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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是一种特殊的生命存在，宇宙中这一颗小小的星球的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它创造了和它对立着的智
慧生命。
当生命作为自然界的一个种群，作为自然界的对立力量出现的时候，人就取得了一种独立存在的意义
。
    然而，人类对自身存在的认识，却耗费了无量天才人物的生命。
    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顽强探索的结果，认为人与自然没有分别。
古典哲学把自然归于人，用生命来解释自然法则；近代哲学把人归于自然，用自然法则来解释生命法
则。
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将自然和人放在同一概念下，人沦为自然中的普通一族。
在这一意义上，柏格森或许是最值得称道的，他的哲学着眼于把人从自然中解救出来，赋予人以自主
地位和独特价值。
    当人们将视野转向东方的时候，不禁深深地为东方哲人的智慧所震撼。
    我们的先民在向天地神祗顶礼膜拜的时候，他们事实上已经认识到人的存在和生命本身的价值。
    道家的“贵生”观念，已含有对生命的深刻体认。
《太平经》指出“人者，乃中和凡物之长也，而尊且贵，与天地相似”，这不仅区分了人与自然的界
限，而且将人置于万物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中国乃至世界的其他宗教，漠视人的现世快乐和生命存在，他们对生命欢乐的期许，是一张兑换遥
遥无目的期票。
儒家传统思想文化虽说在实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具有重视现实社会和人生的特质，然而，它同
样缺乏关注现实生命的情怀，以功利主义的目的作为归宿。
      从这一意义上讲，道教乃是一种人本主义哲学，是独一无二的东方智慧体现的生命哲学。
因为道教的理论指向是人的现世快乐，个体生命的存在和长生久视是道教精神信仰的核心。
        道教在它的文化旅程中，抚慰了和抚慰着无数痛苦嘶叫的灵魂，它的清静无为，修道成仙的特质
，使现世的人们求得了生命的宁谧和圆满，难怪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甚至学究天人如李白
、苏东坡之流，都对它如痴如醉。
道教是地地道道的汉民族的心灵救治良方，是漂泊无依的灵魂的精神家园。
    本书是介绍道家知识的当代读本。
书中穿插了历代以来道家的经典语录，全面收录了道家宗师图像及道家故事图片，总数近三百幅。
作者以“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的方法结构全书，以面带点，以点释面，目的是借一斑而窥全豹
，远不足以反映道教的博大精深；若它能成为诸君进入道教文化的路标，作者已深以为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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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黑格尔，1770年8月出生于德国的斯图加特。
1801年，30岁的黑格尔任教于耶拿大学，直到1829年，就任柏林大学校长，其哲学思想才最终被定为
普鲁士国家的钦定学说。
因此，说他大器晚成毫不过分。

    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看做世界的本原。
绝对精神并不是超越于世界之上的东西，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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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心灵的最高旨趣    人总是要接近更高的心灵，那种更高的旨趣便是神。
这是美的源泉。
    科学、哲学和艺术，都在向心灵的最高旨趣进发，接近它，摘取它。
我们得承认，人是可以意识到自己心灵本身存在的，那么也就能意识到由心灵生产出的东西。
艺术和艺术作品具有心灵的性格，它们的外表纳人感性事物的外形，但是心灵是渗透到这些感性事物
之中的。
在这一点上，艺术作品比自然就更接近心灵。
人从感性事物的外观中认识自己，也是从另一面认识自己，在自己的异体中认识自己，在自己的对立
面中认识自己。
外化的东西仍还原为心灵。
    所以，艺术是帮助人认识心灵的最高旨趣的东西。
    当然，艺术并不是心灵的最高形式，只有科学才能证实它。
    但宗教又高于艺术。
艺术自身有它的局限性，艺术总还保留一些神秘因素，还有一种隐秘的预感和怅惘；因为它的形象还
没有把它的完满的内容表现出来供形象观照。
但是到了完满的内容表现于艺术形象时，朝更远地方了望的心灵就要摆脱这种客体性，继而转回到它
的内心生活，达到更高一级的阶段，就要超越了。
其实人类很早就有反对艺术的思想了，说它只是对神圣的东西作图解式的表现，犹太人和伊斯兰教徒
都这样看。
希腊人也这么看，柏拉图就很反对荷马和赫西俄德所描写的神。
每个民族文化的进展一般都要达到艺术指向它本身以外的一个时期。
    艺术之美体现为一种“特征”。
要对“美”下一个定义，注意力要集中到组成本质的个别标志上。
我这样说，个别事物之所以是个别，正是因为由这些不同的标志组成。
这是艺术的一项原则。
分辨事物，我们依靠形式、体态、运动、姿势、仪容、表现、地方、色彩、光与影、浓淡对比给予它
确定性。
“特性”这个艺术原则要求表现一切个别因素，都要突显为为内容服务，成为内容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否则就是冗余。
    艺术“医生”及柏拉图的空洞    柏拉图的理念毕竟是空洞无物的，不能满足现代心灵更丰富的哲学
要求。
    柏拉图是第一个对哲学提出更深刻要求的人，他这样要求：对于对象事物，哲学应该认识普遍性，
而不是特殊性；也就是说认识事物的类性，即自在自为的本体。
他认为真实的东西并不是具有真、善或者美的个别事物，而是真、善、美本身。
惟一的途径是：通过思考，从本质和概念上去认识和把握美。
唯其如此，美才进入思考者的意识。
问题是，柏拉图的这种理念研究的方式演变下去，很容易导致抽象的形而上学。
理念毕竟空洞无物，不能满足我们现代心灵的更丰富的哲学要求。
诚然，艺术哲学应该把美本身作为起点，但是固执于柏拉图式关于美的抽象理念，也就只是停留在对
美进行哲学研究的开始阶段。
    在美学研究方法上，有一种机械科学主义的潮流，他们围绕具体艺术作品造目录，然后将其摆放到
艺术史。
对现存作品提出一些见解或理论，为艺术批评和艺术创作提供一些普泛的概念。
而这些观点来自个人的经验。
另一种是只谈一般原则而不涉及艺术作品的特质，这样就产生出一种只研究抽象美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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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种研究方式是把经验作为出发点。
每个人要想成为艺术学者，都必须走这条路。
现在每个人尽管不是专门学物理学，却仍然想要获得一些物理学的基本知识；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大
抵都如此，他需要具有一些艺术的知识，想有资格做一个艺术爱好者和鉴赏家的要求是相当普遍的。
    在这种研究里，会出现不同的观点。
在研究艺术作品时，为了要根据它们来下判断，就不能忽视这些观点。
像在从经验出发的科学里一样，这些观点经过挑选和汇集之后，就形成一些一般性的标准和法则，经
过进一步的更侧重形式的概括，就形成各门艺术的理论。
这种文献无须在这里详述，只消概括地提到一些著作，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其中关于悲剧的
理论在现在仍然可以引起人们的兴趣。
在他同时代的所有人之中，贺拉斯的《诗学》和朗吉努斯的《论崇高》更可以概括地说明这种理论工
作是如何进行的。
这些著作中所作出的一些一般性的公式，是作为门径和规则来指导艺术创作的；特别是在诗和艺术衰
颓的时代，它们更被人们奉为准绳了。
但是这些艺术医生的处方，对于艺术所能收到的治疗功效还不如一般医生所开的处方。
    只有把上述两个对立的方面统一起来，才能找到艺术美的根，才理解了它的真实。
即是说，把形而上学的普遍性和现实事物的特殊性统一起来考察。
从这个角度看，美的哲学概念与空洞的片面抽象的思考相反，它本身是丰富的；在它的概念之下，有
着定性的整体的丰富世界。
理念只是具体客观存在背后的制高点。
P8-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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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黑格尔以一种进步的线性历史观点，拉开了他对人类艺术的哲学叙事；以三大类型分野，从史前的早
期艺术到19世纪早期他生活时代的全部人类艺术，用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一网打尽，并囊括诗、
音乐、绘画、雕刻、建筑等各类专门艺术。
在他的定义里，象征型艺术是人这一主体对要表达的理念尚没有清晰的界定，理念在灵魂的黑夜中飘
忽不定，同时对所利用的物质材料不仅取决于偶然，而且被材料压制得仅可苟延残喘的产物；古典型
艺术从象征型发展而来，是主体既清晰了灵魂中的理念也找到了完全适合的材料，把材料紧紧地掌握
在艺术家技巧下的产物，是最完美的艺术。
他的这一类型，主要指古希腊的人体艺术。
浪漫型艺术从古典型台阶上跃而起，不屑于围困灵魂的物质材料，更关心崇高的灵魂本身。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美学》(缩译彩图本)使用了大量插图，以诠释“深奥而难懂的黑格尔思想”(罗
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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