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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年8月中旬，在山东省威海市召开的“21世纪文学理论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赴会的浙江大
学王元骧教授邀请我担任他本年度即将毕业的3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王先生是我读
本科时的“文学概论”课老师，在我心目中一直是德高望重的学者楷模，作为学生，没有不成就他此
番美意的理由。
在答辩会上，评委们对李弢的博士学位论文《非总体的星丛——阿多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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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于当代中国美学来说，阿多诺在其《美学理论》中所呈示出来的对西方美学进行自我批判和自我反
思的气度与能力，以及由此孕结出的丰厚果实，显得弥足珍贵。
对这样一份珍贵的美学嘱托，我们不能任其自行“漂流”，而应主动地选择并开启它，对之细细加以
解读．本书努力以文本细读的方式来把握阿多诺的美学理论，细心梳理、比对和校译《美学理论》的
中译本、英译本、新英译本和德文本。
在对文本内容的分解上，将胃多诺那种批判性的辩证态度和理论上的否定性特色概括为“非总体的‘
星丛’模式”，继而把该文本所形成的美和艺术两大问题领域进行话语切分，着力在“美学何为”、
“美的艺术的哲学辩难”、“艺术的审美理论译解”和“艺术史”等问题层次上，仔细诠释阿多诺对
传统美学的反思性话语和理论，梳理和提炼出诸多值得重视的美学观点。
论者以阿多诺的文本为前提，注重文本的语境和意义还原，同时又不完全拘泥于文本，而是立足于美
学史上的基本命题和重要问题，连带性地生发议论，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识。
这样的解读方式意在激活阿多诺的《美学理论》文本，拓进对其美学思想的深度认知并藉此提升其传
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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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弢，男，1973年生，湖北嘉鱼人。
自1991年以来先后在湖北大学、浙江大学就读本科、硕士和博士，其间曾在武汉某中学任教员。
现执教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从事文艺学和美学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并译有佩特（W. H. Pater）的《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江苏教育出版社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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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然美的这种双重性被移植到艺术领域，但这一成分的先决条件完全是历史性的。
同自然美相比，艺术使转瞬即逝的东西得以客观化并永恒长存，在此意义上艺术是概念性的，但这不
是一种推理性的逻辑意义。
在阿多诺看来，艺术不是摹仿个别的自然美，它是在模仿自然界的优美之物，它所摹仿的就是自然美
本身。
自然与艺术的关系可以这样见出：在鉴赏大自然时注重它的形象，将它感知为美的对象而不是采取行
动的对象，从艺术的观点来看，中介是这一关系的特征。
艺术是在寻求赎救自然所允诺的东西，即对美的允诺，它回归自身来成就这一点，这就是黑格尔关于
“自然美有缺陷”的论断的正确之处。
基于此，我们可以说，“艺术打开了自然的眼界”（第117页），自然反过来为人所有的东西提供表现
方式。
而那种自然主义艺术与自然的亲和关系则是似是而非的，因为它只是像工业生产一样将自然转化为它
的原材料。
艺术作为支配与和解的语言，是要将生气灌注于内容，复活自然语言那以隐秘的不可知解的方式诉说
给人类的那些东西。
艺术作品是在假定自身的范围内而非实际的意义上，将人类的支配范围扩大到极至，它借助自个的内
在性而有别于人对自然的真正支配，从而否定了真正支配的那种他律性状态，并且由此而具有某种自
律性。
自然美向艺术美的过渡是支配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时期，艺术美的东西是在意象中受支配的，同时又因
其客观性而超越支配的东西。
艺术作品越想从宗教意义上摆脱自然性并避免模仿自然，反而越接近自然，这里阿多诺似乎传达出一
种无意为而为的艺术思想。
反过来说，审美的客观性又是对自然之自在存在的反映，它使主观目的论的契机处于显著地位，使艺
术作品类似于大自然。
艺术作品的客观性常常被称为必然性，但正如本雅明所指出的，必然性观念一直被通常的思想史所误
用（138／114／120，依德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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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该书是由我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
数年前在我的学位论文完成并提交答辩时，阿多诺的著作在国内有完整翻译的文本只有三部，即《启
蒙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和《美学理论》，《启蒙辩证法》后来又出了另外一个译本，还有较
早的传记小册子一部。
另有若干单篇论文《“序”和“导论”》、《主体与客体》、《当代小说中叙述者的处境》、《谈谈
抒情诗与社会的关系》等被译出。
当我修订论文交付出版时，市面上已出现《道德哲学的问题》、《克尔凯郭尔：审美对象的建构》等
新译作，同时有一部当代德国人所撰其人物传记译出，或有相当译书正待出版，余愿望阿多诺著作更
有金迻译。
忆起念研究之初，我收集和阅读的是其著作中与美学和艺术论相关的重要英文译本，除主要的《美学
理论》外，还有《文化工业》、《多棱镜》、《文学笔记》、《最低限度的道德》和《现代音乐的哲
学》等，在阅读的过程中，边思考论文的构架。
因为阿多诺的思想驳杂、理论深广，与本专业相关的论题很多，包括传统美学的命题、现代艺术问题
、音乐美学理论和文艺社会学等，更重要的还有其哲学和美学思想的内涵和定位等等。
诸多问题我原想在论文中面面俱到，后来发现这样做实在不是一个博士论文能够完成的任务，以上任
何一个方面都好分别写成大部头专著了，如此多的内容若都要泛泛而谈，可能既凌乱又都不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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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非总体的星丛:对阿多诺〈美学理论〉的一种文本解读》是一部较有深度的关于法兰克福学派著名代
表人物阿多诺的美学思想的研究专著。
书中肯定了阿多诺对传统美学观念的消解和对现代审美艺术思想的反叛和荒诞的理性理解，强调现代
美学思想的多元化，异质性和散乱无序正是对现代社会虚伪的消费工业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密码。
书中揭示了阿多诺对美学，艺术，和艺术史的现代的全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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