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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李泽厚的《美
的历程》开时代风气之先，引发美
学和哲学热潮，他被青年人尊为

“精神导师”，在知识界颇具影响
力。最近出版的《人生小纪：与李泽
厚的虚拟对话》一书，以亲切自然
的对话体，讲述了李泽厚一生之经
历、论著、思想、治学、交往等，试图
探寻其独特的学思之路。虽为小
纪，却可见李泽厚的人生大旅程、
时代大气象。

□柳已青

美的历程

1981年3月，《美的历程》由文物
出版社出版，最初出版社领导担心
卖不动，面对质疑，编辑叶青谷说

“卖不动就堆我办公室”。
李泽厚的这本书，开启思想解

放之门，文学美学哲学汇聚为思想
热潮，席卷神州大地。上世纪80年代
的哲学热潮，以美学为先声。那时的
大学生，人人都读美学，朱光潜的

《谈美书简》、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
学》、宗白华的《美学散步》、王朝闻
主编的《美学概论》，都是大学校园
里谈论的话题。

李泽厚的这本《美的历程》影响
力有多大。听听各位名家的声音，就
能感受到。

冯友兰老先生都称赞它是对中
国美学、中国文学以至于中国哲学
最精练浓缩的概括，“你讲通了”，

“死的历史，你讲活了”。
意大利学者马里奥·佩尔尼奥

拉在《当代美学》中称，李泽厚“是二
十世纪审美文化领域中伟大的思想
家……他对中国文化思想的精妙之
处的把握如此深刻有见地，同样令
人惊叹”。

陈忠实读了《美的历程》，大开
眼界，感受到“文学另一种表述的可
能”。

李泽厚回望《美的历程》，承认
起到了美学的启蒙，“不是一般意义
上的所谓艺术史论著，而是美学欣
赏，是‘审美趣味史’”。比如，书有一
章名为“青铜饕餮”，用“狞厉之美”
来形容商周的青铜器，现在来看，已
经成为常识。

《美的历程》横空出世，洛阳纸
贵，也引来批评的声音。“属于基本
史实的常识性错误就够触目惊心
了”，写法也是“不伦不类”。

有意思的是，钟情于沈从文研
究的凌宇为写作《沈从文传》，采访
沈从文，谈到当时正火热的《美的历
程》的看法。

凌宇问沈从文：“李泽厚这本书
在青年学生中影响极大。您看过没
有？”

“看过。涉及文物方面，他看到
的东西太少。”沈先生轻轻舒一口
气，“如果他有兴趣，我倒可以带他
去看许多实物。”这可以看作沈从文
对《美的历程》委婉的批评。

20世纪80年代初，李泽厚因其
“美学三书”（《美学历程》《华夏美
学》《美学论集》），被大学生尊称为

“精神导师”。在那个年代，新华书
店外总是排满了长长的队伍，买书
的男女老幼翘首以待书店开门。在
那个年代，中学生纷纷背诵北岛、
食指、舒婷的朦胧诗。在那个年代，
作家到县城开个讲座都被围得里
三层外三层。在那个年代，年轻人
相亲都要谈《安娜·卡列尼娜》，如果
小伙子没有读过几本文学名著，就
会被姑娘嘲笑。在那个年代，在公交
车上能听到有人谈论海德格尔。在
那个年代，崔健以摇滚的方式，
撕心裂肺地呐喊《一无所
有》。在那个年代，星
星画展把星星的
光芒点亮大
地。

李泽厚曾
这样诠释美学热：

“那时候为什么一
个工厂女工也要买美
学书？因为美学热符合
了社会的思潮，也是促进
这个社会苏醒的符号，之
前人们对于美的追求被压抑
住了。人们开始关注日常生
活，对到底什么是美、什么是丑
发生了兴趣。”

李泽厚的名字和他的“美学三

书”，被滚烫的思想烙印在80年
代。早在1978年，李泽厚似乎预
判呼啸而至的读书热和思想
热，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后
记里说：“中国进入了一个苏醒

的新时期。”

虚拟对话

《人生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对
话》这本书并不是建立在与李泽厚
对话、访谈的基础上，而是根据李泽
厚的著作、访谈以及对李泽厚的了
解（电子邮件、微信），所做的虚拟对
话。这就有一种奇妙的阅读感受，明
明知道是虚拟的对话，却感觉很真
实。这也是艺术的悖论。李泽厚在书
的序言中声明，“并不存在这个对
话”。编撰者马群林则认为这是介绍
李泽厚的思想读本，很有必要成书。
书稿经过李泽厚多次翻阅增删而成
此书。由于李泽厚不写自传，他在序
言中表示“可以作为学术传记来读”

“材料真实，叙述清楚，内容宽泛，也
有重点”。

自柏拉图开始，对话是哲学家
的传统。书中虽然有大量的思想史、
哲学和美学的论述与见解，但也有
大量的、生动的、饱满的学林往事和
细节。对话中诗与哲学的思想碎片，
熠熠生辉。可能是对话题材的缘故，
颇有可读性，如同亲晤大哲，沐于春
风。

书中李泽厚点评现代作家的内
容，颇具可读性。

李泽厚初中读鲁迅和冰心，崇
尚鲁迅，喜欢冰心。他把鲁迅总结为

“提倡启蒙、超越启蒙”，鲁迅不同
于中国现代作家，也不同于西方的
作家、思想家，全在这八个字中。

“鲁迅具有他人所没有的巨大的思
想深度，又用自己创造的独特文
体，把思想化作情感迸射出来，确
实非同凡响。”“在冰心的单纯里，
恰恰关联着埋藏在人类心灵中最不
可缺少的东西（纯真的爱、童心的
美），在这个非常限定的意义上，她
也是深刻的。”

李泽厚一直不喜欢两位作家：
周作人，太消极；郭沫若，太积极。

“我特别对现在有些研究者把周作
人捧得那么高，把二周（周树人、周
作人）相提并论，很反感。”在李泽厚
看来，周作人的知识性散文，连学问
也谈不上，只是“雅趣”“高超的做
作”。

书中还谈到了李泽厚与钱锺书
的交往，以及他对钱锺书的评价。

李泽厚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钱锺书给他写信，他说想不好如何
回复，拖一阵就忘记了。关于钱锺书
的学问，众说纷纭，李泽厚对钱锺书
的评价是：

钱锺书是大学问家，甚至可以说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也无须来
者了。他读了那么多的书，却只得了
许多零碎成果，所以我说他买椟还
珠，没有擦出一些灿烂的明珠来，永
照千古，太可惜了。当然，这并不是否
认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把他捧得
像神一样，我觉得不可理解。

对了，我一直很敬重（钱锺书）。
他的那些“散钱”，许多还是价值很
大，不可低估，有潜藏的思想大可发
掘，可惜他引书无数，强异为同，寻
章觅句，反而淹没主题，徒增炫学之
感。他在可开掘思想的关键处，却未
能深“锥”下去。

有无之境

李泽厚是湖南长沙宁乡县道林

人，虽生于贫寒之家，却有凌云之
志，曾就读湖南省第一师范，当过一
年小学老师，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
哲学系。“连到北京的车票也买不
起，迟到了一个多月”。

他到北大哲学系报到后，同学
梅得愚说“状元来了”，这时，李泽厚
才知道他在哲学系的成绩是第一。

“买不起书，最喜欢做的事情
是到东安市场一带看书，经常挨
饿……一天就站在书店。”在任继
愈先生的资助下，李泽厚顺利毕
业。当时，北大校方对患有肺结核
的李泽厚，在学习和居住方面“蛮照
顾的”。

1954年，李泽厚毕业于北大哲
学系，汪子嵩、任继愈建议他留校执
教。但阴差阳错，他被分配到复旦大
学，因身体健康问题，又被退回北大
再分配。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的
前身）筹办《哲学研究》，李泽厚被分
配去当编辑，无意中成了中科院哲
学所的元老，“我领的工作证是‘哲
字01号’”。

1955年，李泽厚因一篇文章发
表，一鸣惊人。这篇成名作《关于中
国古代抒情诗中的人民性问题》，
发表在陈翔鹤主编的《光明日报·
文学遗产》上，北大教授邓广铭看
后，问了好些人，打听“这个人是哪
里的”。

1955年2月，李泽厚的论文《论
康有为的“大同书”》，在任继愈先生
的推荐下，发表在《文史哲》，受到学
界的关注。

发表了多篇论文，李泽厚成名
家了。他切身感受到治学的成就
感，丰厚的稿费，改善了他的生活。
1956年，李泽厚的两篇论文发表，
《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发
表在《历史研究》，《论美感、美和艺
术》发表在《哲学研究》。他保留着
两文的稿费通知单，稿费共计1000
元。今昔对比，李泽厚颇有感慨：

“这事我多次说过，主要是觉得恰好
千元整，当时是个大数字呀，一人才
几十元甚至十几元的月薪。留此作
纪念。”

李泽厚以美学闻名，但他最讨
厌别人称他“美学家”，美学家是不
成立的。他看重“思想者”的身份，

“我同意海德格尔的观点，海氏说哲
学已经专业化了，他愿意做思想
者。”

1992年李泽厚到美国定居，先
后在几所大学教书，一生经历风云
变幻，“毁誉无动于衷，荣辱在所不
计”。他晚年隐居在美国，遵守三不
原则：不开会，不演讲，不接受电视
采访。“静悄悄地写，静悄悄地读，静
悄悄地活，静悄悄地死。”他像一个
孤独而骄傲的国王，掌握着时间的
权杖，沉浸在自己构建的哲学和美
学世界中。

李泽厚最喜欢的诗人是陶渊
明。在世间隐逸，心安之处即是桃花
源，获得澄明之境，他集诗句自况，
作为座右铭：

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
（陶潜）

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
（陆机）

这本书的封面，李泽厚一头凌
乱的白发，颇有哲学家的风范。哲人
已逝（2021年11月3日逝世，享年91
岁），掩卷而思，由晨而夕，进入有无
之境。

《人生小纪：

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

马群林 编撰

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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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李泽厚在北京和平里9区13号门一层家中《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3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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