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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般说来，一门学科的理论架构是由学界形成大致共识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来支撑的，而一门学
科的发展实质上往往也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深化问题或是新旧问题交相更替的历史。
然后由学科创始的历史较短，究竟哪些问题算是文艺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学术界没有一致的定论。
本书加以论析的有关问题是基于我们自己对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解而提出来的，我们并不企图借此来构
建一个与众不同的体系，而是想藉此来凸现文艺美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加深对相关文艺美学问题的认
识深度，从而为文艺美学学科走向成熟、走向未来的完善之境做一点基础性的拓展工作。
当然，由于文艺美学是在美学、文艺学以及哲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现代发展的学术背景和理论语境
中诞生的，因而在强调文艺美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的同时也强调现代意识，亦为顺理成章之事，这是
本书定名为《现代视野中的文艺美学基本问题研究》的原因，凸现基本问题，强化现代意识，是本书
著者的两点用心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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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现在，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存在审美活动?也就是说，人类为什么需要审美活动?或
者说，“审美需要”的根源何在?与当代中国主流美学将“美的本质”视为美学的基本问题不同，我们
认为，审美需要才是美学最基本的问题，“美的本质”问题应该由“审美需要的本性”问题来置换，
我们将“审美需要”视为与审美意图互为表里的一个关键词。
　　人类活动多种多样，原因是人类的需要多种多样，每一种需要促成一种目的。
当代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nam H．Maslow，1908—1970)的需要层次理论显示，人有从低到高的生
理、心理、精神等多种需要。
审美需要显然是一种高级需要。
这可能从正反两方面来解释。
正面来说，人在吃饱、穿暖之后，为什么还需要审美活动?反面来说，人甚至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备受屈辱的苦难境遇里，仍然具有审美的需要，甚至更加强烈。
这无疑暗示，审美的价值或功能应该从正反两方面去理解：正面是升华人性，使人性更加完善；反面
则是超越苦难，消解“文弊”。
　　亚里土多德在将人定义为“理性动物”时，同时指出“没有德性的人是最邪恶、最野蛮、最淫荡
和最贪食的动物”，表明他对于人性的善恶二重性具有清醒的认识。
人性的二重性造成了人类文化的二重性。
按照价值观念，文化总体上可以区分为两部分：符合正面价值观的是“文明”，描述它的三个形容词
是真、善、美；其反面是“文弊”，描述它的三个形容词是分别是假、恶、丑。
“文弊”又作“文敝”，在中国古代颇为常用，大致上也是“文明”的反面，如当代新儒家人物牟宗
三先生，就曾用“周文疲弊”指代“礼坏乐崩”这一先秦子学兴起的背景。
在现代汉语常用词语中，诸如弊端、弊病、弊政、兴利除弊、弊绝风清等，使我们很容易领会文弊的
含义。
我将之改造为一个文化哲学概念，用意在于强调指出人类历史的阴暗、险恶乃至罪恶的一面。
我们曾经见到过许多种以人类文明为题的论著，但至今未见有人写过一部旨在展示人类假、恶、丑历
史的“文弊史”，好像人类从未有过罪恶、从未制造过灾难似的。
古诗有言：“一将功成万骨枯”。
人们似乎最容易注视着成功者的荣耀，又似乎最容易忘记种种荣耀掩盖的累累白骨、血汗和泪水。
文明与文弊的共生性显示了一种“悖论”，笔者希望自己将来有机会认真探讨“文化悖论”的内在机
制。
简单说来，心性中的对象化、主体化能力以及阴暗成分是其根源，人类置身其中的社会结构则是推动
力量。
个体在出生以后的社会化过程中，不但发展出对象化、主体化能力，同时也被塑造出愈来愈强烈的社
会性欲望，并处于“社会迫力”——由社会机器所产生的、客观存在的、对于个体具有强制性的无形
力量——的巨大漩涡中，个体不由自主地随波逐流，甚至被吞噬而彻底丧失自主性。
它无疑是心性扭曲的强大动力。
正是文弊的存在，“返朴归真”、“复古”、“复元古”等观念才能得到确切理解；非对象化、非主
体化、非功利欲望、超越社会桎梏的审美活动，作为一种净化文弊的文明活动，其功能和意义也由此
而得到彰显。
总之，只有正视文弊，才能真正理解审美需要。
　　我们已经明确了艺术品的概念及其产生的动因，现在需要讨论艺术品产生的哲学根据。
我们想到了康德哲学和美学。
　　关于审美判断的先天原理，康德提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作为第三个契机。
这是康德美学的重点和难点。
上文已经涉及到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它是康德目的论的远祖。
二者的根本区别是，康德把合目的性当作与知性“建构”相对的理性“范导”原理，并不真的认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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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确有目的。
　　康德将目的区分为经验和先验两种。
前者是感性直观中所见到的目的现象或关系，比如传统目的论认为天生老鼠是为了给猫吃，生长五谷
是为了给人吃之类。
康德给目的下的定义是：“目的是一概念的对象，如果把这一概念看做那对象的原因(即它的可能性的
现实基础)的话。
””这个定义相当费解，首先要理解那个“如果”从句，它的含义是：假如我们从关系的范畴来看待
概念和它的对象，在二者之间确立起因果关系，就可以把概念“看做”对象的原因，而对象自然就是
概念的结果。
“对象的原因”就是其“可能性的现实基础”，也就是它得以成立的条件。
这种“概念：原因”、“对象：结果”的哲学逻辑表明：就像“原因”导致“结果”一样，“概念”
是“对象”成立的前提，无概念则无对象。
总之：概念建构对象。
　　这种哲学观点显然与常识不同。
从常识的观点来看，有了一个具体对象，然后给它命名，使它获得一个名称(概念)，对象是产生概念
的基础。
但是，康德的认识论与此恰恰相反。
在康德看来，经验对象(现象)之所以可能，取决于主体认识能力的积极构造活动。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明确指出：“经验可能性的条件，一般来说同时也就是经验对象可能性
的条件。
”“经验”在康德认识论中指出现在主体意识中的表象，其“可能性的条件”是主体的认识能力和功
能，也就是感性(时空)和知性(十二范畴)形式。
主体用先验形式去构造对象，就像用模具去铸造器物。
比如制造月饼，各种原料调配好之后，用圆形的模具去烤制，得到的将是圆形月饼；方形模具去烤制
，得到的将是方形月饼。
并且，月饼上的各种花纹无不取决于模具上的各种花纹。
原料即“质料”，模具即“形式”，为无形式的质料“赋形”，就是生产(月饼)。
在康德认识论中，概念范畴承担着“模具”一样的重要功能，认识对象必须依靠概念来为之“赋形”
，也就是说，是由概念“铸造”(建构)出来的。
由此可见，概念和对象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概念是因，对象是果。
从目的论的角度来看，(作为结果的)对象就是(作为原因的)概念的目的：概念的目的是建构对象。
　　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康德哲学中的概念区分为知性概念和理性概念两类，后者一般称为“理性
观念”或“理念”。
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知性概念有感性直观作为质料，可以构成“实有”的知识，如看得见的月
饼；而理性观念则没有感性直观与之对应，如根本无法看到“自由”或“上帝”。
因此，后者无法构成确切无疑的知识，是“信仰”的领域，其功能是“范导”人类超越自然界的必然
性而走向本体界的自由。
　　遵照康德的哲学思路，我们可以断言：艺术品的概念建构艺术品，艺术观念建构艺术。
这是我们首先讨论艺术品与艺术概念、并将之作为文艺美学学科之逻辑起点的原因。
既然我们在艺术品的概念中注入了审美意图作为它的基质，那么，由审美需要引发的审美意图将建构
出真正的艺术品：一种以审美为根本特性的人类产品。
如果我们将由审美需要引发的审美意图当作艺术创造的原因(目的)，那么我们将像伦理学上的动机主
义一样，是一个美学上的动机主义者。
由此我们提出另外一个概念——“创造动机”，作为文艺美学的一个关键词；艺术品的创造过程无非
是为来源于生活的质料赋予形式——“赋形”，文艺美学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它要求我们认真深入
地探索形式的本源、意义，以及形式化(即赋形)的具体情况。
 　　　　直觉、知觉、愉悦与意味　　滕守尧在《审美心理描述》中提到，“纯粹的认识活动仅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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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等逻辑关系中探求事物的本质，而审美活动却是外向活动与内向活动同时进行的——首先是对事
物外部形态和特性的集中注意，然后又转回到人类内部生活，外部与内部在多次回返中达到同形，最
后使内在情感得到调整、疏理、和谐，产生出愉快的情感感受。
”心理功能是审美过程的存在、运行以及审美意味实现的方式，也就是说对各种心理功能的调动是实
现审美过程及意味的内部组织结构和外部的呈现状态。
审美活动作为心理活动处于生理性心理活动和社会性心理活动中间，它既带有自觉直接的特点，又带
有一定的导向性。
自觉直接性强调的是它的运行规则和方式，而不是生物性的直接反应内容；导向性的着眼点是审美活
动的外在运行目的，以在情感支配下的理性而不是单纯的理性规则为导向。
同时作为一种心理性的活动，不仅因为在审美活动过程中调动了感觉、知觉、想象、情感、理解等诸
种心理要素，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情感在诸要素结构中主导地位的认同。
对情感的唤起以及实现是审美意味得以实现的重要内容和方式，情感不仅是审美过程的运行规则而且
也是审美活动运行的结果。
由于情感是审美过程的代表性特征，也是审美心理运行的主导因素，因此根据情感运行的特点我们可
以简单的把审美心理活动过程的阶段划分一下：直觉式的兴奋、价值评判中的愉悦和综合性的心理功
能。
同时，情感的引发与形式建构原则的实施是同一个过程，“形式与情感在结构上是如此一致，以至于
在人们看来符号与符号表现的意义似乎就是同一种东西”，所以与情感引发不同阶段相对应的是形式
转化的不同层面，与直觉式的兴奋相对应的是感性层面——物质媒介的感性整体、与知觉相对应的是
知性层面——表现技巧的形式化内容、与愉悦相对应的是整体层面——和谐的表现整体。
审美欣赏的每一个过程，每一个阶段都是这三者作用的综合，只是某一阶段上某一功能较为兴奋，成
为代表性特征。
　　直觉如同灵感一样，是人们常常认为具有神秘力量的东西。
两者都以一种简单直接的触发方式，通过普通又微小的触点引发出源源不断喷泻的想象和情感。
审美过程的运行及审美意味的实现主要表现为情感的直觉性呈现及运行状态，与其相对应的就是对形
式外在整体意味的强调。
审美活动中的情感既是运行规则又是运行效果，直觉性是情感与审美共同具有的属性，作为直觉性的
情感可以以自身为原则和效果，思维性情感却是思维过程的附属行为，只有当思维性情感转变为直觉
性情感时，才会具有审美价值。
因此思维性情感以一种潜在、隐含的方式决定了审美活动的深度，在层次上控制着审美活动的进程，
并不直接参与到审美活动过程中，在　　直觉有两种层面上的意义，一是具体的层面，一是抽象的层
面。
具体层面是指，直觉是感知的一种初级方式，通过不诉诸于复杂、高级的理性思考直接进行反应的心
理行为。
直觉的抽象意义是就外在形式而言的，抽取了具体限定性内容的直觉成为一种经验性的图式化模糊导
向，它带给我们的是朦胧的吸引，将对象置于一种非逻辑分析的状态，通过带有情感的想象和联想直
达事物的本质。
因此直觉是一种吸引力的指数，指数的高低直接关系着情绪起伏的高低，是情感引发的关键。
直觉与兴奋值也有关系，最初对感知对象的触动和震撼就是通过直觉感实现的。
并且由于直觉是以直接方式直达本质的活动，与内心的情感关系也就更为直接和密切，常常能够直接
引发情感海洋的起伏波动。
于是在许多情况下，直觉的方式与方向本身就意味着最初的情感取舍，通过直觉形成的判断本身就是
情感判断的一种。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直觉成为审美心理活动的运行方式、对象的审美呈现和审美意味的实现方式。
同时在审美过程中，直觉并不仅仅是一种感知对象的方式和结果，即它主要规定了情感引发、事物呈
现、意味实现的直接方式，更主要的是因直觉生成着审美欣赏的内容，因为较强的直觉力同时意味着
较强的形象归类与联想能力，所以通过直觉式的联想、想象使审美主体的经验与客体相结合，从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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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对象不仅是客体而且也是主体本身。
通过对直觉的调动，我们在瞬间对审美客体的感性外在实现了把握，直觉既成为我们情绪引发的关键
，又使艺术品开始成为审美的存在。
直觉首先是对物质媒介的感知，因此在直觉过程中形成的是一个整合着物质媒介的感性整体，既带有
鲜明的物质媒介特征，又是一个形象整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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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　　诞生于中国的文艺美学学科是一门崭新的具有学术诱惑力的学科，  同时也是一门相对来说
还不够成熟、在许多方面尚有待广大理论界学人发挥创新精神去加以探讨加以模塑的学科。
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文艺美学基础理论问题与体系构架研究”的子课题成果之一
，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部新作，就是本着创新与探索的精神写出来的。
　　一般说来，一门学科的理论架构是由学界形成大致共识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来支撑的，而一门学
科的发展实质上往往也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深化问题或是新旧问题交相更替的历史；然后由于
学科创始的历史较短，究竟哪些问题算是文艺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定论。
本书加以论析的有关问题是基于我们自己对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解而提出来的，我们并不企图借此来构
建一个与众不同的体系，而是想藉此来凸现文艺美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加深对相关文艺美学问题的认
识深度，从而为文艺美学学科走向成熟、走向未来的完善之境做一点基础性的拓展工作。
当然，由于文艺美学是在美学、文艺学以及哲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现代发展的学术背景和理论语境
中诞生的，因而在强调文艺美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的同时也强调现代意识，亦为顺理成章之事，这是
本书定名为《现代视野中的文艺美学基本问题研究》的原因。
凸现基本问题，强化现代意识，是本书著者的两点用心之处，敬祈读者诸君明察与批评。
　　“文艺美学基础理论问题与体系构架研究”是由我为主要负责人承担的一项教育部重大研究课题
，作为结题成果，本书也由我负责提出写作架构和写作体例，并约请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内的
诸位同行参与课题研究与书稿写作，诸位参与者皆倾心用力，很好地完成了各自承担的研究和写作任
务。
我的同事程相占本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诗学的，但近几年对文艺美学研究多有用心，建树良多
，他在独自完成了“文艺美学基础理论问题与体系构架研究”的子课题“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基本范
畴与现代价值”的研究并出版了专著《文心三角文艺美学——中国古代文心论的现代转化》之后，又
应约与我一道来主编本书。
我在完成初稿的审阅之后，定稿方面的有关工作，主要是交由相占来完成的。
在此，我向相占，向愉快地参与课题研究和书稿写作的诸君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书各章节作者分别如下：　　第一章  文艺美学的学科生成与理论进展，谭好哲；　　第二章  文艺
美学的学科定位与学科特性，谭好哲；　　第三章  文艺的审美价值与文艺美学的理论框架，程相占
；　　第四章  审美意象与文艺的审美特征，杨东篱；　　第五章  艺术形式的审美意味，于林立；　
　第六章  文学语言的审美特性，王汶成；　　第七章  文艺接受的审美特性，凌晨光；　　第八章  文
艺传播与文艺媒介，尤战生；　　附录一  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元范畴及其基本思路，程相占；　　
附录二  后经典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形态与主题，谭好哲。
　　最后，特别需要提及的是，齐鲁书社的领导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有力支持，责任编辑高十周同志
更是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他不辞辛苦一遍遍跑到我家里来磋商有关书稿出版事宜的情景令人难忘。
他的敬业精神令我感动，而这种感动不仅将会加深彼此的友谊，也会转化为我对于学术研究事业更加
无悔的钟情与执著!　　　　　　　　　　　　　　　　　　　　　　　　　　　　　　　　　　　　
谭好哲　　　　　　　　　　　　　　　　　　　　　　　　　　　　　　　　　　2003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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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般说来，一门学科的理论架构是由学界形成大致共识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来支撑的，而一门学
科的发展实质上往往也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深化问题或是新旧问题交相更替的历史。
然后由学科创始的历史较短，究竟哪些问题算是文艺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学术界没有一致的定论。
本书加以论析的有关问题是基于我们自己对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解而提出来的，我们并不企图借此来构
建一个与众不同的体系，而是想藉此来凸现文艺美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加深对相关文艺美学问题的认
识深度，从而为文艺美学学科走向成熟、走向未来的完善之境做一点基础性的拓展工作。
当然，由于文艺美学是在美学、文艺学以及哲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现代发展的学术背景和理论语境
中诞生的，因而在强调文艺美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的同时也强调现代意识，亦为顺理成章之事，这是
本书定名为《现代视野中的文艺美学基本问题研究》的原因，凸现基本问题，强化现代意识，是本书
著者的两点用心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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