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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傅雷先生在一九五四年底给其子傅聪的家书中说：为学最重要的是“通”，“通”才能不拘泥，
不迂腐，不酸，不八股；“通”才能培养气节、胸襟、目光；“通”才能成为“大”，不大不博，便
有坐井观天的危险。
　　这是一代翻译巨匠的切身体会，也是一个中国父亲的肺腑之言。
　　作为中国人，我们必须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作为中国学生，需要在课本之外找到一条学习“语
文”的贯通之路。
无论你想决胜考场还是开拓人生，请静下心来，从阅读经典开始。
　　读李泽厚《美的历程》，以书画、雕塑、诗文、建筑等等“美的巡礼”直观了解何谓青铜饕餮、
何谓笔走龙蛇。
文章高屋建瓴、眼光独到，用美的语言诠释“美”，诠释中国文化。
　　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你可知何谓选材精当、文笔精妙又意在通俗。
这是用世界的眼光看待中国传统，用哲学体系让文化有章可循，从而可读、可解、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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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有一段漫长的美的历程⋯·原始远古艺术的“龙飞凤舞”、青铜器艺术的“狞厉的美”、先
秦理性精神的“儒道互补”，还有“浪漫主义”、“人的觉醒”⋯⋯《美的历程》以宏观鸟瞰的角度
对中国数千年的艺术、文学作了概括描述和美学把握，而这段美的历程，仍在进行中⋯⋯　　中学生
阅读《美的历程》，若先从“盛唐之音”开始，并认真浏览插图，更便于理解和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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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泽厚，湖南长沙人，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五四年毕业。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密西根大学、科罗拉多学
院、斯瓦斯摩学院客席教授、客席讲座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客席讲座研究等职。
一九八八年当选为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
一九九八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
著有《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华夏美学
》《美学四讲》《走我自己的路》《世纪新梦》《论语今读》《己卯五说》《历史本体论》《实用理
性与乐感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香港，2006）等书，一九九一年后旅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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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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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宋元山水意境　　一 缘起　　二 “无我之境”　　三 细节忠实和诗意追求　　四 “有我
之境”　　　　十 明清文艺思潮　　一 市民文艺　　二 浪漫洪流　　三 从感伤文学到《红楼梦》　
　四 绘画与工艺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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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野蛮期的低级阶段，人类的高级属性开始发展起来。
⋯⋯想象，这一作用于人类发展如此之大的功能，开始于此时产生神话、传奇和传说等未记载的文学
，而业已给予人类以强有力的影响。
”①追溯到山顶洞人“穿戴都用赤铁矿染过”、尸体旁撒红粉，“红”色对于他们就已不只是生理感
受的刺激作用（这是动物也可以有的），而是包含着或提供着某种观念含义（这是动物所不能有的）
。
原始人群之所以染红穿戴、撒抹红粉，已不是对鲜明夺目的红颜色的动物性的生理反应，而开始有其
社会性的巫术礼仪的符号意义在。
也就是说，红色本身在想象中被赋予了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符号象征的观念含义；从而，它（红色
）诉诸当时原始人群的便不只是感官愉快，而且其中参与了、储存了特定的观念意义了。
在对象一方，自然形式（红的色彩）里已经积淀了社会内容；在主体一方，官能感受（对红色的感觉
愉快）中已经积淀了观念性的想象、理解。
这样，区别于工具制造和劳动过程，原始人类的意识形态活动，亦即包含着宗教、艺术、审美等等在
内的原始巫术礼仪②就算真正开始了。
所以，如同欧洲洞穴壁画作为原始的审美一艺术，本只是巫术礼仪的表现形态，不可能离开它们独立
存在一样；山顶洞人的所谓？
装饰”和运用红色，也并非为审美而制作。
审美或艺术这时并未独立或分化，它们只是潜藏在这种种原始巫术礼仪等图腾活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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