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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身处一个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
科学主义允诺说，通过对世界的控制、开发和利用，人类的利益能够达到最大化。
对科学技术的尊崇给我们带来了物质上的极大好处：便利的交通，有效的医疗，快捷的通讯，更多更
好的住房，五花八门的新奇消费品。
但是科学技术没有消灭贫穷，它甚至加深了人们对贫穷的敏感。
在对物质的渴望中，人们越来越远离自己的内心生活。
抑郁症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对人类最有威胁的疾病之一。
在科学技术最发达的西方世界，金融风暴及其导致的经济衰退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恐惧。
科学已经认识到，对世界的过度开发正在造成环境危机，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科学仍然相信应该通
过科学自身，而不是通过反思省察科学的出发点，来解决环境危机。
科学的认识方法构成了它的对象，也构成了它的解决方法。
靠它自己无法摆脱这一循环。
美学是现代学科中为数很少的针对人们内心生活的一门学科。
美学研究审一美活动，它是人们用心去感受外部世界从而获得意义的一种活动，它涉及的是人类的特
殊情感，是一个难以测算估量，变化万千，极其活跃的内心领域。
在天文学中，人们观察太阳的运行、太阳黑子活动的规律，测算太阳的运行轨迹，以利用这一切为人
类谋利。
在审美中，人们为阳光而感动，歌唱太阳，体会太阳带来的情感和意义。
审美情感不创造任何经济价值，也不参与任何社会的改造，它只是一种自我的愉悦。
它怀着亲和力品味感受到的各种意义；它充满了发现，却从不去打扰被发现之物；它帮助人们理解生
存的意义，遏制毫无节制的物欲。
最重要的，它提供了关于人的生存的一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内心的幸福比增长的数据更重要，情感比
物质更重要，内在的发现比外部的开发利用更重要。
审美不仅让我们享受人看护世界、与世界为友的乐趣，而且让我们领悟到与世界为敌的状态其实就来
自于一种对象化的思想方法，即控制、开发和利用世界以使人类的利益最大化的想法。
人的真正不幸源于内心的贫乏，而不是物质的匮乏。
审美补足了人因对世界的开发而失落的内心生活。
审美提供的是一种内省的思想方法，是感受和领悟，它强调人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时候有所体会、
有所感受，强调内心的幸福为本源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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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部书中，我们最突出强调的、也是全书精髓的内容有三：    第一，审美现象的要义⋯感受与意义
。
美学涉及的是感受，而不是理性。
美学的对象是一种感性生活，通过（主要是）视觉、听觉与世界打交道的生活，情感是它的主要内容
。
而这种感性生活的目标则是意义，感受和领会意义。
这种感性不是用来作本能的生物性选择和逃避，而是用来体会各种意义的。
审美是一种通过感受，而不是观测、实验、计算、推导，来获得意义的活动。
    第二，一种建立在艺术语言基础上的艺术审美观念。
这也是现代美学的观念。
艺术是审美的主要对象。
对于艺术的审美有各种不同的途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是，这种审美活动必须建立在对象的具体性
的基础上，即具体的艺术语言基础上，否则是空洞的和无效的。
对于绘画作品，我们首先要面对和搞懂的必然是色彩、线条和形状的语言，而不是人物的表情如何生
动，动物的形象如何活灵活现，或者环境气氛如何真实。
后者是前者的效果。
而美学要关注艺术的根本。
    第三，中西方美学的深刻区别。
西方美学是不断发展的美学，创新体现在后人对前人的超越；西方美学受到合法性的要求，全面的体
系性建构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美学是对一些核心主题的不断领悟，它在语言和精神实质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它不以发展
作为标尺，也不以形而上学的建构为己任。
后人要做的不是超越前人，而是对前人提出的一些永恒的话题拥有自己活的理解，从而加深对最古老
的本源性思想的体会。
中国美学的过程是不断地保留和增厚的过程。
了解了这一点，就能够了解中国古典美学缺少体系性著作，多断片式文本的原因，也能够了解很前卫
的西方思想会在很古老的中国经典中发现精辟见解和思想光华的原因。
我们也能够因此明白，在西方思想受到形而上学深刻纠缠之时，中国的哲学和美学应该贡献的是什么
。
    美学并不仅仅是一门知识。
我们希望，对美学的学习能够成为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学习。
美学要求我们首先拥有对自然和艺术审美的记忆和积累，但是在学习美学之前，如果我们真有这些积
累的话，它们也可能仅仅是一种沉睡着的东西。
美学能够唤醒这些沉睡的宝贵财富，让我们拥有的情感方面的潜能得以发掘。
希望通过美学的学习，我们能够增加对于人和人的生活，以及人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热爱，提
升我们的情感能力、趣味和生活品位。
但愿本书能够为读者享受到这些好处提供一条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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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本体论时期的西方美学在这一章，我们要描述的美学代表人物从古希腊一直延续到十六世纪。
他们都是本体论美学思想的代表，但是分别活动在两个很不相同的年代，前三个（毕达哥拉斯学派、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在古代希腊，而达·芬奇则已经进入现代。
他们的思想诉求会有不同，并由此影响到美学观点，但他们都持本体论的立场。
第一节 毕达哥拉斯学派古希腊的思想首先是从观察和追问世界开始的，所以宇宙的原则是这些思想家
首先需要解答的问题。
宇宙的原则是和谐，这是当时的主流观点。
而这就立即与审美联系在一起了，因为宇宙的原则也就是包括美在内的一切的原则。
美就是和谐。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美学思想就具有这种很浓厚的宇宙论色彩。
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一个盛行于公元前六世纪左右的古希腊学术派别，他们首先是些天文学家和数学家
。
在观察天文的过程中，他们发现数学能够解释天体现象的规律，天体运行符合数学的比率和比例，体
现了神秘的数学关系。
数的和谐统领宇宙事物。
按宇宙论法则，这种数的和谐原则也统领人类生活、工艺过程，直至人们的灵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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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美学导论》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人的真正不幸源于内心的贫乏，而不是物质的匮乏。
审美补足了人因对世界的开发而失落的内心生活。
审美提供的是一种内省的思想方法，它强调的是感受和领悟，而不是理性。
学习审美，可以使我们发展和享受人的全面意识能力，补偿因谋利的劳累而付出的内心的代价，提升
我们的情感能力、趣味和生活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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