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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早丈夫學建構之可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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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站設_:í\:{f， D苦揖格兩1、 (G \V F_ Hegcli 的心相得到府發 9 約旦公認的崇賢( ，千

)對山地說!黑格爾 l材立思想、神品之 :>1~、統需求而告失明建構， I芹!七主lJIJ 百 fk先

牛〈 iriE 〉 111 並末 Ji)(錄主盛年年苦，這是 個有趣的對此 o ~XIm嘗試就單許理解的「早

稻「制定學 l 數點 以居j\ 作的三EAF 帽組局級心考察 系統史學 l 建構的 nrfì~戶口

甚者所理解的「黑俏商美學」觀點!可以分兩個層面論研 站 ，單樁峭的是左手無

疑是系統思想興構的產物(他的美學理論與形 l 學緊南關海)請 !吶格爾此嚴較早

想系統，從整俯側血觀之，卻有害明顯的內在f~[rJ笑，這是本文樣以考察的重哥哥iF路 υ 本

文的論點 系統美串連槽的 'J 能性，與本文叫~.\f，1點一致，)'要論扭扭於討論建構系統

提學時 形「學所扮演昕積極角色，i'[fr.從而檢視Y、前史學建構的可能恃 υ

持此 4c丈採暇的討論次第f皂 白 Yl-: '筒約例小時1格爾美學扭過的 jgJ妞，以反本主

~ 

AIJ 

上盟論庸的內涵〈其次、考察並討論}卉先生美學思想的重些神扒 9 以注他所閉目的美學

進怖。 J主 r 朱可本_)( }i， J嘗試就叫先 1 美學綿的考察!以說明其美學 lf 想啟豆豆枕獎學通槽

的 'J能性!叫儘日]能昂首代新儒家們美學關fyτ 提供 極有效參苛側而已

、黑格爾吳學時令的用超

4、X主要以屑丸牛的心恕的討論核心，恃無意ì')P及黑格糊的主學 c 法裡指i步的黑格

茫學迷夫步形成「油"史學!是 JjUi. r Xt}~觀 J (CO Il C 叩tiOD 0 1' aestheii的 J 某

這 觀點進行要學的考察 叫的在附說明與本文有闊的 系統 l， sys t. r (rl J 問

題。是以 文 j' 叫謂前「旦恰爾支持:;t .1 實略去 r .rn棉爾吉j 各種學 f'kJ 的特妹說 llJj . 7--{撿

if立想~，~是中

的控程

這類問題丈卅j )，--~ i'Y; 及別:J-t:形 l 學與美學J11! ú晶 訶仲f 吐、 J~ )，&;判斷之間的系統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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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美學建稽之寸能 以應君教 j吳學思想品價心的考察

「美學演講錄」六分之一的題材。

般而言，單格爾的史學是置於「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白我知識 (self-knowlcdge)

的必然呈現」這 脈格巾討論的(泣二)。哲理解鼎柄訝的是學，吾人可以在美學史

巾 庫德(1 Kant. 1724-1804) 席勒(1" Schillcr , 1759-18日51 謝林(F W. J 

von Schelli呀， 1775-1854) 黑格爾!這 脈絡獲得較明確的理解線索 u 簡約地說，

ilt，脈絡顯 d、巴拉格爾獎學是承 J在康德以來的發展，而在理解 r' 席勒與謝林的美學也想可

以作為其間的中介。

此一「中介」角色，就席勒而言，涉及他「應史之發展 l 的說明!就謝林的l言， fllj 

ú 於他由龐德「人類知識~111'τJ可能」的質疑 11\罷!進而擺脫龐德的形式午義，而對美感

經驗所作的 C .)c形式主義的」說明(註一)。叫拙「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自我知識附必

抉呈現」是黑情制主學的論主ß脈絡 C 鷹史的發展說叫」與「非形式主義的說明」即成

為想解歌格爾美學的重要中介。

康德〈第三批判) il\ 版之後，席勒討論了許多如何改進社會泊德特質的問題(註

凹) ，他沿用 f康德「感覺 概念」兩大側面的 分法，試闊論 l間貿現人類「和諧」的

條作。簡要卅說，席勒藉用了庫德在〈第三批判〉有關 r 美感經驗」皆是1討論，就「社會

利益」的觀點，說明人類于1日諧的條件 'h 由原本單純感'K'愉悅的牽引，謹向體情更神聖

之道德訣別的將史進程。這也就是黑格禍後來在(精神現象學?中所描述的，巾感官導

[új之洞察吾'I概念導向之洞察的進程。 111'外，席勒三F張人類的發展必須自:1t.通過感T\'(或

物理)的階段，再經丹君主感階段 7 最後 J有日I能到達終極的概念(或道德)階段(註

ii) ，，)2們可以看到這種見解在黑格爾的著作中已然被轉懊成「普遍的哲扭扭序而

門，也可以說，現格爾做此提出了學術發展的→惘必要階段。

謝林的書早 lPJ ~扎其清晰表述的形「學洞見!'I基礎(註六) ，他的主要關↑實在於!如

何可能建構一個區以解釋人類自由特質的「臼出系統 J (system of !"reedom) 等問題

上 c 樹林原扣j 一主張，為了使外芥世界的知識 IÁft -wJ能，品、劉預設有意識1\ (即二丘體)與

無意識茜( ll[ J客梅)的航行 IIU這種航行即貨品向身之內的統告，換言之!即 l仕界之內

的結t fy o 謝林?Ir持的理巾是，意識上體在認識行動中必須超越自己以便知道日己之外的

事物，所以，干標與客騁 á~J 統于1 不在才有體鬥身。捧此，謝林史主悵，知識的可能性必站

以「客觀昕界 J 與「顯示在意志中的快界」兩冉闊的「預先諷和」這 形上假設作為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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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I 品1林而言， ]lt，假設的先驗舟、做愷 (transcendental neceflsity) 並不夠充分，他更要

求在經驗中t'9:到證明!向這也就是他進-JJ; 提出吶!對聯驗而言，意識本身的性質就是

有意識古典無意識者之綜合的主張。賈平J進右，謝林相信主害之間的統合存社於贅術創

造之巾 7 藝術品展現了有意識者與無意識有這兩側面之運作的結合。革於以 l 看法!謝

林認鬧聲衛品所獲得的美感性質!是在整掉了家創作過程巾偶然加入的，藝術成晶的瞥，吋

內涵非-~}:j俯眾所能預WI' 因為，藝偷東有意識地使用材料的白山!被材料自身無意識的

活動所限制，相反應在作品中。閃此 首f林主張藝Hr創造活動解消了所有事物基礎面上

的何意識與無意識活動之間的出始鬥手或無 Ir境的t盾 7 並且，他史J巴墊術經驗置於形

上知識的最高層次。謝林的這時史學觀點都深深影響了越是格爾美學的建梢。

些已格爾 ff學的荒要在散在於他對理性 一種辯證地發展活動 所作的說明 1 其， r' 
「理念 J (合理性之本質)與「辯證歷程」正是把握他所說明的「整一世界 J (the 

world as a whole! 8'')核，[.'理念已黑格爾認為他為人類理性所作的撿驗，可以展示理性自

身的性質，而後者的本質mJ所謂的「理念」。對世 「理念」的認識，是理解黑格爾的

美感判斷、史、藝術史的草本條件 在黑格爾而言 r 晃就是理念的感問:顯現 J (註

七) , I的理念則是「概念、概念frT代表的實祖!以及這二有的統一 J (註八)。

無疑地，'1'\格爾的且解以他的形仁理J註作為基礎!這→理念構成了事物的本質。據

此主是理念的感性顯現」必須理解f伊拉念結構在世界中的感性顯示，而吏的事物在

表現了這一理念結構!更且!事物之美前程控， )~，直接與它表現理念結惜的明晰度戚在

比 u 除此之外，黑格爾主喂!這 理念結構最顯著的例示就是「白我 J 故最美的東西

就是 I f lJii; J 的感情顯現。而世界 l 所俏的卓物最後是以其表現「白我」的程度來wt分

姜的等級(註九)

風格爾的{史學)， 方自指出聲街的撞在主枯非偶然，因為「會俯是和整個時代暨

整個民族的丹過T汁界觀和主教旨趣聯繫柱一起的 J (註 -0) ，也正是基於此前提!土耳

格爾展開了贅術探究，匕愕泣7 吏的釐清w判定。早格爾美學的主要訴求之 !是要就

他的形 l 叩體系解釋何以「理想要 J lthe ideal of bcau1y) 可以實際地在經驗中被例

芯， 'JÉm它站垃 I-&: 種「理念」辯證發展的自我顯現。

但男 方崗，各種「付殊學術」也成為黑格爾美學討論的 L要對象， 'i!r際 L' 黑格

爾的〈美學}大約有二分之二的篇幅LI 「外殊互惠術」的討論的于 1 並且以其形上理念的

辯證發展為據!對付蛛藝l~i 展開此評或評價。無疑的，黑格爾的「藝術評價」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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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美學達成之可能 以唐本校"在思想為核 u的考察

「價 1自判斷」的「極慨念叩ecìesl 之→ c 考察哨情爾干51叉的價值判斷!他以為所有的

價仙判斷均柄概 f被判斷事物的實際條件與事物膽該是什麼附理想之間的對照 換言

之，對事物的批評也就是丟判斷事物的白際條們是在正符合其內想條件(音i --_. )。果爾

如是，""情陶美學的主Jdt判斷115該是一種型l俯品「趾際上是什股」與它 r 1.車 j1Æ .!'Ë什麼」

之間的評佔。但實際 l 可桐柏爾多半根據)防止血內容的統 TT 閱(弄來評估藝術品(;tt

一) 0 {i."，格爾 rfu J 贅術「准該是什麼，i!i 1ë決定古今贅術家的IZ向，而是惡毒Nè 內身形

式血肉容的 致!並以賽術本身為 H 的心

雖然黑格爾的美學旱現 f _l_:述兩楠性棉 7 但他的美學無疑足系統 iL1想 i1'稿的昂納 7

泣種系統建惰的結果是什I'!f;l;'呢。將引防氏和 u空間占其慕尼平1) 一書 '1' 有 段街寞的敘

述

他:黑格爾〕斷定隨著「其雄l守代」的過去，墊術也就公你將會隨之衰亡。 但

是 玉立只是問題的一個方伯 對科黑格爾車站，史重草的是另外的 個方面 那就

是他的方，去與禮系之間的矛盾)根掉他的討證汰，事物if可是不斷向前發展的，藝術

不應當衰亡，可是，抹抹佑的體系，絕對理念品才是搓手全部實丸自己、站i正在自己，

藝府泣須讓位給宗教和哲學 1<t.ts，了體系的完整，必須牲嚨藝利于 U 從而得出苦

肉之二定走向衰τ的毛觀主義結論-(j主--".)

引文所不!近組「人文」學請與其「方法 l 之間不可溝通的 tunoridgahleJ 從或異性，實

為向且已相關以來，西方人文學界所選遇的共同難題 (;ü 四)。其 '~Jx們可以從比較單

純的方向去著f耳其互你|問題 假如學術創造福_'~:怕就是門用 郝麼 r 系統 J 性的藝fJL 理

論建構是古岡村了就是 種仟反? /(、統美學的鐘構叫他嗎?這就是木文所關懷的主題。

「豆豆牧」建憐的基本預言主笠其形上進路之說明

其次要說 IYi的是可本文針對「井石統 J I可r :'B:討論的主啦!並鼎一般所謂的「基木概念

(或第 因)/涼時/方法/解釋力」泣頓提構!而只針對7建構「理論」或「系統理

論」所依持的形 1-.. 理念。關於這一點 1 日 C Pcppcr jJt!l'r 了一個做得警寺的說:λ 他

明確11'+可!I \fft;上理念與理論住構的關係， f1;iS ，泊在，fj上 FJ品定忱。根據這 說法，

美學flH晶的建構步驟如下( ;ll 五)

(1) 從內解一位形 f_flP論的必要性 11'1 發 川搞錯山形上到1論 「世界白了預設 J - J..'-;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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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lJ界 l' á'') 丘吉般事宜拾得川被J'!'解，

(2) 摘述 做「藝俏的」 「美學的」前理論的 \prc-thcorctical) 理解， 11挑出與之

#J躍而已丟人輛軍稱之為「事付了品」的東西 此稱沿「常識儉驗界定」 I, common 

senlìe tcst deiïnition) 

(3) 藉出那些持導「世界預設」的品概念與範疇!以描述詐和 I C 常識檢驗界 Æ_J 的結

果，

(生 l 再依拉靠得日軍; 步驟附描述，以界定「是中領域」 並檢別所有美學領域所共有

(ý-]厲性口這 機tUJIH帶出的最後界沌， 方面將是「性宵的界定 J 凶為它撿別

f何苦赴草草術品的內涵 另 方面則將足「暈仁的界ÆJ ，因為它決注， [奏感個

{[!'i (1{] 剝~)~， 0 

Pcpper 提Ii l á":J泣川個jJ;-驟中 我們叫以右到 吐|文所謂的「形上學」 ，也就是詩人的

「世界預設 J '_<Æ者'ìf;不胡1m演擇地說， t8就是 Jx們的 C I汁界觀」所包作的形上理

念 η 這個形而 l 的社界兩位或jtt界觀!官與美學耳!論的建構緊注:閥混!前述步驟三， +12 

們 I卡R::憑芳fi H±界預設 Iru得以進 步J描述 ，~fi析解的對象，而且， IK.j:)r-J" tl 肚 描述成為可能

的fJ lJ提下!才能夠把安軍納入言說系統!進的!幸心考吹說可J它 c tr"}!言之，形而上的柯:界

觀先去5' flH論建情詩亢的認識而存在!此 形 lti 上的代界觀?其官部分決定 f :J1i[論建構的

特悅。

筆者曾在(府+1'毅美學凱的理論闡釋)一文(註

徜問題的得頃資料中，已然糊時 f 俐 r -，}2 早領坎」

說明唐;t 'f_龐大的論迷惑

，文'1'並且析論唐先牛說明這

「吏耳其領域」之 Jt通屠 ifii與科學 ~íI域之共~]屬性之間的閱(來 並且指出 它們官逼向更

局的「道德拉i域」

唐先生並沌有美學專著是 t;賀!而且!當官先生談論藝術峙!他也料常芯識到他的

說吵J豆豆所謂的「史學 J 有自Ij (註 七) ':fx們有他的著作 tl l t<&.難找到 IÍJ 美 JEJF經驗的分

析/主!告態壇的抉擇/藝術性質的析解/美學以理的提出/美學開論的報定/懿術或三是

感評價的建斗 /_!{i術鑑技與批評耳目IJ 的陳構 i? 何序井然的系統美早論述口大致上

JQ 唐先生的「美學」只是在他討論人卉價值、文化價值吋)作為一補界定價 íl自立比較

標準的措藏月論。

唐先生們持的是以迫你價1商討1空位的立場與觀點，他特別著重在真美再合 的終日

上 1 去討論與「茫」 有關的各種問題的這三位心所以， 方出 ， l， lf先生討論的藝術問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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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吳學是稱之可能 以唐君毅美學思想 ftd庚、一的考察

多半與價值的競清與貞定有闕.]:感價怕的說闕，畢竟只是會通終糧價值的一種~.驟而

已一這 點不E唐先生討論「人格美」時特為顯著 0 日 方向 1 唐先生曾謂 「形上學

則為求了解時空中存在之最後的根據或究竟之實在者。 J (註 八)而且，唐先生也曾

強調

實際主人之從事形主學之思雄， <.....t!fl 有~~密相連皂息相蚓之系統性。形土學思想

之價值之高 F' 亦不童在其對 問題之等素之是否為真，而在其如何通過種種思

想主之間點，遵循種種斬且不同之道路，依據嚴密之論謹. Æ!&l音譯們 'l i"_洞識與超

妙之智慧，科湊泊一莘莘 π 追至一草書成，而其他問題之答章，亦或緣之而成......。

拔一切形土學，皆一家之形上學 o ... 在學者識有志扑形土亭，正;2頁就歷史上之形上

學系統，取其 l生之所述者若于，藏焉、皂焉 啥焉、游焉。(在一九)

如是，在研先在生看來，形上學皆具備「系統性故以形 1 學為依據所開 11\酌學間，皆

與其「系統性 J 相應不悴，這就是本文關於「系統」的主要觀點。

從唐先生重視儒家的「道德形上學」看來. ftl'.1J形上學的推崇是無庸置疑的，要把

但他各項理論的建構，富有必要由唐先于:形 l→冉念 世界預設 的理解組始，進而契

λ其系統，這也是可以確定的。革於此項理解!以下將循府先生的形上學基本理念，討

論其美學風想，並J__')之作為系統美學建構之可能的 種例示。

主、唐先主論述的形上學堂7衫上理;怠

假如黑格爾對「理念」或「絕對精神」辯證發展的關禪!就是其哲學的形 l 系統，

而且，必須配合此 系統才能了解他的美學的話，我們可以額比蝴說，商先生也提出了

1重形仁系統，並分別從「道德理性」這 理論面，以及「人格發展」這 實際面闡明

r此系統。是此，要 f解唐先生的美學，不但要把握這兩個層面，更必須先究明此形仁

系統。

情先生在(中西哲學問題之不同) 文中曾謂 『中國哲學家不先明顯的提出哲學

問題而俊加以討論!是為中國哲學之所以缺乏系統 τ 輿論誰之所以無條理的根本原因。

同時也是引起現代 般人對中國哲學誤解的風川。 J (註二 0) 此外!唐先生認為

「西洋哲學 l 最重要之第一問題，是形而上學中本將與現象之關係問題。 商洋哲學

家總是相信現象的意義不限於現象，另外有賦與現靠的意義的木體。 J (註二一)現象

與本體的問題固扶是丙洋哲學的第一問題，但唐先于也明確地指出 c " 在中國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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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幾于組此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的海生，原是起於在白頭卅求體 1 (按 雙吐 1 號是筆者

所加)而中間哲學家卻從無正式承認靠外合體之思想者=所以，如果說中間哲人對於

西洋的現象與卒體關係問題有 1-1 麼主張!這上張就是上述最後 種現象與本體融攝論

[按 大意指現象界即合本聞界 本體界即攝於現'"拌，如懊悔德 (A N. WhiicheadJ 

的說法 1 0 ~ (註二二)關於1吾先生先生巾西形 l一學的其他說明，還可以在(莊于的變

化形而|學與~格爾的變化形 IIU 上學之 tt較)與(老莊揖博巾庸形而上學之論理結構〉

兩文中找到 虛線索，其論文體與下文所揭唐先生的若干)-d~fì (註二一)

前述唐先生的說明!可以說對巾西形上學的體性作了明確的區別，而且，也對巾國

形上學的問題意識作了規定 c 誠如府對;1'所論!中西形卡學的問題卅發點畢竟不何?但

到區有何不同? I吾先生曾就這個問題提出了他的重要看法，他以為

.中國形而 k學上雖無本體與現車之叫係問題，然有一個與之相應之形而上學問

題，即本體與工丸之蚓係問題。中間哲學土有「本體 j 、「工夫 J 二名詞之相對，

在我看來實非偶然“中團哲學本既均ifct，1_，本體與現車不二， ~'I根本上自用不著祖閥

混車以求本體，而 '1' 車可以明禮。假設我們不能見本體?其咎不在現車之遮故，而

在我們本身之自作障礙。於是，揖開玩~ζ努力?必然化ß~措除自身習氣的陣礎之

努力，分析現象與本體之關係問題，必然化!l，了悟本體與工丸之二關係問題。我們從

表面看， 本體與工夫問題，只能算人生哲學問題 c 但是， ......人生哲學與那而

主學之分，只能說其目的來分 1 如其目的在人生之唾巷，身'1談形而上學亦屬卦人生

~*善之事而隸屬詩人生哲學之內。對其目的在了解宇宙實桐，如j講l，t 養三L夫亦是了

解宇宙實相之二事而隸屬於形而上學之內已 ﹒所以，只要我們把中國過去哲人對許

本體工夫間係問題的主張，看作叫了悟本體互為目的的，我們便可誰屬之#形而上

學 (在二四)

唐先生這項見解!不但明確指出了中圓形上學的定位(現象與本體的融擷) ，也兼明其

本口與意義(木贈與工夫的關連)口雖獄，唐先生在何文'1'還舉出 iJHI也'1'西形上學的

不同點，但幸者以為?以上所引，是最基本(或本質 I )的羔異，它已足以區別中由形

上學，而且其他的不同點，也可以透過這項基木差異獲得解釋。開先生的洞見!本身具

有抴高價i自由不待言，即使對美學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義。要之!如果我們不明臼中丙

形 l 串的這一分際，而在討論莘學，論及單術形 l 學的源頭問題時，很可能因為依據不

祠的形上想念，而得tl\完令不 10J 的結論，

如的注檢索與討論 v 果真要說明「唐先生 ~j形 k學~又有虛難處。要之，從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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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集〉觀之!唐先生的著作泰?是圍繞東問7了思想 文化諸問題所提出的討論與看法

(計 五) ，古人檢奈這類資料，有時很難決足那且一是他自己創發的 那也ft他就文物

討論歸結 :1\ 來的，更且 9 屆先生酌您想自I[控與他的學閣將在脫不了關係 7 其考論對象、

文物?又常見 11'1 意識Jfrl串 I[見，這 點正增加了判定居先生 j』恕的難度。要講明屆;\，4的

形 l 學或柯:界觀，也正面臨這種挑戰。

為了亞於泥困 1 軍括以情!可以失儉別出「觀解型態 J ~_ r 境界型態」兩個!f;上學

進路，以討論唐先生的形上學(註二六)。筆者所謂前「概解型憊的形上學進路」 是

車就當代丙方村學中所指涉的「形 k學」而言 b 若依蝶府先生在〈哲學慨論> ( [ )的

說明，阿方形_j_-_!乎原本屬「天逍論」之 王 現在適用的「形匕學 J (mciaphy紅白)用

訶!白為罪過「品是由論/木體論 J 宇，由論 J 第 哲學」、「神學」四義的天追

論(司二{:;) 'i口自維根斯坦(L. wittgemtcinl -1、遺餘) j JiÞ，展開對形上學的批判之後

(註二八) ，反!f;上學之風使於「邏輯實證論」時代達t1fJ白峰。所以， "J 以說當 i ，7'i方

的形上學是一種巾知識論所「決定」、由主日識論所「宰制」的形上學 「觀察」與「解

析」白身反而成為其核心關懷。主吉把這種 '1后 k學」進路稱為「觀解型態的形 k學進

路」。

關於「形上惜與知識論的關 iK汀 '0先生在〈科學概自由九( r) , (1時|串的忠

義) 草中有詳細說明(泣 )L )。大轉 l' ，他反對知識論具有 r -ff:ít J 地忱的看法!

換言之，他反對知識論具有月論上的優先慌，而把形 l 學視為知識論之附從!反對形上

學必以知識論為根據的觀點 c 反之，他認情形 1--;但「乃以研究→切實在卓物之共同昔站

立J)j1或站為日的音這樣的:lH 上學必先知識論而有 且知識論 "J以是形 k學之 幸?

形 l 學討屆J1j!_日品之在先地付。

以 l 所述!只是開先生所提 :H的特后形 l一學立場，而出這插特Jt':\7:喝所制懷、開展

的形 j 學!正是前注冊先生所論述的「中國形而上學」 已注:仕在「現象與木體的融

攝 J L' 以「本幣與 l 犬的桐樹連」居其本旨或意義，它擁有理論自的抽象討論，正有

實際間的經驗推諦。辛苦把這桶「形仁學」進路稱為「境界用態的形上學進時

*í~rJ如是，在馬先生而且，自光?這樣 桶形 i 學進路， ußJf.是「道德理性」的證

品系統(正l -c 0 )。霍韜晦;在J乍(府君毅先生的文化柯學體系 以《丈化意識與道德

理性〉 苦的中心) 立，曾論述仲先于「站德彈性」之官說的下(註三 ) 

、它是與坦全一的，它的活動就是足的歧視，它的本質就是足，它的存在以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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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

二、它是我們逆德活動的依持 閑之而行就是這挖峙的行j}:) ; 

二、它使我們超越山形相身體的限制，亦不主自以垃草、(>;J:'_本能的主兒範 所叫它

是自由的，已使我們的自律性的活動成品可能!

四、再進一步，它司叫主宰我們的物質形相身體，並使投者成ßl 實丸，巴自身價值的

工具，

五、它是門在的，它不是控駝的對卒，但卻是自我的內容，它水迪是玉蟬，而且不

會客祖化!!o客艘，

式、吉它對客觀世界起~ðL照?便會形成-J'l'想的內容以求實現什客觀世泉，它要來

J~您的創造? 切又化部是它超越於客觀世界而又要求實J~，其坦想於客觀世展

的創造。

霍丈吾e~以 l 六美 jtt 文化活動與文化理想的創造)(1]-吉， l'! IJ-wf稱為合理性、道德性、超

趣性、主宰性 內在住!有日耳您的創造性。

再苦!吳汝~~] _jt牛(屆科毅其 4..f且當代新儒學) 丈(丘上 ) ，討論了幾位他認

矩的惜代新儒學「代表人 J ， -tt!!l 馬 ;".?氏闡釋「文化崗 J心作巾流出 J 可以且唐先生的

f 道德閉門 J ，論 c 對馬一浮tlf: :IJ1 EfJ 文化臼正、性中流lU一觀念，可以說是 站梧的同應

與補充 J 都是上盟的代表 c 吳文曾筒里卅拍山!唐先布拉討論文 íU問題時，指 iHT

「人類的 切文化沼動 1 都小是什開散立的 而是可J 一個綜合的迪繫。它們都純屬

於-道德口技成精神自我，這則是道德理性。迢迢德理性又)F只也午觀E義 '11 客觀方

面亦有 Jl形而上的滿義句它不單是主慣性的遺憾心 且冉、是存體性的天iE C 」吳x認為

「這是對切文化活動的 種很涼的肯定 J (註二 ) , 

誠 ~ll諧、央 文 f1r隙，唐先主掏出「文化之核心概念 l 追悔白我」城「站悼:flH 月」

不只是主體內的道德心 也是宇平酷性的天泣(說三山)。大體上說!迫→「害關悴的天

逍」也即士在內方所謂的「彤仁學 J 但是!以膚先生所論的「宇平體性的λ iÞl_J 止小Hhi

現其客觀性 TMl ~ , .{';就「迫不遠人 遠人才!道 J ;;!( I 人能 fai且」的觀貼而言?肚 「客

體性的天itl _I實又擔具有其「卡觀性 J (註 在)。大致上說，府井生此一境界 WJ_盤月2

l 學進時，亦可以他在(中區之倫耳L'性論之形 l 學立涵品)文巾所論通的形 l 學進將

作為一樟例示 u

進而， i 之可這樣一種形-學進路，也可以就「意味 I -;);;J陳論其哉。川為 此一形

l 學原本就主張在本跟隨古話不能致或不所在 1 所以 J 士張「本體與現象的融攝 J 進

而 r JljJ數以明體 c 意味 J -- 2, iiJ I于富合此君 此可見立/拾皆先生(草時付界之導言)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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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的說明

什麼Æ意味的世界?這不在所謂世界之外。整個世界，，，是一意味的世界 u 世界帥是

意味，-切椅不合物質的存在，上界 F界的存在，都是意味 n 從意味的觀點，也不僅

有所謂精神、物質，上界下界之分別，也不也有各種存在之分別 e 整個的世界 整

個的宇宙只是一大意味，包攝無窮意味，在從止融化， 口(在三訂)

唐先中提 Ul的「意味說 J 究其實義，也可說是對治觀解型態形」學可能有的弊端

出殼。 這意思是說， r ~~象以理j體 J 1叫無不詞，然也并、能泥限於現象之中，肚如何先生

所云

人所認識的宇宙現主永遠只有一部分，一部分的宇宙，九車只能成另外一部分的

宇宙現車島其主義。所以人追求意義的活動只能在現幸與現車用活動 (在五七)

"。﹒人之追求意是是以 -f克車品符號為甜點?他自一現孟晶，他終將落到其他之現

象。他追求意義的活動只能在此幸與現車間活動，他比A一動技桔朴3九幸與現暮之

間。(註三八)

若是， WJ額觀解剖態形 t學進路之弊。要避免此種弊端 r 意味說 J J正直在清了把揖現象

時的分際， Ifri得以「且11 穿注明體 J Ijlj如實陳構出我們的世界或臼然宇宙 !H先生已

我們生活#情值盛的世慕，而價值感則是意味 c 可見我們實幣土乃生活~{、意味

之世界“(註三九)

對 「意味的社界 JTF是我們 iL、黨的境界?我們可以在唐先生的 r I立界翻」、「自然

觀」幸11 r 宇宙觀 J (到凹 0) ，特別是{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一書且其宏論，耐得知

此境界型態形 l 學進路之例可。

四、「解消 j重T欠」的~吹美學這情可低

了解前主ß兩楠形 t學進時之後!當 Jl們考察唐先生關除學術/美感的陳述，卻發現

兩種進路兼而有之!原因是， 方面1 '唐先生就觀解型態 jfj上早進路說明西方式的發術

觀拉美學觀，另一方面，則相腔於中倒也想、文化，就境界早II_ fL~形上學進路說明中陶獨

特的藝 11~J觀或莘學觀。所以，應先審慎wt別兩者自均不同體質，以把握唐 Jt 1'_陳論的 E主

義。

才有下論辛辛中，唐先生的日在順軒觀解型態形上學的美學格式討論藝術?的]這類格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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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j 類似黑格爾的美學，瞥如!唐jt主卡拉(藝術立學意識與求且意識)一文巾!開宗明

義指出他要討論的重點是「說明文藝審美泊動仍為主是現理性之活動~ ，t(泣「說明其內

與美 種價值的有相補足性~ (註問 )υ 但是，店出憬的這種討論進路，畢立只是方

便 Jtll採用了觀解~~_n.~形仁學的美學 f格式他所論述的內科~IJ十分不同?譬如，府先

生說明人問什麼會〉拉克!以及求美活動如何可能時!除了強調求位意識涵捕了于觀心身

活動的吉、仰，以及超越實用日的4外，他認為求真、求美皆依據「大公無私之道德心

靈~ '1'"先生云

事物真足之在天地，不在我私有而獨生口，與事物之美之在天地，不容揖私有而獨欣

肯獨表現門。由是而求真理與求美之可以使人自制其私垃?而培養其道德之價值亦

同?而皆依於一道德的叫主亦同。(泣凹二)

依此說明，求墊， 方間是對阿然法則之強制性的順應→ 丟在天吶， .1"'、評我私有而獨

欣賞、獨表現，男一方函，則指明道德判斷融攝於求美活動中'f'至更凸顯泊德寅糙的

慢位性。是此!求美活動所以 oJ自E ' WJ 依於道德心靈!故亦表現道德價值 u 但是 的先

生這樣說， -tt意識到三~'可能因此而取消了護自身價值的危機 1 所以，他特別聲明，此依

於此道德心站的可能 '1、礙「前三R冀的1求美」

吾人既肯定文學藝衍之存在!仰頭肯定一「直接目的在求美」主活動可而表當

使此直接目的在求美之活動，皆化島主善之二手段，而使求美之活動不能盡其殺 1 使

純牌之文學藝冊之又化領成不住存在 u 吾人之主張，是值管吾人自覺目的是島

主其 r"F'J 4- $., ;而此求其所依之'"宜之本身?何l\， -，主捷的心宜，因而皆可表此一種

道德價位 (在回主)

這也就是說 從拉術故文化觀貼看來， 'W' -;ij、有 f苛求翼而求亮的活動1) ，但這種活動必以道

德 'C'黨為樣，肘，官為何先生史學思想的重要綜料。

一般Hü -;J-藝伸i理論的做構有兩種進時 一者，把藝俯視為 IÆJ;Uì:主體或單視主體性

的手段!其間的在 l圓滿完成主體鬥身 u 此中，討論褻術的重點即在主體自身!換言之?

即在「製衛軍」身上茜!把真術向身視的口的， ，ì(i 採取迫切字段達成肚 口的。此

中，童基術品 Jl[J成為討論的土啞對象，換句話說!學術品自*狀是學f有目的實現峙的終間或

成果，那麼，吾人便要考吠'L;具有 í I 血!功能 影響或意義 9

唐先生採恥的學術觀點， 0)以說?是前述第 種觀點 …求;在活動乃是實現主體性

的 種手段，過程 It1 ，除了以求美內身為 U 的之外?很指 IÎIJ更聞之日的(褻li七家片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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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為

文學藝術想偉意境中的存在，畢竟非一般之真實存在，仍只由人之意構而出。依其

存在本身，終不能直接峙入自然世界與人指世界之真實歷史的秩序中。 唯其自

身所也叫得存在之根據，如j何是真實存在科歷史世界的文學牢藝術牢之本人口(在

四四)

這是唐先生說明藝f面的最重要進路，而且、他認為中國藝術精神正凸顯了此一特色。唐

先生曾指出中國人「特善於1吏日常生活美化、藝術化，使之音文化意味 J (註四五)

所以!美的觀念之源始!並非完全來自環境的外鏢，它也是人自身內在特質的-種自覺

外顯，而唐先生特重後項美之觀念的源始意義，他雷特別為此作了一些說明

-…在中國，如'H.令唔明太于之道文，地以「能文為本 J 不以「立意為宗」叫外句

'"國文學批評中 1 芷捶少ii，文學而文學，鳥藝術而藝術之理論旬， 中國文學車、

藝術牢精神，~能自卓越越科文藝之美本身之外，而尚性情之真與穗 I生之美，正是

中國文學家藝街草之可愛處與偉大處可而表現品中國文學章、藝桶草之二人格者也“

(在四π) 中國藝有精神之所以用流互貫者、自表面言之 1 似可歸持中國各種藝術

未能獨 :L昔展各盡其娃，然其所以不獨立告展者，正以中國藝術軍怪只說藝術ii，人

格之流露 (註四七)

值得特別重視的是，唐先生這 「藝術為人格之流露」的轉折洞見，可以說解消了

觀解型態形上學進路之美學所具有的系統與方法的內在衝突，使中國莘學畢竟可以成就

一系統，而又京會產生系統本身的內在街突，這是唐先生美學觀的重要突破?但是!為

什麼唐先生說藝術/美是 種人格的真實流露 9 方面，唐先生所說的「人格」並非指

「自然人格 J 而是指「真正能自作主宰的精神人格 J (註囚!\ )。另一方面?唐先生

在早期作品〈人生之體驗〉 書第七節(美之欣賞與人格美之創造〉中有一切要論述

(註四九) ，足以說明我們何以要從事藝術創造，而藝術創造又為何以人格的完成為終

極依歸。由於唐先生的陳論甚鉅 1 今簡要條陳如次

1J 主題的崇拜始於欣賞自己的創造，終於欣賞 切人的創造!

2) 但是!在欣賞過程中 r 自我 J 的絕對世逐步消長?

3) r 我」要重新把握自己?並重視創造萎，同時，理解到要表現「我」的唯一途

徑，必須透過創造，

60 



人文學報

4) 然吾人創造的藝術品自身是絕對、唯 酌，不能代表「我」

5) 人的身體也是自然之作品 也都會消失，故唯有把我的愷格當材料!把我的人格

創造為 事術品，才能獲得「自我」的唯一、絕對與永世。

簡約地說，為避免「自我」在藝術創造過程中被取代或取消，以及為了超越所創造

的藝術品終必離自己而去的宿命!只能以屬於自己而絕對可塑造的東西作為創造對象，

才能達成目的，而那就是「人格 J 0 唐先生的這種看法，無疑為中國美學理論化的可

能，提供了 種深具特色的發展模式，而且，如前所述，唐先生所謂的「人格」是一

「道德理性」的真實成就與實現，他甚至強調 r [孔子之後)中國儒家論文化之一貫

精神，即以一切文化皆本於人之心性，統於人之人格，亦為人之人格之完成而有。」

(註五 0) 再者，更由於這 「道德理性 J 的陳論，體系完備，所以， 種依檬「人格

要學」模式的系統美學之建構!在唐先生的思想與陳論中遂逐步成為可能。

大體上說，唐先生這種美學觀點，可以說是一種以「道德」為核心的美學詮釋?問

題是，何以求美之心與藝術創造是道德人格的自然流露 9 唐先生以為。

了解者互識人格之真，欣實者互識人格之具，為欣賞到含了解，了解必歸#欣宵，

比$;真真之立嗽。故此最高之典人高善，取人乳巷中，有最高之真是之情值之實

現。(註五一)

各人努力求其人格之上升至真實的態度，與不同人格問五相欣宵之審美態度，合科

助各種人之實現且善，使各種人的人格以其心量正相貫通泊攝，以化社會具真其善

的社會，是"島純寸的精神背在之五真五美五善之實現的路道。如此，自精神實在

本身而言，是謂至其之實現，自其表現料:旦實世界而且n?，于其自己而言﹒是謂五羊

毛實現，自其相啥不斷之表現T 此真美之交雄之途中而言，是講且善之實現。(註

五二)

歸納上兩段引文中唐先生的說明!可以得出 r列重要看法

1)精神人格自身是「至員之實現 J

2) 精神人格表現於現實世界而反照于自身是「至美之實現 J

3) 精神人格之間的相互欣賞 抵碼是 「真美之交徹」

4) 精神人格相績不斷表現於真美之交傲之途中是「至善之實現」

是此，從「人格 J 分解地說，出快存在著「觀牌上 J 的員、善、美不同分際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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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傲，織而可以有各種不同層面的「人格類型 j 的分類表述!唐先生也曾提凶多種人格

分類( ，主五三) , {!!唐先生所提示的「人格里巨型 j 恆不赴為了方便我們雖賞，而是要

指引我們人生的理想，而且，分頓的依持也不在於觀解型態形上學進路的美學審美標

准，而毋寧是提出了 種境昇A!J.態形 l一學進路的美學審美觀，此如，他說

能且最廣冉的真理的人之謂有道見，能創造最唾真的藝術品的人之謂有風韻有

意境!能行最卓絕的善的人之謂有志願有魄力。現在識且也、意境風官員也、志廟魄

力也均存朴人之胸襟，胸襟之最直接的表現是氣車。所謂哉且意境風韻志願魄力胸

襟氣象通過只能從各種精神意味的貫通;麥迪充實增犀土去告現、去了解 ， Þk 而這些

正是人所認品最值得具有或接觸的口 (2五四)

人由自覺有真善其與偽醜惡之剖，於是又有自覺的求真善其之努力，是調理想ζ追

求此理想之追求又表示 更高之超越。此乃超越由自覺以達真善美，而為自覺的

運用自傲的自覺4連最高真善美，造成$，一秒1理想追求者所感到的其精神之意味。

(在五五)

這桿所謂的「意味 j 乃過於「晨、美 善 j 而且先於真美苦巾在。唐先生謂 「

知仁的開悟 情卜的ilf，1感、意上的奮發之感 7 在日常生活亦可完然降臨。然而他們降臨

時，最有]都是 純粹的意味 τ 以後才慢慢清楚展現為理想的真要善之景象。 j (誼五

r ~意味」就是人格發展、矗建，而朝 l何具美善之理想奔赴時的兀始動力或倆蘊。從

這個觀點垂構唐先生的美唔， 貝IJ涵概 f理想的超越面，再則抽概了具體的實際面?它

「冉哇地」超越肉然的「由政察覺 }J j tJ達於最高的貝蕾萎，而又實際地顯為具體的人

梢。

綜結地說， /;ìf先生的系統美學就有於他所提出的「人格莘學 j 有關「人格美學」

的陳論，散見於他的著作中，而於他 向強調「道德理性 j 所以，我們比較容易看到

的是屑先生提示的 人格終幢「完成』時!函、姜、善交徹融帥的「主菁」之實現。

唯有進 步透視並結合「意味」與「道德理性」體系的意義，此 「人格莘學」的內涵

與價值:才能完全顯現出來。

結 言i
00 

析解唐先生在美學思想上的轉折洞見，不難發現唐先在住的吳學是針對儒家形上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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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種呼路，而且，經由他對中 由哲學忠辨的檢驗!與龐犬/、文化成之 JJ;質的考察，

這種系統美學的建構確于成為口J能。

木耳以黑格爾美學所顯示的系統內部之衝突為問題始點，試圖就唐先牛「道德理

性」內涵的「境界型態形上學J芷路 J 說明唐先生美學 tt想的轉折與內涵， j[(例示系統

美學建構的叮能性。í}!明衡的是，本文偏重理論區的檢視， I盯於 1直踐出甚少說明。大體

上說，實踐本身不是一門學間，個實踐也可以有那論的陳構，而這類l'I'論大抵H是 世

行動原則或形上理據的說明。是以，要把握唐先生的莘學性格之，必須有 理論向實踐

的轉化 1 而轉化的關鍵就拉於唐先生所表陳的「生命存在」之實感，或ep 存在哲學之

面對。筆者把這 種轉 ipJ稱之為「形上命題的美學轉換 J (証五 1:) ，抽葷的形上前了題

與資際的生活美感如何得以結合，將是考察唐先生美學的出 個重要fii節。

總結地說，本文所論 1 或者可視為唐先生「人格美學 J 的一稀「前理解 J (prc

undersiandingJ 'I而筆者所指涉前「系統史學 J 在唐先生而言?正是所謂的「人格美

學 J 它一方面口I以作前中關美學研究的重要替考萍，叫一方面， Jt臨時先生肉已說

的

中團文學、藝緝令所主兒之中國人生， w，}大多只鳥欣賞的、想悍的?是內在靜心靈

界中的 ω 真能在具體現實之世求而主現中國人所嚮往之人生遐想者，何當主之扑在

中間歷史中實幣上曾 rtP見，而1\人所崇敬之人格。(註五九)

府先生這種美學思想可以類比引 x巾的意思而理解梧 即「理論」即「實踐」的 1 嘎謂

理論與資踐的統命， IfÜ這也可謂府先生在美學仁的重大食破。

rí寸 言主

註 筆者曾在(美感與道德的什際 唐若毅與卡爾美學觀之[1.較) 文中，展只以，咒啃爾

美學思想ßft{-;M店的兩種美學觀之此較!文仁夕')舉唐先牛門云卅受苦l' :1可黑格爾思想之影

響。該文詩參閱 t束丙哲學比較論文荒 草 集) [中國丈化大學析研所(編)

1993R p. 449 )。

註 參且l'he Metaphy ,;ical Foundations of Hcgc l' s Aesthetics C\Vicks , 1986 P 

7i ff) ( 

誰 三 討論研勒與謝祖輩J們格爾哲學之影響的今年作很多， D比如 1 威克斯 (Robcri .Lawrence 

Wicks) 曾詳論!棕黑格爾的主要著作中很少處理美或藝情等等慨念; 1 ~'1.是!位哲學體

系中的主要概念!諸如 揚棄一 (cancellation ， aufhcbcn) 、「且體同 l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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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主

可

~-，. 
r 

~一
百主

itt 

(concrc臼 identity) 其宮那HF份用勒說明尖或美感經驗的概念! 甚于丸門巴格爾:推出

有意識才是」與 r 無希臘文明的藝fi于成批這就立 也是席勒先提卅頁的 c 此外 讀抖

意識者」的辯證統合 則EZ、謀影響社格爾的掙誇思想 ω

河 5些討論收錄大'1的勒的〈姜育再簡}斗!請參潤 On the Aeset Íl: Education of :Vlan 

(Schillcr , 1965) 。詳細討論 參考 Thc 、lo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Hegel's 

Acslhotics CWicks -, 1986: pp 78 -97) 巳

h 參見，開勒<突育書情) ，篤 十四莘 (Schiller ， 1965:p. 113} u ，1'~勒有吾簡中聲

啊， D:i三個發展嚐!宜不只是個八必要通過的 但是整個三是按直、紅通過了甘，它們 H有特殊

的缺問悍，六容);:~W. c 

六 j;j，次說要參考1'ho .:\letaphy ，~ical FoundιtlO ns 。f Hegel'~ A叫 lhetics (\Vicks , 

1986: pp 97-113) 

七貝 m格爾的《美學}

八 回黑格關拘《美學〉

九見 ISTacl Knox , 

(一)

'l'he 

(Knox , 1958: p 出 2f['

、黑格爾(苦)

可性格爾(主)

. ;t-)U有(譯)

.朱光潛(譯)

Aesthetic Theories ()f Kant , 

1981:p 

19SLp 

152 J 
116 ) 

Hegel , and Schopcnhauor 

話-0 見黑格爾F的《姜唔，

參見 J()~eph :Kuyickas L 斗

可性格 1;4 (菩) ﹒朱光潛(譯) 198 1:p 41 

Com;ciou的ncss and Reality Hegel's Philosophy of 

Subjectivity(K;_刊 i c.: kas ， Eli6 

註-~.;.R_{ 德'"古典美學) (存于攝!

許一三 且《德雷古典莘學) (î荐fL蹋!

pp 225 , 253-255) 

1987: pp 279-282 ) 

1987: pp 360.361 ) 

誰一阿參見 Gcorge R Hcgcl and Whltehea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凹

on Systematic Philosophy(Luc山， 1986. P 7ff) 0 阱克立在(論叭相關之清千百折

學) 文中亦有詳泌的討論，見(屑君主在"f:冥 付學有EE今(下)) (自君毅全年編委會

Lucus (cd_) 

制， 19911.: pp 597-647 ) 

許 h 比 美想起論建構步驟的細節討論''CI月" S C Pepper , The Bιsis of criti t:ism in 

lhe Arl (1、ppcr ， 1984' pp 21"371 。

許一六 參見主才可(i吾有拉美學觀的卅日市闡起) (蕭;!iU們! 1993A ) 

註 七 唐先生在(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愷}第六章 < ~l\仰文學意識與求真意識)說明鑿附問題時

謂 「啃吾人今非有論美學. /、5員詳JJII分析耳。」比扁豆吾先仕鬥啞地說明，可以右山j吾

先色拉不安IL\主要求美學式在前明陌題。請參閱〈自君按全T. xlc 古誠與追憶起性 3

主~
L 

L 

(再括毅'"集編苦舍和是. 19911 p. 422 ) • 

八 貝〈仲右稅金集文也意識與道德理性 p

445 ) 

(屑且穀~集編委會綽! 19911 : pp 

九 日 (t若有括全葉，古學慨論( (開后毅全*端主酋騙， 1991K:pp 17-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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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見(府才有毅全軍 宇l_lj計1 早已悲之上l 較拾).:!t: (，1主君主主全嘆;'，\~~雪白蝙 '1991F:p

56 ) 

註一一 間〈唐泊毅全* 巾有古學思想之比較論文集) (再拉拉荒草編委會梢， 1991F P 

58 ) 

討 見{~有穀全荒 」凶 I~早已哲、之比較論文單 í (唐言教全集編委會騙， Hl91F : pp 

另 9~ 60 ) 

註 三 見 u每有毅全集 中百哲明，-~Jg之比較詩文集(恃莒穀全奠編委脅編 j lB91F . pp 

255-281 , 332-3的) 0 (忠于的唾ít而有上 .F}~~i~黑咚!司TE甘戀 ít暇而忙懼之比較)

文，夕IJ出「從街到無與從無到街以有fm主與以無民主」、 I l'副主L有與川主~ ß!!~ J 

「較超越的形而卡學院更內在吋于;而 是學」、 d:=完盾的絕對與永遠iÆ:抖的道」

「認識絕對與認識渣的 !J 法~ ，歸嚐於古學興師市背道的」等七火本司點，等於提卅

7 項中山后上學之間異台 J 縮影。"'f.!~ (告在易/~中庸形市 t學之論涅桔唱) 文 MJ 

就「有、無 J 間Jii(的話時一!詐司合現象與主體之詞 f;r; ， 文體與::$:X以次所論k首先牛仔I拉法

相'"'咱謊。

~L_ rc: 且 {f青甘毅全哇 1百哲學思想之止較論文冥) (所ι殺水旱編委會科 '199H' P 

61 ) 

註 主 若依據李桂先戶主的 . .li,"f"1 唐先生的口!想依詩作司大男l 屑 一對中'1，觀念的肯立與開展/

書J~阿文化與人x!訓中~".r精心/計中爾傳吭古學的好論/J:_}遲u竟Eiih系統引起立 等"

X土想!其間?或r:~ i j 肩，~先生畢nus- 弓弓之時 ι 思您的持作共 ÚI 、 A' 餘HJ如幸有所

述尸參崑〈丌哥拉教先三 J\j 1'11'~學}' (ZÞ:~'十 19的 pp. 5-6 )<

註一六 牟示三失坐在(山阿甘l 略十九講〉仁】!當然{3日從阿卡講，小從存 l 講」去!形|學椎

之n 譯界形態們仿1 1' :學而已「客觀tlb從存在講」的形工學稱之13 實有市態的

形而上學 J ' A墊上以之宮11 1 泣萃的巧上學 第及T 、凹的形上學。三三月、牛歪打「用十

八吾吾 }' (牟只三， 19R3 p. 10:3 ) o!';l'f光牛貝，~ 1+ (拉;' t\}體化形 r'IJ f 略與黑格悶ð""~

)r 形 1(:] ←皇之比較)一文「尸ζ丹較垣位的游 1:11 上情 J 與 史內芥 ~\l 仿 lr上星 的

好，是J眉苦 .ffi宇亨、哨 'G創? 一純粹血汗的住構 中閃而汁:有的。詳見、 1M封殺才可軍﹒

牛丙古學厄吐、比較df(2 立冥;. (，1豈有毅 TT單純辛苦自I蚓， 1991F: pp. 272-273 )。可、拉董

老均以情司 觀自 1型態」揖「境界~tJ草」形一學可討!是企圖左什類卜把它們常作r:-J

層次 Ocveì) ~\}j1lJ.念來看待( 1"駕于→冗牛的思忌， 境界形態的JZ市二學一與 按有花

懦的形而一學~ (，分紅 似歹':;'- ./、是 '-'J 出二犬的概念) .卅lk! 莘呂!而使吋的 三的丸且

態 慨志的意作已作成唾 u 其內糊虹 7文所述)

註 仁 見 u另有殺全克﹒哲學慨情(→)“( I青古按令ft綽委會編， 1991.J pp. 95-100 )ο 

三 i 八 我們川Tl斗在維恨we (邏問古學誰誰〉 在市看到他對市 l 學的熾熱!批叭!尤其甘苦2肩

T竺確的「古學方沾 gl旬台 J 對門一型的解情 u 參;;:. "l'ra t: ta叩凶 Logico-phil川ophic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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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tgen o:tein ， 1992: 6.53 , 6.54) 

註一九 月 {h普拉穀采集 科學F的會(下)) (唐且毅在集編委會編， 1991 K: pp 11-14 ) 

註三。 本文不擬討論居多些在牲的「道德市 l 學 J0姐!這)j王的諸位!莘考歹'1 人(唐君毅 人

格美學， )口討論 u

註三 譽巨霍車位嗨， (府主毅先生的文化r~學體系 以 1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一書寫用

1:") ，山白(恃若單:思想附際會議論文集第靶) [霍韜晦(編) , 1992 , pp. 102 

103 :。

註三一 參見其汝鉤， (研ι毅先生與當代帝儒學) , :H 日{/青草毅思想國際會議論文集 第四

制〉(重韜晦(編 )'1991B)

註二 ~ I 號口;'h引文字:見〈唐詩毅先土l己與當代新儒學) [霍韜晦(編; , 1991B: pp. 101 , 

109 ) 

註-叫 李杜先生生《唐詩設先生的村學〉 書~ ，討論出先牛柱《叮區丈10之精柚價值;戶序

提及向[=1. c 中百古學恩怨之比較=侖丈哇〉口「寶貝'1 多似是而非之論 j 時， ln拍出 f這

文化之怯 L、觀念的提抖正是忠先午 1想的轉折!o'.Y;進三戶。參戶 I n'f君毅先生的哲學}

(三手中上， 1989 , pp. 9.11 ) 。

話三丘 悍先生的這一種平手法!最具寺、照性 代表主之說明.，見之tf他?請「穹 tEE這之六

華」之後所提卅的批評 「君子講道之在相之夕之限…。戶盯著古穀全軍﹒中闢哲學原

論 導論篇; (唐晉設守主集編書會料， 1991G: pp 4 1,5-418 )。

在三六 R. (府若毅^察 帶J學論集} (府有毀于~車輛委會桶， 1991H, p 9:1 )。

許三七 巨〈阱享有毅且主是 封學論生) (府古殺未其編委會騙， 1991H: pp. 94-95 ) 

三三八 戶〈皆有毅星云集 哲學論'1') (h'i君殺全集編委會編， 1991H. p. 95 )。

三三二九 貝〈皆有毅企業 封學請罪 j ( 居且穀令其編委會桶， 1991H: p. 118 ) 

註口。 參見賀禮向， (試拾市有傳統門然2古觀之重建) ，山向{庸?可設在起閥際會議論文

集 的三司1 ì [拉拉晦(編) 1991A. P 120) 惘同之司心，立 P. ，'~-;:將年豐

(兩 j) 括三了、緒之{Jj γl與馬先憬的j苟且民解) ，山鬥〈持君毅恩怨國際會議論文集 第

帽子:重新晦(編) , 1991A: pp. 177-178 J 。

三間 兒 UfJl;殺全軍 .x ↑ c 吉識lii!道德7中咕> ()去君殺哥哥集編委會站到， 19911 , p. 24 )。

芒凹- , !) (崖R毅常樂 文化有識與道彎時性) (府有毅全集編委會編 19911 : p :-1 9另)

計 rL: 二 且{府扭毅聚集. X1仁意識典范德理也) (倘若毅全集編委會端， 19911 : pp. ::1 91 

392 ) 

註同阿 拉、內有設全集﹒巾市人文與芷今世界(上) ) (府君毅全軍編否會料 'I}J91E pp 

93.94 ) 

:半月五 口(層君殼全集 中此文.，之給神1.'8: i直 ) (屆青殺?集編委宙編 1991C' p. 259 ) c 

主 IT/、 巨圳青肯殼全使 中[叫丈{'.之消掉價值) (屠君毅主提編委會楣 ， 1991C: pp 叩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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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 ) 

註凹七 克(馬君設全集 中間哲學思沮土較詩文集) (/，吾君毅全集編委會制， 1991 1<' : p 

220 ) 

註四八 唐先生在、人牛之體驗摘編〉 吉說明「人性人格與人文之'~:I兵」時!曾把人格區別的

戶自然人咯」 訓J C 由人庄之山然的表現開發!拉吐音文化之自然的間要鑄造而成者」

以泣 白作主宰的精神人格 到「以有其E然之人性!而且不.Þ-H玉此開然的人恃自然

的表現l胡~，而能再覺rt::人之眾之的我俏，而自已前定Jl八格正如f日一形成!於是乃能-j]

求受其所lliE正吐骨文化之南撐?又能轉-IY陶鑄其所主主息之中曹文化者」可是比一精神

人格」即 jt ，C_:、ii! ，，j(梢何能臼覺的問 E艇聚，1，0;:草行己， fJA 已開鞋其臼〕之人格 J D ru 
持這兩種人格之禮!唐先生又強調，唯有精神人格能成為烹制未來文化的種于，有「宇

，兩!在之闡發凝聚之 火:里，亦睛在自作ct罕之精神人格中，乃不il!只相對而且立!分散

;戶外有之萬物!斗顯~;'， #T之忱 , ~:A TI'l:~音呈現於此精神人格之內部」。參見見〈屑若

按全軍 入中之體驗泊軒且可(用君毅全集編委會編， 1991B : p.40 )。

註匹九 見〈府君較全靠 人生之體驗) (情享有毅全提編委會編， 1991A : pp 205-214 )。

許，Ti_ O: !it Z居世設全軍 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 (厝茍毅在集編委書騙 '199II.p7) 。

註五 5;], < ff J;i'毅全世 道怯臼我之建立) (唐詰毅全集編委會編， 199LVI : p 170 )。

註五 見〈持祖按全軍道德臼技之建立) (府若毅全集編委會編， 1991M: pp_ 170-171 )。

註立三 唐先竺討論「人格紋型 的主要看法，六位見於〈孔子與人格世界)、(與仁卡崗人格世

界t'J照之兩方人情戶:界) , í 中倒之人格世界) ~文 G 三丈依次唱出了六、上、| 種

八唔河" ，但皆未提出分割棵宣告或詳經沌r ，請參頭 {f青君毅哥哥荒 人文精神之重建〉

(府君毅全集編委會組， 1991D: pp. 210-241 ) ，幣(唐耳設全集 中國文化之精神

實值 J (唐古毅令集編委會蝙， 1991C: pp_ 375-433 )。此外!亦可參考蔡J 厚先牛

〈唐古殺元:l論八喀巴士界 )-X' 且{屑君毅思想、軍際會議論λ單 第三輯)軍韜晦

(車扁 ) , 1990A, pp 66 , 83 ) 。

1， 1 五凹 I行詛 t" c 

註1l1î 見 I1占君幸生全4年 哲學詩集) (出君毅全集編委會編， 19日 HL p. 108 )。

註五/、弓]註九。

註五七 抽象的形上命星星與貨單的主活美感立 1" 恃以結合?這是一系統美學」的重要課題。筆者

~~馬東保者j妃生在論及情先生的「存左主義起源的洞見」時，提要'1唐先生認為「一些西

力思想家正感引入似1古巴存有於此「天、地、人、技」問者之中。 耳方近代的存在

上最科學哭!便是 (注 Jþ發現人相~D-~ :LlJ商都不龍存在 j 的控史。」特別是!關於「下

1、六祖」 布的考察 立可歸結為 r Rl:;;已草草復興以來!科技迫性的獨大，自然世界淪

為人組討划與1.:品的箭頭夫占 rll由原本尸[哄人類 J監「悔、造、誠、息已的意趣， j 

這押， Jk們可以隱約看到 丘吉英學的嚐光 c 袁丈所論，參見直保菊， í 老子思想在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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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的意若 以持有毅先生們葫存在主義之，有察鼎線7h') ，臼白(唐君毅思想國際

會議論主集 -tr 輯〉 霍嶄咐( í司) , 1991 A pp , n 78 )。叉，余違心先生有

〈實體與主而存有 兩方 x'匕危機的!立于n 文中 1 討論到「八的物化與Jc聖 ic ~ 

(depcrsoIlulization and dcsacral > zation of man) 的問題時可位，H 山人在一持制

整合 J 的占H、車路中終被納化成 組有按分子的組仟 4 才在立以「持一丹M!毛」的模式來解

釋才有體的獨斗存在!其結果~J將入革同於非人化 j'.. 界中的物。講述過但余先生早 lißT休

護(D. Humej 駐於 l 知覺」的分析，休誤在解釋「實體 l 時給它'7 個定義!以攝

官體就是 JJlíιr差揖阱，而且獨才在 tr附知費、而八就是 耳不惜 r~J知覺。以此反

思，獎學Ni詣的荊難往往就在佇立何為千泣萬別的「美感經驗」之知覺!提出 種「共

迪性」的說日lf: " 1).: 果人一如l伏護Ft究所1 s: ["一夫不村干的主11覺荊追求這種 C J是遇

坦全 無異是徒勞無益的。余.xpr論!每封 f表達，L' (實噓與牛命存在 ß }j文化危機

的眨省) ，出山(府首辛苦思想同際會議論文罩，第四輯) [需韜晦(編) , 1991日

pp 95 96 )ω 持自l 要指 llJ 的是!此一以生音存在正實感的中介的「形上命題的美學蟬

換 J 賈充好 ÏJ~展份(生命存在與 υ實境界} 再中司見 (.rtf君殺?軍 a 台命存把與，C'

單境挺) (抒許毅全霏細委會科， 1991L) 

註立八 ;!, (唐耳毅全軍 斗闢Xicz精神價值) (唐持毅'i':其編委會編， 1991L: p 375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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