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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申扶民，1973年生，湖南邵东人。先后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哲学（美学专业）博士。现任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美学专业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
美学与文艺学。在《哲学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独著著作1部，合著著作2部。主持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1项，科研成果获广西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刘长荣，1969年生，广西桂林人。先后
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博士。现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
向：文化研究、文艺美学等，在《世界哲学》等刊物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龚丽娟，1981年生，湖北老
河口人。先后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文系、广西民族大学中文系、云南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专业，获博
士学位。现为广西民族大学艺术学院艺术理论教研室教师。主要研究方向：生态美学与民族文学艺术
。近5年来，在《民族文学研究》、《中国文化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合著1部，承
担各类科研项目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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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康德批判哲学视野中的审美与自由
康德审美自然观的道德维度
康德艺术哲学的自由观
康德哲学与美学的生态人本主义思想
康德的审美认识论与合目的性
从自然崇高到道德崇高——康德崇高理论的解构与建构
被误解的浪漫主义——卢梭的非浪漫主义与康德的反浪漫主义
“境”与“韵”的对生共进
主体性与个体性
“人的自然化”与生态美学
齐泽克的意识形态认同理论与主体的自由可能性
从生态本位走向生态整体——影片《阿凡达》生态意识与审美内涵探析
民族艺术自由理想的典范生发——影片《刘三姐》与《阿诗玛》的生态批评
《刘三姐》文本生态发展及其规律研究
《刘三姐》文本传播生态及其规律探索
民族艺术美育的生发路径
走向自由与和谐——民族艺术生态美育目标的完整实现
原始艺术的生态审美特征探析——以广西花山壁画为个案
神话中的和谐原型及其嬗变
神话中的悲剧原型及其嬗变
生态批评范式与民族艺术精神的耦合共进
东方生态的和谐之美——生态视阈中的沈丛文与川端康成文学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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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康德的审美认识论与合目的性 申扶民 在西方哲学史上，康德的第一批判完成了哲学从本体
论向认识论的转向。康德意识到自己所发起的这场哲学变革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将哲学的认识论转向
称之为“哥白尼式的革命”，认为它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知识问题上唯理主义的独断论和经验主义的怀
疑论之间的矛盾，成功地确立了知识的可靠性。然而，康德第一批判所完成的认识论转向，其基础仍
然是建立在牛顿力学的机械因果决定论之上的。通过对现象与本体的区分，将知识限定在作为经验现
象的自然认识的层面上，自然是可以完全被人所认知的，因为它受自然因果律的支配，而超验的本体
层面的自由则是不可认识的，因而不能成为知识的对象。但问题在于，将自然作为自由的对立面来认
识，既无法认识自然的全部丰富性，也造成了自然与自由的截然分裂。因此，只有超越因果律的界限
才能真正懂得自然，在机械因果律之外，还必须从合目的性的角度来理解自然，由此，康德的认识论
再次转向，转向审美认识论。以合目的性为先天原则的审美认识论，最终完成了自然与自由的统一。 
一、认识论的审美转向 在第三批判当中，康德把人的判断力划分为规定性判断力与反思性判断力两种
类型。其中，规定性判断力就是第一批判所阐述的人的认识能力，它是一种将特殊思考为包含在普遍
之下的能力，通过先验的时空范畴，将某一特定对象归之于某一先验的范畴之下。根据康德的认识论
，人们是通过先验的范畴来为自然立法的，也就是说，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实际上就是一种规定性判断
。作为规定性判断的自然认知，是完全属于自然科学领域的。而且康德也认为，只有依据现象界的自
然因果律，才能在知识的层面上对自然有_个清晰确定的认识。就此而言，康德的认识论也是根据自
然在时间和空间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机械因果作用来认识自然的。然而，与其他自然机械论认识断然不
同的是，康德并未将自然彻底物化，而是认为自然存在着一个超感性的基底，那是人的认识能力无法
穿透的。因此，康德的认识论把人对自然认识的疆域划定在现象界。康德的这种自然认识论不仅如他
所说的通过限定知性为信仰留出空间，而且为他的第二次认识论转向奠定了基础。如果说在第一批判
里，康德完成了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那么，在第三批判里，康德对认识论本身又进行了一
次转向，即从知识认识论向审美认识论的转向。康德对规定性判断力与反思性判断力的区分，实际上
就表明了这种认识论的转向，“一般判断力是把特殊思考为包含在普遍之下的能力。如果普遍的东西
（规则、原则、规律）被给予了，那么把特殊归摄于它们之下的那个判断力（即使它作为先验的判断
力先天地指定了唯有依此才能归摄到那个普遍之下的那些条件）就是规定性的。但如果只有特殊被给
予了，判断力必须为此去寻求普遍，那么这种判断力就只是反思性的”。通过这种区分，康德将人们
对自然的知识认知归之于规定性判断，而将人们对自然的审美认识归之于反思判断，它就是审美判断
。

Page 5



《古典现代民族》

编辑推荐

Page 6



《古典现代民族》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