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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蔽的文明》

内容概要

本书收入论文30篇,对中华文化的人性特征,对与龙有关的文化现象,对面具与农业文明,对彩陶艺术、玩
具艺术等中华文化与艺术中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剖析和阐述。
来自 同济大学图书馆信息查询系统
http://webpac.lib.tongji.edu.cn/opac/item.php?strMarcNo=0000095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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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绶祥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 ,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博士生导师、著名文化学者，美
术史家，鉴定家及书画家、"新文人画"倡导发起人及组织领导者。笔名晓三，广西桂林人。 1958年在
广西艺术学院学习，1968年毕业于长沙铁道学院建筑工程专业。1978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
美术史论专业，毕业后留院工作。 长于美术史论，兼作中国画、篆刻 。 主要论著有《发展的素描》
、《中国彩陶研究》、《中华眼界》《文心万象》 、《隋唐绘画史》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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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特别想读的一本书，没处找。。。找到了，读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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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遮蔽的文明》的笔记-第9页

        中华民族正是以这种自然界的生命生长之迹象来记录、把握、观察、推测时空的推移，这便是“
历”。“历”的认识对象既不是个体，对它们的把握则只能是总体的表“象”与其和自然的关系。在
这种把握中，人的反复观察、记忆、比较和判别成了唯一方式，这种方式又导致经验的被运用和孤例
的被否定。于是，每一个人的个体必须调动其生命中的一切感觉经验和理性判断来参与，而任何以往
个体的结论也必须在新个体身上接受再三验证并实际上成为群体的认知结论。因此，在这种原始哲学
中，“我”“人”“物”已融成了一个总体。另一方面，所认识的既然不是实体，而是它们运动的“
迹象”，便已决定了那种“实在永不存在”（即：“人们不能两次跨越同一条河”的哲理）的恒久而
高超的自发之哲学思辨。由此可知中国哲学的根基集中在“道”“名”“关系”之上而忽视“器”“
实”“本质”，其脉络渊源有自；中国成语中的有“名”无“实”、“名”存“实”忘之原意里深邃
的哲学观念也本源于相同的至理。
（空一行来分割突出一下）
这种认识对象必须要求认识本体全部身心的介入，它们不同于狩猎活动中那种偶发的瞬时的近乎本能
似的把握，不象那种认识中“实在·个体·偶然”之间的认知与被认知关系，因而，这种认识的结果
，比较接近于自然关系中的“物”“人”“我”的规律，这样，人们对“历”的信赖便成了自然，⋯
⋯⋯⋯⋯⋯

  以人的经历为认识对象，以人的感觉为理性尺度，以自然与社会中的人之认识记录为规律之始终，
这正是“史文”哲学的根本，

生发于经历与囿于经验，可以是同一过程中的两种不停互相转换中的状态，做人真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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