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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试图从掌握第一手的材料出发，阅读休谟的原著以及与休谟相关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并进行
发掘、梳理和分析，争取对休谟美学思想形成较为系统、全面的认识。
希望达到的理论创新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钻研原著入手，同时尽可能广泛深入地了解
相关资料，力争比较系统、全面地梳理休谟的美学思想体系，以求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有关休谟美学思
想的研究内容；第二，追溯西方善学思想的古典传统，探讨休谟美学思想与前人美学思想的关系，阐
述其美学思想的渊源；第三，探讨休谟与经验主义美学流派其他代表人物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以
期拓宽休谟美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第四，探讨休谟美学对康德美学的影响，以及对近现代科学美学
、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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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一、休谟的生平及其主要著述    二、关于本课题研究的几点说明第一章  休谟美学的时代背景、
思想渊源和哲学基础  第一节  休谟美学形成的时代背景    一、启蒙运动背景    二、科学背景    三、思想
文化背景  第二节  休谟美学的思想渊源    一、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原则和方法    二、近代英
国经验主义美学  第三节  休谟美学和哲学认识论的关系    一、休谟认识论的人性前提    二、怀疑主义
的认识论    三、用哲学的精确性研究美学第二章  美的本质  第一节  美的本质在情感    一、情感论    二
、美作为本质在主体    三、美作为对象在客体  第二节  同情说    一、同情及其美学含义    二、同情的心
理机制    三、休谟同情说的历史地位  第三节  效用说    一、审美与效用    二、想象与效用  第四节  想象 
  一、想象及其特征    二、想象在审美中的作用第三章  审美趣味及其标准  第一节  休谟关于审美趣味
的理解    一、审美感官与味觉感官    二、审美判断与理性判断  第二节  审美趣味的差异性和相对性    一
、审美趣味的差异性和相对性    二、造成趣味差异的原因  第三节  审美趣味的普遍性和一致性    一、
审美趣味的普遍原则是存在的    二、审美趣味的共同标准是可寻的  第四节  审美趣味的培养    一、精
致的敏感或想象力    二、欣赏优秀艺术作品的实践    三、进行广泛的比较甄别    四、摆脱一切偏见    五
、培养高明的见识第四章  休谟的艺术理论  第一节  观念的联想与艺术创作    一、艺术低于现实    二、
观念联想原则与艺术创作  第二节  诗学理论    一、诗歌的作用    二、诗歌创作的情感特点  第三节  悲剧
理论    一、对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    二、对悲剧快感产生缘由的重新解释  第四节  艺术发展的社会政
治条件    一、艺术只有在自由政体条件下才能得到发展    二、一系列的独立邻国维持商业和政治上的
联系最有利于文艺的发展    三、艺术可以由一个国家移植到一个政体不同的国家，开明君主国对文艺
发展最有利    四、艺术在一个国家发展到高峰之后就必然衰落第五章  休谟美学在近现代的影响  第一
节  休谟对康德美学的影响    一、休谟的经验怀疑论为康德美学提供了思想源泉和思维方法    二、休谟
注重主体审美能力影响了康德美学的研究视角    三、休谟的审美趣味标准理论启发了康德    四、休谟
的“鉴赏家观”与康德的“天才说”    五、休谟的“效用说”、“同情说”与康德的“关是道德的象
征”  第二节  休谟与近现代科学美学    一、费希纳的实验美学    二、门罗的新自然主义美学  第三节  休
谟与美学中的非理性主义    一、休谟的“信念”、“习惯”    二、叔本华的“生命意志”    三、尼采
的“强力意志”    四、柏格森的“直觉”冲动和克罗齐的“直觉”、“表现”    五、弗洛伊德的无意
识参考文献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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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746年4月，休谟离开阿兰德尔侯爵家，应邀作为詹姆斯·圣·克莱尔将军的秘书，随同远征团奔赴加
拿大参加对法国人的战争。
远征团原拟于8月初抵达圣劳伦斯河口，可是由于风向变化，远征部队无法登船起航，于是转向攻打
法国西海岸城市洛里昂，结果受到法军的顽强抵抗，进攻计划失败，部队不得不撤退，无功而返。
远征军解散后，休谟在伦敦逗留了大半年，然后回到了奈因威尔斯乡下，直到1747年初，他接到将军
的邀请又返回伦敦，担任将军的副官，追随将军秘密出使维也纳和都灵，跻身上流社会，过着富裕舒
适的生活，也因此得以接触国家的上层人物，了解欧洲宫廷生活，为后来撰写英国史积累了知识和经
验。
1749年初夏，休谟的母亲去世，他返回家中奔丧，在家中居住了两年，写了《政治论》和《道德原则
研究》，完成了《自然宗教对话录》的初稿。
1751年，休谟离开家乡移居爱丁堡，除了继续写作之外，还活跃于文人社交圈子，成为这个“学者的
真正舞台”上的一名引人注目的演员。
他参加了爱丁堡哲学会，并当选为秘书；又谋求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的职位，却因被指控宣传怀
疑论、无神论而告吹；之后还担任了苏格兰律师公会图书馆的管理员。
1749～1751年间，休谟写了另外一本论文集《论文四篇》，它由《宗教的自然史》、《情感论》、《
论悲剧》和《论几何学的形而上学原理》四篇文章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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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
2004年9月，我有幸进入南开大学哲学系攻读美学专业博士学位。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是我梦寐以求的名校，大学之大，在学者云集，在学术精深，在
学科卓越。
三年的博士研究生学习，尽管生活单调，精神压力很大，但又感到日子宁静充实，收获颇丰。
今天，在论文修改后书稿即将付梓之际，我心中涌动的是浓浓的感激之情。
非常感谢我的导师陆扬教授。
六年前，年过而立却依然学无所长的我，正是承蒙陆先生不弃，才使我在工作多年后获得了一个重回
学校学习的宝贵机会。
在先生的教诲和引导下，我逐渐步入了学术研究的殿堂。
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诲人不倦，传授给我很多做学问的方法。
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从论文的选题确定、资料搜集、框架构思直至最后的修改润色，还包括论
文的写作技巧、语言风格和行文规范等等，都得到了陆老师的精心指导和热忱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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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验的维度:休谟美学思想研究》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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