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审美形而上学到美学谱系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从审美形而上学到美学谱系学>>

13位ISBN编号：9787308093033

10位ISBN编号：7308093034

出版时间：2011-11

出版时间：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冯学勤

页数：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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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审美形而上学到美学谱系学>>

内容概要

　　《从审美形而上学到美学谱系学：论尼采晚期美学思想中的反形而上学维度》希望能够有所突破
的地方有三个：第一，指出尼采从早期“审美形而上学”的宣扬者转向晚期“抛弃一切形而上学”的
呼吁者的进步性意义。
第二，凸显谱系学方法对“身体转向”或“身体美学”的开拓性，发现尼采晚期思想最具前瞻性的部
分。
第三，提出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即是否正是因为谱系学的异质性，使尼采将权力意志学说从
本体论位置上撤离下来，并最终放弃了“权力意志”一书的写作计划？
这三点分别构成了这本书的三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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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艺术使思想家心情沉重——形而上学的需求多么强烈，自然最后要告别这种需求是多么
艰难，这从下列事实中不难看出：自由思想家在放弃所有形而上学之后，杰出的艺术效果也容易在他
身上导致沉默已久的形而上学断弦再度鸣响，参与合奏。
比如，在聆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某一乐章时，他觉得自己似乎腾空而起，漂浮在星辰的大教堂里，心
里荡漾着永生之梦。
似乎点点繁星都在他身边闪烁，大地则在渐渐下沉。
——他一旦对这状态有所意识，也许心里就会感到深深的刺痛，长吁短叹，渴望有人替自己找回丢失
的情人，无论她现在是名叫形而上学还是唤作宗教。
在这种时刻，他的理智性就得接受考验了。
”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合唱”）宣扬了人类寻求自由的伟大斗争意志，其中最具有宗教色彩的部分
就是以“欢乐颂”为主题的第四乐章，该乐章包含了对前三个乐章的回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高潮和
升华。
需要指出的是，在第三个乐章以如歌的柔板（56拍／分钟）、较低沉的降8大调形式出现，其主题包含
了静观的沉思情绪。
从第三乐章的静观沉思转向第四乐章（急板，D大调）的宗教慰藉，可被视为在有限中发现无限、并
从无限中获得慰藉的形而上学需求的表现。
当然，对艺术家来说，这种慰藉只是材料，正如在鸡尾酒中调入一种成分；但对静观深思的思想家而
言，“形而上学断弦”还是因“要慰藉”的意识而凭空响起，在“漂浮星辰的大教堂”即艺术天国中
寻求着“永生之梦”，希望艺术能够帮他找到“丢失的情人”。
此刻，唤作“宗教”还是唤作“形而上学”的确难以区分，这就是审美形而上学思想的生成心理。
艺术撩拨起形而上学的断弦，这考验着诸如尼采这类的“自由思想家”的理智，其结果是彻底质疑形
而上学的情感： “在甚为罕见的情况下——比如在某人集能力天才、知识天才、道德天才于一身的情
况下——除了上文提到的痛苦之外还会雪上加霜，产生另一类痛苦。
这种痛苦应视为人世间最大的特例：个人之外和之上的感受，面向民族、面向人类、面向全部文化、
面向全部苦恼的存在的感受，通过与特别艰难、特别冷僻的认识相结合（同情本身并无多大价值）而
获得自身价值的感受。
——但是它们的真实性能用哪一把标尺、哪一杆金秤来衡量呢？
难道不是更应该对所有侈言自己有此感受的人表示怀疑吗？
”① “上文提到的痛苦”指的是艺术天才们曲高和寡、无人欣赏的现实痛苦；而此处提到的痛苦则是
一种值得怀疑的痛苦：形而上学思想的持有者动辄谈到超个人（“个人之外和个人之上”）的感受，
“面向民族”、“面向人类”、“面向全部文化”乃至整个存在的感受如果来自道德（“同情”）则
并无价值，只有和“特别艰难、特别冷僻的认识”即形而上学认识联系起来，才拥有有限的价值；然
而尼采还是从根本上怀疑这种感受的真实性，毕竟，这种动辄超个体的感受面目可疑。
至少在艺术和审美领域，超越感和崇高感最好的结果是成为艺术创造和审美体验中的一种感性成分，
而不能被视作占据审美和艺术活动最高位置和根本目的——甚至连“最高位置”和“根本目的”的设
置本身就是形而上学思维的结果。
艺术家如果错误地占据上帝死后留下的位置，把审美和艺术活动当作新宗教，以给人形而上的慰藉为
最高价值，那么这是此时的尼采坚决反对的。
而这也正构成了他与瓦格纳决裂的根本原因，瓦格纳要求的是“在宗教成为艺术的地方，留待艺术做
的，是拯救宗教的精髓”②。
宗教的精髓是终极慰藉，瓦格纳希望他的音乐剧能够承担这样的功能，让人们逃进他在拜罗伊特筑起
的艺术城堡中去，试图用美的面纱彻底笼住现代人永恒的伤口；然而这点根本不可能实现，晚年的瓦
格纳最终通过音乐剧《帕西法尔》向基督教谄媚，从半宗教的审美形而上学彻底皈依了宗教。
这导致了后来尼采对瓦格纳的持续批判；而此时，尼采更重要的工作是将音乐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割断
： “音乐——就其本身而言，音乐对我们的内心并非如此意义重大，如此动人肺腑，以至于可以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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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是感情的直接语言。
应该这样说，音乐与诗的古老联系使得节奏的运动、声音的强弱中蕴含如此众多的象征，以至于现在
我们误以为音乐是直接面向内心和发自内心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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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审美形而上学到美学谱系学:论尼采晚期美学思想中的反形而上学维度》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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