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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夏书系.李泽厚论教育.人生.美》

内容概要

《李泽厚论教育·人生·美——献给中小学教师》是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第一本面向中小学教师的
教育类图书，围绕美、教育和人生三个主题，选编了60余篇适合教师阅读的学术随笔，并从各类著作
中精选了六十多则“哲思短语”。沐浴在李泽厚先生宏阔、自由、恬静的思想之中，你必将对教育的
真谛、美的原动力以及人生的意义，有所颖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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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夏书系.李泽厚论教育.人生.美》

作者简介

李泽厚，著名哲学家，湖南长沙人，生于1930年6月，1954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
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李泽厚成名于五十
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八十年代，李泽厚不
断拓展其学术论域，促引思想界在启蒙的
路径上艰辛前行。九十年代，李泽厚客居美国，出版了《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等著作，对中国
未来的社会建构给予沉甸甸的人文关怀。《论语》这本书所宣讲，所传布，所论证的那些道理、规则
、主张、思想已经代代相传，长久地浸透在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教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人们的
行为、思想、言论、活动当中了。对孔子、《论语》和儒学，似乎还要做另一种工作，就是对这一“
半宗教半哲学”的文化精髓既解构又重建的工作。培育人性感情、了解和区分宗教性私德与社会公德
、重视和把握个体命运的偶然，乃《论语今读》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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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李序
辑一 教育与未来
1 美育的广义与狭义
2 以美启真
3 教育学：未来社会的中心学科
4 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人性
5 苍白无力的理想主义
6 天地国亲师
7 人文教育不能是功利主义的
8 要启蒙，不要蒙启
9 如何培养有开拓精神、有创造性的人才
10 教育是个大问题
11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辑二 人生与美
12 画廊谈美
13 审美与形式感
14 中国美学的四个特征
15 宗白华《美学散步》序
16 略论书法
17 汉字之美
18 建筑艺术
19 魏晋风度
20 青春、李白
21 杜诗颜字韩文
22 从感伤文学到《红楼梦》
辑三 读书与治学
23 走我自己的路
24 我的选择
25 读书与写文章
26 新春话知识
27 我为什么要写《论语今读》
28 我所理解的《论语》
29 生活境界和人生归宿
30 什么是儒学？
31 儒学是哲学还是宗教？
32 实用理性
33 乐感文化
34 天人合一
35 “度”的艺术
辑四 哲思短语60则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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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三种美的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不完满。你记得，当我们走上三楼看那具有西方现代派味
道的“星星美展”时，情况就更复杂了。很难说它们是摹拟，也很难说它们就是表现情感，相反，好
些作品还带有某些抽象思辨的意味，有的不是表现情感，而是逃避情感。是形式的和谐、统一吗？更
不是。相反，它们大多是以对一般形式感的和谐、统一的故意破坏来取得效果。也正是这种对正常的
和谐、比例、统一的破坏，以各种似乎是不和谐的色彩、线条、音响、节奏、构图⋯⋯，来给人以一
种特殊的感受，这种感受不是要立刻给你以愉快，而是要给你以某种不愉快，然后才是在这不愉快中
而感到愉快。因之，这里所出现、所描述、所表达的，经常不是美，相反，而是丑。故意以种种丑陋
的、扭曲的、变样的、骚乱的、畸形或根本不成形的形象、图景、情节、故事来强烈地刺激人们，引
起某种复杂的心理感受，然而也就在这种复杂而并不愉快的感受中得到心灵的满足和安慰。这种“丑
”的现代艺术是一个被资本、金钱、技术、权力高度异化了的世界的心灵对应物啊。人们在这里看到
了一个异化了的世界，看到了被异化了的自身，那狂暴的，怪诞的，抽象的，没有意义的，难以言喻
的种种，不正是自己被异化了的生活和心灵的复现么？夹杂着日益抽象和精密的科学观念的现代人的
复杂混乱的心灵和感受，有时（也只是有时）确实难以用从前那种规规矩矩的写实形象与和谐形式来
表达，于是就借助于这种种抽象形象和不和谐的形式了。在欧洲，马蒂斯之后出现了毕加索，罗丹之
后有亨利·摩尔，小说有卡夫卡，诗歌有艾略特，一直到今日的荒诞派戏剧。有意思的是，毕加索为
了声讨法西斯，终于摈弃了写实形象，将西班牙内战的苦难和激烈用《格尼卡》这张极著名的抽象画
来表现，传达出那种种复杂的、激动的理性观念、情感态度和善恶评价，这幅画所以受到人们特别是
知识阶层（这个阶层在现代社会以加速度的方式愈来愈大）的热烈赞赏和欢迎，正由于它道出了这些
敏感而又脆弱、复杂而又破碎的知识者们的心灵感受，是这些心灵的动态化的对应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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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一向认为，中小学老师在指引年轻人的人生道路上可以产生关键性的影响，比大学老师重要得
多。那么，这本书就算我对中小学教师们献上的一份敬意吧，愿它能得到你们的喜欢。　　——李泽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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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研究收集的资料，没多大意思！
2、同时买了很多书，这本书还没抽出空读。一向在当当购书，质量、速度都有保证，快递一如既往
的好，质量一如既往的棒。就是一些喜欢的书长时间没货感到很郁闷。
3、借名家名头，编书混饭吃！！！！
4、大家的书，应该值得一读，准备认真读一读。就是价格比较高哟。
5、李老师的书，一生钟爱！
6、大夏书系.的书一直很喜欢。还没空去看，大概浏览一下。不错。
7、内容非常好~
8、是本言谈集
9、帮小学的一个老师买的，她说还不错！
10、启发颇多，相见恨晚
11、很喜欢李老师的美学著作类的书，所以才会去试着阅读周边的书，读了挺受教的！好书。
12、底蕴深厚，教师需提升涵养！
13、适合教师或父母读。
14、他比别人都讲人话。
15、能引发思考的一本书，不过读起来费劲，需要有深厚的哲学功底
16、参考

17、一些闲言散论，作为个人观点可以，对阅读者启迪不是很大。
18、都是李泽厚文章的选编，还以为是李泽厚写的关于教育的文章呢~~~唉！！小遗憾
19、买的时候刚好打折，觉得很值，内容也不错
20、这本书的纸张有点差，跟我之前见到的书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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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李泽厚论教育·人生·美》的笔记-第121页

        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2、《李泽厚论教育·人生·美》的笔记-第58页

        乐在中国，一开始就注意了两个方面。一是不简单地把乐看成是一种认识，而是把它看成与感性
有关的一种愉快，所以说“乐者乐也”。而这愉快又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给予人感官的愉快；一是使
人的感情愉快。这都是享受。也就是注意到乐与情感、欲望又联系，乐能使人的情欲得到一种正确的
发泄。情欲如不能用正当的方法宣泄出来，表现出来，就会出问题。儒家的乐，要满足感官的愉快，
同时要满足情欲的要求，使欲望健康发泄，群体生活也就更能得到和谐。

儒家的乐，还抓住了艺术的另一个作用，就是通过情感的发泄起一种教育作用。这就是文艺政治学。
所以中国的文艺政治学很早就有了。这个传统现在是大大地发扬了。当然，儒家的这个政治，应该是
广义的。我们现在的政治概念很狭窄，这是把传统片面地发挥了。儒家是讲“寓教于乐”的，诸如“
审乐以知政”、“乐与政通”、“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等说法，都是强调教育作用通过音乐表
现出来。我们现在平列地提文艺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审美作用，我觉得是不贴切的。要求教育作
用通过审美作用表现，这才是高明的，这里，实际上是美与善相统一的问题。假如大家去参加一下西
方现在的宗教礼拜，感受一下那种奏乐、合唱，情感就会不一样。你就是不信教的，到那里也会受到
宗教情感的感染。这种教堂音乐（西方很多音乐都是教堂音乐发展起来的）就能起这种作用，把你的
情感，并通过你的情感把感性愉悦得到的。它不是理智的、概念的，而是诉之于情感，使你从内心中
产生的。中国一直很注重这种情感的作用，这也正是以乐为中心的一个体现。

3、《李泽厚论教育·人生·美》的笔记-第61页

        中国艺术地形式美，是非常了不起的，它给予人的是一种高级的美感。这里，我又要为我的观点
辩护了。我为什么认为康德有时比黑格尔厉害呢？你看康德美学中讲到，线条是真正的美；而在黑格
尔的《美学》里，大量讲到的则是色彩。马克思说，色彩是最普及的美。老实讲，也是较为低级的。
它给予动物的官能感受是比较强的。比如红色，对动物也有刺激。线条就不同了，它更加带有精神性
。它既积淀着社会的因素，又能使人得到感官的愉快；既是感性的、形式的，又是精神的。它所表现
（或者说反映）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更加深刻的。

4、《李泽厚论教育·人生·美》的笔记-第57页

        我很欣赏斯宾诺莎的话，他说：不要哭，不要笑，而要理解。这是哲学家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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