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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集》

内容概要

《李泽厚集(套装共10册)》包括《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修订第六版)》、《美的历程》、《华
夏美学·美学四讲(增订本)》、《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
论》、《论语今读》、《历史本体沦·己卯五说(增订本)》、《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杂著集》
。内容简介：中国还很少专门的艺术博物馆。你去过北京天安门前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吗？如果你对那
些史实并不十分熟悉，那么，作一次美的巡礼又如何呢？那人面含鱼的彩陶盆，那古色斑斓的青铜器
，那琳琅满目的汉代工艺品，那秀骨清像的北朝雕塑，那笔走龙蛇的晋唐书法，那道不尽说不完的宋
元山水画，还有那些著名的诗人作家们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曹雪芹⋯⋯的想像画像，它们展示
的不正是可以使你直接感触到的这个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么？时代精神的火花在这里凝冻、积淀下来
，传留和感染着人们的思想、情感、观念、意绪，经常使人一唱三叹，流连不已。我们在这里所要匆
匆迈步走过的，便是这样一个美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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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集》

书籍目录

《美的历程》目录：　一 龙飞凤舞　　一 远古图腾　　二 原始歌舞　　三 “有意味的形式”　二 青
铜饕餮　　一 狞厉的美　　二 线的艺术　　三 解体和解放　三 先秦理性精神　　一 儒道互补　　二 
赋比兴原则　　三 建筑艺术　四 楚汉浪漫主义　　一 屈骚传统　　二 琳琅满目的世界　　三 气势与
古拙　五 魏晋风度　　一 人的主题　　二 文的自觉　　三 阮籍与陶潜　六 佛陀世容　　一 悲惨世界
　　二 虚幻颂歌　　三 走向世俗　七 盛唐之音　　一 青春、李白　　二 音乐性的美　　三 杜诗颜字
韩文　八 韵外之致　　一 中唐文艺　　二 内在矛盾　　三 苏轼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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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美学·美学四
讲（增订本）》目录：　华夏美学　前言　第一章 礼乐传统　　一 “羊大则美”：社会与自然　　
二 “乐从和”：情感与形式　　三 “诗言志”：政治与艺术　第二章 孔门仁学　　一 “人而不仁如
乐何?”：人性的自觉　　二 “游于艺”、“成于乐”：人格的完成　　三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人生的领悟　　四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道德与生命　　五 “日新之谓盛德”：天人同构　
第三章 儒道互补　　一 “逍遥游”：审美的人生态度⋯⋯美学四讲附录《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目录
：　内容提要　孔子再评价　　一 “礼”的特征　　二 “仁”的结构　　三 弱点和长处　　四 附论
孟子　墨家初探本　　一 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典型　　二 墨家思想并未消失　孙老韩合说　　一 兵
家辩证法特色　　二 《老子》三层　荀易庸记要　秦汉思想简议　庄玄禅宗漫述　宋明理学片论　经
世观念随笔　试谈中国的智慧　后记《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目录：　内容提要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
奏　　一 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　　二 救亡压倒启蒙　　三 转换性的创造　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
战　　一 二十年代科玄论战　　二 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三 四十年代文艺民族形式论战　
胡适陈独秀鲁迅　　一 提倡白话文与新范式　　二 革命战士　　三 提倡启蒙超越启蒙　青年毛泽东
　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　略论现代新儒家　漫说“西体中用”　
后记　附录《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目录：　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　上篇 实用理性的逻辑　下篇关
于情本体　　哲学答问　　哲学探寻录　　主体性哲学论纲系列　　人类起源提纲　　康德哲学与建
立主体性的哲学论纲　　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　　关于主体性的第三个提纲　　第四提纲　　关于
“实用理性”　　初读郭店竹简印象纪要　　思想史的意义　　课虚无以责有　　后记　附录：关于
“美育代宗教”的杂谈答问（2008年）《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修订第六版）》《中国近代思
想史论》《论语今读》《历史本体沦·己卯五说（增订本）》《杂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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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集》

章节摘录

　　三建筑艺术　　如同诗文中的情感因素一样，前面几章已说，在造型艺术部类，线的因素体现着
中国民族的审美特征。线的艺术又恰好是与情感有关的。正如音乐一样，它的重点也是在时间过程中
展开。又如本章前节所说，这种情感抒发大都在理性的渗透、制约和控制下，表现出一种情感中的理
性的美。所有这些特征也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出现在以抽象的线条、体积为审美对象的建筑艺术中，
同样展现出中国民族在审美上的某些基本特色。　　从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等处来看，方形或长方
形的土木建筑体制便已开始，它终于成为中国后世主要建筑形式。与世界许多古文明不同，不是石建
筑而是木建筑成为中国一大特色，为什么？似乎至今并无解答。在《诗经》等古代文献中，有“如晕
斯飞”、“作庙翼翼”之类的描写，可见当时木建筑已颇具规模，并且具有审美功能。从“翼翼”、
“斯飞”来看，大概已有舒展如翼，四宇飞张的艺术效果。但是，对建筑的审美要求达到真正高峰，
则要到春秋战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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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集》

媒体关注与评论

　　《美的历程》是部大书（应该说是几部大书），是一部中国美学和美术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一
部中国哲学史，一部中国文化史。　　——冯友兰　　这样的著作能有多少呢？凤毛麟角吧，以十几
万字的篇幅来完成这样一个“美的历程”，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且能做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该细密处细密，该留连处留连，丝丝入扣，顺理成章。在看似漫不经心的巡礼中触摸到文明古国的
心灵历史，诚非大手笔而不能为。　　——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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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集》

精彩短评

1、美学与论语未读，其余全部读完。
2、大二上学期，1.10，李泽厚，高人啊。
3、没什么大的理想，只是我见过那些姑娘，那些花儿，那些世代年轻嘻嘻哈哈，朴朴素素经历过一
些又忘了的人，真正让我最对人间眷恋的，绝不是比喻中那些繁荣的光一样德性和明亮的事业，恐惧
的屠戮，痉挛的幻肢，还是村庄和母语养活我时，我见到的，大扎撒周官仪礼中那些人，粗劣贴近土
地，芬芳原谅有人的味道
4、美是自然的同构～
5、mark 《美的历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当代思想史论》
6、刘小枫和李泽厚，当代哲学家之首
7、读完顿觉世界清朗，积年以后，疑惑重重。
8、看了又看，还想再看。第一本看了美的历程，才知道原来美学这么有趣，从此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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