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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6年上半年，我接受台湾东海大学程海东校长和该校中文系主任王建生教授的邀请，到东海大学担
任讲座教授。
除了给中文系的研究生讲授“我的六经”、“中国的贵族文学”、“中国的放逐文学”、“中国的挽
歌文学”、“红楼梦的哲学内涵”、“双典批判”（对《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之外
，还应美术系的邀请，给他们做了一次名为“李泽厚美学概论”的讲座。
这个题目是美术系的老师与同学出的，尽管我很乐于讲述，但事前没有准备，只好临时抱佛脚，幸而
得到系里的柳毅新同学帮忙。
他为我找来三民书局出版的《李泽厚论著集》中有关美学的几本书，我便立即进入备课过程。
靠着原来的底子（即对李泽厚的论著早已烂熟于心），加上课堂的逼迫，我干脆写出一篇论文似的讲
稿。
此次讲座，艺术系的师生和中文系的研究生全部参加，座无虚席，好些没有座位的同学还站在教室的
后面倚壁记录。
讲完反响热烈，好几位老师同学告诉我，想不到李泽厚先生的美学学说如此新鲜、如此富有原创性与
体系性。
他们还说，除了明了李泽厚美学本身的丰富内涵之外，还有两点让他们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一是李
泽厚既通西方哲学，又通中国哲学，因此，他的美学体系，真的是打通中西文化血脉，一切论述均是
融会贯通后的表述。
二是李泽厚先生的学术方法，不是寻找孤本秘籍的小证方法，而是点石成金的大证方法，即在基本事
实中发现真理的方法。
这一点对台湾学人特别有启发。
听到老师同学们的反应，我很高兴，大约受到他们的鼓舞，回到美国后我便整理成章。
今年年初，我因刚完成了《红楼四书》，便把这一讲稿翻出来，进行一些补充与提升，并和就在身边
（我们两家的居所只有三分钟的距离）的李泽厚进行一些新的对话，再收入原来所写的《李泽厚与中
国现代美的历程》，便构成此书。
写好此书后，我请泽厚兄读一遍我的《概论》。
但他谢绝，说要等出版后再拜读，出版前不读。
我很了解他，因此也没有勉强。
我知道他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独立不移的理性主义者，尊重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但不参与他人对自己的
评价。
我也深知，尽管李泽厚对我来说，亦友亦师，格外亲近。
但对他的评价，则是面对真理的讲述，只能对历史负责，对文化负责，重要的是学术的严肃性，该说
的就说，既不必在乎他人的评说，也不必在乎论述对象的意见。
我的《概论》他不读，但对话不能不读。
他是一个极其认真的人，每篇对话都认真校阅。
有的对话稿已经打印好了，他在打印稿上又改动了几个字，虽是几个字，意思却大不相同。
在阅读他的修改稿过程中，我真的受益很深。
中国与人类的庞大文化事业，就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作、改动而累积起来的。
光会攻击贬抑他人，不知建构，这不是文化。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性中都有一个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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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泽厚美术概论》是在1990年、2006年的两次讲座基础上进行学术性提升后的结果，概说了李泽厚
美学富有原创性与体系性的品格，更说明了这是拥有哲学一历史纵深度的追溯根源的“男人美学”，
而非尼采所嘲讽的局限于艺术鉴赏的“女人美学”。
书中还揭示了李泽厚美学的双向架构：向外打通马克思与康德而创造了人类学主体实践美学；向内打
通儒、道、屈、禅而创造了中国美学研究的双鐾《美的历程》与《华夏美学》。
尤其是《美的历程》一书，更是全然首创的中国审美趣味变迁史（而非艺术史）。
作者对李氏著述和思想烂熟于心，在《李泽厚美术概论》中，李泽厚所有的美学理论硬核均被作者用
以轻驭重的感受性语言所化解和阐释。
　　在这些基本论述之外，《李泽厚美术概论》还收入作者与李泽厚的系列对话以及李泽厚本人从未
发表过的自问自答录，从而使全书更为丰富。
它适合于大学哲学系、文学系、艺术系的研究生、大学生阅读参考，也适合于向往美、希望进入美学
之门的读者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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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再复，1941年生，福建南安人，196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1989年旅居美国。
现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名誉教授等。
主要从事文学研究。
著述甚丰，详见本书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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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小提琴手主篇　李泽厚美学概论（2006—2009）　　第一节 引论：真正的
原创性美学　　第二节 李泽厚美学体系图式　　第三节 具有哲学、历史纵深度的美学表述　　第四
节 马克思与康德互补的历史本体论　　第五节 美感心理数学方程式的猜想　　第六节 近似曹雪芹的
大观美学与通观美学　　第七节 中国古代美学的现代阐释与“情感真理”的发现　　第八节 具有普
世意义的中国现代话语谱系　李泽厚与中国现代美的历程（1991）　　第一节 创立独特的现代美学命
题　　第二节 李泽厚对康德的重新阐释及主体实践美学的提出　　第三节 李泽厚的中国美学观和刘
小枫的挑战副篇　与李泽厚的美学对谈录（2008）　　一、人是历史的存在　　二、“有人美学”与
“无人美学”　　三、审美判断与文学鉴赏　相关的哲学、历史、艺术思考——与李泽厚对谈选编　
　一、走出语言学世纪（2006）　　二、关于存在的“最后家园”（2006）　　三、老庄哲学与海德
格尔的根本区别（2006）　　四、对沟口雄三亚洲表述的质疑（2006）　　五、反“反二分法”与“
后现代主义”（2006）　　六、世纪之交的哲学展望（1996）　　七、理念与情爱的冲突（1996）　
　八、中国现代诸作家评论（1996）　　九、哲学智慧和艺术感觉（1996）　　十、个人主义在中国
的浮沉（1994）　　十一、历史行程的二律背反（1992）附录　李泽厚：关于”美育代宗教”的杂谈
答问（2008）　　一、语言是存在之家?　　二、天地境界　　三、感伤中的神意李泽厚：漫谈美学—
—在香港国际创价学会上的演讲（2002）李泽厚著作年表刘再复著作出版情况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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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段话里，李泽厚说明，中国美学强调的是情感性的优美和壮美，而不是宿命的恐惧或悲剧性的崇
高。
这一审美判断的背后，是非常深邃的文化内容。
80年代时，李泽厚讲的是中国文化追求的现实人生的和谐，而非超世间的信念。
90年代讲“一个世界”而非“两个世界”。
他把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想通了，研究透了，对其美学范畴、美学观念的内涵也真正把握住了。
正是这样，尽管西方哲学家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等都讲“崇高”，但李泽厚还是在中西比较的语境中
讲出了新意。
更不用说本来就属于中国的美学了。
本就属于中国的儒、道、屈（屈原）、禅，李泽厚的阐释，处处都可以听到发前人所未发之声。
历来都讲庄禅哲学相通，那么庄与禅的区别何在？
前人并没有讲清，而李泽厚道破了，讲清了。
庄子还有真人、至人等人格理想，禅则全然没有，全都放下。
庄禅都以直观为法，但庄还存有思辨，禅则全然没有，全都放下，包括文字也不立，只看重通过瞬间
抵达永恒的神秘体验。
这些难点，一经点破，真让我们豁然开朗。
现在大家都知道李泽厚说儒时讲“情本体”，有新的发现，其实他对庄禅也有许多原创性的开拓与发
现。
出国之后，我在香港城市大学的讲座系列中，也讲庄禅，在阅读前人他人的有关论著中，没有一个像
李泽厚那样讲述庄子的深刻性在于发现历史的悲剧性与人生的悲剧性，也没有其他人像他那样用“我
即佛”、“佛即我”的穿透性语言来描述禅宗，并说明其以觉代神的无神论实质。
用辛弃疾的“众里寻她干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诗句来说明禅宗，既贴切又形象
，这种哲学、美学语言在中国也是罕见的。
想透了，想通了，融会贯通了，然后才用最简明、最生动的语言表述出来，这本身就包含着原创性。
这里我还要特别指出，二十多年来，中国学界出现了海德格尔热，紧接着又出现海德格尔与老子、庄
子的比较热，这其中，出现了一些好书好文章，但是，也有很大的误区，这就是只注意相同、相似处
，但李泽厚则指出两者的巨大差别。
他认为海德格尔的哲学乃是“士兵的哲学”，崇尚死亡、鼓动牺牲的哲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
上，许多德国士兵身上都带着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而中国的老、庄、禅，则崇尚生命，主张
以柔克刚，大思路全然不同。
李泽厚对德国哲学中崇尚毁灭的大倾向（包括尼采、海德格尔等），一直心存警惕，并表明自己与之
相反的哲学态度。
他所认定的世界十大哲学家名单（康德、休谟、马克思、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笛卡尔、毕
达哥拉斯、杜威、海德格尔）完全排除了尼采（参见《李泽厚近年答问录》第3页，天津社会科学出
版社2006年版）。
出国后二十年来，我留心一下西方美学，更觉得李泽厚不简单。
他真的在上帝缺席的东方大语境中，创造了一套只属于李泽厚名字的美学话语谱系。
如果走出美学，着眼于大文化，他的独特的话语谱系就更为丰富了。
不必多费心思，我们便可得一个又一个经过论证与提炼的未见于前人笔下的范畴性话语：“实用理性
”、“乐感文化”、“巫史传统”、“儒道互补”、“儒法互用”、“一个世界文化”、“西体中用
”、“历史积淀”、“主体性实践”、“情本体”、“新感性”、“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
、“工艺一社会本体”、“文化一心理本体”、“情感信仰”、“历史本体论”、“人类学本体论美
学”等等。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还有谁创造了这样的人文科学的话语谱系？
而20世纪西方哲学、美学、人文科学界又有谁的话语谱系如此独特、如此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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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之后，我一直主张“放下概念”，意思是说，我们必须从旧概念的包围中走出来，放下本本主义
而有所创造，而现在我却把李泽厚创造的新概念一一列出，这是因为，这里的每一概念都是原创性的
命题，每一命题中都蕴含着独到的原创性的阐释。
从上边这些评述中，我们就了解李泽厚的一些有独特思路的原创性的文化、哲学命题。
在这些基础上，我想强调，李泽厚美学的原创性突出地表现在下列两个方面：（1）在美学理论上，
无论是“循康德、马克思前行”还是“循马克思、康德前行”，他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交会点，
这就是“历史”。
从这一交会点，开掘下去，深化下去，他创造了“历史本体论”，创造了主体实践美学，创造了历史
积淀说。
如果要问，李泽厚美学的总特点是什么？
我们也许可以用一个通俗的、人所皆知的概念来表述，这就是“以人为本”，即以人为本体，为根本
，为一切来源。
康德创造了世界哲学的高峰，也创造了世界美学的制高点，能从康德那里出发，而“前行”一步是很
难的。
前行就是创造。
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其价值就在于前行了一步，这就是把康德的“认识如何可能”的基本
问题转变为“人类如何可能”的基本问题。
康德很了不起，他在说明“人之所以成为人”（与动物相区别）时，强调和高扬了人的主体世界，强
调和高扬了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强调和高扬了人的“判断力”，从而有了划时代的哲学完成。
但是，人区别于动物的这些主体认识能力、主体心理结构是从哪里来的？
也就是“人类如何可能”的问题，他却归之于“先验”。
而李泽厚恰恰在这一关键点上注入“人类总体的历史实践”的说明。
他说明：人是历史的存在，人是历史的结果。
人通过主体实践活动——历史积淀活动创造了人自身，完成了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
换句话说，人通过主体实践活动——历史积淀创造了人的情本体、文化一心理本体。
这一本体，不是先验的存在，而是历史的产物。
历史才是第一推动力，人类总体的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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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去年六月把《红楼四书》最后两部稿子交给北京三联与香港三联后，便回到落基山下潜心读书写作，
终于完成了这部《概论》。
此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论述，一部分是对话。
“论述”部分只是对台湾东海大学讲稿（2006年）的提升和修订，因此仍然保持课堂讲座明快与深入
浅出的好处。
在研究生与本科生面前，只能讲一些自己真明白的东西。
李泽厚的著作外涉柏拉图、康德、马克思、黑格尔、海德格尔，内及孔、孟、庄、禅、朱熹、王阳明
等，而且打通内外血脉，抵达思想深层，要真明白并不容易。
《概论》的篇幅虽不大，但整理起来还是战战兢兢，很怕言不及义。
而“对话”部分，因为泽厚兄是我的“近水楼台”（邻居），而他又亲自校阅，我倒比较放心。
这些对话，一部分是近两年所作，一部分则是十多年前的“旧作”。
后者如《理念与情爱的冲突》，在十五年前发表时颇为“激动人心”，但在性情潇洒开放的今日，恐
怕就不那么新鲜了。
此时读完北京三联排好的清样，突然萌生一个念头：可惜我只从事文学，并非哲学，只能初步描述李
泽厚的体系性美学，没有能力描述他的哲学整体。
在跟踪李泽厚创造足迹的四十多年中，我最后意识到他的哲学有个体系。
这一体系除了美学、思想史论之外，还包括他的伦理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历史本体论等等，尤
其是伦理学，他对宗教性伦理和社会性伦理的区分以及对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二律背反的把握，给我
很大的启发。
我真的只把拙著视为引玉之砖，期待聪慧的、比我年轻的哲人能把李泽厚的哲学系统勾勒、描绘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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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泽厚美学概论》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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