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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克尔凯郭尔是西方思想史上杰出的思想家。
他的思想具有深刻的睿智、丰富的启发性和当代性。
在哲学、宗教、心理学、文学批评、文化批评等诸方面都有独特的贡献。
虽然他存有生之年多逢舛运，但在20世纪，他的思想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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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慧姝，女，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原为复旦大学文艺学博士，中山大学比较文学
与世界文学博士后。
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宗教学、西方美学与文化研究。
曾独立承担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老庄审美思想内蕴”、国家社会基金青年项目“克尔凯郭尔文艺思
想及其当代意义”，并在国家社科核心期刊发表哲学、美学、文论等多篇论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克尔凯郭尔文艺审美思想研究>>

书籍目录

导言  第一章 审美思想渊源与时代批判    第一节 人生经历    第二节 思想渊源    第三节 时代背景    第四
节 生存问题      一、人的问题        二、生存境遇的本性(the nature of thexistentia situation)        三、思与生
存        四、主体性      五、主观真理    第五节 生存理论的当代意义      一、文论的本体化      二、主体间
性理论      三、实践存在论  第二章 审美层次与蕴义    第一节 审美层次    第二节 审美瞬间的艺术性    第
三节 审美人生辨析      一、审美人格的阐释      二、审美人生的本质        三、审美人生的归宿      第四节 
人生三境界透视    第五节 生存论审美的当代意义    第三章 审美生成之契机    第一节 绝望——致死的疾
病      一、绝望的范畴      二、绝望的形式      三、美学武绝望      四、绝望的影响及其当代意义      第二节
反讽——人类交往的间接方式        一、反讽的概念      二、反讽的运用        三、反讽的功能      四、反讽
的影响及其当代意义    第四章 悲剧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第一节 悲剧的罪过    第二节 悲剧的悲痛与痛苦 
  第三节 现代悲剧的悲剧性      第四节 悲剧理论的价值    第五节 焦虑的范畴      一、焦虑与罪        二、焦
虑的形式        三、焦虑的意义与影响        四、文艺学的焦虑处境    第五章 再现范畴及其当代意义    第一
节 再现的叙述与范畴    第二节 再现的本质与内涵    第三节 再现的法则与延伸      第四节 再现的当代意
义        一、文学活动的双重性        二、文学活动的认同机制        三、文学活动的话语实践    第六章 个体
生存的审美沟通    第一节 生存沟通如何可能    第二节 生存沟通的形式      一、间接沟通的目的        二、
两种反思的比较        三、生存的双重反思        四、间接沟通的方式与阶段      第三节 间接沟通的本质       
一、两种沟通的比较        二、间接沟通的宗教指向        三、生存沟通的运动轨迹      第四节 间接沟通的
审美内蕴      第五节 间接沟通的影响及其当代意义  第七章 后现代转向——大众传媒的批判及其意义    
第一节 报刊的真相    第二节 大众化与反思    第三节 文化异化思想      一、时代的异化      二、主体的异
化      三、社会活动的异化        四、人与人关系的异化      第四节 理论的回响及其当代意义  结语  参考书
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克尔凯郭尔文艺审美思想研究>>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审美观者在《或此或彼》中是一个生存的可能性，但去生存和去认知是两件完全相反的事
情。
克尔凯郭尔认为，“为生存而工作是每一个人的职责”的伦理人生观，同审美人生观相比，有两个优
点：第一，它结合实际，阐述了普遍意义的一面，而审美观却过分强调偶然意义，以至于解释不了什
么。
第二，通过行为主体好的、真的、善的一面来认识行为主体。
伦理人生观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这不仅是解决偶然性的问题，而是解决了具有普遍意义
的生存方式的问题，从普遍性方面展示了真美的含义。
换而言之，直到才干被转化为事业时，才干才是美的，直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事业的时候，生存才是
美丽的。
审美人生的明显的特点是没有决定性。
为了个人的实现，他不得不深人生存更高的水平，通过绝对的诚挚选择自己而召唤他的内在资源。
克尔凯郭尔不提倡陷入反理性中，他试图规定能统治任何有效的选择的条件。
美学的人仅是模糊地意识到他的内部矛盾，他拒绝面对它们，不愿意通过把他的生存联系到具有某种
普遍有效性或客观性的原则的方式，来突破他忧郁的自我吸收。
与美学的人不同，道德的个人作出了选择，通过他生存努力的强度，认识到他真正的本性同自由紧密
相连。
自由因此是先于一切具体决定的原始冲动，是人的最深刻的自我表达。
 其次，伦理的人则是为履行责任而生活；他以善恶标准代替以兴趣和厌烦为标准。
克尔凯郭尔所说的伦理的人，即是康德在要求我们承担责任而不是随心所欲时所设想的人。
如果伦理的人尽可能承担起对其他人的责任，并尽力履行这些责任，他的生活就是成功的。
伦理阶段是作出决定和自我约束的阶段，伦理的人果敢地选择自身，生存在激情和内在本质之中。
审美的人的存在消逝了，因为他在各种可能性中挣扎。
伦理的人的存在是统一的、集中的，因为他可以在有限的行为方式中约束自身。
但自我在宗教阶段的运动中认识自身之前，这统一的基础和这约束的最终源泉是不被揭示的。
克利马克斯认为，伦理的人和宗教的人是如此接近，以致他们相互之间永远有着沟通。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这两个阶段常常被连称为伦理一宗教阶段。
伦理意识的标志是反思，这时自我意识登场了；审美意识是较为消极的理解或思考，而反思意识则通
过行动实现它自身。
在伦理意识中，有对理想的设定和对生活道路的选择。
对于个体来说，将来比现在有着更大的意义；终极关怀从当下的存在转变为将来的存在。
 在伦理的存在中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的时间现象，是深刻理解黑格尔对异化或“不幸意识”教诲的关键
。
黑格尔早就说过，异化的意识是从不向自己表现的自我，是自我在过去和将来的缺失。
当意识被与过去和将来割断时，意识就从自身异化。
异化的意识失去了对生命的记忆，也不对任何事物寄予希望。
因此，它最终导致绝望。
统一的意识则既包含过去又包含将来，记忆和希望在个人生存中得到统一。
伦理的人在决定行为的时刻获得了这种统一的意识。
选择行为使过去得以延续，承认并面对着将来，自我由此得到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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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克尔凯郭尔文艺审美思想研究》中所提到的克尔凯郭尔是西方思想史上杰出的思想家。
他的思想具有深刻的睿智、丰富的启发性和当代性，在哲学、宗教、心理学、文学批评、文化批评等
诸方面都有独特的贡献。
虽然他在有生之年多逢舛运，但在20世纪，他的思想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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