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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 论优美感与壮美感之不同的对象
快乐或者烦恼的种种感觉，是并不十分系于所以唤起这些感觉的外物状况的，倒是毋宁关系各个人各
自的情感多些，由个人的情感，而快与不快以生。因此，一人的欢欣，在别人就许是厌憎，一人爱情
上的痛苦，在别人看便或是一个谜，或者生了反感，这个人所感到的，在那个人竟会完全漠不相干。
关于人性这方面的特点的观察，范围可以很广，而且有不少待发掘的宝藏，是十分有趣，又可得些教
训的。现在我却把我们的眼光只投射在几点上，这是在这方面更显著特别一些的，不过，我也多半是
由一个普通观察者的眼中去看而已，并不是纯粹因一个哲学家所得的。
因为一个人只有在他的爱好满足了之后，他才算是幸福的，所以那种使他能够多享受一些的却并不需
要选择的才能的感觉，一定不是繁琐性的。发育得壮健肥大的人，他的厨子在他就是最机灵有趣的作
家，他那厨子之美妙的杰作也就在地窖里，在这种人达到一般的猥亵之一种俗而拙笨的笑场时，是比
那种以高贵的感觉自负的人容易得到欢乐的。一个懒易的人喜欢听书，因为这样他好入睡；在各种享
乐上显得傻头傻脑的商人，也可以有聪明人的享受，那就是当他算计他的营业利益的时候，他还可以
追逐异性，那是他把异性也算作可以享乐的事的时候；喜欢打猎的人，便可以捕蝇，像道米填
（Domitian）君王似的，或者逮野兽，像A什么先生似的，所有这些人都有使他们按照自己所喜欢的
事而享受的感觉能力，他们无需乎忌妒别人，也不能够在别人那里得什么念头；不过关于这，并不是
我想加以注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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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李长之身体瘦小、性格内向、斯文寡言，但在他眉宇间却透着一种灵气和刚毅。每天黎明即起，
一直忙到夜阑人静，常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酷暑盛夏，他伏案于简陋的室内，赤膊挥笔，汗如雨
下：隆冬雪夜，寒气袭人，他一边呵手，二边写作。他曾由于劳累过度而吐血，但仍不停地写、写⋯
⋯用他女儿李书的话说；“爸爸简直入迷了!”　　——罗先哲《文学评论家李长之》　　德国古典精
神对李长之的批评创作有深刻的影响。李长之于清华大学哲学系以研究康德的论文毕业，他对德国古
典时代的向往由来已久。李长之所理解的“德国古典精神”包括对“人”、对文化、对艺术审美鉴赏
力的重视，以及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互补。李长之在《德国的古典精神》的序言中说他有三个向往
的时代。一是古代的希腊，二是中国的周秦，三是德国的古典时代。在他看来，远三个时代思想上有
许多共同之处，最显著的就是都企求“完人”，同时那些思想家本人则是一些“有生气的治人”。　
　——祝宇红《从“感情的型。看李长之的传记批评》　　长之先生以年龄论仅长我两岁，以学识论
，实在应该是我的前辈。且不说他的学问，即以他读过的中国古典文史和英、德、法、日等外语的记
忆、融贯和表达的能力，也是这种年龄的读书人所不易企及的。　　——启功　　李长之（1910-1978
），曾就学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中国著名的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在西学东渐的
潮流中，李长之广泛地吸取了各国文化文明的营养，对德国精神更是有浓厚的兴趣。德国文化的芬芳
与甜蜜，甚至是他从生物系转入哲学系的原因之一。（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两年后转哲学系
，醉心于德国古典唯心论和形式主义美学。）他深深领悟德国文化，曾著书《德国精神》。跟他结缘
的德国思想家有很多，例如歌德、宏保尔特等，但笔者认为康德对他的影响尤为深厚。　　——王喜
冬《浅论批评家李长之对康德思想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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