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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二卷 理想发展为各种特殊类型的艺术美
序论
第一部分 象征型艺术
序论 总论象征型艺术
第一章 不自觉的象征
A 意义和形象的直接统一
B 幻想的象征
C 真正的角征
第二章 崇高的象征方式
A 艺术中的泛神主义
B 崇高的艺术
第三章 比喻的艺术形式：自觉的象
A 从外在事物出发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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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象征型艺术特征之一是以崇高的方式表达，内有诟病康德的内容
2、好深奥
3、作业要求
4、什么时候进书啊,非常着急,我喜欢这本书,卓越进书有些慢,好书不会没市场的,不怕进了没人要,赶快
赶快!!!
5、这是一本让我真正理解什么是黑格尔的书籍；
哲学不一定非要是逻辑的，分析的，
也可是是美学分析，
喜欢，就是喜欢，因为我开始知道什么是黑格尔，我也知道什么是马克思
6、商务印书馆出版 朱光潜老先生翻译，信得过。
7、写读书笔记。
8、美的芽
9、79后版
10、还是，没有资格打分⋯⋯
11、多数读不懂的书之九牛一毛耳
12、不多說，經典中的經典，會在讀一邊的
13、黑格尔讲：人不同于动物，人是内外分裂的。但人作为主体又是统一的，人被灵魂统摄。而灵魂
又是观念性的存在，与作为理念而存在的美是可以交融的。人在审美中可以抵达自由与无限。
14、虽然去年读的时候非常沉浸在黑格尔的逻辑里面，连作业都是顺着黑格尔的逻辑来，不过这个学
期好呆是跳出比较简单的思维了呢
15、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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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因此，美学中所阐述的、模糊地为一般人所信奉的那种以“美”为依据的艺术理论，只不过是
把我们——某个圈子里的人们——在过去和现在所喜欢的东西认为是好的罢了。 　　要为人类的某种
活动下定义，就必须了解这一活动的意义和作用。要了解人类某种活动的意义和作用，首先就须根据
这一活动的产生原因及其后果来考察活动本身，而不能单单根据它所给我们的快乐。 　　如果我们认
为某一活动的目的只在于给我们快乐，因而只根据这种快乐来为这项活动下定义，那末，这样的定义
显然是不正确的。给艺术下定义的情况也正是这样。⋯⋯ 　　正如那样认为食物的目的和用途是给人
快乐的人们不可能认识饮食的真正意义一样，那些认为艺术的目的是享受的人们也不可能认识艺术的
意义和用途，因为他们把享受的这一不正确的、特殊的目的加诸于艺术活动，其实艺术活动的意义是
在它和其它生活现象的关系上。只有当人们不再认为吃东西的目的是为了享受时，他们才会明白，饮
食的意义在于滋养身体。就艺术来说也是这样。只有当人们不再认为艺术的目的是“美”，即享受时
，他们才会懂得艺术的意义。把“美”或者说从艺术得来的某种快乐，看作艺术的目的，这不但无助
于我们判定艺术是什么，反而把问题引入一个和艺术截然不同的领域——即引入形而上学的、心理学
的、生理学的、甚至历史学的探讨。为什么某些人喜欢这一作品，而不喜欢那一作品，为什么另一些
人喜欢那一作品等等，因而使得给艺术下定义成为不可能。正像讨论一个人为什么喜欢吃梨而另一个
人喜欢吃肉决无助于判定营养的本质是什么一样。讨论艺术中的趣味问题，关于艺术的讨论不知不觉
地归结到趣味问题上，不但无助于我们弄清楚被我们称之为艺术的这一人类的特殊活动究竟是什么，
反而会使我们根本弄不清楚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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