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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与批判》

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八章，主要内容包括：走向《美学理论》的思想史路径；《美学理论》的艺术本质观念；
观念论真理论证批判：艺术真理之前提；艺术真理的审美理性奠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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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与批判》

书籍目录

现代性的自我确证与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代前言）
导论
一、研究思路及方法
二、阿多诺美学研究现状
三、阿多诺其人：一种境遇式的描述
第一章 走向《美学理论》的思想史路径
一、现代性的自我确证和审美批判
二、阿多诺美学的理论定位
三、《美学理论》的内在问题意识及解决路径
四、美学存在的权力和《美学理论》的旨趣
五、后现代语境中阿多诺晚期思想研究的意义
第二章 《美学理论》的艺术本质观念
一、探索“艺术本质”的方法论路径
二、技术时代的艺术：艺术的历史性道德批判观念
第三章 观念论真理论证批判：艺术真理之前提
一、把握艺术真理的认识论问题
二、观念论的同一性思维原则批判
第四章 艺术真理的审美理性奠基
一、对艺术真理的认识论论证
二、艺术认识模式的基础
三、模仿：艺术认知模式
第五章 “真理性内容”：艺术作品规范性价值内涵
一、由“模仿”而来的“精神”
二、艺术精神的真理性内容
三、艺术真理的批判性价值
四、艺术作品的意义
第六章 真理在现代艺术中的呈现形式
一、艺术形式的内部辩证法
二、客体优先原则下的审美经验
三、“审美幻象”：艺术真理的现身样态
四、“谜语特质”：艺术真理的表达悖论
五、“单子特质”：艺术作品的存在特征
第七章 现代自律艺术的社会批判功能
一、艺术何为：由本雅明和阿多诺之争引入的问题
二、现代艺术的社会功能
三、现代艺术的接受问题
四、现代艺术功能的作用效果
五、当代艺术的渴望
第八章 批判理论审美范式的限度
一、批判性的质疑
二、简短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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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阿多诺清醒地争辩道：“这不可能，也不应当。”（96）借助韦伯的范式，阿多诺认为：“艺术
是将世界从着魔状态中解脱出来的那一过程的组成部分。”强调艺术并不是使艺术回到“巫术”，因
为，“艺术与理性化紧紧地纠缠在一起”。于是，艺术的审美意念（通过模仿）与技术形式（理性或
工具理性）就构成某种内在辩证法，即“内在于艺术的模仿与理性的辩证法”。（96）　　那么，什
么是艺术的模仿呢？阿多诺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说明：“被理解为主观创造过程与客观的、未安置的他
者之间所结成的非概念性亲合关系。”（96）这是一种星丛式和解关系，而非同一性关系，既不可直
接回归于自然，亦不可使自然“人化”。建构和解关系的模仿亦是一种“认知的形式”，在这个意义
上，亦是“理性的”。（96）　　模仿超越了单纯的认知（原本的、工具意义上的），这样一来，艺
术就摧毁了与知识相对的独特性与单义性，艺术于是被赋予了“综合”的功能：同时承担起了人面对
世界的三重生存论关系。①正如马克思通过生产劳动概念来解决生存性世界问题一样，阿多诺通过艺
术同样实现了这样的综合。那么，艺术在历史上能否承担这类综合意义呢？阿多诺对此是抱有警觉的
，他甚至谈到了艺术被毁灭的危险，而这种危机与艺术概念本身一样古老。因为认知取代了艺术成为
主导原则，而艺术本身也面临被理性同化、操纵（文化工业）的危险，所以，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笔者认为，问题倒不在于艺术能否承担综合使命，问题在于艺术是否应该承担这样的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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