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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德格尔美学思想是建立在其哲学基础之上的。海德格尔的美学思想是在对传

统美学的超越中完成的。海德格尔美学思想的三个时期对应于他思想道路的三个阶段 ,即世界

性、历史性和语言性。 海德格尔美学思想对后来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梅洛—庞蒂

等 ,以及后现代理论家产生了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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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丁·海德格尔 ( Ma rtin Heidegger, 1889— 1976)是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美学家。 在其整个哲学

思想的背景下 ,海德格尔实现了对传统美学的超越 ,并阐发了极富创见的美学思想 ,进而对现代美学、哲

学乃至整个现代西方思想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本文着重对海德格尔的美学思想略予探讨。

一、海德格尔美学思想的哲学背景

海德格尔的美学思想是建立在其哲学基础之上的 ,因此 ,对海德格尔哲学观念的阐发是研究海德格

尔美学思想的重要前提。古希腊哲学中显露的“现象”和“实在”的区分 ,直到近代 ,才突显出来。 近代以

来 ,占据着统治地位的传统哲学和认识论的基本特征主要是: 对象性思维、主体性原则和本质主义等。

自笛卡儿确立“我思故我在”这第一哲学原理始 ,主体就开始设立其“对象” ,主客体确立起来并有了

明确的区分。笛卡儿为近代哲学奠定了基本格调 ,而整个近代哲学都在其基调上运思。人类在与世界打

交道的过程中 ,操持着不可或缺并日益依赖的对象性思维和主体性原则。人类预设了一个普遍最高的本

质并与现象相区分 ,而且把追求事物的本质作为人类认识的最高目的。于是 ,人进而成为世界的中心 ,人

把持理性为世界设立尺度 ,人与世界的关系变成了征服、改造、认识与被征服、被改造、被认识的关系。

到了康德 ,这种主客体相分立的原则仍未得到真正的克服 ,尽管他的不少努力是非常有意义的如对

审美的合目的性原理的探求等。 在黑格尔哲学中 ,整个宇宙统一于精神 ,而思维和存在只是精神实现自

身的两个环节 ,它们将在精神的自我运动中实现统一。但他用以超越二元对立的绝对理念仍有人类学痕

迹。之后 ,尼采的“意志”的主体性原则的确立 ,成为了现代技术统治的依据 ,原已存在的问题并未得到解

决。至此 ,传统哲学与认识论无疑将人类导入了难以逾越的二难困境之中 ,并产生着诸多的难题。

黑格尔哲学极端的理性主义和神秘的思辩主义特征 ,激起了人们的反对 ,人们宣称要“回到康德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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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去 ,完成康德未竟的事业。于是 ,掀起了现象学运动。 胡塞尔的现象学的产生 ,其目标就是解决康德

问题即主体与客体的统一问题 ,试图超越传统哲学与认识论带来的弊端。胡塞尔本着“回到事情本身”

( zu den Sachen selbst)的观念和现象学还原的方法 ,较好地解决了“本质”和“现象”的分立问题 ,进而克

服与超越了二元困境。 受胡塞尔现象学启发 ,海德格尔认为 ,传统哲学或形而上学混淆了存在者 ( Das

Seinde)和存在 ( Sein) ,它们只追问存在者而遗忘了存在 ,是无根的本体论。存在之被遗忘最终将导致哲

学的终结 ,因为哲学与思想分离 ,不再思存在。 在他看来 ,必须追问存在自身 ,要追问存在、追问存在者。

他说: “只要问之所问是存在 ,而存在又总意味着存在者的存在 ,那么 ,在存在问题中 ,被问及的东西恰就

是存在者本身”
[ 1]

( P. 9)。海德格尔的哲学立场外在于传统 ,既不属于先验主义 ,又不属于实在论。

在海德格尔那里 ,现象学又有了新的发展。 胡塞尔认为 ,现象即意识 ,海德格尔则认为现象即存在 ,

但不是主客二分意义上的存在 ,而是此在 ( Dasein)。胡塞尔所说的“事情” ,到了海德格尔那里 ,成为了

“思的事情” ( die Sache des Denkens)
[2 ]

(第 7页 )。同时 ,胡塞尔的先验意识现象学被海德格尔改造成了

此在现象学 ,用解释学代替了胡塞尔的本质直观。依此 ,为其美学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海德格尔对传统美学的超越

海德格尔美学思想的建构是在对传统美学的反动与超越中完成的。传统美学受传统哲学的决定 ,是

一种认识论美学。在传统美学中 ,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被置于主客分立的关系中。由于长期处于二元分

立的格局 ,传统美学充当了类似于知识论的角色。传统美学未能解决好诸如“美的本质”之类的问题 ,使

之长期纷争不已。近代以来 ,传统美学要么认为 ,作为感性学的美学与真理无涉。要么 ,把美与艺术规定

在经验层面。传统美学关涉感觉、感官与知识等方面 ,即基于人的主观状态以及对象的设立 ,关注的是个

体的审美经验 ,强调审美情趣的差异和独特性 ,必然导致美学局限于主体审美意识之中。传统美学把艺

术作品只当成感性对象 ,从而与理性认识分立 ,把感性体验作为艺术创作的标准 ,这势必导致艺术的泛

化、颓废和终结。海德格尔认为 ,艺术也具有理性与超感性特征 ,正如思想也具有感性一样。而传统美学

既忘却了艺术本性 ,也远离了存在与真理。 同时 ,他也不同意柏拉图的理念论美学思想。

海德格尔认为 ,要克服近代的理性主义美学与经验主义美学的弊端 ,首先就要放弃实体概念。他把

人放在一个具有超越其它一切存在物和自身作为存在物进入存在状态的优先地位来考虑。在他看来 ,美

学以及“各门科学都是此在的存在方式 ,在这些存在方式中此在也对那些本身无须乎是此在的存在者有

所作为。此在根本上就是 ,存在于世界之中” [1 ] ( P. 17)。在传统美学中 ,“艺术”概念是空泛的 ,既外在于艺

术品 ,又外在于艺术家 ,它与二者在实质上无涉。而在海德格尔那里 ,艺术之于这二者都是根本性的。与

传统美学相比 ,海德格尔美学从不讨论一般美学中诸如艺术形式、材料和媒介等问题。 其实质在于通过

对存在的重新分析而消解传统美学的基础 ,他强调和重视存在物的实存对其本质方面的决定性 ,海德格

尔研究艺术的方法既不是感性的经验方法 ,也不是抽象的理性方法 ,而是具有现象学特征的解释学循环

的方法。海德格尔美学反对近代以来的主体性美学的同时 ,也没有因为他的“此在”而陷入所谓的人文主

义美学。显然 ,他的美学超越了传统美学的困境 ,拓展了美学的新视域。

三、海德格尔美学思想的分期及主要内容

海德格尔美学思想一般分为早、中、晚三期 ,它分别对应于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三个阶段 ,即世界

性、历史性和语言性 ,这也吻合他对于自己思想的区分 ,即从意义 (世界 )到真理 (历史 )再到地方 (语

言 )
[3 ]

(第 160页 )。

(一 )早期美学思想

海德格尔早期美学思想以《存在与时间》为代表。他强调此著作的目的是探讨“存在”的意义问题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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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 他认为存在自身就是时间性的。所以 ,他在《存在与时间》中 ,把“存在”与“时

间”二者相互关系作为中心论题 ,力图在时间的地平线上追问存在。他对存在的意义的追问称作基本存

在论。基本存在论着重分析提问者的存在方式即生存状态 ( die Existenziale)的基本结构。他首先将“存

在”与“存在者”区分开来。 他提出“此在”作为对人的状态的阐发 ,也是其美学出发点。 而此在就是在世

界中存在 ( In-der-Wel t-sein)。而首先必须明确此在最初的和最通常的存在方式即日常状态的存在方

式。 在海德格尔看来 ,“此在的`本性’ 在于它的生存” [ 1]
( P. 56)在本真状态中 ,此在选择发现自身的可能

性 ,在非本真状态中 ,此在依他人预定的可能性。

此在的三重结构分别是情态、理解和沉沦。 情态是指此在的必然性。理解是此在在世的主要环节 ,

它关涉此在的可能性。而沉沦却描述了此在的现实性。海德格尔对此在的分析所用的方法不是人类学、

心理学或社会学的方法 ,而是通过现象学的方法追问生存状态的基本结构进而追问此在之本性。他的现

象学相对于胡塞尔而言 ,更具历史性。先前关于人的主体、意识、自我等术语均不再出现 ,而是分析此在 ,

此在是走向死亡的存在。 “此`在世存在’在此归根结底显明为`于无存在’ ,它对世界的拒绝来说是本己

的” [ 4]
( P. 45)。此在总是对他的世界中的存在者敞开着 ,在海德格尔那里 ,存在者经由此在通向世界 ,而

此在的展开把世间存在者引入敞亮 ,此在是开显 ,此在是艺术的基础。此在存在于真理中 ,它自身的生存

就是原初的真理。 此在与其它存在者的和谐美根植于世界性中。

(二 )中期美学思想

海德格尔中期美学思想以《林中路》 (尤以其中的“艺术作品的本源” )为代表 ,他的中期美学思想主

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艺术作品及其本源。海德格尔从对艺术作品的独特的现象学分析入手 ,展开其美学思想。他认

为 ,在决定艺术作品是什么之前 ,必须搞清楚艺术作品不是什么? 首先 ,艺术作品不是对现成事物的摹

仿 ,例如凡高所画的农鞋并不是因其把一双现实的鞋描摹得逼真而成为艺术品的。艺术作品也不是事物

的普通本质的再现。艺术作品不是附加在物质之上的审美价值或美感上层建筑。 艺术作品不是一种文

化现象 ,不是用于供人鉴赏、陶冶性情的东西 ,更不是供人消遣娱乐的。 他认为 ,艺术之变为文化的一部

分 ,是艺术的堕落。然后 ,海德格尔转向了艺术与艺术家、艺术作品的关系的分析。一般人认为 ,艺术作

品来源于艺术家的创作活动 ,但艺术家之所以成为艺术家又靠的是作品 ,没有作品是谈不上艺术家的。

因此 ,他认为: “艺术家是作品的本源 ,作品是艺术家的本源。 二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但是 ,任何一方

也不是另一方的全部根据。 不论是就它们自身 ,还是就它们两者的关系而言 ,艺术家和艺术品依赖于一

个先于它们的第三者的存在。这第三者给予艺术家和艺术品命名。此即艺术” [5 ] ( P. 1)。他明确表达: “艺

术是艺术品和艺术家的本源”
[5 ]

( P. 44)。在海德格尔美学中 ,世界和大地相对而言 ,世界是开启 ,大地是

遮蔽 ,艺术作品属于世界 ,通过对大地的去蔽而建立和开辟世界。在这里 ,海德格尔把艺术置于本真的存

在层面上 ,这里的本源指存在者的存在现身于其中的本性来源。

2. 艺术的本性及其与真理的关系。 海德格尔把艺术看成艺术作品与艺术家的本源 ,那么艺术的本

性又是什么呢? 它与真理的关系又如何呢? 海德格尔从人人都把艺术作品看成是物入手 ,认为艺术作品

的确具有物的物性和要素 ,但是艺术作品又不局限于物性的这些方面 ,还有超出和高于物性的东西 ,正

是它构成了艺术作品的本质。当然 ,这些高于物性的东西也离不开物性因素。那么什么是物呢? 海德格

尔列举了西方思想史上对物的三种解释: ( 1)物是其特性的承担者 ; ( 2)物是感知多样性的统一体 ; ( 3)物

是成形的质料。他认为 ,这三种观点都未能揭示出物的本质 ,因而是失败的 ,因为它们只是关涉存在者而

未关涉存在。但第三种观点有很大的启发性。这种观点着力从形式与质料的关系上思考物 ,把人造的器

具当作物。而器具是人造的 ,既是物又高于物 ,与艺术作品较为接近 ,处于自然物和艺术品之间 ,显然 ,对

器具的探究有助于揭示艺术的本性。海德格尔选择了凡高的一幅画“农鞋” ,对农妇的农鞋这一器具的本

性作了分析。他认为 ,“器具的器具性才第一次真正露出了真相” [5 ]
( P. 19)。他说: “凡高的绘画揭示了器

具 ,一双农鞋真正是什么。这一存在者从它无蔽的存在中凸现出来” [5 ]
( P. 21)。按照古希腊人的说法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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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者的无遮蔽即是真理 (der Wahrheit ) ,那么 ,艺术中的真理便出现了。艺术的本性就是“存在者的真理

将自身置入作品” [5 ]
( P. 21)。这里的真理是存在自身的显现 ,是存在自动显现自己。同时 ,海德格尔还揭

示了艺术的历史性特征以及艺术与诗的关系 ,他说: “艺术是历史性的 ,历史性的艺术是对作品中的真理

的创作性保存。艺术发生为诗”
[5 ]

( P. 21)。

真理的本性又是什么呢? 海德格尔认为真理就是自由。他说: “作为陈述的正确性来理解 ,真理的本

性乃是自由” [6 ]
( P. 186)。总之 ,真理是存在的真理 ,艺术的本性就是揭示存在者的真理 ,并使之显现出来。

“艺术让真理脱颖而出”
[5 ]

( P. 65)。真理发生的方式多种多样 ,而艺术是显现真理的最佳方式。美与真理

又是什么关系呢? 黑格尔认为 ,美与真是一回事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而客观事物作为理念的异化 ,其

真理就是揭示出事物之所以为此事物的理念。 与黑格尔不一样 ,海德格尔认为 ,美就是真理如此这般地

在场的标志。真理显现存在 ,“而本原性的美也正是存在自身的显示而已” [7 ] (第 56页 )。“因此 ,美属于真

理的自行发生 ( Sichereignen)”
[ 5]

( P. 69)。 从而 ,真理与美成为艺术通向自由的必由之路。

(三 )晚期美学思想

海德格尔晚期美学思想主要以《通向语言的途中》、《路标》、《面向思的事情》、《演讲与论文集》等为

代表。 海德格尔晚期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艺术语言与技术语言的区分及其意义。 海德格尔在其整个哲学背景与美学思想上 ,进一步对艺

术语言与技术语言作出了区分 ,并阐发了这种区分所蕴涵的意义。他说: “如果全部艺术在本质上是诗意

的 ,那么 ,建筑、绘画、雕刻和音乐艺术 ,必须回归于这种诗意” [5 ]
( P. 60)。艺术的本质是诗。 他甚至认为:

“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
[5 ]

( P. 62)。在他看来 ,诗意的东西贯穿在一切艺术之中。艺术的语言即

诗的语言显示出语言之为语言的特质 ,并使语言成为语言 ,使存在居于原创性的语言之中。与艺术有别 ,

技术是另一种去蔽方式 ,去蔽贯通并统治着现代技术。 海德格尔认为 ,现代技术的本质居于座架

( Gestell)之中 ,而座架是摆置的聚集 ,它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去蔽。在他看来 ,去蔽

之命运自身以座架方式运作 ,命运成为最高的危险。 座架在人与其自身和一切存在者的关系上危害着

人。在技术时代 ,不允许事物作为事物 ,而是把事物变成加工和统治的客体 ,以便为了人类无限增长的欲

望和绝对的需要而开掘和耗尽这些事物。 这样 ,对每一事物来说只有一个尺度由以产生的准绳 ,即技术

需要。 “对新时代的人来说 ,只有通过这种`垄断尺度’ ,只有通过技术工作人员的这种达到完成的主体

论 ,才能征服和统治世界 ,支配和统治全体的存在者”
[8 ]

(第 83页 )。技术上的专制势必使技术语言流行并

被广泛接受。 海德格尔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 ,而“没有任何一个现代思想家如海德格尔深刻意识到这种

技术语言或信息语言对于人的控制 ,以及人在这种控制下所遭受的厄运” [3 ] (第 11页 )。

海德格尔强调语言是存在的居所 ,反对把语言仅仅看做一种用以交流思想的工具。艺术语言如诗就

具有多义性、模糊性和超越性特征 ,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他看来 ,现代语言科学所追求的元语言是

语言技术化的形而上学。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 ,语言的形式化、符号化和数学化趋向使语言具有单义性、

精确性与齐一性特征 ,正导致语言生命力的衰竭。在海德格尔看来 ,“语言到处迅速地被荒芜 ,不仅在一

切语言的应用中损害了美学的和道德的责任 ,而且还是出自人的本性被危害”
[6 ]

( P. 318)。因此 ,限制技术

语言的无端泛化与滥用 ,保持艺术语言之纯真 ,进而维护好语言这个存在之家是非常重要的。

2. 作为道说方式的诗与思。诗与思是后期海德格尔极为关注。的问题。从《存在与时间》到《艺术作

品的本源》以及对荷尔德林和特拉克尔的诗的阐释 ,都贯穿了“诗 ( Dichten)—思 ( Denken)—语言

( Sprache)”这样一个问题圈。在后期 ,海德格尔不再关注此在的结构和状态分析 ,而直接从语言入手 ,探

求真理的通途 ,转向存在与思的诗化境界。海德格尔认为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而诗人是这个家园的守护

人。诗的本质在诗人荷尔德林看来 ,在于“存在之创建” ,创建即命名 ( Nennen) ,也就是说诗人通过命名

令存在者存在 ,诗人创建了持存 (存在 ) ,进而道说了神圣。海德格尔在逻各斯 ( Logos)意义上讨论思 ,把

思与逻各斯联系起来。而后世的形而上学正是从源出于逻各斯而后又与其分离的逻辑 ( Logik)来规定思

想的。 在海德格尔看来 ,思首先要与作为表象性思维的形而上学的思维相区分 ,思即思存在 ,“思想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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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这里被称为澄明的那个事情给以特别的关注”
[9 ]

( P. 385)。不是以对象性的方式 ,而是应合性的 ,是期

待性的。海德格尔认为 ,从柏拉图以来 ,人们把“思”变成了知识 ,企图用概念规定存在 ,既遗忘了思 ,又遮

蔽了存在本身。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和科学已不能思 ,甚至更有损于思。

海德格尔认为诗与思分别具有去蔽 ( Aletheia)和聚集 ( Logos)之特性 ,诗与思是近邻 ,因为二者都

是存在的道说 ,必相邻近。从某种角度上说 ,诗就是思 ,思就是诗。二者相互对话并具有重要意义 ,他说:

“思与诗的对话旨在唤醒语言的本性 ,使要死者能重新学会居住在语言中” [10 ]
( P. 38)。 “海德格尔用诗意

的语言说道 ,思想是存在的思想 ,正如云是天空的云一样”
[ 7]

(第 57页 )。诗与思是生成意义上的两种方

式 ,比较而言 ,思的道说更隐蔽 ,更具持守性和保护性 ,而诗之道说则更为显然 ,更具开端性和创造性。海

德格尔凭借荷尔德林的诗和前苏格拉底的思 ,通过二者的融合去探讨存在的真理。

3. 天地人神四元和谐的美学图景。在后期 ,海德格尔不仅把文本 ,而且把天、地、人、神均纳入其美

学阐释之中 ,力图建立一个天地人神四元和谐的美学图景。他认为 ,艺术作品有两大特征 ,即世界的建设

和大地的显现。“世界”和“大地”是海德格尔美学特有的重要概念。一般而言 ,在早期的《存在与时间》中 ,

海德格尔所谓的“世界”是指人存在于世界之中 ,即个人的生存世界 ,后来 ,他将此概念加以丰富和发展 ,

把这个生存世界的结构概括为 天、地、人、神的四元合一 ( das Geviert)。总之 ,世界是人与生存环境全部

联系的总和 ,世界不能离开人的生存 ,不能从主客体对立的角度去理解。而所谓“大地” ( die Erde)有时

指自然现象 ,如风、雨、雪、电、阳光、海浪等 ,有时指艺术作品的承担者如材料 ,它一般指无生命的纯物。

海德格尔举神殿为例 ,他认为 ,神殿作为屹立于此 ,它敝开了一个世界 ,同时 ,又使这个世界回归于大地 ,

如此大地自身才显现为一个家园般的基础。世界的本质是敝开 ,是开放性。无家可归作为现代人的规定。

“因此 ,海德格尔的存在的悖论正是这种无家可归的思想表达 ,这样所谓存在的悖论具体化为人的生存

的悖论” [7 ]
(第 62页 )。居住是要死者在大地上的一种方式 ,居住于天空下 ,居住于大地上 ,居住于神圣者

前。 “在拯救大地中 ,在接受天空中 ,在期待神圣者中 ,在指引要死者中 ,居住作为四元的四元保护而出

现”
[11 ]

( P. 151)。天、地、人、神四元世界与语言有密切的联系 ,“但是 ,四元却是一语言的世界 ,如果它是被

语言所指示的话” [4 ]
( P. 118)。 而语言使人居住于天地人神的四元之中成为可能 ,是语言聚集了天地人神

为一体。 海德格尔希望我们人以一种泰然任之 ( Gelassenhei t)的态度去倾听 ( H ren)语言的道说
[ 10]

( P.

261)。海德格尔为人类勾勒了应极力寻求和爱护的和谐美景 ,在海德格尔看来 ,“一种居住之所以可能是

非诗意的 ,只因为它在本性上是诗意的”
[ 12]

( P. 228)。人应诗意地居住于天地人神的四元之中。

四、海德格尔美学思想的重要影响

海德格尔美学思想以追问存在和现象学方法为其重要特征。在超越传统美学的基础上 ,将独特的思

用于艺术与存在、真理、世界、大地、生存、历史、神性、本源、技术等一系列概念及其关系的阐释 ,开拓了

独到的美学视角。把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他关注人的生存情况 ,关切人类命运与

人类未来 ,开展技术批判 ,为无家可归者寻求精神家园。 他认为 ,哲学即形而上学 ,就是以论证性表象的

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而哲学在现时代正在走向终结。那么 ,为思留下了什么任务呢? 他

说: “我们所思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眼下刚刚发端的世界文明终有一天会克服那种作为人类之世界栖

留的唯一尺度的技术——科学——工业之特性”
[13 ]

(第 74页 )。但他并不简单否定现代科技 ,主张回到洪

荒时代 ,而是努力揭示人类生存的真正困境 ,他的美学无疑为人类走出生存困境提供了重要启示。

运用现象学方法全面而系统地研究美学 ,从而在现象学美学中独树一帜的杜夫海纳 ,吸收了海德格

尔将美学体验的本体论意义解释为存在的显示的思想。 从方法论解释学向本体论解释学的转向是解释

学的重大变革 ,海德格尔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海德格尔是在凭借“生存—理解—语言”的解释学循环

而开辟本体论解释学之路的。他的学生伽达默尔则系统地建立了作为存在本体论的哲学解释学 ,并发展

了解释学美学。伽达默尔仍然坚持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本质是诗的观点 ,并把后期海德格尔的语言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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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结合起来。此外 ,海德格尔的美学思想对后来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家如萨

特、梅洛一庞蒂等 ,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如德里达、福科等 ,以及许多后现代理论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海德格尔那里 ,语言具有某种本体论的地位 ,他说: “惟有语言处 ,才有世界” [14 ] (第 40页 )。他把语

言与人的存在联系起来 ,在西方现代美学的语言学转向中 ,占有重要地位 ,海德格尔语言观与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一道 ,对传统形而上学作了进一步的消解和解构。海德格尔美学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了有效

的超越 ,但这种超越并不彻底 ,因为海德格尔仍有一个“存在”作为基础。在罗蒂看来 ,海德格尔仍然是一

个形而上学论者 ,而德里达企图通过批判海德格尔“在场”形而上学的最后残余 ,来彻底颠覆整个形而上

学大厦。即使如此 ,海德格尔美学对存在问题的关注仍具有重要意义 ,正如麦基所说: “海德格尔的主题

不是揭示人的行为或我们心灵的活动 ,而是通过确立我们通常所说的存在的最本质的东西 ,来阐明存在

这个概念。毫无疑问 ,这是哲学的任务。而且 ,我发现这个命题在某些方面是所有哲学命题中最迷人的

一个”
[ 15]

(第 88页 )。 这正是 ,永远的存在 ,永远的追问 ,永远的倾听 ,永远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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