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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狄尔泰在《贡献》中指出，比较心理学之于描述心理学，就像树枝之于树干。
描述心理学以各种相似性为目标，而比较心理学则试图以科学的方式描述各种个体差异（5：241）。
此外，比较心理学首先应该以“心灵生命类型化的基本形式”为目标，这些基本形式与年龄、性别、
种族、国籍、社会阶层、地理影响和历史时期等差异有关（5：241；楷体为引者所加）。
狄尔泰结合《观念》的末章评论说，这些类型化的基本形式是各种惯常的关联总体的产物（5：242）
。
通过分析这些形式，比较心理学将有助于解决“个体化这个大问题”（5：266）。
 然而，接下来，原计划对科学的个体性理解的分析，出人意料地变成了对艺术理解的反思。
狄尔泰在《贡献》（发表的版本）第一节中区分出精神科学的释义学方法与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前
者是对各种独特的关联总体的描述和叙事。
在第二节中，狄尔泰将心理学描述为精神科学中的“基础科学”，这门“基础科学”基于这些描述，
围绕“在世界中存在的个体化现象”制定出相关的“说明性原则”。
而后，狄尔泰在第三节（明显是最长的一节）中，考察了艺术如何表现作为历史世界之特征的个体性
。
 狄尔泰开始他的说明时这样评论说，对个体性的艺术表现有它自身超越科学的价值：“艺术家对生活
内容的表达，是任何科学家都不能创造的，是任何科学进步都不能达到的”（5：273—274）。
我已经提到过，在狄尔泰眼里，小说创作这门艺术尤其能够洞察到“丰富多样的发展史”（19：31 6
）。
根据他的观点，艺术对个体发展史的表现如此强烈地吸引我们的理由在于，艺术家的“类型化的审视
和表现”（typische Sehen und Darstellen）（5：279）。
 在这里，狄尔泰再次援引了他于1886年至l887年问在其美学作品中发展出来的那种观念。
他在《诗性想象力与疯狂》中不仅引入了“获得性心理关联总体”这个概念，而且为了表明艺术家的
创造性表述，他还引入了“类型化的审视与表现”这个概念。
与《观念》中提出的个体化理论不同的是，此处，狄尔泰论证会所，类型不是事先给定的，而是诗人
“创造了类型，创造了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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