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学与道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美学与道德>>

13位ISBN编号：9787220080425

10位ISBN编号：7220080425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四川人民

作者：舍勒肯斯

页数：15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学与道德>>

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研究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划出美学的界限、艺术的价值、艺术作为一种理解之源、
艺术务必服务于某种道德目的才算优秀吗、对价值的敏悟能力、运用想象和编织叙事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学与道德>>

作者简介

作者:(英)舍勒肯斯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学与道德>>

书籍目录

致谢导论第一部分  美学的界限第一章  划出美学的界限  一、两个研究领域  二、什么使一种体验成为
审美体验  三、美学的界限是什么  四、初步结语：设定美学领域第二章  艺术的价值  一、我们为何要
重视艺术  二、艺术价值种类  三、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  四、初步结论：道德、审美与艺术价值  第二
部分  艺术与道德价值第三章  艺术作为一种理解之源  一、艺术的认知价值  二、认知主义：赞成与反
对  三、艺术能够产生什么样的知识  四、艺术产生道德知识的范围  五、初步结论：艺术作为一种道德
理解之源第四章  道德信念与艺术欣赏  一、我们如何欣赏艺术作品  二、自律主义与审美主义  三、道
德主义与伦理主义  四、评价道德评估的作用：复杂难办之事  五、初步结论：从道德视角到艺术价值
第五章  艺术务必服务于某种道德目的才算优秀吗  一、不道德艺术：艺术能因其不道德特性而成为优
秀的吗  二、通过想象回归认知主义  三、道德目的的限制与审查的问题  四、结论第三部分  美与道德
之善第六章  康德论美、道德和自由  一、概念依赖性与逻辑优先性  二、康德关于美是道德的象征的解
释  三、崇高  四、席勒论审美和道德教育  五、初步结论：在鸿沟之上架起桥梁第七章  对价值的敏悟
能力  一、如何评价审美特性  二、审美敏悟能力——界定术语和概念  三、美感和道德感  四、初步结
论：审美敏悟能力即基于经验的才能第八章  灵魂之美与德行  一、从敏悟能力到品质：成为审美和道
德的能动者  二、德行的美学  三、运用想象和编织叙事  四、结论参考文献索引译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学与道德>>

章节摘录

总之，用来界定审美体验的那些术语，至多可以说是涉及一些或所有（这取决于特定情况）如下心理
状态：对形式和设计的愉悦性鉴赏，抛开种种实际的关切，发觉审美上显著的特征或引起共鸣的特征
，感知诸如优雅和平衡等审美特性，关注艺术品形式特性、审美特性和表现特性的制作方式，认识投
射到自然事物中的种种属性，凝神观照歧义性，认识对象的情感内容或再现内容。
①兴许可以说，我们如果要分析参与审美体验的种种认识或感知活动的话，我们就会列出一个长长的
清单。
如果是出于这一原因，那么下述说法便令人怀疑，即：成功分析审美体验的关键在于概述一种特定审
美心理状态所需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
与此相反的是，这一关键之处在于以不同方式结合而成的一整套心理状态。
在这里，看来我们又返回到我们的起点。
从根本上说，审美体验最好是从审美价值体验的角度予以阐述，因为审美价值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态
，我们对审美价值的体验也是如此。
这一探讨活动肯定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最为重要的审美体验特征之一确然如下：人们不能轻易地将
审美体验从所有非审美体验那里划分出来，也不能轻易地将审美体验与所有非审美体验断然割裂开来
。
迄今所表明的一点是：依据必要而充分的条件，因循上述建议的思路，对审美体验的界说看来并不会
成功。
当然，这并非是说压根儿就没有审美体验这样的东西，也并非是说审美体验这一观念本来就是空洞之
物。
恰恰相反，若从更积极的角度来看，这的确是在建议因为审美体验具有深刻的流畅性和非限制性，故
应对来自临近领域的种种影响采取开放态度。
所以，我们所遇到的这一问题，与确定条件的做法关联较少，而与探讨应用术语的种种限制关联较多
；在这些条件中，一种体验或一个对象，应当用专门而无争议的一个术语予以描述。
审美体验与审美价值能走多远？
在什么情况下，审美体验能对我们的体验与思想的其他领域产生直接的影响？
在审美情况下，我们的体验和思想的其他领域会不会直接影响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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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维特根斯坦曾把美学与伦理学等同视之，认为两者是“同一回事”（the one and the same thing）。
如果从学科分野上看，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但从价值角度看，这两者的确关联密切。
特别是当我们将其纳入艺术视阈之后，就会发现一系列价值的相互重叠与内在关联。
其中，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关系最为显著和复杂。
因为，在这两者之间，还不同程度地掺杂着彼此互动的艺术价值、情感价值、历史价值、认知价值、
政治价值、教育价值乃至宗教价值等等。
譬如，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就是一个范例。
画面的形式、内容、色彩与背后的历史事件、政治语境以及表现出来的道德义愤和心理冲击，都相互
纠缠在一起，致使观众的审美活动过程，总是或多或少地伴随着包括道德和政治等诸多因素在内的价
值判断与特殊体验。
自不待言，这一切在一定意义上也离不开历史的认知作用；否则，对作品本身及其“有意味形式”的
理解与鉴赏，就会大打折扣。
当然，除了上述各种价值判断之外，我以为还会涉及一种更为深刻的哲理反思，那就是关乎人类本性
、战争本性和人类生存状况的反思，我们在此权且将其称之为人生价值判断。
这无疑为艺术鉴赏增添了某种人类本体论或生命形而上学的向度。
由此可见，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绝非像一把标新立异的尿壶或所谓的《喷泉》那样，使得不少观众
看后不是哑然失笑，就是满脸不屑，尽管某些评论家们会从艺术哲学化的角度去追思艺术的终结。
针对这种情景，人们至少会问：艺术到底何为？
艺术还有用吗？
应当如何看待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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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学与道德》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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