自然境界”只是一种生物本能的生存境界，“天地境界”恰好相反。
当然，你要进一步推论，认为这个无垠宇宙是由某种人格神如基督教所讲的全知全能的上帝所创造，
也是一种并无经验支撑的逻辑可能性。
但的确是这种逻辑可能性，在基督教传统的历史和心理的支配下进入感情，使直到当今西方的许多大
科学家哲学家仍然相信上帝，更不用说一般老百姓了。
问：在你看来，这个“理性的神秘”所推论的神明高于“感性的神秘”（即宗教神秘经验）的神明？
答：“感性的神秘”或神秘经验可以由未来的脑科学作出解说、阐明甚至复制，它的“神明”也就很
难存在，变得并不神秘。
“理性的神秘”却不是脑科学和心理学的对象，也不能由它们来解答。
“世界如此存在”不是神秘经验即不是“感性的神秘”，而是由于超出因果等逻辑范畴从而理性无由
处理和解答的“神秘”，这大概是永远不可解答的最大的神秘，也是将永远吸引着人们去惊异、思索
的神秘。
感性神秘经验不具普遍必然性，经常只是极少数人能感受或获得，无法普遍证实。
几大宗教之所以有各种经典、教义，就因为“感性神秘”难得又期望人们接受信仰，从而才作出各种
理性的推论证明，使之具有“普遍必然”。
但从理性上恰恰没法论证信仰，没法论证超验的精神实体即上帝人格神的存在。
所以也才有“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仰”，“不理解才信仰”，“信仰之后才能理解”种种说法。
问：既不承认人格神的上帝，那么，又何谓“理性的神秘”中的“神明”呢？
答：所谓“理性的神秘”中的“神明”也就是说宇宙一自然本身就是神明，它既不是超宇宙一自然即
宇宙一自然之上之外的神明：如基督教的上帝；也不是以任何局部自然如风雷雨电为神明，如原始宗
教；更不是说宇宙一自然由于“神明”，它的各种具体变化和历史演进无由解释；而只是说，它的总
体存在无由解释。
这个无由解释的、不确定而又规律性的行走就是“神明”。
问：所以这便与你的“以美启真”联系起来了。
答：《实用》一文中的上篇就是将“以美启真”与这个不可知解的“物自体”相接联，认为作为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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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宇宙一自然规律性的存在是人们信仰的对象，各种具体的规律的存在如何得来，则是人通由自己的
“度”的实践从而“创造”出来的。
其中，不只是逻辑和理性，而且人的感受、感情、想象都起某种重要作用。
如《实用》一文所强调，这才是解说：Kant的“先验想象力”的关键所在，也正是“以美启真”的核
心。
前引赵汀阳文说，是人赋予宇宙一自然以优美的秩序。
但这“秩序”并非是纯然主观任意，所以才有“美”与“真”的关系、个体感情与理性真理的关系问
题。
这才是奥秘所在。
而这又并不只是认识论、科学发明发现问题，而且有存在论（本体论）的深沉意义在。
问：这是个深奥甚或神秘的问题。
答：去年读到当代大数学家MichelAtiyeh一篇讲演稿，讲数学是“发明”而不是“发现”，人的特征是
在千万可能性中按美的规律去选择。
（香港《明报月刊》2007年2月号）这与我认为数学是感性操作抽象化后的独立发展和“以美启真”相
当合拍，也与这个“神秘”问题相关。
而人们之所以经常把“发明”当作“发现”，正是由于感情信仰的需要。
Plato的完满的理式世界之吸引人，也以此故。
这就是宇宙一自然的“神明”。
问：你在《实用》文中说“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这个老大难问题的回答，是必须有宇宙一自然与人
有物质性的协同存在这个物自体的形而上学的设定⋯⋯这个作为前提的必要的设定以审美情感一信仰
作为根本支持。
”这如何讲？
答：我在排列中国十哲中，把庄子名列第二。
原因之一就在他有这种高度智慧和思辨能力。
至今你也无法用理知推论来否定整个人生一宇宙不过是“蝶梦庄周”的一场空幻。
佛家之所以能打动人心，也在于此。
而“宇宙一自然物质性协同共在”之所以更具优胜性，如上所说，在于它以每个人都有的时空经验为
依托。
这所谓经验依托的缘由却仍然是“人活着”这一历史性的存在。
“理性的神秘”以及它生发出深刻的敬畏以及神秘感情，可以使“人活着”更具意义和力量；即使你
设想这经验、这“活着”也不过是一场梦，是“空”或“无”，但你却仍然把这个“空”“无”不断
地继续下去。
即使人生短促，生活艰辛，生存坎坷，生命不易，从而人生如幻，往事成烟，世局无常，命途难卜，
不如意事常八九，但人却仍然是在努力地活下来活下去。
佛教来中国，转换性地创造出“日日是好日”、“担水砍柴，莫非妙道”的禅宗。
这即是“天地境界”：即使空无也乐生入世，何况有那个协同共在的天地，人生便并不空无而是充满
了历史的丰富。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陶潜），不需要去追求另
个世界，这也是我把孔子排在十哲第一的原因。
问：记得你说过，宗教天堂的构思不仅虚幻，而且乏味。
答：当然，这是一种世俗性的对佛教、基督教的想象和理解。
实际上，“灵魂”本身就是一个多义的语词和复杂的问题。
它也可以理解为非实体性的精神超越或增进，从而也就并不脱离物质的肉体而独存，这样灵魂就不能
不朽。
但就许多宗教信徒说，尽管《圣经》讲肉体复活，一般却较难相信常人肉体的永生、复活、不朽，从
而灵肉分离、灵魂不配，成为所期望的情感一信仰寄托之所在。
但没有了肉体，也就没有食色欲望和由此产生的种种矛盾、冲突、爱恨情感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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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十全十美，圆善完满，实际上恰恰是同质、单调、极其贫乏无聊的。
脱此苦海，舍此肉身，在满堂丝竹尽日笙歌的西方净土变式的佛家乐土或上帝天国中纯灵相聚，无爱
无恨，无喜无嗔，即使天长地久，又有何意味？
没有肉体生存，所谓“精神生命”才真正是苍白的空无。
真乃“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即使“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甚至充满苦难悲伤，也比那单
调、同质的天堂要快乐。
一切幸福和不幸，其意义和价值都在发现人的历史生命，都在实现、丰富和发展现实的人性能力和人
性感情。
“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张载：西铭》）。
这才是生命超乎自然、功利、道德的意义。
其实基督教、佛教一些教义也如是说，只是儒学不设超验，使这一点更突出了。
问：精神生命本身不也可以丰富多彩吗？
答：上面已说，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恰恰是由现实世间人际的物质生活所引起、所发生、所造形、所
成长。
离开了人世间物质性肉身的种种事件、经验即历史所造成的一切感觉、感情、思想、意愿等等，心如
止水，一波不兴，也许有某种特别的神秘愉悦，但那神秘愉悦又能维持或保存多久呢？
瞬刻可以永恒，但毕竟只是瞬刻。
它毕竟摆脱不了这个沉重肉身的物质存在，除非去自杀。
只有死才是无的圣殿。
问：那么这种你所说的“瞬刻永恒”的顿悟感受就是不重要的虚幻感受？
答：不然。
这“顿悟”或神秘感受更容易使人进入“天地境界j’。
尽管山还是山，水还是水，一切如常，生活依旧，却因境界不同，对待生活（包括精神与物质两个层
面）、处理事务，便不一样。
我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里已讲过了。
问：如何说？
答：“瞬刻永恒”是我讲禅宗时说的，它是一种“感性的神秘”，即神秘地经验到自己与“神”与“
天地”合为一体。
就中国说，它源始于远古“诚则灵”的巫史传统，但这并不是进入“天地境界”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
件。
问：那么“天地境界”是“感性的神秘”即神秘经验还是“理性的神秘”呢？
答：宋明理学包括现代新儒家冯友兰、牟宗三对此交代得都很不清楚。
实际上可以两者俱是。
但神秘经验也是别的宗教所追求的，如前所说，其种类繁多。
特别是许多宗教教派的神秘经验经常要求通由自虐、苦修、疲乏其心智而后获得。
儒家对待自虐、苦行等修为持守和对待奇迹、天启等神秘现象一样，都很少谈论。
儒家大讲的“孔颜乐处”，即“天地境界”，大都是从理性角度讲的某种较持续及稳定的心境、情态
、体验。
当然，有好些也就是神秘经验，如孟子和阳明学讲的人“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上下与天地同流
”等等。
但它们最终仍落脚为一种基于道德又高于道德而与宇宙万物相合一的感情所产生的较长稳定的生活心
态和人生境界。
至于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所讲的“天地境界”，则承续这个中国传统，不强调神秘经验，而是由上述“
理性的神秘”所开出的一种不执意世间物的广阔、稳定、超脱的感情、心境、状态。
它包括孔子的“无可无不可”，庄子的“真人”、“至人”、“神人”，后世的“孔颜乐处”，特别
是它开展为对世间人际的时间性珍惜，即展开人的内在历史性，由眷恋、感伤、了悟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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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同于受佛教深重影响偏于宁静、空无、持敬的传统的“孔颜乐处”，而更着重于理性与感性之间
活泼泼的现代紧张关系和永远前行的生命力量。
它是通由历史感悟的时间性珍惜，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对生命的紧紧把握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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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学(第3卷)(2010)》是由南京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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