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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在到处高唱要培养全社会人的人文素养，的确，这是作为一个人文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但问
题是何谓人文素养，什么才叫具有人文素养?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不同就在于它是关于价值的学科，
而价值，从最根本的层面讲，是一种信念，在这一点上人文学科和宗教没有区别。
而与信念直接伴生的，就是真诚的概念。
真诚是一种情感，它来自一个人的生命与生命所依存的东西的亲密关系，一旦我们的生命失去了牢固
的依存之所，四处漂泊，人们对真诚的体验也就消失了。
因此，人文学科的任务就是为人们寻找我们生命的依存之所，让我们重新寻找回对真诚的体验，体会
到张载《论语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豪言中透出的发
自伟岸生命之根的真切情怀。
所谓的提高人文素养，我们理解也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天资不高，入学又晚，但也许是天生的宗教情节让我们对这一点一直有一种殷切的向往，并力图
身体力行。
这种做法让我们吃够了苦头，个中滋味只能留给自己慢慢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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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相应地，西方思想学术界
的解构主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矛头直指西方自启蒙运动建立起来的、与工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主客
二分、二元对立的哲学和思维模式。
面对当年曾经鼓舞了无数仁人志士的自由、平等、博爱光环，解构主义的显微镜和手术刀一点一点地
把隐含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对妇女的歧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下对生态的破坏、卢梭式的积极民主
可能导致的社会专制、现代国家权力话语建立过程中的血腥和残暴以及民主外衣下对人的异化等等一
一揭露出来。
对现代性的批判一时成为一股潮流，检讨过去制度和文化中隐含的不平等和非人道的东西，为建立一
种更加民主、自由、人道的社会文化而奋斗成为西方新世纪面临的重大问题。
　　主客二分作为西方思想发展过程中认识论这一特定阶段的产物，严格讲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根本格
格不入，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思想在中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我们对二元对立思维的反叛开始于对文革的反思，首先针对的是二元对立哲学思维在中国历史上造成
的惊人“人祸”：阶级斗争为纲的国家政策及其实施中对整个民族和社会文化造成的无法弥补的伤害
。
这一反思的意义与西方完全不一样，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通过对主客二分导致的人与人之间、人
与自然之间的不平等的反思，表达一种对自由平等的强烈追求。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特别是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中国美学界反思过去所走过的弯路，响应世界
思想发展潮流，不断提出要在学术的基本思维模式上超越主客二元对立模式，实现美学学科整体范式
转型。
突破主客二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看似容易，可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之后，现在回首看一看，其实
取得的成果并不如意，老一套的东西以不同方式换了一副面孔仍然占着上风。
　　之所以如此，关键就在于我们没有从根本的哲学层面上对二元对立赖于生存的思想基础进行全面
地检讨和反思，这种思维方式有其深厚的哲学和文化根基，单单是拔除其表面的枝叶，生长在地下的
根茎依然活跃，更何况口口声声要铲除二元对立的人也还不知不觉地依赖和维护这二元对立赖于生存
的土壤和根基，二元对立作为一种根本性的思维方式，在其思维和思想中已经是不言自明、天经地义
的东西，甚至成了一种日用而不知的东西了。
因此要克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和世界观，首先要以笛卡尔“怀疑一切，除了我们在怀疑之外”的精神
，彻底地反思和审视我们自觉和不自觉地用作思维前提的东西，以康德先验哲学的彻底的分析精神，
对美学的基本范畴及其构架方式进行彻头彻尾的审视。
　　美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它研究什么，目的是什么?这些问题从美学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被人不断
追问，每一时代、每一思想体系对此都有各自据于自身逻辑给出的不同回答。
美学一词的创立者鲍姆嘉通认为，美学是一门关于感性认识这一低级认识方式的理论；美学学科的实
际建立者康德赋予美学极其重要的地位，他把美学提高为哲学的核心组成部分，不但是沟通先验与经
验，自然与人文的桥梁，更是构成性现实世界的最基本根据和基础；尼采则进一步揭示出人们如何把
自由建构为特征的美学当作构建现实的全部根据和方式。
在《诗·语言·思》一书中，海德格尔阐述了一种具有客观主义倾向的美学，体现出极其强烈的宗教
意味和灵学特点：一方面他通过对艺术作品本源的追问，揭示出一个极其恢宏的⋯⋯P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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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当美学的传播媒介发生变化时，这种变化对美学本身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种影响以什么方式表现出来？
而这种表现对于美学本身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一连串的问题是我们反思网络美学这种新的艺术现象时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也是我们从美学的角度
关注网络文学时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从本质上决定了网络美学在艺术和美学中的地位
和意义，也决定了网络美学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的特质和价值所在，换言之，决定了网络美学存在
的权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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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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