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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人看见的美》

书籍目录

序  寻找多巴胺/ 毛晓雯
自序  理性趣味的读画者
灵魂的重量
无论灵魂究竟有多重，究竟有没有重量，甚或究竟有没有灵魂，对这些问题的无数种大胆的想象与精
微的推理一起塑造着人类文明的基因，而就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的价值观在相当程度上都与我们
对灵魂问题所持的态度或信念有关。
理想城市：扮演上帝的画家
传统的艺术史总是说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人性的解放运动，画家们摆脱了传统的宗教束缚，大胆地用
画笔来表现人本身，赞美人本身。不，文艺复兴的革命性远远不仅如此。在长期被艺术史忽略的“理
想城市”这个题材里，我们看到画家们竟然僭用了神的语言，以数学的理性而非谦卑的虔敬构建出自
己的乌托邦来。他们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巴别塔：雄心与谦卑的对抗
假设人们当真建成了通天塔，这真的是一件好事吗？可想而知的是，宁录的权威也会随着塔的高度而
达到通天之境。或许，人们的确躲避开了洪水的威胁，但那又如何呢？宁录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威，在
消解了一个公共威胁之后必定还要宣传出其他的公共威胁，毕竟只有骇人的公共威胁的不断存续才是
提高国家凝聚力的最有效的手段。个中道理就像那些缺乏信仰的哲人们讥讽上帝的那样：上帝为了使
人类依赖自己，故意创造了魔鬼，因为若没有魔鬼，人们便不会那么渴求上帝。
主旋律：14 世纪的政府宣传画
他们要做的就是脱胎换骨，但高明的政治智慧使他们知道：要想让政治做出平稳的过渡，大刀阔斧地
斩断传统远不如旧瓶装新酒来得稳妥。所以在宣传手段上，他们保留了最为必要的宗教元素，然后巧
妙而不动声色地对宗教元素做出世俗化的修改。市政厅大会议厅的壁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
的，画面上虽然仍是圣母加冕的老旧题材，但精神气质已经不再是宗教的了。
人生的悖论及解答：从忒修斯之船说起
假如从一个沙堆里剔除一粒沙，这个沙堆还可以被叫作沙堆吗？假如再剔除一粒沙，又一粒沙，直到
哪一粒沙为止这个沙堆便不再成其为沙堆呢？古希腊人为我们留下了这个经典而无解的问题，而这个
问题是否同样适用于我们自身呢？倘若失去了所有的旧细胞，甚或部分肢体，甚或全部的记忆与思维
能力，我们依然还是我们自己吗？
不良的母亲
人心永远向往着各种“多余”之物，这真是天性使然，无论怎样的思想潮流怎样在相反方向上做出努
力，结果也只是一再证明了人性不是任何力量可以扭转得来的。倘若这样的人性也是自然秩序的一部
分，而自然秩序当真是上帝所造就的话，那么我们只好承认淫欲与奢侈反而拥有神性的光辉，是真正
具有道德价值的东西，至少不应该受到惩罚。
上帝的时间视角
象征永恒的圆环居然并不握在时间老人的手里，而是高踞于时间老人所统治的世界之上；换句话说，
永恒并不是长生不老之类的概念，并不是在无尽流逝的时间中永存不变，而是时间体系之外的某种东
西。这是西方文化里一种特殊的观念，在东方文明中不曾有过。
全部的历史只有一页
按照《新约· 启示录》的预言，世界终将毁灭，届时世上所有的人，无论生者、死者，都将接受最后
的审判，有人升入天堂，有人沉沦地狱。所以，在永福与永罚的参照下，无论是几十年的人生还是千
百载的文明，都只如白驹过隙，短暂得微不足道。设想一下，在你通往天堂、享受永福的路上要在一
家旅店里歇息一晚，那么这家旅店究竟是五星级宾馆还是乡间旅社，究竟是宽敞富丽还是肮脏逼仄，
难道你还会有任何在意不成？
画家的立场：以雅克- 路易· 大卫为线索（1）
镣铐无处不在，但式样不尽相同。在西方绘画史上，画家们同样在戴着镣铐舞蹈，其中最沉重的一副
镣铐倒不是技术上的制约，而是无所不在的文艺审查制度。
画家的立场：以雅克- 路易· 大卫为线索（2）
科里奥兰纳斯所遭遇的民主正是这种模样的民主。在西方社会的传统里，在现代民主诞生之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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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人看见的美》

主”一词具有毋庸置疑的贬义，它的含义几乎可以等同于“暴民政治”。人们厌恶民主，因为苏格拉
底就是死于民主之手，耶稣基督也是在人民的呼声里被钉在了十字架上。
画家的立场：以雅克- 路易· 大卫为线索（3）
新古典主义画风从来都强调理性、秩序、和谐、内敛，然而政治舞台从来都是巴洛克风格的，激情、
狂野、喧哗以及波诡云谲。在巴洛克式的政治舞台上搞新古典主义的绘画创作，这种事情看上去总是
有几分吊诡。
画家的立场：以雅克- 路易· 大卫为线索（4）
大卫似乎是想告诉观者，只有在爱神面前主动缴械而不是因为懈怠与意乱神迷才缴械的战神才是真正
当得起王者称号的战神，那个一旦顶盔贯甲便横扫千军、六亲不认的战神，其实只是一名屠夫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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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本书并不是介绍名画的，它只是结合了一些画作讲了一些观点个典故，还是值得一看。
2、用理性来思考艺术 喜欢
3、作为一本美术书来看看还是可以的
4、好朋友生日送来的一套书中第一本
5、对时间和灵魂的哲学思辨，对画背后的含义的阐释，引经据典，循循善诱的启发式展开，对于我
这个门外汉无疑是一口甘霖。
6、本书以19世纪的油画为线索，分析了画作背后的思想与背景，表达了对理性主义之美的歌颂与喜爱
。作者实在是太有才了，各种典故信手拈来，十分佩服。
7、作者喜欢的理性之美。
8、精彩
9、看看
10、看惯了以风格流派分类的编年体美术史，这本以思想为线索的的书还是值得一读的
11、一本书能好看到什么程度？就是读的时候像在谈一场高质量的恋爱，好看到一想到要翻开它就兴
奋不已，一爱成痴。就是觉得不论怎么赞美都不为过。二十几年读书经历中，这本书带给我的快感绝
对排进前五。但愿往后可以遇到更多好看到让我无法自拔的书。
12、不以风格介绍画作，而是从背后的思想串起来，画只是道具，思维大于美的一本书。
13、分明就是本披着绘画外衣的哲学书。棒棒哒！
14、并非艺术史，而是从画作中抽象出了许多关于理性命题，非常有意思的写作尝试。作者有衔接两
端的功力，我辈望尘莫及。
15、七月看完的书目。出于对古典画作的好奇，想更多了解关于那些世界名画背后的故事。作者深入
浅出，非教科书般的为我们翻开画作的一角，语言平实易懂。但另一方面又感觉还不够，似乎想要的
更多更系统更全面。
16、一本静下来慢慢欣赏的书
17、2016.02.27《少有人看见的美》——读完，严格意义上说，这是本哲学书。美丽画作背后承载了太
多的思想性，比起感性欣赏，理性思索后再看，更唏嘘不已！是值得被反复从书架里取出阅读的。
18、喜欢细腻的语言风格和融入社会历史的分析式思考～第一次感受如此多维的审美视角，被引导着
解读主题式的同类画作，获益无穷，多期待自己也有同样的智识和眼力。大爱作者。
19、正在读，想我这样的初入者需要读5遍
20、纸不错
涨了见识
21、历史只有一页
22、画背后的故事比画本身更有意思。
23、很多没有看到停不下来的书！
24、没有艺术基础看此书有些许启发
25、这本书首先是一本哲学书，其次是一本艺术书，总之是一本引人深思的读物，足见作者功力深厚
。
26、作者文化底蕴深厚，讲解到位，插图精美清晰，非常喜欢！
27、一个艺术家，总有他随处时代的哲学思想和社会风俗，而创作也往往不会脱离了思想的轨迹，很
喜欢把同一主题但是不同风格不同表现手法的画家的作品摆在一起的介绍方法，对于我这种不懂绘画
及其历史的人来说，是很美的看画读画的体验。无论是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还是普通的人，拥有更
宽广的眼界，是逃脱乌合之众这个漩涡的必要的条件。时隔很久之后，我们这些旁观者依旧可以伫立
在花前，感受到创作者当时心中涌现的激情，通过画作传递到我们眼前。
28、这本书更像是作者的随笔感想散文，以散文杂文的笔调，配上西方画作，谈论作者自身的哲理思
考。作者对西方基督教的认识还没有突破东方固有的观念，我的感觉是作者只是知道得很多，思考的
深度和广度还不够。
29、外行看热闹都可以看入迷，有种剥开迷雾看剧情的赶脚，赞！
30、开篇第一张就是我喜欢的捷克艺术家阿尔丰斯穆夏的作品啊~喜欢~然后的就是我喜欢的英

Page 4



《少有人看见的美》

国waterhouse的画~这书简直喜欢的不得了~~~呜哈哈哈哈~五分~
31、这简直是我看过的最好看的艺术书！我对图像的兴趣始终不及文字，所以面对再美的图画，也总
是觉得要知道背后的故事才好看，因此对梵高莫奈埃德加这样纯粹因为美而知名的画家总是提不起太
多兴趣。
这本书的每一个字都正正hit到我最想看的点上！画作虽然领衔，但文化才是真正的主角。每一幅画都
带出长串的故事，故事再带出故事，读之欲罢不能！
如此美妙的文字和配图，只买一本书已经无法表达脑残粉的热爱，非要再来一本珍藏，然后再
到kindle上支持一把！期待能再出续作！
32、这本书简直了，读了觉得自己像个白痴一样，该恶补文化知识了⋯⋯
33、挺不错的，并非以艺术发展史的角度而是以思想史变迁来看画，又以画来佐证作者表达的内容～
34、这本书里的画作质量都特别高，装帧的很舒服。作者文字深入浅出，实为艺术入门佳作
35、美术是历史与文化的结合。一幅画的背后，有历史环境、政治主张和画家本人的思考，无法欣赏
画作是否一部分原因是不了解背景，解读不了深层次的故事。书里的画作是西方的油画，不同的作者
的优劣区分不了，还是能从神态和人物中发现要表达的不同的情绪。多了解历史，会发现更多其他的
美
36、作为一个艺术门外汉的我居然一时多巴胺分泌过多一口气读完了它！也是极好的啦
37、太棒了，我快成为苏缨铁粉了。看这种书真是涨知识，大开眼界。
38、一切或大或小的问题都将归结于哲学问题，哲学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在于审美问题
39、值得2刷3刷的作品
40、值得细细品味！
41、作者真该去参加奇葩来了勇夺最诡辩手。
42、逻辑严谨的美学导读；喜欢讲时间的那几章！
43、20160312-20160319
事实上，人类有史以来的任何精微思想，无论哲学还是宗教，无论其原本究竟主张什么，一旦走入大
众，都会变成相似的模样。
44、希腊，基督，美。
45、画面背后的故事。一幅画。一个故事。面纱后面的东西更诱人
46、对我等不懂艺术的人，最喜欢这种历史+个人化的视角
47、对很多绘画作艺术家思想上的分析，很有意思
48、这哪里是一部讲美的书，分明就是一部哲学美术课！！！极好！
49、与其说作者是从哲学与神学的角度解读绘画作品，不如说是借部分绘画作品表达部分哲学与神学
。不过作者这种从哲学与神学角度欣赏艺术的方式很值得肯定，同时作者的文笔与表达精准流畅，作
者提到的神学问题都是我一直无解的，虽然作者依旧无解，但是详细解剖了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
50、没有什么是不朽的，包括艺术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艺术传达给人对世界的思考。对于一个不懂西
方美术史，西方的哲学，政治，宗教。此书还得多翻看，或许等有了一定的知识储备，才能真正理解
里面的理性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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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作者很特别的从西方画的历史背景以及画中说讲的内容，作为本书的内容。很适合我们这些对西
方神学，希腊历史等不太了解的人。看完本书对西方油画 壁画还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的。作为一个这
方面的小白，很建议大家能看看，同时推荐陈丹青的 《看理想》 这个视频，是陈从他专业的角度来
讲述画画。很值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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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少有人看见的美》的笔记-6. 不良的母亲 117～144页

        总论：钻石无实际功用，但因别人的存在产生价值，所谓人无我有，可见幸福和炫耀密不可分。
攀比，奢侈和淫欲是人类不可磨灭的天性，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反而拥有人性的光辉，甚至最具道德
价值，不应受罚。

然而欧洲思想家对于奢华、淫欲这些“多余”的身外之物有过许多质疑：
# 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我们可以仰望星辰太阳，何至于喜欢珠宝的闪光。” 乌托邦为了让人鄙
夷奢华，用黄金打造镣铐。
# 苏格拉底一生清贫，逛集市狂笑：“我不需要的东西如此多。”
# 第欧根尼 --- 古希腊犬儒主义创始人，住于大瓮，除一饮水陶罐外，身无长物。拒绝亚历山大帝满足
一个梦想的offer。老哲人在看到耕田人手捧水喝甚至感慨陶罐亦多余遂抛之，从此生活简无可简。关
于他的画很多。

然而逆转工业文明，返回阿卡狄亚的乡村一般田园牧歌真的好么？

# 迈克尔.卡森的寓言小说：《奢侈的惩罚》里面的深绿政府，很有深意。卡森的小说主旨和标题均来
自意大利19世纪画家 --- 
# 塞冈蒂尼同名画作《The Punishment of Lust》画面上阿尔卑斯山下漂浮着赤裸的流产过的“不良的母
亲”，这一系列不良母亲背后的哲学内涵是：性愉悦是繁衍的动力和激励（不然只剩生育痛苦）而非
目的，所以把性愉悦当作目的本身独立存在是丑陋邪恶的。
# 略mild的一派：博斯，他的名画《饕餮与淫乱的语言》谴责的是“纵欲过度”，而非eliminate奢欲，
符合当前社会普遍价值观。
# 伊壁鸠鲁主义：幸福或快乐仅意味着没有痛苦。比如：爱猫，但想到有天它会死去便打消养猫的念
头。

从对本能的推崇出发，竟既诞生了鼓吹强力意志，赞美剥削压迫的尼采，也诞生了主张删繁就简回归
淳朴生活的塞冈蒂尼。

2、《少有人看见的美》的笔记-4. 十四世纪的政府宣传画 81～99页

        1. 俗权向教权发起的暗流冲击，大刀阔斧的斩断不如老瓶装新酒来的稳妥，在不激怒教会的前提
下，锡耶纳人民自己成立的九人会领导层投入重金在政治宣传画上，悄无声息的将宗教色彩淡化。

2. 洛伦采蒂《好政府与坏政府的寓言与功效》鸿篇巨制，里面很多抽象概念被拟人化表达，目的是让
没文化的民众也能理解，比如白衣国王代表好政府，恶魔代表坏政府；身边端坐的六大美女代表：四
大美德以及高尚、和平（ The cardinal virtues：谨慎，公正，坚韧，节制）

3. 有趣的是这两幅政治寓意极浓的宣传画里，建筑很不规整，错落有致，与理想城市的完美几何效果
相悖。这是因为，它们代表了西方哲学两大对立的思想传统： 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
政治学》

4. 洛伦采蒂的画，显然是亚式一派的思想体现，认为错落有致的多元化场景才是城邦的本质。此外亚
式政治哲学的两个精髓：a. 正义应被摆在政治生活的首位；b. 私利理应让位于公益，亚式还论证了，
性质上国家优先于个人，比如：被毒蛇咬了手臂的人理应断臂求生。不过这两点现如今看来都没做到
，也很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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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世纪最伟大神学家：圣奥古斯丁是亚里士多德理论的阐发者，继而深深影响了基督教。所以哲人
与哲学从来不曾活在其当下的时代里。

3、《少有人看见的美》的笔记-3. 巴别塔：雄心与前辈的对抗 63～80页

        每个凡人身上都交杂着幻想和实干，混搭着功利与理想，所以“职场人脉类书籍”和“梦幻电影
”都在大行其道，然而一味耽于幻想让我们无处容身，一味打拼名利让我们面目可憎。幻想和实干，
前者是公用语言，后者是私人语言只有自己懂。世界曾有过通用语言，但自巴别塔后便不复存在了。

# 巴别塔的来由：
上帝震怒人类的堕落，降洪水消灭了人类，除了义人诺亚一家，诺亚子孙繁衍生息再次充满大地，那
时，全世界说着同一种语言。于是想造座大城建座通天高塔立名，同时免得越散越远，彼此疏离。上
帝颇感忧虑，担心从此操着同样语言的这个民族，没什么能够阻拦他们了，于是变乱了他们的语言，
使得他们听不懂彼此的话，因无法有效交流，通天塔浩大工程从此中缀。“巴别”是“变乱”的意思
。

# 对于巴别塔的寓意，基督神父们说：“它讥讽了人类的妄自尊大，在上帝面前我们必须谦卑，否则
必有恶果。” 然而故事还有更深刻的政治哲学启示。

16世纪擅长表现民俗的欧洲第一位农民画家老勃鲁盖尔，创作过两幅通天塔，画面两个重点：
1. 塔身底部倾斜，几处不牢固，坍塌的暗示
2. 有个穿着紫袍的总设计师即管理者在指挥着人们

《旧约·创世纪》里没有这个记载，但古希伯莱许多文献和传说提到：一个叫宁录的国王（Nimrod意
思是猎手）想使人们摆脱对上帝降洪水的恐惧，以雄辩的语言让子民们相信幸福不能来自上帝的恩赐
，而是自己的辛勤劳动。他号召大家建一座洪水淹不了的通天塔，保障安全。这番话引起了人们的恐
慌，建塔成了每个人的头等大事。

今天的政治哲学家告诉我们：统治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制造恐慌气氛，让人们相信有某个外部敌人时
刻虎视眈眈，如此一来人们会放弃彼此纷争，联合起来对付外部危机。这种恐慌感越强，对强力型领
袖的依赖性也就越大。不重视文宣工作的暴君，不是合格的暴君。

通天塔越来越高，然而最终，上帝略施小计，变乱了他们的语言，让人们功亏一篑。诗人但丁也无情
的把宁录推进了地狱。类似寓意：

# 治水社会：面对严重水患，必须建立庞大而有序的社会组织才能有效治理，这个组织也就必然是一
种集权政体。宁录的世界与此同出一辙，修塔工程的浩大，让他完成了由国王向专制帝王的转变。

# 通天塔修成了就是好事么？

     宁录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威，消解完一个公共威胁后，必会宣传出一个新的威胁。只有骇人的公共威
胁不断存续才是提高国家凝聚力的最有效手段，这就像缺乏信仰的哲人讥讽上帝的那样：上帝为了让
人类依赖自己，故意创造了魔鬼，因为若无魔鬼，人们便不会那么渴求上帝。
     目睹了惨痛“二战”的政治哲学家们得出共识：建造通天塔本身就是一场灾难。
     20世纪初奥克肖特的名文《巴别塔》主旨：每个人都不妨去追求各自的梦想，但一个社会千万别齐
心协力追求某个共同的梦想，无论它究竟是什么，听上去究竟有多美好。

4、《少有人看见的美》的笔记-全部的历史只有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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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学观点：比美更美的就是将美在你的面前活生生的毁掉。除了赚取眼泪的情节，使人更加震撼
的是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一种文明的摧毁。至今我也读过了一些各种帝国的兴衰，确实让人唏嘘与
慨叹。繁荣时期：英国人因为他们相信根深蒂固的贵族精神可以将物欲对人心的腐蚀限制在一个比较
安全的程度，并且可以将奢靡引导为某种良好的审美风尚。新兴的美国是一片几乎毫无文化底蕴的国
土，与英国相比，正是李庆的《富贵曲》“轴传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碑”和晏殊的“梨花院落
融融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间的差异。因为教士做不到像科萨里教派对《新约》规训的严守，以至
于叮嘱世人不要株守经文，而应当悉心领悟经文背后的曲折寓意。但对寓意的理解完全见仁见智，一
是遵从权威，二是因循风俗习惯与世道人心。但是文化层次低下的人很容易追随时尚，不加分辨的接
受主流价值观，而这样的芸芸众生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上都是一群蝗虫一般的乌合之众，那种洪流般的
破坏力没有任何智者可以阻挡。历史的一页英裔美国画家托马斯 科尔是以《帝国之路》作为警示之语
，以《人生旅途》作为解决之道，这两组绘画其实属于同一个系列，只有彼此参照才能够领会画家的
良苦用心。帝国之路，一组五幅，分别为《蛮荒时代》《牧歌时代》《全盛帝国》《毁灭》《废墟》
，得出全部的历史只有一页，能否能通过警醒，靠着理性反思而跳脱出盛衰的轮回？“凡是有形之物
，无论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都逃不出“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的命运”，认清这一
铁律后，只有弃绝世俗的荣华以笃信与肃然的心态追求永恒的天国，如《人生旅途》——裴拉鸠斯异
端。裴拉鸠斯异端——厉行好事，克服世俗的种种诱惑，死后必将升入天国。这个道理倘若为真的话
，意味着上帝的心思是渺小的人类可以揣摩的，这是渎神的。所以神学出现了预定论，认为一个人是
否被上帝拣选是能看出征兆的，比如当他的勤勉创造出许多财富的时候，这应当就表明他是一个被拣
选的幸运儿。在我看来，就是结果导向的反总结。在世俗意义而言，这样的理论又一个绝大的好处，
就是使信徒们不至于游手好闲以听天由命。职业是上帝给人的使用，人不是为致富而劳动，而是为了
神圣荣耀而劳动。事实上，人类有史以来的任何精微思想，无论哲学还是宗教，无论其原本究竟主张
什么，一旦走入大众，都变成相似的模样。人性一向能够成功扭转任何理论。人性天生渴望宗教，因
为只有宗教才能让人最大限度的解决现实生存中纷繁复杂、至关重要却令人手足无措的不确定性。简
而言之，人们需要一切使生活变得确定而可控的道理，而无论这样的道理在智识精英们看来有多么漏
洞百出。

5、《少有人看见的美》的笔记-2. 理想城市：扮演上帝的画家 43～62页

        # 引言：每个人一生充满妥协，不懂妥协让我们步履维艰。甚至选择和放弃两种行为本质上也没有
区别，选择某一样就意味着放弃其他可能，而放弃就意味着妥协。
    而更有艺术气质or以艺术为生的人，常不得不向世俗眼光和金钱妥协（金钱面前艺术从来没有丁点
儿发言权），对于他们，妥协的悲哀远比正常人更多。
    不妥协的艺术只存在于设计稿上，不会存在于出现在现实中。如果一个人不想妥协，渴望置身于能
自己把握每个细节的世界，那须得扮演上帝的角色：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第一流的艺术家们
已达成这样的共识。太阳底下，当真没有新鲜事。

# 扮演上帝的角色 --- 用数学、几何，这些自然界本就
                                  存在的神的语言。

   刻板印象里，搞艺术的理科差；精于计算的头脑不可能擅长美术、音乐和诗歌，然而于古代西方，
事实并非如此：
    1. 古代音乐家坚信音乐来自数学，繁复音阶与和弦无非是数与数的关系：
      a. 毕达哥拉斯不但是数学始祖也是音乐始祖，他从竖琴（Harpcord）音色里得出许多数学创见。
      b. 肖邦研究出作曲的数学公式辅助创作伟大乐章。
      c. 巴赫，复调音乐宗师，同样以精确的数学指导精确的旋律对位。
     2. 画家也不例外，出于对几何学的深入研究，才发明了独到的透视画法（这是只注重神似而轻视形
似的古代中国画家们从没掌握也不屑掌握的），某种程度上说：对数学重视程度的差异才导致了东西
方文化后来的渐行渐远。老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于是有了阴阳和合、五
行生灭，然而我们民族永远在以玄学解释哲学，以更神秘解释神秘，道究竟如何生的一，一如何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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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二呢？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过相似的点面线体的几何观点，明晰很多。
     他们认为“一切是数”，亦认为“万物之美莫过于数的和谐”。比如5象征公正与胜利，而五角星
是一种完美的几何形状，处处呈现出黄金分割的完美比例，而黄金分割也恰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贡献
。

# 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 --- 数学、几何，是宇宙自己的语言，如果宇宙是神创造的，那当然也就是神的
语言。慢慢的，随着透视技法的成熟和对神的敬意日渐消弭的文艺复兴时代来临，一流的艺术家开始
试图，用“神的语言”在空白的画布上勾勒自己心中的理想秩序和理想城市（这也难怪基督教长久以
来都把数学视为“魔鬼的艺术”，这实在事出有因。）
   
# 15世纪下半叶的理想城市造成运动：
   a. 弗拉.卡内瓦莱的《理想城市》
   b. 乔治.马丁尼的《理想城市》
   c. 1593年，唯一被建造出的理想城市 --- 帕瓦马诺瓦
      （17世纪有地图绘制）
   d. 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画家、数学家所画的《耶稣受洗》和《理想城市》
   以上作品用近乎夸张的透视法，向观者展示着不可言喻的几何之美。

# 所以，文艺复兴的意义：传统艺术史总说是一场人性的解放运动，艺术家们终于摆脱传统的宗教束
缚，大胆表现人本身，赞美人本身，但其革命性不仅如此。长期被忽视的“理想城市”的题材，画家
们践用“神的语言” --- 数学和几何构建自己的乌托邦。

6、《少有人看见的美》的笔记-第175页

        175页，插图下的话未打印完。印刷失误

7、《少有人看见的美》的笔记-5. 人生的悖论及解答 -- 忒修斯之船 99～116页

        神话背景：古雅典全胜前一直屈服于能征善战的克里特人。 据说因王子在雅典境内被谋杀，克里
特国王震怒不断用海军攻打雅典，连奥林匹斯诸神也施以饥荒和瘟疫，雅典人只能遵照神谕，每九年
向克里特进贡七对青春男女，丢进米诺斯迷宫，或迷路饿死或被牛头怪吃掉。

A. 忒修斯之船： 忒修斯是某次进贡人牲中的一个，爱上了公主，公主也爱他，因此捎了一个线团助其
走出了迷宫杀了牛头怪，乘船返航结束了雅典屈辱史。因忒修斯一行顺利回到雅典，雅典人履行诺言
年年还愿 --- 派使者乘坐“忒修斯返航的船”到太阳神阿波罗出生地提洛岛朝圣。因该船被视为圣物
，岁月消磨它，雅典人不断修补，渐渐船板已换成全新，著名哲学问题来了：这艘船还是不是原来那
艘？此外类似哲学问题如下：
   # 佛陀讲过的“阿能诃鼓”，声音优美响亮可传至40里外，as time went by，鼓的部件以全被替换，它
还是“阿能诃鼓”吗？
   # 一个沙堆，沙子被一粒粒取出，直到哪一粒被取出时，它不可以再被叫做沙堆？
   # 据说我们人的细胞每48小时代谢完成一轮替换之前的细胞，那我还是我么？
   # 因三岛由纪夫小说而著名的日本金阁寺，始建于14世纪，然而20世纪被烧毁两次，又重新修建，那
它还是原先的金阁寺么？--- 亚当斯在日本的感想

B. 忒修斯返航后成为雅典之王，推行人人一切权利享受平等待遇的民主国家，被亚里士多德赞誉为：
倾向民众、放弃王权的第一人，然而，墨涅斯趁机叛乱攫取了最高权力，忒修斯坠崖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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