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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主义(感官与美学的现代性
###中世纪美学视野下的博克$崇高与美%

陈!辰

摘!要# 国内学界对博克的$崇高与美%并不陌生'但是博克美学研究的进展仍不太够'并且大多数情况下仅局限于博克
对崇高的论述* 事实是'博克美学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于对中世纪美学传统的批判之上的'这尤其体现在
该书第三卷论美的前半部分中* 比例&合适&完满都是中世纪经院美学的核心概念'并作为一份遗产一直留传到博克的
时代* 博克从洛克的经验主义哲学出发'在对象的一面批判了传统认为的美的对象所应具有的质'在主体的一面又批判
了传统上认为的领会美所需要的认识能力'并由此建立了基于身体的五种感官之快乐的美学* 这种美学与政治和大众
有着密切关系'暗含了现代性的特征* N-81,-12M6'或按照博克所言"品味的逻辑#一名在十八世纪的提出'也许不仅如鲍
姆加登所言是为了科学体系的完整'而且有其隐匿的历史政治因素*
关键词# 博克+!中世纪美学+!经验主义+!感官+!现代性
作者简介# 陈辰'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法国雷恩二大联合培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美学与文艺理论* 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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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克作为美学家和政治学家)学界对此已是十分熟
悉了的, 就美学领域而言)朱光潜先生在其影响深远的
著作$西方美学史%中辟专节并花了大量篇幅论述了博克

的$崇高与美%, 正如在国内美学史研究领域所呈现出的
大多数情况那样)朱先生对于博克美学的见解)一直影响
着至今所有的美学史书写+学界经常使用的如蒋孔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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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立元二位先生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汝信先生主编
的$西方美学史%-凌继尧先生所著$西方美学史%)这些著
作的相关章节都能见出朱先生观点的痕迹+如与朱先生
的美学史评价'总的说来)博克可以看作英国经验派美学
的集大成者(!朱光潜 "(""相似的论断亦在上述几本美
学史著作中得到了体现,

但是比较令人遗憾的是)从朱先生的杰出范例出版
至今)半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虽然在对其他思想家的美
学研究方面)国内学界成绩斐然)但是对博克美学的研究
相较而言取得的进展却不大够)这是与博克'经验派美学
的集大成者(的身份很不相称的, 在大多数研究中)学者
们一般只停留在不停地重复博克说了什么)却很少谈及
博克为什么这么说)博克这么说有什么思想渊源)以及造
成了什么结果)这一类更有思想深度以及思想史意义的
问题, 新近在博克的美学研究上取得进展的国内学者是
董志刚先生, 董先生不仅在最近出版的由朱立元先生主
编的$西方美学史%的$博克%一节中更正了一个从朱光潜
先生以来一直在各种美学史中沿袭的事实错误)即误以
为博克的$崇高与美%初版于 #%)$ 年)再版于 #%)% 年!事
实上初版于 #%)% 年 ( 月 "# 日)!

再版于 #%)& 年 # 月 #K
日"+而且在其论文$博克崇高理论的渊源%中试图勾勒出
'崇高(从伪朗吉努斯至博克的内涵沿革)这个尝试在国
内学界的博克研究中是新颖而有见地的,

不过笔者在这里仍然不得不对董先生论文中的一些

观点做出一定的保留)这主要是因为文中在指出博克崇
高理论的背景时基本只限于 #% 和 #* 世纪的思想家, 诚
然博克大体只从 #% 和 #* 世纪的思想气候里获取了使其
$崇高与美%长成的阳光)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忽视其著作
之花通过向上生长而排斥的传统土壤, 事实上)这个不
足也存在于国外学者那里, 在通行的$崇高与美%的批判
版的长篇编者导言里)56B-8+LG3;=13/ 教授描绘了这本
书的写作与出版背景)并进而细致而有条理地追溯了这
本书的正文的每一部分!情感-崇高-美-词语"中其他思
想家可能的对博克的影响)以及他们的相关论述直至博
克的逐步演进+但遗憾的是)人们在这里却很少能找到 #%
世纪之前的思想家的踪迹!G3;=13/* DF213:Z8./1:3F;M123/",

新出的U6;=R;C-:教授所编辑的版本的编者导言里)作者
倒是试图从整个美学史的角度去理解博克, 他与 G3;=13/

教授相比在分析博克思想渊源时援引了柏拉图-亚里士
多德-伪朗吉努斯)但是此后一下就跳到了 #%-#* 世纪去
分析博克对门德尔松-康德乃至叔本华和尼采的影响,
而且坦白地说)这位著名的康德专家和三卷本的$现代美
学史%的作者)在这篇导言的论述中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
德的理解太过简单化)而对伪朗吉努斯的理解是值得商
榷的,"

不过)暂且把这些问题放到一边)无论如何 R;C-:教
授的导言是杰出的尝试, 让人感到遗憾的主要是)按照

马仁邦教授的说法)'那种中空版本的哲学史###柏拉图
和亚里士多德)接下来就是笛卡尔-洛克和他们 #*-#& 世
纪的后继者(!马仁邦 #", 也就是说)R;C-:以及其他大
多数研究现代哲学与美学的学者)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中世纪对于现代哲学与美学的形成所施加的影响, 但
是)正如笛卡尔-洛克-莱布尼兹等与中世纪哲学有着紧
密的联系)博克的$崇高与美%也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中
世纪美学的论题)并由此初步揭示了现代性的特征, 而
这正是本篇论文所努力阐明的主旨,

一( 物的美# 从形而上学到经验主义

博克的崇高与美两个观念)虽然学者们一直聚焦于
前者)首先因为它是经由博克而第一次纳入到一个美学
的'系统()其次因为它经由博克的系统而影响到了从莱
辛到康德的德国美学)但与美学史联系更紧密的无疑还
是后者, 因为)第一)美是美学史从最初到今天的核心概
念+第二)正是通过把美限定在其恰当的位置上)博克才
能为其独特的崇高腾出空间+而为此)第三)博克自己在
$崇高与美%中主动回应了美学史上一种对美的理解方
式, 在该书第三部分)不同于相应的第二部分全部都在
列举引起崇高的正面原因)作者花了超过该部分一半的
篇幅)来驳斥传统上将美与比例-合适-完满相提并论的
学说, 关于这一点)学者们虽早有论述)例如 U6;=R;C-:
教授就认为将美与比例等同的学说由莎夫兹伯里与哈奇

森持有)与合适并论的学说由休谟与莎夫兹伯里共享)与
完满混淆的学说来自德国人鲍姆加通与门德尔松

!R;C-:"+但是)如果某位读者仔细地阅读博克的文本)不
难发现驳斥传统学说的这几章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与系统

性)三个被驳斥的学说互相关联)所以它们应该可以由一
个相应的完整体系来容纳)而不只是孤立地分属于不同
哲学家的体系+相反)也许不同哲学家与这一体系的相似
处反倒是继承自这个体系,

而如果这位读者随后回想起中世纪美学的常见概

念)便也不难发现)博克所反驳的美的对象所具备的要
素) 比 例 ! 7:373:123/ "- 合 适 ! 421/-88f;12=21C"- 完 满
!7-:4-M123/")与中世纪美学的核心概念有高度的一致性,

中世纪美学的集大成者圣托马斯在$神学大全%里写到*
'美需三者, 第一是完全或完满!7-:4-M123")因为有缺损
者)由是而丑, 此外)应得的比例!7:373:123"或和谐, 再
则明亮)由此)说有灿烂色泽者美( !1% #&') .6) WL'&)
6L* M3L")而圣托马斯的老师大阿尔伯特也说过*'正如
身体之美需要有肢体的应得比例!7:373:123"以及色泽在
肢体上闪耀0//1同样普遍之美的理据需要任何部分或
任何元素或任何东西的互相比例!7:373:123")以及在这些
东西上闪耀形式的明亮(!DM3)##)"",

人们也许会恰当地怀疑这三点的一致只是巧合)也

&#)%&



文艺理论研究!"K#% 年第 ' 期

许博克所针对的并非中世纪对美的理解)毕竟二者相隔
遥远, 但是第一)如果回顾美学史从 #'-#( 世纪所谓'晚
期中世纪(到 #%-#* 世纪的历程)我们会发现这期间美学
的发展主要集中在诗学与艺术理论, 我们看到但丁将
$圣经%解释学转移到了诗上+经历了亚里士多德$诗学%

的发现与解释+目睹了在阿尔贝蒂和达芬奇那里艺术理
论的建立+读到了高乃依的古典主义悲剧理论)可是我们
几乎没有遇到超出中世纪对'美(的理解范围的新美论,#

只有到了 #% 世纪末-#* 世纪时)对'美是什么(的研究热
情才再次高涨起来, 所以虽然博克与托马斯&阿奎那的
生活时代相差得非常远)可是我们有理由说在美的理论
的发展上他们并没有离得那么远, 第二)人们现在经常
提到'长中世纪(概念!93/EJ2FF=-NE-)它的下限通常被
划在 #%KK 年左右, 马仁邦)卷 ('$"#$(")这是因为经院
哲学)准确地说应该是'学校哲学()在通常所理解的'中
世纪(之后仍然在大学里继续存在着)这一哲学的亚里士
多德主义连续并深刻地影响着思想界, 例如鲍姆加登)

甚至康德的思想)就可以顺着沃尔夫-莱布尼兹这条思想
史路线一路追溯到 #% 世纪初经院哲学白银时代的代表人
物苏亚雷斯那里+也正因此)几乎与博克处于同时代的鲍
姆加登的美学里才一直飘荡着中世纪美学的回音, 而博
克接受的正是当时标准的大学教育!都柏林三一学院")

而且现有的资料也向我们表明)博克从大学起就开始思
考'美(的问题!G3;=13/ b2", 这两点理由)再加上前文指
出的博克的文本中出现的反驳对象'比例( '合适( '完
满(的理解与经院哲学对美的理解的完全一致)使我们相
信从中世纪美学的视野来重新审视$崇高与美%并不是随
意的比附)而是在学理上有根据的, 也因此)为了更好地
理解博克通过$崇高与美%这本书做了什么)我们有理由
进一步考察以圣托马斯美学为代表的中世纪美学+因为
这正是博克所反驳的关于美的理论的渊薮,

中世纪所说的'比例(有比现代人所说的更丰富的指
涉, 现代人说到'比例()一般限于指可感物在量上的关
系+而中世纪当然也将'比例(用到可感物上)如圣托马斯
在$神学大全%中说*'人通过不同感官而快乐)不仅因此
!食物保存个体")而且因可感者的和谐!M3/0-/2-/126B"
0//1正如当人快乐于听到和谐的声音时( !1% #$'))
..6Y..6-) WL#(#) 6L( 6F '", 但是)除此之外)'比例(在
中世纪也能指可理解的比例)如圣托马斯说*'精神性的
美在于)人的谈吐或行为与理性的精神性的明亮成正比
!7:373:123/616"( ! 1% #$(%) ..6Y..6-) WL#()) 6L" M3L",
比例还能在心理学意义上使用)指对象与人的快乐和谐
相称)因此圣托马斯在一段美学史上著名的段落里写到*
'美在于应得比例)因为感官快乐于获得应得的比例的
物)正如快乐于与自己相似者+因为感官是某种比对
!:6123")正如每个认识力都如此(!1% "$) .6) WL)) 6L(
6F #", 此外)单就对象而言)比例存在于无限的层次上)

直至到达整个宇宙)宇宙就如上帝制造的一个环环相扣
的精巧的艺术品*'你把一切安置入度-数-衡()如$圣经%
所言!P306O;=E616&'(", 以上四种比例的指涉都与美学
有关)但进一步说)在经院哲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背景
下)比例还能指材料与形式的契合)如圣托马斯在$反异
教徒大全% 中说* '形式与材料必然永远互成正比
!7:373:123/616")并且互相好似自然地结合+因为特定的实
现产生于特定的材料(!1/R '*") ..) *#", 最后)在形而
上学的层面同样也有比例+在这里) '比例( 指外有
!-b8281-/126"$

与其所是!-88-/126"的相称)如圣托马斯所
说*'如于任何中发现某二者)其一是另一之补充)则于这
之中)其一对另一的比例)如同潜能对实现的比例* 因为
任何物只受其特定实现的补充(!1/R "K*) ..) )'",

除此之外)还有两种特别的比例, 第一种比例是一
物与其自身的一致)换言之)即一物与其种-其形式的一
致, 而这种比例)经院学者就称作第一完满 ! 7-:4-M123
7:2B6")它需要部分的完全!2/1-E:2168", 另一种比例是一
物与其特定的职责的一致)一物的第一或形式完满使其
能够实现其特定的目的)也就是合适!;12=2168", 圣托马斯
在论及上帝创世之作于第七日的完满时说*'物之完满有
两层)第一与第二, 按照物在其实体上完满)而有第一完
满, 这一完满是整体的形式)而这形式涌现自部分的完
全, 而第二完满是目的, 目的或是实现)如西塔拉琴手
的目的是弹西塔拉+或是通过实现而所到达者)如建筑师
的目的是房屋)他通过建筑而造出房屋, 第一完满是第
二之因)因形式是实现之原, 而最后完满)整个世界的目
的)是受奖者的完满福祉)将成于岁月的最后终结, 而第
一完满)在于世界的完全)已成于万物的最初建立, 此建
立派于第七日(!1% ''$#'%) .6) WL%') 6L# M3L",

从中世纪所把握的美在物上的规定这个背景来反观

博克的美学)可以见出一些重要的结论, 首先)两者的哲
学出发点是不同的, 以圣托马斯为代表的中世纪美学)

其出发点是形而上学+对美的把握)必须从物自身的规定
出发, 虽然圣托马斯也强调快乐的重要性* 美的东西应
该产生快乐)但是这决不意味着美能够由快乐得到定义
或规定, 圣奥古斯丁曾自问是因为物产生快乐所以物
美)还是因为物美所以产生快乐)并支持后一个回答
!DM3#)"", 圣托马斯又重新遇到了这个问题)并支持圣
奥古斯丁*'爱与快乐产生自物的美与好* 因为)不是因为
我们爱某物)所以某物美)而是因为某物美和好)所以我
们爱, 因为我们的意志不能创造物及其质)不像上帝的
意志使得一切它爱的美+相反)它受形式之质的规定)爱
这形式)因为它在其中发现了美(!X-G:;C/-"*"",

相反)博克却始终坚持经验主义的原则)也就是普遍
的观察-分析和归纳+并且由于坚持这项原则)才能反驳
中世纪的原则, 因此人们可以在$崇高与美%中多次遇到
3S8-:0--3S8-:06123/!观察"这样的词)以及对从自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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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空到玫瑰再到艺术品和诗乃至各门语言的词语的援

引)还有这样的句子*'当考察它们!各种鸟")我们没有发
现什么东西在某一部分上能自先规定我们)说其他部分
应该是什么)或至少猜测任何关于其他部分的东西+如果
发现了这样的东西)经验会显示其充满失望与错误(
!G;:I-#'"")或者*'在构造这个理论!合适是美本身"
时)我恐怕经验没有得到充分求教( !G;:I-#(K", 对这
一原则的应用)最突出地体现在博克反驳第一完满的一
章)即第二部分第五节, 在这里)中世纪的形式完全按照
洛克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变成了习惯的产物, 比例与完
满源自形式)形式正是经院美学的核心)而博克按照洛克
的哲学重新理解这个形式)就使得他可以从对习惯的心
理学分析的角度清除比例与完满在对美的把握中的

影响,
更进一步)在这里我们可以指出博克对美的定义)

'用美时)我的意思是物体上的这个或这些质)由其物体
产生爱)或某种相似于爱的情感(!G;:I-#"*")其中的两
方面)物体上的质与情感)也就是美在对象上的因素和主
体上的因素)哪一个先哪一个后)谁规定了谁, 虽然博克
试图证明)只要某样对象在感觉面前)那么人就将机械或
自然地获得某样快乐+但是这不意味着在博克关于美的
理论中)如同在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那一样)对象要先于主
体, 相反)我们发现)博克总是首先指出主体方面的规
定)然后进一步从这个主体规定的角度下去寻找对象的
规定+就如同在'控制变量法(中)我们需要固定一个恒
量)从而能够研究变量的特征, 如果说中世纪如圣托马
斯的美学总是守住对象)然后反求主体)那么博克就总是
守住主体)从而能够反推对象, $崇高与美%一书的整体
结构便是如此* $崇高与美%是从心理学上的情感理论开
始)进而进入对崇高与美在对象上的质的寻找的+在反驳
将比例-合适-完满等同于美的学说时亦如此* 在这里博
克也是从固定的情感状态开始)如设定天鹅和孔雀都能
带给我们快乐)猪不能带给我们快乐)来反证比例等学说
的自相矛盾, 所以)我们更有理由说)在博克的美学理论
里)主体要先于对象)对象的美由主体得到规定,

这样一来)在博克这里就开始显示出了美学史从中
世纪的对象主义到现代的主体主义的转变, 当中世纪的
人认为万物皆美!这将包括博克所否认的猪")人认识不
到一物的美是由于自己的缺陷+现代人却总是从主体出
发)从其自身的快乐出发)认为人没有感觉到美是由于物
的缺陷!如猪的丑", 这一转变的根源)就在于前者是从
普遍的形而上学角度出发对物的美做出了先于经验的规

定)而后者是从主体与经验出发在情感之后对对象的美
作出判断, 我们可以说)博克试图以经验主义的方法去
造就美学史上对美的理解的一种转变)也因此)正如上文
所引朱光潜先生的论点)他才当得上'经验派美学的集大
成者(这一赞誉,

二( 人对美的领会# 中世纪的
理解力与现代的感官

!!此外)博克与中世纪美学的对立)还有另一个值得注
意的方面, 莱辛曾说'无过无不及(是古人的特权)而中
世纪的人看来在这一点上继承了古人, 他们不是先策马
狂奔)然后才悬崖勒马)而是在路途上一直节制地徐徐小
跑)知道终点在哪)认识去的道路, 确实)我们发现圣托
马斯写道*'美与好在下基!8;S2-M13"%

中确实相同)因为
它们建立在同一物上)即形式)并因此好受赞如美, 但它
们在理据上相异, 因为好专门关于欲)既然好是一切所
欲+并因此持目的之理据)因为欲如同向物的运动, 而美
关于认识力)既然说美是所见!0286"而惬者, 这就是为何
美在于应得比例)因为感官快乐于获得应得的比例的物)
正如快乐于与自己相似者+因为感官是某种比对!:6123")

正如每个认识力都如此, 而因为由相似才产生认识)而
似关于形式)美就专门涉及形式因(!1% "$) .6) WL)) 6L
( 6F #", 这著名的一段会让我们产生错觉)以为对于圣
托马斯而言)美也只是关于感官)正如对博克而言)因为
圣托马斯写到'美是所见而惬者(!朱光潜 #"&", 虽然如
此)'见(在这里却并不仅限于感官)而更应该解释成
677:-,-/823)领会或!字面义"'拿到心灵里来(, 一方面)
在这段文字的结尾)圣托马斯指出美涉及形式)而这里的
形式指的并非形状!'质(范畴下的第四种")也非与材料
结合作为整体而可感的形式)而是所是 ! W;2FF2168)
-88-/126")即一物之所以是这样之因)而对形式的认识需
要理解力!2/1-==-M1;8"+另一方面)在另一段里)圣托马斯
如同在这里一样区分了好与美之后)总结道*'美在好上
添加上与认识力的某个关系)因此说好是那单纯惬欲者)
而说美是其领会自身!2786677:-,-/823"惬者( !1% $%")
.6Y..6-) WL"%) 6L# 6F '")因而点明了美不仅只和感官相
关, 此外)'确切说来)不是感官或理解力认识)而是人通
过二者认识( !X-G:;C/-"*$", 比如说花吧)对它的认
识我们首先需要看见花瓣的形状-颜色-数量等)然后我
们需要由此回忆起理解力曾经获得的某样形式)然后我
们就认识到这是樱花)而非其它, 这是托马斯主义的多-

综合-一+'因此)主要是那些最能认识的感官涉及美)即
奉献于理性的视与听(!1% $%") .6Y..6-) WL"%) 6L# 6F
'", 正如在对象一边)美的三规定最终都来源于形式对
材料的组织)在主体一边)也有理解力对感官的节制+正
如形式要先于材料)理解力也要先于感官,

而现代人对美的把握并不是这样)现代人在美的领
域不需要知识, 凭感官的喜爱与厌恶来对对象评头论足
的现代人)也许会更容易接受博克在$崇高与美%的导言
部分$论品味%的雄辩论证* 美或崇高之物)或总而言之)
品味单就其作为品味而言的对象)之所以能引起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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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首先是因为它们具有的某些质直接作用于感官)这
些质自然或机械地就会让人快乐+其次是因为想象力综
合再现这些通过作用于不同感官而使人快乐的物+而理
解力和判断力在那里与快乐无关, 诚然)对于博克)理解
力和判断力并不是完全与品味无关* 在涉及到好品味和
坏品味的区别时)在涉及到品味的程度高低时)有知识和
判断在起作用, 但是)它们只是在第二层面起作用)它们
是缰绳)而感官与想象力才是马刺*'判断力在很大程度
上用于在想象力的道路上扔下绊脚石)用于驱散迷住想
象力的场景)用于把我们束缚于我们理性令人不快的枷
锁下* 因为人们比他人判断得更好时所有的几乎唯一的
快乐)在于一种自觉的自豪和优越)这来自于正确的思
考+但既然如此)这就是间接的快乐)一种不直接来自于
注视之下的对象的快乐(!G;:I-%$",

因此)在对象上试图以经验主义的方法去造就美学
史上对美的理解的一种转变的同时)博克也试图把主体
对美的领会摆放到另一个认识能力下, 如果中世纪的美
学具有理解主义倾向)那么现代的美学就明显是感觉主
义的, 感官在现代要求挣脱理性的控制)它们要求自己
的自主权+这是美的领域的民主革命)这在政治领域是同
时发生的, 因此)N-81,-12M6!或按照博克所言)93E2M34
+681-)品味的逻辑)而品味在这里以感官为起点"一名在
十八世纪的提出)也许不仅如鲍姆加登所言是为了科学
体系的完整)而且有其隐匿的历史政治因素,

三( 感官的争论

在领会美所需的认识能力方面)从中世纪式的到博
克式的之间)还横亘着一位重要人物* 弗朗西斯&哈奇
森, 我们选择'横亘(一词)是因为以下两点* 首先)博克
本人受哈奇森影响很深)这从二者都从洛克的认识论出
发)又都肯定感官在对美的把握中具有特殊地位可以看
出+而且博克一定读过哈奇森的著作)证据就是在$论品
味%这篇导论中)博克直接批评了将品味作为一个独立认
识能力的学说)而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言)这就是哈奇森的
内感学说!朱光潜 "(##(""+此外人们也应注意到二者
著作名之间的相似, 其次)在哈奇森的学说中)我们可以
发现中世纪领会美的方式的绝望的回光返照)这回光返
照借着'感官(的名字)同时预告了现代的降临, 因此)哈
奇森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既分割又连结了中世纪与现
代的美学,

哈奇森美学的传统一面)首先表现在对美在对象上
的质的把握, 实际上)哈奇森所说的'多样中的一致(只
是中世纪美学原则的另一种表达, 像他提到的植物与动
物的美)在这里'多样(就是个体或属+而相对个体的多
样)属就是'一致()相对属的多样)种就是'一致(, 这里
的核心仍然是形式!43:B6) 87-M2-8")而从形式就可以导

出比例-完满-合适三者, 事实上)哈奇森也确实提及了
比例)如人体和音乐的美就在于比例+也提及了合适或第
二完满)'一些艺术作品获得一种不同的美)因为它们符
合某个意图)这个意图普遍认为在艺术制造者或雇佣他
们的人上(!?;1M,-83/")所以纪念碑的形状是金字塔形或
方尖碑形)因为这样就符合了稳定这个意图,

而从这继承来的遗产)第二完满或者合目的性出发)

哈奇森也支持从作为结果的宇宙的美来证明作为有理性

的设计者的上帝的存在, 此外)哈奇森甚至将定理也纳
入美的范围内)因为定理与符合它的东西的关系也是'多
样中的一致(, 哈奇森在这些地方都显示出了与中世纪
美学的一致, 真和美在下基上被看作是等同的)而这正
是中世纪的人对美的理解方式, 中世纪的人甚至认为宇
宙的行星是按照音乐的和谐法则绕地球运行的)它们的
运动构成了最伟大的世界乐章)他们是从美出发来寻觅
真的)上帝不掷骰子,

虽然哈奇森从中世纪继承了这么多)但仍然显示出
了自己的独特, 这独特就在于)他将上述这一切对象上
的规定)都置于在主体中的唯一一种认识能力的注视之
下)这种认识能力就是'感官(, 而将对美的领会能力全
部归于感官)这就已经偏离了中世纪的美学, 从历史的
角度看)哈奇森的做法正是试图在现代语境下保留中世
纪对美在对象上的把握, 为此)他不惜在主体上虚构了
一种奇特的-没有对应身体器官的-能一下把握到综合观
念的认识能力)而这样的认识能力竟然还是一种感官,
这无疑是一个矛盾)而这矛盾的根源正是中世纪与现代
的冲突, 对于圣托马斯而言)领会美需要理解力的介入)
而这就需要知识)需要反思+而哈奇森)作为一个现代人)

清楚地意识到)人对美的把握应该是'直接与必然(的)这
里没有知识与反思的空间* 正如人的眼睛在某些颜色上-

耳朵在某种声音上直接与必然地感觉到快乐)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甚至不依靠人的理解力对对象的认识+对于
更复杂的东西)比如自然物中的植物-动物)艺术品中花
园-风景-建筑等所表现出的'多样中的一致( !这些并不
是五感的'直接(对象")人也是直接与必然就感到快乐)
另一种快乐)并下判断* 这多美啊8 这同样不依赖于意志
与理解力, 所以)既然这两方面是如此的相像)那么也应
该有一种感官###美的感官)来一下子感到它, 这就是
哈奇森提出美的感官的论据,

在美无关意志)甚至无关理解力这一点上)博克明显
站在哈奇森这一边, $崇高与美%的导言中在论述不同人
的品味在感官层面是由于人的本性而一致的那部分时)

几乎就是对哈奇森思想的转述, 但在另一点上)博克显
然拒斥那个矛盾重重的'美的感官(, 不过)单纯指出没
有一个外在器官等表面现象来反驳哈奇森显然是不够

的)因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人对美的把握和例如对颜色的
把握都是同样直接必然或'一下子(的)而这恰恰无法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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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顺着哈奇森的思路有一个美的感官就是必然的结论,

而博克在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巧妙的)他将围绕感官
的争论)也就是主体上的争论)转换成了对象上的争论,

他看出)哈奇森的'美的感官(无非只是对象上的'多样中
的一致(在主体上的相应物)如果我们否认美在对象上的
质是'多样中的一致()那我们也就可以合理地否认有一
个'美的感官(在人心中, 这正是博克所做的, 而上文已
经阐明)'多样中的一致(只是哈奇森从中世纪那里获得
的遗产)'美的感官(就是这些遗产的最后居所)所以从驱
逐了这一切的博克那里开始)美学的现代性的大门就正
式打开了, 我们看到)从今以后)对于博克而言)美将仅
仅扎根于五感与其可感物的领域里)在这之外的比例-完
满-合适或'多样中的一致(无可挽回地消逝了,

应该指出)即使博克在$崇高与美%的第三部第七节
仍然承认世界有一个秩序)并且像哈奇森一样承认从这
个秩序出发可以赞扬有理性的设计者上帝的智慧)但这
一切已经是在美的范围之外了, 钟表的精巧并不应视作
美+世界这个巨大的钟表也如此, 对秩序的探求需要知
识)在中世纪这曾经并不被视为与美相冲突)而在现代)

知识属于冰冷的科学)美属于热烈的情感,

不过事实上)快乐在博克的理论里也迎来了一个转
变, 哈奇森一方面承认外在五感各有其快乐)另一方面
接受人的内在'美的感官(有其独特的快乐)美导致的快
乐+这样)哈奇森就继承了从古代经中世纪流传下来的
'快乐的层次学说(, 这个学说)我们可以在柏拉图的$菲
利布%和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三卷十中发
现)也可以在圣托马斯的各著作如$2尼各马可伦理学3评
论%和$神学大全%中发现, 简而言之)不同的实现伴有不
同的快乐)不同的快乐有不同的等级, 最基本的是保存
个体!食物"与保存种属!性"的快乐)这些快乐伴随的是
触感的实现)味感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与触感相伴随的,

这里有欲望在起作用)是人的动物性的表现)因而节制正
是相关于这些快乐的, 在这之上有嗅感-听感-视感的快
乐)这些快乐是由所嗅所听所视自身引起的)是人所独有
的快乐+动物只是将所视所听所嗅联系于食物才有快乐,

在感官之外)理智领域里的各种实现也有相伴随的快乐)

如几何学家因研究几何学而有快乐)有了快乐他就会进
一步研究几何学, 要言之)快乐分成了两种* 美的快乐与
丑的快乐)或混合的快乐和纯粹的快乐, 而在博克这里)

首先排除了理智领域的各种快乐)快乐仅与感觉及其衍
生物想象有关+进而)他通过驳斥哈奇森)又在感觉领域
里否认了美产生的快乐与五感的快乐有任何不同)有任
何特殊性, 剩下的就是他自己的感觉主义理论* 五感的
对象皆有美)五感的快乐是处在同一平面上的, 这是美
学史上的独特一页)也许可以合理地被称作'快乐的扁平
化(,

四( 博克与美学的现代性

#*世纪的英国思想家大多是洛克哲学的拥护者和继
承者)博克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们看到)$崇高与美%一
书中的所有重要观点都是以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得出

的, 经验主义的主体主义特征-以感官为认识之源的特
征)都在博克的美学体系里得到体现, 不)不仅是体现)
博克甚至将经验主义的哲学立场推向了极端)以至于才
能构造出一个一以贯之的美学体系)并用这个体系系统
性地反驳中世纪在形而上学支配下的美学,

中世纪美学与 #* 世纪现代早期的美学在博克$崇高
与美%中的对立是意味深长的, 一边是中世纪美学在对
上帝创世的理性解释中得出万物皆美的形而上学普遍结

论)另一边是博克用对主体-对感官-对品味的分析将美
的裁决权交给了人-人的品味, 既然万物皆美)那么在物
那里实际上是没有丑的)有的只是美的程度和等级, 我
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在中世纪)丑来自于人的缺陷+
在现代)丑来自于物的缺陷, 这是中世纪人的他律f仆人
与现代人的自律f主人的美学版本, 因此只有在现代语
境下)丑进入美学的视野并且在'崇高(中获得其审美地
位才是有根据的!G;:I-#)'",

更进一步)普遍地说 #* 世纪美学)个别地说博克的美
学)是以品味问题为中心的美学, 与此相对)品味并没有
进入中世纪美学的视野, 品味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可
以通过习俗改变)也就是说是可以通过意识形态塑造
!G;:I-$$", 这就引申出了只有在现代美学里才有的美
学的政治诉求问题, '如果没有一些判断与苦乐的原则
对所有人是共同的)他们的理性和情感就不可能能够获
得足以维持正常生活交往的约束( !G;:I-$'", 也许只
有在政治而非人的本性中)'品味的逻辑(和品味的标准
问题才能得到最终的解答,

这样我们将发现)在博克那里)对经验的倚重)对感
官的依靠)以及由此导致的快乐的扁平化)所有这些都共
同指向了一种阶层的人* 大众, 逐渐脱离贵族小众圈子
并日益变成大众化读物的报纸)以及内容逐渐变成反映
市民日常生活的戏剧)都见证着大众阶层在现代社会的
崛起, 本雅明在一篇关于波德莱尔的论文的开篇写到*
'感官享受是大众所推崇的( !G-/ 6̀B2/) f6'='-#-2'")而
在$在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曾援引杜
阿梅尔指责电影的话*'供奴隶们消磨时光)供未受过教
育的-穷困的-劳苦不堪的造物散心0//1一个不需要任
何集中)不预设任何思想能力的场景0//1(!G-/ 6̀B2/)
X68>;/81@-:I"+他随后指出*'这归根到底是那个古老的
控告* 大众寻求散心)但艺术要求注视者的集中( !X68
>;/81@-:I", 我们发现)博克$崇高与美%中的部分思想与
本雅明这位大众文化的观察者与批判者的话是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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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博克指出的美在主体与对象两方面的特征不正是适
合大众散心的特征吗. 历史上)对美的领会不仅是感官
的事* 在古代与中世纪的教育中)音乐与数学-几何-天文
并列于四艺之中, '当波埃修谈到音乐)他理解的是一门
关于音乐法则的数学科学, 音乐家是理论家)对统治声
音宇宙的数学规则有知识的人+而演奏者在大多数情况
下仅是没有权限的奴隶+作曲家则被认为具有本能但无
知于任何不可言说的美)这美只有理论能够揭示之, 只
有那在理性之光下考察节奏与旋律的人才可当音乐家之

名, 看来波埃修大概在赞扬毕达哥拉投入进音乐研究而
把耳朵的判断置于一旁()意大利学者艾柯如是说
!DM3)*", 而大众显然不具备这样的知识, 他们所能倚
仗的只是感官* 触味嗅听视+'带着自己的耳朵(才是他
们听音乐的办法, 这已经是本雅明所指出的'散心(与
'集中(的审美方式的区别在现代社会的萌芽了, 博克在
$崇高与美%中通过将美置于感官之下隐含地指出了
这些,

甚至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补充说)指出并不等于赞赏*
崇尚绅士的博克所做的)也许更多只是从一个旁观者的
角度对一组与美相关的事实的观察与界定, 这对于政治
学家的博克是重要的)因为政治学)直至哈奇森)在很大
程度上也是奠定在'美(这个基础上的* 政治学的目的是
人的幸福)幸福生活传统上视作有德的生活)而德据说是
一种美)对人而言最高等级的美, 而在博克看来)这将是
对政治学的误解)甚至是毁灭+因为对'美(的这个误用)

不正意味着将爱德的少数统治者与爱美的大众被统治者

相混同吗. 所以)指出并严格界定美的领域是绝对必要
的)'那种宽松与不精确的说话方式)在品味的理论与伦
理的理论两个领域都误导了我们)使我们把关于我们的
责任的科学移开了其专门的基础!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关
系)我们的必须")而置其于完全空想与不实的基础之上(
!G;:I-#($", 所以)我们甚至可以断言说)对美学或'品
味的逻辑(的研究)对于博克而言将是政治学的一个前
提, 我们对于博克美学的研究将自然地导向对其政治学
的研究)而这无疑已在本文的范围之外了,

注释$?")$2%

! 初版仅仅在休谟$论品味的标准%的两个月后,
" 我们在这里仅指出两点, 作者认为*'柏拉图-亚里士
多德-伪朗吉努斯都主张我们的审美经验之有价值)是因
为审美经验以特别感动的方式引导我们到达有最高重要

性的观念(+而博克则主张审美经验之有价值并不需要任
何有重要性的观念, 首先)博克关于崇高与美的理论是
一个事实的理论)它指出的是人心有两种快乐)伴随两种
情感)回应两种目的)而这两种情感由可感物的两种性质
激发+同时与人心相应)人体对这两种性质也有两种反
应, 这是一个事实的理论)而非价值的理论, 博克只在

导言部分提及了价值)也就是好品味和坏品味的差别)但
这个差别正是归因于知识与判断力, 第二)如果此处'审
美经验(指的是快乐)那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快
乐有不同的种类)而其中的一种)放纵者的快乐)如好吃
者对食物的快乐!这在当代语境下也被认作一种审美经
验")并不会引导他到达'有特别重要性的观念(, 同样)
伪朗吉努斯也区分了诗与演讲所引起的不同情感)以及
两种不同的演讲家!如德摩斯泰尼斯与西塞罗"所导致的
不同效果, 具体可参考 R;C-:) U6;=L'./1:3F;M123/L( B
(&-.)>)E&-@+.V#$"-=*-#3)3&'1"6.-7'+#8 9'+"3-4".?GC
DFB;/F G;:I-L DFL U6;= R;C-:L ! [b43:F* [b43:F
e/20-:821CU:-88) "K#)") 022Ybbb022L
# 也许唯一的例外是马西利奥&斐奇诺 !J6:82=23
Q2M2/3", 但是他的美学是对经院哲学的美学的反动)在
某些方面博克甚至与之有相似之处)所以这里针对的不
会是他,
$ 此词)以及其在现代语言中的转写 !如英语中的
-b281-/M-"一般汉译为'存在(或'实存(, 必须承认)这样
的翻译尚能达意)尤其是后者, 不过)经院学者的 -b281-:-
!-b281-/126为其名词形式"除此之外还包含另一层从词源
引出的含意* 它是与 -88-2/1-/123/6=-!意有"或 -88-2/
6/2B6!灵魂中的有"相对的 -88-:-6=-!实有", 在这里前
缀-bY!外"的含意是重要的)与内于心相对, -b281-:-指的
正是外于心之意而立的实有* 外有, 在这里正如许多其
他地方那样)-b281-/126的来源仍然是亚里士多德!$形而
上学%卷十 #K$) 6"##"("*'作为真的有在于思想的联
结)是思想中的遭受, 因此对这样的有不求其开端)对外
有且可离者 !9z:{;<|= >?}@<ABC9~="才求其开端,(
-b281-/126是对9z:{;<|=的拉丁翻译, 参看9;F@2EAM,a1T

的+,3B68Y9-b2I3/,
% 此词及其现代语言转写!如英语中的8;S -̀M1"是对亚里
士多德的9z�DE>:�F:=E=的拉丁翻译, 汉译的'主体(或
'主词(实偏离较远, 它的大致含意是其他东西内附其中
的下基)$形而上学%卷七 ##"* S'$#'%*'下基者)它道
于其上)而己不再道于它上,(而因为第一有性! E�C�?)
8;S816/126"不道于其他下基之上)相反是其它范畴谓于其
上)所以第一有性最是下基, 圣托马斯此处即是用下基
指第一有性, 此外)现代的8;S -̀M1的意思的转变!指思者
或我")是随着笛卡尔哲学开始的)我思处于其他东西
之下,

引用作品$4"%A2(.)$#%

G-/ 6̀B2/) _6=1-:L5+>!"#>3K'=H-7['-3+.3'=>'-#'=3'@&#->@&'#
F'E=)8"\-'=6+=H'-3? R-86BB-=1- AM,:241-/ G6/F .Y"L
?:8EL̂ 3=4+2-F-B6// ;/F ?-:B6// AM,@-77-/,�;8-:L
Q:6/I4;:16BJ62/* A;,:I6B7) #&%(L
L f6'='-#-2' A)3-,' 6'-9+"8'.+-='? R-86B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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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241-/ G6/F .Y"L?:8EL̂ 3=4+2-F-B6// ;/F ?-:B6//
AM,@-77-/,�;8-:L Q:6/I4;:16B J62/* A;,:I6B7)
#&%(L!

G3;=13/) 56B-8+L'DF213:Z8./1:3F;M123/L( B(&-.)>)E&-@+.
V#$"-=*-#3)3&'1"6.-7'+#8 9'+"3-4".?GCDFB;/F
G;:I-LDFL56B-8+LG3;=13/L93/F3/ 6/F P-@H3:I*
3̂;1=-FE-) "KK*Lb2YMbb0222L

G;:I-) DFB;/FLB(&-.)>)E&-@+.V#$"-=*-#3)3&'<=-2-# )4
<"=M8'+>)43&'1"6.-7'+#8 9'+"3-4".+#8 <3&'=(='0
F',)."3-)#+=*G=-3-#2>?DFLX602F _3B-:8=-CLP-@
H3:I* U-/E;2/ G33I8) "KK(L

X-G:;C/-) DFE6:LV3"8'>8D'>3&_3-$"'7'8-',+.?+3B-"L
U6:28* N=S2/ J2M,-=) #&&*L

董志刚*'博克崇高理论的渊源() $文艺理论研究% "
!"KK&"* "%#'",

0 X3/E) \,2E6/EL ' [:2E2/834G;:I-Z8+,-3:C 341,-
A;S=2B-L( %&')='3-@+.13"8-'>-# T-3'=+3"='+#8 B=3"
!"KK&"* "% '"L1

DM3) eBS-:13LB=3'36'+"3_8+#>.D'>3&_3-$"'7'8-',+.?+:6FL
J6;:2M-56023/LU6:28* R:688-1) #&&%L

R;C-:) U6;=L'./1:3F;M123/L( B(&-.)>)E&-@+.V#$"-=*-#3)
3&'1"6.-7'+#8 9'+"3-4".?GCDFB;/F G;:I-LDFLU6;=
R;C-:L[b43:F* [b43:F e/20-:821CU:-88) "K#)Lb02Y

b0222L
?;1M,-83/) Q:6/M28LB# M#$"-=*-#3)3&'<=-2-#+.)4<"=M8'+>

)4 9'+"3* +#8 Z-=3"'? DFL _3=4E6/E 9-2F,3=FL
./F26/673=28* 92S-:1CQ;/F) "KK*L

9-882/E) R311,3=F D7,:62BLT+)H))#?A1;11E6:1* -̂M=6B)
#&*$L!

约翰&马仁邦* $中世纪哲学* 历史与哲学导论%)吴天岳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K#) 年,

0J6:-/S3/) 53,/LA'8-',+.(&-.)>)E&** B# C->3)=-@+.+#8
(&-.)>)E&-@+. M#3=)8"@3-)#? +:6/8L _; +26/C;-L
G-2̀2/E* U-I2/Ee/20-:821CU:-88) "K#)L1

P306O;=E616G2S=23:;B A6M:3:;BDF2123LT-6'=1+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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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1) -16=LX6:B816F1* 96BS-:1AM,/-2F-:) "K#'L
L1"77+ %&').)2-+'?+3:2/3* A6/ U63=3) #&**L

朱光潜* $西方美学史%,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年,

0\,;) R;6/EW26/LC->3)=*)4G'>3'=# B'>3&'3-@>?G-2̀2/E*
U-37=-Z8921-:61;:-U;S=28,2/E?3;8-) #&%&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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