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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审美精神的自山维度

陈 军

(西华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

四川 南充 6 3 7 0 0 2 )

【摘 要 ]在一个审美现象泛滥的时代
,

我们 可以深入分析审美精神的深层动 因
,

它既是对 自由向往的精神表达
,

又应该

在 日常生活的审美之上有它深刻的精神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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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今天这个审美泛化的时代
,

人们热衷于 经不能停留在这最初的感性形式了
。

而且
,

吊诡的

谈论美
,

把 自己装扮得更美的冲动到处弥漫
,

从宽 是
,

人在建构自己 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

泛的意义上讲
,

这是一种审美精神
。

审美精神是渗 的过程中
,

仿佛离 自由越来越远
,

以致到后来
,

自由

透在人们 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精神状态
,

它并不独立 仿佛竟然成了一个不可企及的 目标
。

于生活之外
,

正因为如此
,

才会对人们的生活带来 然而人又怎能安于不 自由呢
,

所以
,

长久以来
,

很深的影响
。

当它平和 自然地发生在我们的生活 众多思想家进行种种英勇的思考努力
,

试图从终极

中时
,

带给我们的惊喜却又是值得我们加以分析和 意义上寻找到人类的绝对 自由之境
。

这一点
,

在欧

认识的
。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审美精神
,

它所追求的 洲哲学史上斯宾诺莎最早提出
“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

目的是什么
,

我们可以有一个较深的认识
。

识
”

的观点很有影响
。

他从自然主义机械决定论出

一
、

审美 : 以超越必然性的方式实现人的自由 发
,

指出
“

自由不在于随心所欲
,

而在于自由的必然

古往今来
,

无论中外
,

人类社会有一个共同现 性
” 。 「1]

他这一著名命题长久以来被大多数人所接

象
,

那就是人们都爱美
,

让人惊讶的是
,

无论智
、

贤
、

受并且在今天仍然有影响
。

然而
,

在西方哲学史

愚
、

丑
,

人们都爱美
。

我们中国人常说
: “

爱美之心
,

上
,

早就有人对这个基于认识论而提出的命题表示

人皆有之
。 ”

追求美是人的本性
,

古希腊的柏拉图曾 不满
,

对 自由这种认知方式发生根本性扭转的是康

说
: “

自从爱神降生了
,

人们就有了美的爱好
,

从美 德
。

的爱好产生 了人神所享受的一切幸福
。 ”

当代美国 康德主张在必然性的知识领域之上
,

还有一个

学者马斯洛在论及美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的重要地 自由的本体界
,

并把 自由从所谓对必然性的认识的

位时称
: “

对美的剥夺也能引起疾病
。 ”

据说
,

心理学 旧框架中提升到超必然性另一个领域
。

他反对旧

家曾经做了一个实验
,

对刚出生没几天的婴儿给他 形而上学把主体与客体
、

灵魂对象混为一谈
,

揭示

们看人的脸部照片
,

实验结果是意味深长的
,

婴儿 主体和灵魂的自我决定的自由本质
。

由此出发
,

康

的眼睛在美的脸部停留的时间明显超过普通平凡 德提出
“

限制知识
”

的 口号
,

在康德看来
: “

知识只有

的脸
。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 当它有助于人实现善的目的
、

使人变得更具有人性

这意味着人作为一个有别于地球上任何其他 才有意义
。

而且还进一步指出在人达到 自身完整

动物的一种存在物
,

在它的本然的存在里
,

有一种 的过程中
,

知识是无能为力的
,

只有感觉和信仰才

精神的需要
,

这种需要使人绝不满足于物的存在
,

能帮助我们
。 ” 「2] 。

他认为最高 自由一定要到超必

当第一个原始人第一次把一朵野花戴在头上 的那 然
、

超知识的信仰和审美领域中去寻找
。

康德在他

一刹那
,

其实就在宣告
:
我

,

作为一个人
,

是有我 的 的 《批判力的批判》中把美和审美活动还原了其本

自由精神的
。

为什么说它是一种 自由精神呢 ? 因 来面 目
,

认为审美是人性中的感情因素与情感功能

为他有所创造
,

他从
“

无
”

中生出
“

有
”

来
,

而且这个 的集中体现
,

它不是认识活动
。

正如著名的美学家
“

有
”

不是一种物
,

而是一种精神现象
。

就像黑格尔 立普斯所指出的那样
: “

审美的 目的
,

不是为了寻找

曾经谈的那个面对 自己投人水中的涟漪而惊异的 外在的对象
,

而是为了创造出在外部或者内心中原

小孩一样
,

人制造了一个崭新的精神现象
。

当然
,

来都并不存在的东西 ;不是为了获得某种知识
,

而

随着人的主体精神的发展
,

人们对 自由的追求早已 是为了获得生命的内在感动 ;不是为了形象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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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

而是为了体验精神的自由享受
。 ” 「3]

作为一种超越必然性的生命活动
,

审美活动以

诗性智慧的方式显现人的自由精神
。

也就是说
,

在

人对美的追求中
,

美以感性的具体事物呈现
,

折射

出人的精神 自由
,

美的终极显现
,

是人的一种特有

的精神境界
,

审美精神的本质含义是人的 自由精

神
。

也许
,

人们从没想到
,

就是这一点审美精神
,

让

人创造了一个属人的完整的伟大的艺术世界
,

想一

想那些激动人心 的文学作品
、

完美的诗歌
、

深邃的

画作
、

深人人的灵魂的音乐
,

它们用一种纯粹的方

式确证着人的自由
。

二
、

审美 : 以艺术世界的无限创造确证 自由

艺术的世界是人用象征展示 自己的生命
、

感

情
、

欲望的世界
。

在这个世界里
,

人拥有创造和永

远不断阐释的自由
。

对艺术作品进行审美创造和

欣赏不仅使主体与对象之间进行有益的生命情感

交流
,

而且使艺术成为主体的存在方式
,

在艺术精

神的朗照下
,

审美主体的全部生命意识达到一种崭

新的状态
,

其中的每一瞬间
,

审美主体都已既不是

自己
,

亦不是对象
,

而是主体与客体
,

个体与人类的

交融
,

此所谓
“

美的自失
” 。

他超越 自身的片面性和

有限性
,

走向世界和人类整体的怀抱
。

正像有美学

家指出的那样
: “

美的本质恰好并不在于仅仅是与

现实性相对立
,

而是在于
,

美即使仿佛像是一种不

期而遇的邂逅
,

它也仍然是一种保证
,

要在现实的

一片混乱中
,

在所有现实的不完满
、

厄运
、

偏激
、

片

面以及灾难性的迷误中最终保障
,

真实是可 以寻求

的
,

自由也并非遥远得不可企及
,

而是可 以相遇

的
。

美的本体论功能在于它沟通了理想与现实的

鸿沟
。 , , 。。

艺术最让人着迷的神秘之处就是
,

为什么那些

真正的艺术品会产生动人心魄的魅力
,

让不同时代

的人们深深的迷醉
。

这魅力的来源到底是什么 ?

也许我们可以从艺术的超越性角度加以解读
,

真正

的艺术品都以其有限的形式蕴含着无限的内涵
,

从

而产生永恒的魅力
。

这里我们 以著名的画作《呐

喊》为例
,

它是挪威现代主义画家蒙克的力作
,

这是

笔者在少年时代看过后就再也没有忘掉 的一幅

画
。

处于画面中心的是一个似人又似鬼的已经衰

老干瘪不堪
,

但又如婴儿的人形物站立在一段看似

一座桥的特别恐怖的弯曲上
,

画面上
,

它张着一张

似乎超过它 的脸的大小的大嘴
,

正在用尽全力地
、

声嘶力竭地发出狂叫
,

但是这疯狂的喊叫声让人绝

望地消逝在笼罩着一遍恐怖而耀眼的强烈红光的

大地之上
,

没有一丝回声
、

一毫回应
,

这个这仿佛已

经死亡千年
、

空 旷寂寥而又一无所有的大地
,

似乎

对无论怎样的呼喊都没有丝毫的反响和 回应
,

任何

的呐喊都被这无边的沉默碾成了粉末
。

画面的内

容本身能够作多种解读
,

它似乎既可 以看着是生命

在面对被异化
、

被摧残和被漠视
、

被扭曲的现实时

内心 的狂呼
,

而且这种呼喊是多么绝望而无助 ! 它

是一种极度恐怖失望
、

极度孤独苦闷的时代情绪发

出的撼人心魄的呐喊
。

又似乎可 以看成是死神在

对每一个活着的人发出的歇斯底里的狂叫
。

画面

展示的这种带着疯狂意味的绝望和恐怖的情慷
,

给

人极其强烈的冲击力
,

而且最为神奇的是
,

它带给

人的恰好是在这极度的丑恶
、

悲哀和失望之后
,

是

对美和希望的无限向往和追求
,

是一种冲破种种的

绝望更好地活的愿望
,

这就是艺术的撼人心魄的神

奇力量
,

它使人在一种极度的震撼中产生对人类命

运的思考
。

正是这种审美中个体与人类整体的直

接相通感
,

使审美活动具有了一种生存论意义上的

自由与超越
,

这自由和超越指向不断的向着未来敞

开和发展着的永恒的人类运动
。

我们在观看一件艺术作品时
,

可能有一个共同

体验
,

那就是艺术作品看起来似乎和具体的实物并

不一样
,

而且我们也并不这样要求艺术品
,

我们往

往通过艺术家的眼睛更深地看到了事物本身
,

看到

了事物本身蕴涵着的无限的深层内容
。

在这样的

情况下
,

它所显示的实际上就是世界
,

而不再是诸

物中的一物
,

这里以海德格尔讲过的梵
·

高的《农

鞋》为例
,

海德格尔用诗化的语言描绘出
,

我们看到

的绝不是简单的对农鞋这个有限物本身的复写
,

而

是展开了关于农人生活 的无穷的画面 (其实
,

在这

里的农人又何尝不是人类的一个缩写 )
,

如农人在

田野里的艰难步履
,

对劳作之后食物的盼望
,

对丰

收的喜悦
,

分娩时阵痛的哆嗦
,

在死神面前的战栗

等等
,

所有这些
,

都是通过这
“

物
”

与人们的世界最

真实的关联着
。

这样去看
,

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理解

维特根斯坦所说的
“

作为诸物中的物
,

每个物都是

同样无意义的 ;作为世界
,

每个物都是同样有意义

的
。 ” 「5]
由此可见

,

真正的艺术只是把他们表现在画

面上 的具体物当作通向一个无限世界的跳板
,

在这

个艺术的世界里
,

艺术以它蕴含的无限意蕴
,

进人

到一个宇宙无限关联的深邃世界中去
,

达到让鉴赏

者
“

听到无底深渊 的声音
”

(德里达语 )的效果
。

真

正的艺术在它所具体表达的每一个作品中
,

它们都

是有限的存在
,

一幅画
、

一座雕塑作品
、

一段音乐等

等都是以具体的物体现出来
,

但我们看到
、

听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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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时
,

绝对不会是一堆颜料和石头以及一段声音的

组合
,

我们看到
、

听到的是一种蕴含着人类情感的

一种无穷无尽的精神
。

它们超越自身的物质形式
,

闪耀着无限的光辉
,

这时我们不能不被艺术的魅力

所吸引
、

所感动
,

而这
,

就叫做美
。

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那样
,

最能表述美的特

性的当是
“

有限与无限的统一
” ,

即在有限的感性形

式中蕴含着无限的对 自由的追求和表达
。

近代以

来所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著名的美学命题无不包

含着
“

有限
”

与
“

无限
”

这二重性
。

一些思想深刻的

思想家
,

不管他们从何处着手
,

总是在此处相遇
。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的审美判断的
“

四契

机
”

— 审美是无利害感的愉快
,

具有没有概念的

普遍性
、

没有 目的的合 目的性
,

没有概念的必然性

— 都在于强调审美既凭借感性又超越功利
,

超越

知性而直达 自由领城
。

黑格尔提出
“

美是理念的感

性显现
” ,

所谓
“

理念
”

在他看来就是绝对精神
,

一种

无限之物
。

本世纪初
,

克莱夫
·

贝尔将艺术定义为
“

有意味的形式
” ,

同样也可 以看作是对美的规定
,

它之所以被奥斯本评价为
“

现代艺术理论中最令人

满意的
”

说法
,

潜在原因在于它异常简洁地揭示了

有限与无限的统一 ;所谓
“

形式
”

也就是感性外观
,

所谓
“

意味
” ,

根据贝尔本人的阐释
,

是
“

我们可以得

到某种对终极实在
”

之感受的东西
。 「6]
艺术似乎刚

好是用一种崭新的眼光打量我们也许在 日常生活

中麻木了的事物
,

以一种含着无穷意味的
、

形式的

眼光把那些事物本身的美突然显现出来
。

此时
,

我

们体验到一种直接进人物本身的
“

物我两忘
”

的狂

喜之中
。

艺术的光芒在此时让人流连忘返
,

人生动

的实现着无限和自由
。

如果说柏拉图认为的进人
“

美的理念
”

的美
“

迷狂
”

是少数哲学家的精神享受

的话
,

大多数的普通人更多地是在艺术家的带领下

进人这个无限而 自由的世界的
。

如果说渗透在艺术中的审美 自由精神要得以

实现
,

要受到人的艺术修养的主体条件限制的话
,

那么
,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精神则以另一种方

式积极引导着人对自由的追求
。

三
、

审美 : 以对功利的超越在现实中体认自由

我们认为美学意义上 自由是指摆脱 自然的欲

望束缚而对客体所采取的一种纯粹的观照态度
,

自

由成了对主体内在欲望的支配和超越
。

个体在审

美中
,

并不带有某个事先的具体的功利的 目的 (无

目的 )
,

但是在审美中
,

个体的精神却获得 了自由

(合 目的 )
,

这是因为在现实审美活动中
,

审美主体

面对审美对象
,

摆脱了各种现实束缚
,

同时对象也

从各种现实关联中被抽象出来
,

悬浮成为 自足的对

象
,

超越了一切占有的欲望
,

在自由的主体和自足

的对象之间展开了最丰富
、

最全面的交往
,

交往双

方也因此从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转为主体与主体的

关系
。

正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说
: “

当审

美主体达到更纯粹
、

更个别化的他 自己时
,

他也就

更能够同世界融合在一起
,

同从前的非自我融合在

一起
。

… …创作者与他创作的作品变成一个东西

了 ; … … 鉴赏家变成音乐绘画和舞蹈了 ; 天文学家

和星体一起出现在那里 (而不是中间隔开望远镜筒

分别地出现 )
。

也就是说
,

同一性
、

自我中心的最大

成就是在有 自身的同时也有超 自身
,

一种在 自我中

心之上和之外的状态
。

这时
,

人能变得相对的没有

自我
。 ” 口 ]
此时

,

面对审美对象
,

审美主体在一种属人

的自由精神的支配下
,

忘却任何占有的欲望
,

在这

种精神情景中
,

属人的各种心理机能如想象
、

情感

等都处于高度的积极活动状态中
,

集中精力凝神观

照
,

摆脱一切世俗杂念的干扰
,

忘怀一切
,

将整个情

感和心灵都灌注到美之中
,

实现了人与人
、

人与 自

然万物的通畅
、

和谐
、

完满的联系
,

获得了高扬
、

飘

逸
、

轻松
、

自如的存在状态
。

人生充满诗意
,

欣喜若

狂
,

生命进人自由之域
。

使我们能在 日常生活中一定程度化解掉物欲对人

的支配
。

我们知道
,

在人的需求结构中
,

可以分为

物质和精神的需求
。

而物质需求的重要性是不可

否认的
,

没有基本的衣食住行物质需求的满足
,

人

的其它需求都无从谈起
。

但又要看到人的生活绝

不只是局限于对衣食住行无限制的高要求的满足

中
,

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

我们有一些人恰好迷

失在这个
“

高
”

追求中
,

不是看到有的人把 自己的一

生变成了对名牌汽车的无限
“

占有
”

过程中吗 ? 这

个物质需求的满足有一个极大的陷阱
,

那就是越拥

有得多就越想拥有更多
,

一时的物质需求的满足带

来的是更大的物质的饥渴
,

于是
,

可能在 自己还没

有清醒意识到的情况下
,

就陷人了被物欲所控制的

状态中
,

这就是所谓的物化心态
,

由此带来的是
“

最

卑下的利益— 庸俗的贪欲
,

粗暴的情欲
,

卑下 的

物欲
,

对公共财产的自私 自利的掠夺— 欺诈
、

背

信… …
” 。 「8]

物化心态很容易使人生长出对物的崇

拜的
“

异化
”

状态
,

人沦为 自身物欲的奴隶而不 自

知
,

使人可 以拥有的更广阔的生活 的可能性遭到扼

杀
。

而最可悲的是
,

在物欲支配下 的人一般恰好是

这个社会所承认的
“

成功
”

人士
,

他们除了自己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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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不可一世的优越感以外
,

这个社会还 以种种

方式以加诸其身的各种光环来强化他们良好的自

我感觉
。

而且
,

他们俨然成了社会的榜样
,

甚至
,

成

了一种价值标准
。

殊不知
,

这种
“

人为物欲
”

是一种

极可悲的对人的自由精神的虐杀
,

是人生的一大悲

剧
。

贪婪的物欲是人的自由本性的劲敌
,

人心受制

于物
,

就等于生命活力的枯死
。

而要摆脱这种可悲

的心态
,

保持人的活泼生机就离不开对这个过分物

化的社会价值标准保持内心独立
,

离不开审美精神

的朗照
。

审美作为人的一种超越性生存方式
,

是能

够承担起人性价值启蒙的重任的
,

通过提高人的内

心精神审美品格把人从物欲的奴性状态中解放出

来
,

为人提供新的人生意趣的可能性
,

使人知道
,

除

了有形的物质幸福之外
,

还有更高的精神文化价值

所在
。

真正的审美精神对于今 日许多耽于物欲的

人具有使其从行尸走肉般的价值观念中解脱出来
,

振奋精神
,

拯救心灵的价值
。

使其看清人生的本来

面 目
,

去创造真正的属于 自己的美好人生
。

总之
,

借助于审美的超越精神
,

把审美精神熔

铸到生活中的人
,

会去寻求更多的可能性
,

他不会

甘于对现存的现实世界简单地说
“

是
” ,

他会努力去
“

无中生有
”

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来
,

从而实现我们

对有限
、

在场的超越
,

切实地实现我们心中永不熄

灭的对无限
、

自由的追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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