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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学（第二辑）》

内容概要

《中国美学》是南京大学文艺学学科和南京大学美学研究所主办的专题性学术辑刊。本辑刊以发表中
国美学研究（包括中国当代艺术批评）、译文、述评、书评以及有关研究资料为主，一年一辑。
第二辑设五个栏目：专题研究、传统美学研究、现代中国美学研究、理论前沿译介、述评与书评。共
收录论文十五篇，书评三篇，主要探讨了文学与图像、美与神性的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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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学（第二辑）》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人与神的对立关系世界图景中的人神向度，意味着人的存在始终同一位超越性的存
在者相关，意味着人只有在和自己绝对差别的对象中才能真正地确定自己的身份，使自己成为独立的
主体生命、个体生命与我体生命的存在者[4]。人活在自己与那位“绝对他者”的张力之中。基于这种
向度，人与神（指“超越者”或“终极实在”）的关系，在逻辑上无非分为对立（分离）、并立、合
一（人的神化与神的人化）之三重关系。所谓人与神的对立，指人在自己的思想体系里否定任何作为
超越性的存在者本身所具有的存在性，否定神本身的存在（无神论为其代表）；或者指以希腊神话为
代表的古代神话中诸神对于人之存在的否定。事实上，这种否定行动，在逻辑上始终无法摆脱如下的
悖论，即否定者必须在承认对象存在的同时才能否定对象的存在。如果神或人作为对象在此根本就不
存在，那么，人神关系中的人或神就丧失了要作为被否定的对象；如果人对于神的否定仅仅是对客观
上的虚无的否定或者主观上的观念的否定[5]（即使如此，也有必要先预设其存在），那么，人神关系
中的人与神就不再有任何必然的关联。人在同神丧失了绝对的关联之后，人只是封闭地存在于自我设
想的世界之中。他仅仅同世界之中的包捂自然、自我、社会（他人）、历史、时间、语言这些存在者
打交道。人在这种同世界之物的存在的交往中必然日益使自己世界化，进而使自己生成为纯粹世界性
的存在者，一个以物质主义的眼光看待世界、以肉身主义规定自我的存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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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美学(第2辑)》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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