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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研究缘起与认识一切的知识体系，都是建立在主观与客观对立的基础之上，思维、意志、情意等
等，都表达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对立关系。
这是西方文化的基点。
但是，西田几多郎（1870一1945）认为，所谓的主观与客观，在实在中根本是不存在的，主观与客观
、思维与认识、真善美、精神与物质、内与外的对立，不过是为了学术研究的需要，抽象与虚构出来
的概念。
事实上，作为实在的内在方面，由其内在的统一力的同一作用，上述各分裂的各个方面是圆满、整一
地存在于实在中的。
而主客未分、物我合一的状态就是真正的实在，就是纯粹经验，就是真善美，就是艺术。
哲学、科学的成立依赖于观念世界的抽象与虚构，它们远离真正的实在的真实；真正的实在是艺术、
情意与美。
艺术就是纯粹经验，就是实在，世界是艺术性的存在和生命的存在。
艺术第一次位居哲学与科学之上。
这种认识，是对西方哲学的颠覆，是对西方传统艺术与美学理论的颠覆，是对东方艺术论的回归，同
时，也是对我个人所受的哲学与美学理论训练和思维模式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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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纯粹经验是一个场所。
我与你都生活在这一场所之中。
自己生活在这一场所之中。
自己是由自己限定的，自我的自己限定就是自觉。
自觉就是直观与反省的同一。
因而，自己就是绝对矛盾的自己同一。
人们的行为构造世界，世界的逻辑已经从主语逻辑向谓语逻辑转变，由形而上学的思维向辩证法的思
维转变。
在场所中，人自己生活于主体间性之中。
而东方人，永远都在把生活与生命当作艺术来解读，因而，西田的哲学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文学
与美和艺术的思考。
《艺术和道德》一书中对文学艺术的描述，也就是其哲学理论的一个环节；或者也可以说，西田哲学
既然解决的是东方经验的逻辑问题，也就是解决的东方人文学艺术的逻辑性的问题。
　　西田的哲学努力成就了现代日本哲学，因而他被称为“日本的哲学家”，日本哲学也首次出现在
人类哲学史的显赫位置。
而且，这种哲学成果同时具有很强的世界性。
因为，西方哲学自从　　胡塞尔的现象学出现之后，经历了后来狂卷古典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后现代主
义运动，得到了一个结论“主体间性”，而西田的哲学思考结论，所谓场所、自觉、自己的自我限定
、谓语逻辑，实际上都是主体间性的东方话语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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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西田的日记让人思考。
也许对他来讲，学问也好禅也好，都是为了一个生活的目的。
首先，正是因为我们无论如何都要生活，才有禅；在生活开始的地方，才能有宗教、哲学等的思考。
对当时的西田而言，“禅”才是他的生活，而不是宗教。
禅并没有进入宗教的范畴，是很有意味的事情。
究竟是什么使他的思考如此凝结在“生活”上呢？
正如刚才日记中所显示，他认为“生活”是“第一等”的大事；在这一认识背景上，我们能找到其相
应的理由——那就是他那充满艰辛的生活与人生。
于是，对他的生活试图进行具体的考察和思考，在他构筑的被称为“西田哲学”的哲学体系中，我们
似乎能够闻到他的生活气味，能听到他那炽烈至极的灵魂的苦恼哀鸣。
如果说那时的思想显得晦涩的话，那是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晦涩，他处于苦恼中的生活的深度便不能
得到明白的表达。
在西田思想形成的背景中，有着潜隐的极其深刻的生活。
西田几多郎这样的人，不断地陷入对生活和自己的深深绝望，却又不能不从中爬出来。
在他充满苦恼的人生中，自己的心被撕裂过度，自己的绝望如此之深，以致迷失了他所谓的“真正的
自己”。
要想获得自己的“安心”，势必要找回那个迷失的自己。
克尔凯郭尔在《致死的病》中说：“绝望于自己，绝望了还要拯救自己自身，这就是所有绝望的定式
。
”看起来，西田的苦恼，恰好符合了这种“绝望的定式”。
但是，生活当中的悲惨、疾病、贫困、苦恼、艰难、灾厄、痛恨等无论到何种程度，西田从来没有陷
入苦恼与对自身的绝望之中。
对他来说，悲惨和贫穷只是悲惨和贫穷本身，而并没有导致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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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人，总是在试图认识自己并发展自己，却永远没有得到关于自己的任何知识，所以总是处于烦恼之际
，于是有各种宗教、哲学的思考以及艺术或美的论说。
那么我是谁呢？
西方的哲学家把自我分解成主观与客观、自我与他者、心与物、主动与被动、时间与空间、生与死等
等，并在由这些范畴构筑的概念关系结构中描画人的形象。
由是，关于人的形象日渐明晰与完整。
的确，我们生存于如是众多的概念结构中。
而概念所标示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生活经验与存在的向度。
在生与死连接而成的线段中间的任何一个点上，我们总是纠缠于食与色、生存与繁衍、幸福与痛苦、
自我与他人、自由与体制、奋斗与压抑的矛盾中，由是产生诸多的烦恼与思考。
佛家教导我们放下七情六欲，走向彼岸的心身的澄明与纯净，道家指引我们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从
而给自己一个自由自在的心态；但是，人类社会之外，还是有一个清净佛门的超然存在，还是有道士
阶层的特立独行，却没有把他们的观点与体验方法变成人类社会普遍行之有效的通行证、价值观与行
为方式。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纯粹经验>>

编辑推荐

《纯粹经验:西田几多郎哲学与文艺美学思想研究》为齐鲁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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