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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思想，往往被视为令人神往而略显玄远的词汇，实际上，它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寻常之物。
人生活在一个意义的世界，只要去自觉其意义，就不会没有思想。
马克思说：“理性向来就存在，只不过它不是永远以理性的形式出现而已。
”思想无所不在。
有了思想，就会有对思想的思想，这便是反思。
人类总是在不断反思：反思人之为人，反思美好生活；反思道德法则，反思精神信仰；反思经济活动
，反思社会准则；反思审美，反思求真；反思人与自然，反思人我之间；反思理论的，反思实践的；
反思本土的，反思域外的；反思传统的，反思现代的；反思推动科技昌明，反思科技的负面影响；反
思资本主义，反思工业主义；反思理性，反思非理性。
人类进步少不了反思，社会发展离不开思想。
思想赋予知识以活力，转识成智，豁然贯通，以利于先立其大者；思想赋予生命以意义，化腐朽为神
奇，把平淡的生活变得意味深长。
思想让我们小心谨慎，思想让我们雄心勃勃。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绵延不绝，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个人、一个社会要
提升精神气质，也需要思想的滋润。
思想既是一种结果，又是一个过程；既是一种产物，又是一种活动。
我们向往自由，渴望洞察，期盼理解，追寻幸福。
思想让我们遍尝跋涉的艰辛，也给了我们知难而进的勇气和力量。
思想者未必真能成为思想家，但却拥有一片崭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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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方民族，尤其是中华民族的哲学范畴，没有经过人工的、理性逻辑的方式的排列和组合，来建
构一个逻辑的、虚构的框架；因此，也就没有逻辑的“一元化中心”没有西方哲学、美学所追求的那
种“确定性”和“精准性”。
　　东方哲学和美学的范畴是散点放射的，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林中路”那样可以向各方延伸；也
像德勒兹所说的“游牧思想”和“块茎思维”一样，是多元的、多点生发的。
东方哲学美学的范畴就永远处于“成为”的过程中，永远处于“可能”的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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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原始思维的完整性特点在埃及艺术创作中有相当典型的表现。
在绘画和浮雕中，人物像一律按照正面律的原则加以表现：正胸、侧脸、正眼、侧腿脚。
埃及人表现人像时，重视选取事物或人的最典型的“面”而不顾及形象是否扭曲。
正面表现“眼”，是因为眼是灵魂“卡”的象征，精气神从眼中流露出来，鼻子为生命之气，要完整
地毫无歪曲地表现；腿脚只有侧面表现才不至于歪曲。
结果，这种画在视觉上呈现出来的是极不自然的姿态，而埃及人却认为是最全面完整的形态，是最丰
富地展示人体特征的姿态。
埃及人在再现一个场景时，为了全面完整地表现对象，就采取多点透视，即从多角度表现共时性的事
物，甚至事物的背面或被遮挡住的部分也要刻画出来。
从透视的原理说，对象被严重地歪曲了，但是埃及人看来却是最真实、最准确、最完整地再现了对象
。
五、原始思维的情感性特征在埃及艺术和审美中的表现古代人的全部的情感性因素都渗透在原始思维
之中。
因为，人的思维的对象是整个外在的客观世界，这世界同他们的生存利益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在他
们全部的认知活动和艺术创造及审美活动中，都伴随着强烈的情绪反应。
对埃及人来说，他们创造出来的艺术品不是出自审美的动机，而是在重现神的形象和神的世界，是人
生新的境界——彼岸世界。
“建造金字塔，是表示对神的服从。
古埃及人承担这项工作是心悦诚服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在为地上神——法老，尽一项神圣的义务。
尽管如此，有些作家仍然错误地指责法老在修筑金字塔的过程中奴役百姓。
一些古代的史学家确切提到，那些服劳役的民工是领取报酬的，碰到尼罗河泛滥季节，农事被迫中辍
的时候，这有助于活跃经济。
”“希罗多德记述说，‘洪水季节，农民们被迫丢下他们被水淹没的田地，去帮助修筑金字塔，以换
取他们的衣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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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2000年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东方美学范畴研究”的最终成果。
此前，已经以论文和专著的形式结项。
但是，几年来这部著作一直没有交付出版社出版。
原因是作者感到此书尚不成熟，自己内心一直无法结项。
因为，研究东方美学范畴至少有以下四个难点，这些难点困惑了我许多年。
其一，是东方美学范畴和理论被西方和中国的有的学者视为“潜范畴”或“前范畴”。
其意思是说，东方美学范畴还称不上是西方哲学、美学意义上的范畴，它们还没有资格登上西方哲学
、美学理论和范畴的大雅之堂。
既然名不正，言不顺，那么，作者应该怎样去应对这种排斥性的观点呢？
如何为东方美学范畴争得一席生存之地呢？
其二，是东方各民族的美学范畴都较为散乱，各自都不成体系；作者更无法把整个东方美学范畴捏成
一个体系。
按照西方传统的美学理论和范畴的体系性，没有体系的东西算什么呢？
作者就必须为东方美学范畴的非体系进行有说服力的辩护。
其三，从形态上讲，东方各民族的范畴很少有纯思辨性的、纯抽象性的逻辑形式，更多的是具体事物
称谓式的，或者是形象性的、象征和比喻式的诗性的形态。
面对诗性的、含义朦胧的东方美学范畴如何加以清晰的解读和阐释呢？
其四，如何清晰地回答：为什么东方民族的审美范畴是诗性形态的？
它们生成的文化背景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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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方美学范畴论》为思想与文化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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