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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话

《关于爱和美的哲学思考》是一本十分好看的书。它对发生

在我们每个人身边，而我们又熟视无睹的事情提出了许许多多

的疑问。

《关于爱和美的哲学思考》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它对我们

每个人都曾经遇到，而又未曾深入探究的事情进行了缜密的考察。

《关于爱和美的哲学思考》是一本富有哲理的书。它对我们

每个人都议论过，而没能加以系统整理的事情做出了详细的论证。

《关于爱和美的哲学思考》是一本通俗易懂的书。它为我们

每个人都似曾相识的思想和感受写下了浅白通达的语句。

爱和美，是哲学中的两大课题，同时也是有史以来人们争

论不休的难题。所有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都不曾也不能回避这样

两个重要课题，同时我们每个人在一生中也难免不与之相遇。

《关于爱和美的哲学思考》的作者今道友信先生翻阅了从西方的

古希腊到东方的春秋时期所有与之有关的重要典籍，品味咀嚼

了前人智慧结晶之后，记录下了他对于爱和美的思考。应该说，

这份记录是有价值和有份量的。

今道友信先生是个地地道道的学者。他生活在商品经济发

达的东京。但是，他不为物质所动，真诚地在学术领域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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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像孔子一样，无论境遇如何，对于真

理的追求，始终不屈不挠。

今道友信先生曾任日本东京大学艺术学、美学教授和国际

美学会执行主席，是国际著名的美学家。退休后，自己出资开

办了一个国际哲学研究中心，出版有《日本美学》等刊物。

今道友信先生为人很谦恭，在译者翻译他的美学专著 《美

的相位与艺术》和通俗读本《关于爱》及 《关于美》这三本书

过程中，多次投函求教。今道友信先生总是认真解答，回信也

总是厚厚的。

《关于爱》和 《关于美》是今道友信先生专门为青年人创

作的。他的本意是告诉青年人在科技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

要排除各种干扰，注意道德的修炼，注意人格的培养。

今天，当我们中国也步入科技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当

国家提出要搞好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时，我们将今道友信

先生的《关于爱》及 《关于美》合并翻译出版，无疑是一件有

意义的事情。

这里需要强调说明的是 《关于美》 ( 根据日本讲谈社第 14

次印刷版译出) 的中文译本，曾于 1983 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1983 年的出版发行不错，说明了读者对它的喜爱。此次

出版的《关于爱》，是根据日本讲谈社第 22 次印刷版翻译的，

从这本书在日本的再版次数看，也可以看出它在日本也是很受

读者欢迎的。

王永丽

1996. 5. 25

于北京·莲花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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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记

1987 年 3 月，去东京出差。

头几天，上午、下午、晚上都安排得满满的，一直没机会

和今道友信先生联系。一星期后，为工作方便转到东急饭店住，

当天下午一回到饭店就与今道友信先生挂通了电话，他急着要

来看我。他是长者，我应去看他，他不肯，坚持要来。

当我接到门厅服务台的电话时，便急忙下楼，连外衣也忘

记穿了。没想到先生就在电梯门口站着，先生一见面就伸过手，

直呼道: “你是周先生”，还没有等我找到什么问候的话，他又

急着指着身边一位女士说: “我的助手，桥本典子先生。”不知

为什么，见到先生连“你好”这类极普通的寒喧也说不出口了。

我请他们上楼去坐，今道友信先生看看我，好象没有明白

我的意思，还是很急的样子， “请你到我的研究所去看看，行

吧?”离吃晚饭只有一个半小时了，晚上又有活动，我有些犹

豫。先生指着大门: “出租汽车还在外面等，走吧。”

这时，他好象明白了我的心思，补充说: “来回只要一个小

时就够了。”典子小姐也在一旁露出希望的眼神。我不需要再考

虑什么了，正好电梯开着，转身跑过去，上楼穿外衣。

一坐到车里，今道先生判若两人。我给他介绍中国美学同

行的情况，他听了很高兴，显得轻松愉快。我说到我与王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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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的先生的美学专著 《美的相位与艺术》送与李泽厚先生看时

他的评价，他大声笑了: “对，对，我知道他不同意我的观点”，

还不住地点头。当他听到李泽厚先生对他那部书的评价很高时，

马上又变得很严肃，认真地听，生怕漏掉什么。

突然，先生指着窗外一晃而过的一座座现代化大厦转身对

我讲: “这是首相的官邸，这是某某大企业，而我呢，我的研究

所，就在附近一座大厦的地下室，我与他们的志向不同。”先生

的话使我一下沉默了，不知回答什么，我只看着车窗外闪闪而

过的灯光、大厦，也奇怪，先生也不再问我什么中国美学青年

如何了。

“谁是成功者呢?”我想不必说出口，先生自有他的信念，

心的交流、无言的交流，这沉默，千金难得呀。

“到了，”先生指着电梯楼层数目指示灯， “我在最低层”。

大家笑了。今道友信先生今年 66 岁了，退休后自己除担任东京

大学名誉教授、国际美学会副会长、国际哲学会委员等社会职

务外，主要在自己办的国际美学哲学比较研究中心从事研究。

先生还出版一份季刊 《日本美学》。像这样一位国际知名的学

者，自费办研究所，自费出刊物，这执着的追求，真挚的爱，

不就是先生一生的志向吗。见面时间是少了些，只有二十分钟，

但先生由于他的客人应邀看了他的研究所，这是他最满意的。

我回北京十个多月了，可是先生在马路边，迎着车来的方

向跑着为我拦截出租车的身影，却无法消失……大概，这就是

先生所说的: “在思索中提高自己品格”的结果吧。

周浙平
1987 年 12 月 8 日

永安西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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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有谁不曾思索过爱呢? 爱，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 爱，

对人们来说往往是一种印象最深的体验; 爱与希望和信念一样，

是我们生活的价值。在这本书中，我想通过自己的探索，激发

起读者对于爱这一问题的兴趣。也许有的人会说，不管对于爱

有没有过研究，人们照样可以去体验，去实践。可是，事实上

并不如此，哪能有没有思想的行动呢? 如果没有对于爱的内含

的探索，人们对于爱的了解就只能停留在支离破碎的感觉上了。

对于爱的这种了解能叫深知吗? 我认为不能。

至于考察方法，无疑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依我之见，因

为爱的问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对于爱的探讨应该采

用与其严肃性相应的探索方法。如果，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学的

话，我认为它应该是哲学。这是因为我们不能把爱的某一方面，

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用一种尺度去衡量，用一种自然科学的

方法去研究。我们必须在哲学上对于爱的本质进行纯思考性的

探讨。我认为，无论怎么说，有关爱的问题，不是科学问题，

而是哲学问题。

在冠以哲学这个名称下所写的书，不应是某种思想的宣传，

也不应是学者们学说的介绍。我写此书的目的在于将我对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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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索用最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以引起读者对于爱这一问题的

兴趣。所谓思索不是我们平日所说的“想一想”，它不仅要涉及

传统理论，接触同代学说，也要借助于我们自己的思维。只有

在我们不仅掌握了前人、同代人的学说，又能通过自己的思维

建立起新的逻辑时，思索才能形成。思索可以促使我们发现前

人未曾提出过的问题，解决前人未曾解决的问题，发现全新的

逻辑。当我们能够全面论证这全新的逻辑时，我们便学会了独

立思考。

为了使青年读者弄清有关爱的思想源流，我在这本书中，

花费了相当的笔墨说明历史上与之有关的重要学说。因此，有

的人会说这是一部爱的思想史。实际并不如此，尽管书中有关

我的观点着笔不多，但我的思路并没有被打乱。那些有关典故、

固有名辞的解释，自然也是考虑到此书的读者多是青年人，才

不惜笔墨的。

在这本书中，我所阐述的自己的看法，如对于现代社会的

把握、爱与现代技术网的关系、有关性的存在论意义、爱与自

我存在的意义等。对于这些，还请读者多多指教。

本书的草稿原是我在东京大学讲课时写下的一些讲义，要

不是讲谈社的天野敬子先生帮我把那些零散的笔记整理成现在

这个样子，也许它还无法与读者见面呢。在日本出书实为不易，

那些体现了我的主要思想的哲学及已成体系的美学书，还不都

搁在那里。本来，我对 《关于爱》一书出版一事也早已丧失信

心，多亏了天野先生，它才得以问世。当然，在这本书的整理

过程中，我也有不满意之处，但出于礼貌，我都妥协了。一个

是改新假名，尽管我很不愉快，但我还是同意了。另一个是缩

短篇幅。为了简洁，缩短篇幅我是赞成的，我也那样去做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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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舍弃几个论题，如什么叫友情、艺术中的爱等，我实在难

以接受。当然，最终我还是割爱了。今天，这本书要出版了，

这是和讲谈社与天野先生的努力分不开的，不管怎么说，我衷

心地感谢他们。如果本书出版后，能够得到读者的指教，能够

引起青年读者对于爱这一问题的兴趣，以便今后进一步探讨，

作为作者，我将不胜喜悦。

另外，在这本书整理过程中，应英国大百科全书 ( 日语版)

之邀，我把本书的第三章及第四章进行了压缩，为 “爱”那个

条目写了说明文。本文见英国大百科全书 ( 日语版) 。

今道友信

1972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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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什么是爱

爱是原体验

从价值角度看，真、善、美是人类的理想。这没有什么疑

问。但是，如果没有热爱真、善、美的心，实际上理想就不可

能存在。

无论谁要追求人生的理想，都必须认真考察支撑着真、善、

美这些价值的爱。爱是使这些价值得以实现的动力。例如，若

问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亲人、祖国、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对我们来

说十分重要呢? 应该说，这正因为我们热爱它们。同样，当我

们从正面考察人生时，我们也会发现爱是价值和存在的支柱。

此外，即便不涉及人生问题，在日常生活中，爱难道不也是很

重要的吗?

在人们的生活中，有着各种各样的体验。有的体验并不是

所有的人都要经历的，而有的体验则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要经历

的。哲学上把这种体验叫做原体验。爱正是这种原体验。人们

不是都必然会有恋爱、友情、骨肉之爱、夫妻之爱、以及同胞、

师徒等各种爱的体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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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爱还可能存在吗?

爱这个词在生活中用得太多了，也许有的人会说，谁都懂

得这个词，还有什么必要再研究它呢? 事实并不如此，人类历

史进入现代以来，性解放和道德观念的变革，以及宗教之爱、

阶级平等论者的同事之爱、献身于艺术和学术的对于人类文化

的爱等多种爱的并存，使得爱这个词的含义变得更为复杂。面

对这些人们难道不会提出爱究竟是什么呢这样一个问题吗? 对

此，我应做出自己的努力。

通过考察，我们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爱无论在任何时代，

它的本质都不会有什么变化。对于爱的思索，或者叫爱的思想，

像所有重要的思想一样，都是能够超越本时代的局限的。我们

在后边的文章中将要看到，在机械技术的世界中，社会对人的

要求是像信号灯那样，要毫不犹豫，准确迅速地做出反应。这

个时代对人们的要求不是踌蹰，而是勇气。就是这样的时代，

使得最能体现人的本质的 “思”被削弱了。面对这种现实，我

们不禁要问: 爱还可能存在吗? 这一问题促使我们进入了对于

爱的研究。当我开始对于爱的研究时，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问

题是: 和爱有关的现代，是怎样一个时代呢?

不是为了知识，而是要揭示爱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各个国家、地区的风俗习惯、文化传

统通过实际生活及各种书物相互交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各

个地区的传统将很难继续维持下去。即便某地区还保留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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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但在看法上，人们也会觉得它不再有必要。尽管如此，

我们仍不能无视语言中的民族传统和生活习惯中的历史痕迹。

这两种现实在我们眼前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世界。我们的研究恰

恰是在这个世界中进行的。现在日语中的爱这个词，是明治以

后随西方文化一并传入的。昔日的日本人在表达爱一词所包含

的意思时，使用的是 “仁”、 “人情”或 “恋”这样一些词汇。

明治以后，在世界文化中发展、凝聚起的爱的思想传入日本，

随之使日本原有那些词汇就都为爱所替代了。因为这种历史缘

故，当我们要回答 “在现代爱还可能存在吗”这一问题时，我

们就必须借助于爱的思想史。这时，我们并不是要获得历史知

识，而是想叫人们珍惜爱，珍惜道德。研究一般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客观记录研究结果的方式。

另一种是尽量缩小与研究对象的距离，在研究过程中，把研究

工作与提高自己的素养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如果要问爱的研究

属于哪一种方式的话，我们必须说它属于后者，是在思索中提

高自己品格的方式。

一、现代———爱的危机时代

1. 现代是怎样的时代

现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大家所说的现代，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

需纵观历史。假如我们把二十世纪叫做现代，就像我们在心中

描绘的那样，把我们生活的二十世纪后半期叫做现代的话，那

么在年代上它与近代的界限则是模糊的。因此，我们不如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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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上去设置现代与近代的界限。也就是从特性上把现代与和它

紧密相连的上一个时代区分开来。例如，当人们问起近代从何

时开始这一问题时，一般都把产业革命作为起点，从一七七○

年开始，经过了一个世纪。在地域上，包含欧洲和北美。除了

对于地域的描绘较含混外，这种划分时代的见解是十分有见地

的。人类自古以来，都是由自身来操纵不会运动的工具的。在

那个时代，人和手不动，物也就不动。而工业革命以后，内燃

机的诞生带来了工具的自动化运动。从此，时代的特性发生了

变化，在自动机械力量的驱使下，人类的生活更趋向机械化了。

如果我们沿着这条线索来思考的话，现代比近代则又进了一步。

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下述几点得到证明。

作为技术关联的现代

有一点十分明显，工业革命时期发明的单个的机械，现在

都连接了起来，并且形成了一个世界。我把它叫做技术关联的

世界。对于“机械同事”的横向连接，作为主体的人类已无法

控制，技术关联的组织超越了人的意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自

律性世界。当前，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在人类和自然的世界中，

加进了一个技术关联的世界，人类、自然、技术关联三个世界

并行存在。如果我们不曾这样设想，只是从我们身边最具体的

事情来考虑，我们不也可以说家庭、工作场所、城市、乡村、

国家实际上已经都不存在了，在我们周围只有技术关联一个组

织存在吗? 例如，我们的户籍登记、工资收入、生活支出不都

早已为像计算机那样的机械所包容了吗? 这不就等于说我们的

个人生活早已被囊括于技术关联中了吗? 我所说的现代就是这

种技术关联的世界，是这种把我们包容于其中的世界。至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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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启始年代，可以从一九三○年或四十年代后期算起。事实

上，就像我们将在后面的文中所叙述的那样，在这样的时代，

爱的思想史是被中断了的。

在这样的时代产生出了一些新问题，如人的异化与爱，以

及现代病态的爱等。

2. 实体和机能

运动性的社会———比起实体来更重视机能

这种技术关联的现代具有怎样的特色呢? 我想从四个方面

来分析这个问题。一、运动性社会。比如，我们喝水，今日和

过去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要把水倒

在杯子里，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不同。在离现在不久的过去，

喝水的时候我们总是把水倒在玻璃杯中，喝过水之后，要把杯

子洗刷干净。现在怎样了呢? 随着技术的发展，虽然我们有了

比过去更精美的玻璃杯，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并不常使用它。

在生活中，当我们要喝水时，更多使用的是塑料杯。另外，在

新干线等公共场所，则多用纸杯。这些杯子用过之后不必清洗，

扔掉了事。在我们的周围有多少类似纸杯的东西正在被使用啊!

对此，即使不加思索，也可以看出它的特点。例如，对我们来

说，重要的是饮水这种机能，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机能看成是

一种运动性的机能，那么，它就可以适用于一切事物。对此，

如果用哲学用语描绘的话，即舍去实体，抽象出机能。当然我

们用纸杯饮水，这是对物的使用。虽然，使用只是瞬间的事，

但无论使用的时间怎样短，那杯子毕竟还是物，还没有脱离实

体。而现代的思考方法，看重的是机能，所以总能把某物和它

的机能联系起来看。简而言之，这是一种抽象的方法。这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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