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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跨入了21世纪。
展望新世纪哲学的发展前景，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这将成为中国乃至
全世界哲学转向的一大特征。
哲学交叉学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组新兴学科群，它包括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
学、历史哲学、社会哲学、宗教哲学、道德哲学、法哲学、人生哲学、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
学、生态哲学、心理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哲学、艺术哲学、管理哲学等学科分支。
　　21世纪是以问题为中心的世纪，恐怖袭击、两极分化、知识经济这些复杂的问题使近代以来传统
的学科分类无能为力，社会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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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人类生活体系中，艺术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无法设想一个没有艺术的人类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但是，艺术又是神秘的，它始终抵御对它的理论的解释和法则的规定，它使历史上的种种美学一再陷
入困境。
本书主张由美学向艺术哲学进展，围绕艺术作品的“作品存在”这一核心问题，重新思考艺术与人类
生活的本质关联;反对把艺术看成是伴随人类现实生活的装饰物、娱乐品，或实现其他社会价值的工具
。
本书的基本观点是: 艺术的事业是真理的事业。
    本书作为对艺术的哲学思考，讨论了艺术的六个方面的基本问题。
它们是: 艺术与真理的关系、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审美意象的基本类型、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创造
、艺术作品的接受、五大类艺术的感知特性。
这六个方面的讨论，大体构成了艺术哲学探讨的基本领域。
艺术哲学是一个民族的美育的思想基础，也是展开有价值的艺术批评的重要前提。
本书为爱好艺术的青年欣赏、认识和思考艺术，提供了最基本的思想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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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艺术与真理　　这一章的内容围绕一个核心，即“艺术的本质”问题。
这是艺术哲学必须先予讨论的基本问题。
　　所谓“艺术的本质”问题，其实也就是艺术与人类生活的关系问题。
对此问题的讨论非常重要，也非常困难，尤其在当代。
在当代生活中，我们与艺术的实际关系，离开真理的领域十分遥远，姑且不论作为大众娱乐或作为情
感宣泄的艺术，即使我们认真地去.感知当代严肃的艺术家们所呈现给我们的艺术作品，我们也难以发
现它们与真理之间的联系。
也许我们的出发点本来就有问题？
艺术与人类生活的关系本来即与真理的领域无涉？
或许艺术本来的功用只在于提供给我们以审美的享受而不是对真理的感悟？
　　本章的讨论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第一节艺术的神秘性　　一、“美是难的”　　艺术的本质问题初看非常简单，似乎人人都可以
凭藉经验给出一个答案。
谁不熟悉艺术？
从孩提时候听成年人讲故事起，我们就开始接触艺术了。
从艺术中，我们得到快乐，得到心灵上的愉悦、启发和最初的教育，得到许许多多别的什么。
可曾有过哪一个孩童不把最初的、最简单的艺术活动（如听童话、涂鸦般的绘画、唱儿歌等等）视为
欢乐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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