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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哲学奇观之一，就是一个思想可以抗拒所有不利环境而绵延不绝。
具有此类属性、并且与此主题密切相关的思想之一，便是在欧洲广泛流传的对艺术自主性的信仰。
许多与艺术相关的因素都暗示，艺术的力量与价值在于它的制造和欣赏都是相对独立的。
创作的冲动永远是无拘无束和无法预测的，并且常常是与故意颠覆崇拜的健康影响相伴相随的。
美学欣赏的直接性和身临其境的可能性也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独立性不同于自主性，对艺术和社会生活的绝对自主的要求，强烈但不合理。
　　美学与艺术的历史进程并不能证明艺术行为是或者应该是自主的。
相反，艺术的社会史反映了它对人类世界的力量的回应。
无论是素材、对象、灵感、动机，广大的、包罗万象的社会，以复杂多样、无法预测的方式固化于艺
术内部。
反过来，作为艺术核心的美学感受，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普遍存在的现象。
揭示美学影响的众多分支和层面，有助于认识人类的社会性和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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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傻子其实代表着一种虚无；但是他在承认自身的空无的同时，又发现了一种确定的身份。
承认自己的局限性就是超越它们。
事实上，我们不能确定这种局限性，除非我们可以隐隐见到我们超越于它的方式。
如同我们稍后将会探讨的作为替罪羊的人，傻子从虚无中拯救出某种东西。
双重否定就是肯定：通过加倍强调他的微不足道，把他提升到具有反讽性的自我意识状态，他渐渐地
就会超越它。
拒绝绝对的自由就是接受死亡——这显然是那种自由难以容忍的现象。
相反，它疯狂地追求着永生——这种永生并不是指我们通常所知的理想化的生活，而是生命的永恒存
在。
在所谓进步的学说里，天堂与地平线平行了，这是中产阶级的成果。
天堂恰恰只是对地狱的传统描述的无限大的剩余量。
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的自由不可能有任何确定性的内容。
如果它有，它就会受其限制，那么这种自由就不是绝对的了。
他在《精神现象学》中称这样的自由为“不包含任何积极因素的否定、不包含任何实质性内容的否定
所带来的极端的恐怖”。
如果自由只是借着达到某些特定的目标的名义，然后学着自由的样，那么这自由就不再是绝对的了。
不论是黑格尔，还是康德都认为：如果我只是依照我的需要、利益和欲望而行动，那么我就没有真正
的自由，因为我的自由依赖于外在的东西。
女人、为和平而战的战士，或者葡萄牙人的行动就绝不会不受限制。
纯粹的自由意味着行动免受所有特定的利益和欲望的影响——也就是说，在某种无底的深渊中行动，
“绝对”意味着“免受任何事物影响”。
这时，我不再被限制——但仅仅是因为我不再有任何需要抑制的实体的利己主义。
真正自由的行动起源于最纯粹的利己主义，而这种行动也使我们最无用处。
我们只有通过去除我们所有的具体性存在才可以到达这一终点，就如同象征派诗人梦想的那样，免去
乏味晦涩的语言直接剖析意义的核心。
那么自由在最完美时，似乎是渺无影踪。
绝对的自由是完全的虚空，因为它废除了所有的特性，我们没有理由必须以这种方式行动而不以另一
种方式行动。
我们是如此强大、无所不能，以至于我们的肌肉变得粗大僵硬。
拜访患病的亲戚是一种自由的行为，在护士转身离去的时候用他的枕头把他憋死也是一种自由行为。
但是这种自由并不对行为的好坏起指导作用。
它只是一个纯粹的形式化概念。
从这种意义上说，这种被现代文明誉为其精神实质的自由本质上同样也是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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