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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世英主编的《美在自由——中欧美学思想比较研究》从审美意识的哲学基础、审美与语言、美与
真善、欧洲审美意识与人的主体性、美与人生境界五个维度对中欧美学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比较研
究。
欧洲文化传统长期以”主客二分”占主导地位，其美学思想亦长期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之上，
故重典型美——理性美，其流弊在脱离生活与现实；直至现当代或所谓“后现代”，才转而倡导“人
与世界融合”的“在世结构”。
但欧洲人背负“主客二分”——非此即彼的传统包袱过重，欲达到人与世界一体之真正的、深切的领
悟与玩味，却非易事。
《美在自由——中欧美学思想比较研究》作者为此而用相当篇幅论述了中国美学思想中建立在“天人
合一”基础上的”意象说”，认为欧洲人应吸收中国此种美学思想的优点，从中学习如何体悟和玩味
彼此融通的意境和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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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世英，1921年生，武汉市人。
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
1946—1952年在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任教。
1952年至今，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讲师、副教授、教授、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
术委员会委员。
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兼任《黑格尔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主编、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西哲学与文化研究
会会长、全国西方哲学学科重点第一学术带头人。
曾应邀到德国美因兹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作学术讲演、到美国、瑞士、法国、德
国参加学术会议并作学术报告。
主要著作有《中西文化与自我》、《境界与文化》、《哲学导论》、《天人之际》、《进入澄明之境
》、《张世英学术文化随笔》、《北窗呓语》、《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
》、《论黑格尔的逻辑学》、《黑格尔小逻辑绎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辞典》(主
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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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第一编 审美意识的哲学基础
第一章 中欧两种不同的“在世结构”：“主—客二分”式和“人—世界融合”式
第二章 审美意识的“在世结构”：人与世界的融合
第三章 审美意识的灵魂：惊异
第四章 艺术中的隐蔽与显现
第五章 审美意识：超越有限
第六章 论想象
第七章 艺术哲学的新方向
第八章 审美价值的区分
第二编 审美与语言
第九章 两种哲学，两种语言观
第十章 语言的诗性与诗的语言
第十一章 语言意义的意义
第三编 美与真、善
第十二章 美与真、善
第十三章 审美意识与道德意识
第十四章 科学与审美
第十五章 现实真实虚拟
第四编 欧洲审美意识与人的主体性
第十六章 基督教与审美
第十七章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
第十八章 欧洲美学思想与自我
第十九章 欧洲现代画派的哲学——人的主体性与自我表现
第二十章 欧洲后现代艺术的哲学思考
第五编 美与人生境界
第二十一章 论境界
第二十二章 哲学之美
第二十三章 人生的四种境界
第二十四章 生活的艺术化与艺术的神圣性
第二十五章 美在自由
第二十六章 审美意识的三重超越——再论美在自由
第二十七章 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审美的人”
第二十八章 化丑为美，意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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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旧形而上学家的概念哲学要求说出事物是“什么”，与此相对的是，新的哲学方向则要求
显示事物是“怎样”（“如何”）的，也就是要显示事物是怎样从隐蔽中构成显现于当前的这个样子
的。
“什么”乃是把同类事物中的不同性——差异性、特殊性抽象掉而获得的一种普遍性，“怎样”则是
把在场的东西和与之不同的、包括不同类的不在场的东西综合为一，它不是在在场与不在场之间找共
同性。
这里的“怎样”不是指自然科学如生物学、化学等所研究的动植物怎样生长、化合物怎样化合的过程
，而是从哲学存在论的意义上显示出当前在场事物之背后的各种关联，这些背后的“怎样”关联，并
不像自然科学所要求的那样需要出场和证实。
例如，一座古庙基石上的裂痕所显示的，是隐蔽在它背后的千年万载的风暴的威力以及与之相联系的
无穷画面。
从梵。
高（Von Gogh，1853—1890）画的农鞋显示出隐蔽在它背后的各种场景和画面即各种关联：如农夫艰
辛的步履，对面包的渴望，在死亡面前的颤栗，等等。
正是这些在画面上并未出场的东西构成在场的画中的农鞋。
总之，“怎样”说的是联系，是关系（显隐间的联系或关系），或者用佛家的话说，是“因缘”，而
不是现成的东西——“什么”。
这些关联的具体内容就是“何所去”、“何所为”、“何所及”之类的表述关系，表述相互纠缠、相
互构成的语词。
例如酒壶，如果按照传统形而上学，酒壶由泥土做成，是壶形，可以盛酒，如此，就说明了酒壶是“
什么”。
但是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酒壶的内涵更重要的是在于它可以用来敬神或增进入与人之间的友谊或者
还可以借酒浇愁⋯⋯这样，就从显隐之间的各种关联的角度显示了酒壶是“怎样”构成的，酒壶的意
义也就深厚得多。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把美学看成是认识论，把审美意识归结为把握“什么”的认识活动，这种旧的艺
术哲学观点该多么贫乏无味，多么不切实际。
 “怎样”的观点，说明显现与隐蔽的同时发生和不可分离性。
对一件艺术品的欣赏，乃是把艺术品中显现于当场的东西放进“怎样”与之相关联的隐蔽中去，从而
得到“去蔽”或“敞亮”的境界。
倒过来说，“去蔽”或“敞亮”就是把隐蔽的东西带到当场或眼前。
离开了“怎样”与之相关联的隐蔽，根本谈不上在场的“敞亮”。
也可以说，是“怎样”打开了“敞亮”。
所以海德格尔一再申言，宁要保持着黑暗的光明，不要单纯的一片光明，一千个太阳是缺乏诗意的，
只有深深地潜入黑暗中的诗人才能真正理解光明。
只要我们能把在场的东西放回到不在场的隐蔽处，我们就可以领略到诗意无穷。
我们不要希求从这无穷的诗意中找到一个什么人生的最终的根底、答案或结论以规避我们对无穷性的
追逐（这里所说的追逐完全不是指对知识的无穷追逐，而是一种无穷的玩味），当然，我们更不要希
求从这种无穷的诗意中得到某种训诫式的教条。
这无穷的玩味本身就给我们以美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满足，因为隐蔽着的诗意乃是无穷尽的未看到的、
未说到的东西对看到、说到的东西的一种“许诺”或“预示”，这“许诺”或“显示”是无声之声，
或者强名之曰“天听”，唯有能领会诗意的人能与这种“许诺”或“预示”相契合，一一能聆听到这
种声音而感到愉悦，通常人或没有诗意的人对于这种声音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德里达说：“诗人坚定地聆听原始地、本能地发生的东西以及一般如其所‘是’的东西。
”“诗人的耳朵所听到的这‘是’”，“乃是按照古希腊‘是’这个词所表示的‘集合，之意”。
“是就是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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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所聆听的就是在场与不在场之“集合”，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是敞亮着又同时隐蔽着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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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在自由:中欧美学思想比较研究》讲述了近20年来，作者张世英联系其所主张的哲学是追求人生最
高境界——审美境界之学的观点，做了一些关于欧洲美学思想及其与中国美学思想相结合问题的研究
。
《美在自由:中欧美学思想比较研究》收集的28篇论文，就是这方面的一点研究成果。
从审美意识的哲学基础、审美与语言、美与真善、欧洲审美意识与人的主体性、美与人生境界五个维
度对中欧美学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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