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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的性别维度

000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崇高论

陈!榕

摘!要% 本文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重新解读了崇高理论的概念史&辨析了父权制权力话语在经典崇高论中的深刻印
痕&勾勒了当代女性主义对崇高美学的重塑&展现了基于女性经验的审美范式*主体立场以及伦理驱动如何影响了当代
的概念演进' 一种跨越边界*尊重情感*拥抱异质性*提倡主体间性的新的崇高美学主张正在发展中' 这是女性主义为
崇高美学的理论场域带来的新动能'
关键词% 崇高+!女性主义+!女性书写+!越界+!主体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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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年(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发
表了!神魔知道"(这是他生前最后一部聚焦美国
文学的专著(其副标题是*文学的伟大与美国的
崇高+' 布鲁姆在书中列出了符合他心目中崇高
尺度的 #" 位美国伟大作家# 拉尔夫$瓦尔多$
爱默生-纳撒尼尔$霍桑-赫尔曼$麦尔维尔-瓦
尔特$惠特曼-艾米丽$迪金森-亨利$詹姆斯-
马克$吐温-罗伯特$弗罗斯特-华莱士$史蒂文

斯-D2:2艾略特-威廉$福克纳与哈特$克兰'
其中只有一位女性# 诗人艾米丽$迪金森' 他在
"%## 年的!影响的剖析"中也讨论过崇高的文学
传统(当时他的讨论重点是英美诗歌史(三位代表
性作家分别是作为 *文学的崇高的代表+的威
廉$莎士比亚%e1<<.( 9(%K).#'3> Z#&-*理性
崇高浪漫主义者+的珀西$比希$雪莱%#ZY&-
*美国崇高+代言人的瓦尔特$惠特曼%$&(均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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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的性别维度

男性作家' 著作还提及了数十位诗人(男性作家
占绝大多数(其中约翰$弥尔顿-威廉$华兹华
斯-b2e2叶芝-D2:2艾略特-克莱恩$哈特等均有
相当篇幅的论述(女诗人只有 Y 人被提及(分别是
艾米丽$迪金森-伊丽莎白$布朗宁和伊丽莎白$
毕肖普(而且每个人都是浮光掠影地简笔带过'

布鲁姆是一位在当代一直坚持高扬朗吉努斯

所创立的崇高传统的批评家' 公元 # 世纪(朗吉
努斯写作!论崇高"(指出*真正崇高的文章自然
能使我们扬举(襟怀磊落(慷慨激昂+ %朗吉努斯
'"&(所体现的是心灵的高度(*崇高的风格是一
颗伟大心灵的回声'+ %'Z&随着这部手稿在近代
被发现(以及法国评论家布瓦洛等人的译介(崇高
不仅再度成为文学批评的核心词汇(也引发了启
蒙思想家的关注(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埃德蒙$
伯克和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分别对这一概
念进行了重要扩充' 埃德蒙$伯克将心理学维度
引入崇高理论(指出崇高是恐怖引发的紧张焦灼
和它的纾解带来的愉悦(是痛和快乐共存的情感#
崇高来源于*心灵所能感受到的最强烈情感+%伯
克 Y&&' 伊曼纽尔$康德则将崇高引入哲学领
域(指出崇高感源于超出认知边界的审美对象造
成的挑战(在崇高客体的激励下(想象力被延伸(
借助理性的参与(对无法把握的形式进行有效的
捕捉(是*自己超越自然之上的使命本身的固有
的崇高性+%康德(!判断力批判" #%#&' 朗吉努
斯的崇高文体-伯克所言的痛与乐共存的审美体
验(以及康德所强调的主体超越感(都是布鲁姆崇
高论的理论基础' 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提出
追求崇高(是在 *追求超越极限+ %e1<<.( 9(%
*%/#%-) 8"Z&' 在!影响的剖析"中(他指出崇高
的作品会以美学意义上的*艰辛的喜悦+作为我
们审美的回报 %9(%K).#'3> #X&' 在 !神魔知
道"中(他赞美崇高的价值在于*试图超越人的界
限(同时又对人文主义有所坚守+ %e1<<.( 9(%
0.%3') #&' 显然(布鲁姆所继承的是朗吉努
斯0伯克0康德一脉的崇高论(这也是经典崇高
论的主调(人们早已习惯在这个框架之内讨论崇
高的人性-超越性和审美体验'

问题在于(这种崇高美学的核心词是*人性+
*超越性+*美感+等具有普世意义的词语' 然而(
当布鲁姆用崇高性作为英美文学经典的鉴别尺度

时(上榜的女作家为什么会如此凤毛麟角, 我们

是应该将这种稀缺归咎于女性作品没有超越性(
无法体现崇高之美吗, 有没有可能布鲁姆所秉持
的崇高论存在某种隐形标准(不兼容女性的经验(
所以女性作家才无法上榜呢,

这种疑惑也在提醒着我们(在把崇高作为衡
量作品价值的标准之前(有必要审视崇高本身的
价值框架' 崇高作为审美范畴(看似价值中立(具
有普适性(然而(如果用性别政治的角度来审视
它(就会发现布鲁姆所继承的崇高传统(有着男性
中心主义的政治无意识' 这从崇高论的衍生同义
词中就可以看出端倪# 在不同的语境下( *;)5
3*K10.5+可以被翻译为壮美-壮阔-雄浑-雄奇-阳刚
之美44#'世纪以来(崇高论衍生出诸多版本(但
是这一基调始终存在' 进入当代(随着女性主义批
评的深入(相关的理论反思才逐步展开'

"% 世纪 '% 年代末(陆续有学者对传统崇高
论对女性写作以及女性艺术的美学偏见提出异

议(尝试寻找-发现与定义女性崇高的特征' #$'$
年(帕特丽莎$雅格尔发表了!朝向一种女性崇
高"(该文章收录于论文集!性别与理论# 女性批
评对话"(是较早的批评尝试' "% 世纪 $% 年代(
安妮$f$梅勒的!浪漫主义与性别"和芭芭拉$
克莱尔$弗里曼的!女性崇高# 女性小说中的性属
与过度"两部代表性专著相继问世' 进入 "# 世纪(
随着!论蜘蛛-赛博格和神圣存在# 女性与崇高"
!女性解放与崇高# 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与环境"
等著作的发表(学界对该论题的研讨一直在持续'
女性主义与崇高论的相遇与论争(以及对彼此理论
视域的补充(构成了当代诗学与美学理论领域颇为
精彩的一页' 遗憾的是(我国学界对其关注少之又
少(对崇高论的理解依旧沿用朗吉努斯0伯克0康
德0布鲁姆一脉的经典框架(未有涉及性别政治角
度的深入讨论' 因此(本论文旨在呈现女性主义为
崇高理论提供的新视野(辨析传统崇高论的父权权
力 话语机制(探讨女性主义对崇高美学的重塑(理
解基于女性经验的审美范式-主体立场以及伦理驱
动是如何影响当代的概念演进(并使崇高理论更体
现问题意识和时代关切的'

一

第三版的!劳特里奇美学指南"收录了美国
美学家卡伦$汉森所撰写的独立词条*女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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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在词条中(汉森梳理了女性主义与美学的
交织所带来的美学意义的扩展#*由于.美学/可
能意味着与艺术的创作-属性和接受相关的哲学
分支(也可能是有关美与审美的理论(也可能是对
感性知觉的研究+(所以女性主义美学可能涉及
如下方面(即*通过批评实践搜寻与拯救被艺术
史所排斥的女性)或者是对审美概念以及理论的
男性偏见进行批评审视)或者是发展其他方案(对
艺术的创作和效果进行.以女性为中心/的描绘)
或者是在感性认识的表述中加入性别的敏感度+
%P/73<7 Z$$&' 女性主义与崇高理论的相遇也
符合以上女性主义美学的总体潮流(隶属于*对
审美概念以及理论的男性偏见进行批评审视+的
做法%Z$$&' 它始于 "% 世纪 '% 年代末(从时间上
看(晚于艺术领域对女性艺术传统的探寻(艺术史
学家琳达$诺希林%B076/Q<+)107&早在 #$X# 年
就发表了!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的文
章)也晚于女性主义在文学研究领域倡导的女性
文学传统的发掘(比如桑德拉$>$吉尔伯特
%:/76G/>2W01K5G;&和苏珊$古芭%:*3/7 W*K/G&
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发表于 #$X$ 年(伊莲
娜$肖尔瓦特%I1/075:)<L/1;5G&的!她们自己的
文学"出版于 #$'" 年' 但是正因如此(对崇高论
的检讨才在一开始就吸纳了女性主义成熟期的诸

多思想(展现出强大的理论冲击力' 它不仅包含
从理论角度的批评再审视(同时也关心对女性理
论传统的再发现-对女性经验引入崇高论的新思
考(以及对理论当代相关性的延伸讨论' 当然(这
一切的基础是它首先聚焦了经典崇高论所隐藏的

歧视性意识形态' 这是女性主义为崇高论带来的
重要视角# 反思经典崇高论的思维框架(从根本
之处入手(拆解崇高美学的父权话语机制'

康德曾经说过#*鉴赏判断必定具有一条主
观原则(这条原则只通过情感而不通过概念(却可
能普遍有效地规定什么是令人喜欢的-什么是令
人讨厌的'+%!判断力批判" XZ&康德认为审美具
有中立的共通感' 女性主义却发现(在崇高审美
的*普遍有效的规定+中(什么是*普遍有效+的标
准(是由男权话语所界定的' *崇高+原来仅仅是
美的杂多样式中的一种(它真正成为经典审美范
畴(乃是通过与*优美+形成对比(使纷纭的美感被
统摄于崇高与优美的两极(在与优美这个同属于广
义之美的范畴的对比中(崇高找到了自己的参照

系#*美学史上(崇高经常被看作与优美对立的范
畴(对崇高的研究也常常是在与优美的比较中进行
的(因此崇高的特征大多与优美相对立'+ %彭峰
X"&这种对位关系依托具有结构主义经典意义的二
元对立框架(在男权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中(迅速
和性别政治的二元对立机制嵌合在一起' 男性理
论家们在定义崇高的同时(也书写着自身的性别属
性' 崇高区别于优美(一如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
分野' 为此(我们有必要回到崇高论的理论源头(
即朗吉努斯的!论崇高"(来看一看他的理论是如
何为其后的父权话语的介入提供契机的'

朗吉努斯在!论崇高"中将崇高定义为一种
修辞术(是语言能够激动人心-提升灵魂的力量'
为了进行形象直观的说明(朗吉努斯将语言所激
发的情感力量与我们面对壮美自然时的心理感受

进行了类比(即崇高的文字对我们的灵魂冲击(类
同于我们面对浩瀚江海-面对星汉灿烂或者岩浆喷
涌的壮观场景时的心潮澎湃' 当我们看到柔缓的
潺潺溪流-燧石激发的微火(不会有激情(只能体会
到温和的愉悦感%朗吉努斯 ##Z&' 朗吉努斯的类
比法为崇高概念的拓宽打开了方便之门' 第一(文
学与自然物的类比(使后来的理论家可以对崇高进
行跨学科跨领域的阐释' 朗吉努斯关心文学文体
以及政治修辞术的崇高特征(但艺术-自然-文化现
象等更广泛的对象也可以引发同样的审美情感'
第二(朗吉努斯将作为审美主体的*我+引入崇高
性的讨论中(审美客体在*我+心中唤起的强烈情
感是崇高审美的重要标识' 第三(崇高在与之形成
对位的优美中确立了它的审美范畴# 江河海洋在
小溪的映衬下(格外波澜壮阔' 小溪的清澈引发和
谐之美(却无法唤起崇高的审美通感与愉悦共存的
复杂体验(也缺乏恣肆丰沛的感情强度'

正因如此(#X 世纪后期(当埃德蒙$伯克以
及伊曼纽尔$康德化用朗吉努斯的理论(探索拓
展这一概念的文化与美学维度时(都借用了朗吉
努斯笔下小溪与大海-燧石与星光的对比(在此基
础上(建构起优美与崇高的概念对位' 虽然伯克
和康德对崇高论的关注各有侧重(即伯克强调情
感与文化的重要性(康德关心理性与道德的意义(
但当他们将朗吉努斯的自然类比进行性别政治的

引申时(两者却不谋而合地从自然现象移向文化
现象(把海洋与小溪的类比(变成了男性与女性的
类比-力量与柔弱的类比' 性别刻板印象的植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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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的性别维度

帮助男性气质与崇高性挂钩(女性气质被界定为
优美' 女性主义所关注的就是这种话语机制对女
性经验的贬低和对女性主体性的剥夺'

首先(在这种话语机制中(女性与男性的差异
被放大了(进而形成优美与崇高的审美两极' 男
性与女性身高-体重-体力-皮肤等生理性差异被
赋予了不同的审美属性(女性柔弱-温和-重情感
等与文化塑形有关的特点也被进一步固化' 朗吉
努斯0伯克0康德一脉的崇高论的共性是对强
力-高度以及庞大体积的推崇(男性的生理优势变
成了他符合崇高审美标准的例证(继而又被用来
印证他的精神和人格的力量(成为男性从自然属
性到精神力均优于女性的证据'

埃德蒙$伯克在!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
根源的哲学探讨"中形容道#*崇高的事物在尺寸
上是巨大的(而美的事物是娇小的)美的事物应该
是平滑-光亮的(而崇高的事物则是粗糙不平的)
5446美不应当暧昧不明(而崇高则倾向于黑暗
和晦涩)美应当柔和-精细(而崇高则坚固甚至厚
重'+%伯克 #%&&小溪0燧石0女性(她们同享娇
小-平滑-光亮-柔和-精细的属性' 海洋0星空0
男性(他们共有巨大-粗糙-神秘深度-厚重的特点'
康德在!论优美感与崇高感"中专设一节(标题是
*论崇高和优美在两性相对关系上的区别+(也沿
用了女性优美的性别属性设定' 女性是和*我们男
性有着显著的不同+(爱打扮(喜欢轻巧的东西(*比
男性精致(也脆弱+%YX&' 就像劳拉$朗格在!英
国文学批评的性别与语言"中所注意到的(自然属
性与文化属性的杂糅(最终是要为文化定义服务
的#*优美代表着光滑-柔弱-微小-和谐(是新古典
主义艺术想要表达的温柔的情感和特质(体现着
#'世纪对女性气质的要求'+%d*7?5#XZ&

其次(在经典崇高论的话语机制中(女性的力
量得不到承认(被贴上优美的标签(以满足男性对
欲望客体的掌控感' 力量与超越性是男性气质的
专利(与女性气质的分野一起被建构成社会常识(
*脆弱+*娇柔+*精致+44伯克和康德用这些词
汇界定女性特质(它们蕴含着父权社会对女性的
期待(承担着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影响着女性的
自我认知(逼迫女性主动内化这种看似*优美+实
则柔弱化的设定'

康德认为女性的脆弱性导致了精神力的不

足' *每种具有英勇性质的激情%也就是激发我

们意识到自己有能力攻坚克难的激情&(在审美
上都 是 崇 高 的' 例 如 愤 怒( 甚 至 绝 望'+
%f/7;##Y&女性*多愁善感+又*慵懒+(缺乏崇
高性(连负面情绪也不配拥有' 伯克说#*我们臣
服于我们所敬慕的(却都喜爱那臣服于我们的(在
前一种的情况下(我们是被控制的(而在后者我们
则满意于其温顺'+%伯克 $&&男性敬慕崇高的自
然(喜爱温婉可人的女子(这种喜爱难掩轻视' 所
以(伯克在!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
学探讨"中将女人与宠物归于同类' 在*娇嫩+一
节中(和优美女性作类比的是小灰狗-塘鹅-阿拉
伯小马等' 男性的隐喻动物则是獒犬与战马' 在
*平滑之美+一节中(伯克写道#*漂亮的鸟类和兽
类(身上那平滑的皮毛)美丽女人身上(那光洁的
皮肤'+%$X&在*渐进的变化+一节中(他赞叹鸽子
作为鸟类的完美线条(继而赞美女性的身体也同
样顺滑#*请来一位最美丽的女人(细细观看她的
脖子和乳房# 平滑(柔软(线条流畅'+%伯克 $'&

伯克的三个例子(尤其是最后两个(有着男性
中心主义欲望驱动的赤裸目光' 劳拉$普威在
!十八世纪的审美与政治经济# 性属在知识的社
会构成中的地位"中提醒我们(伯克的美学审视
受到了 #' 世纪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结构性支撑'
男性在婚姻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是审美主体#*女
性是 .性 /)男性是文化( 是女性的甄别者'
5446将女性与身体相捆绑的歧视都是这样一
个系统所造成的效果'+%R<<F54$&&

第三(在经典崇高审美的话语机制中(女性经
验得不到认可(男性主体性成为现代性主体性的
唯一模板' 康德是启蒙时期最关注现代社会的主
体性生成问题的哲学家' 但是(他对女性的主体
能动性保持怀疑' 在!论优美感与崇高感"中(他
宣称如果女性擅长希腊文(也会思考物理学中的
力学(那可是了不起的成就(*简直就可以因此而
长出胡须来了+ %f/7;YX&' 这种论调被剑桥英
文版!论优美感与崇高感"的编者帕特里克$弗
雷尔森和保罗$盖伊批评为*带有厌女症的倾
向+%cc0c&' 但是康德的刻薄话不只是为了浇灭
女性追求知识的热情(他是在质疑女性是否具有
学习知识所需要的理性' 理性匮乏(又如何能驾
驭审慎的道德反思, 照此逻辑(学不好希腊文和
力学的女性(是连道德自律都成问题的' 然而(女
性的日常经验在反驳着他的论述# 在生活中(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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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往往更善良(也更有同情心' 可是康德认为这
只能说明女性有好心肠(不能指望*这个优雅的
性别能够有道德原则+%Y$&'

康德的时代(正是启蒙时代(西方世界以神为
中心的世界让位于世俗世界(人的主体性得到了
前所未有的彰显(这使天赋人权观逐步成为社会
共识' 这个时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
的深刻变革(也在激励着身处其中的女性的启蒙
与觉醒' 康妮利娅$克林格注意到康德在此历史
时刻高扬崇高论(*这不是一个历史偶发事件'
它恰恰发生在性别关系产生变化的时代 +
%f107?5G#$Z&' 康德用区别两性关系的优美与
崇高的二分法(将审美与文化和性别与父权制机
制融合在一起(以普适性的审美合法化了父权制
对女性的歧视# 女性在体力上柔弱于男性(在精
神意志方面也缺乏能动性' 她只有自发的道德情
感(没有理性的协助(无法实现对庸常生活的超
越' 男性相比而言缺乏天生的道德情感(但他更
具理性(有冷静的判断力(能够恪守道德律令' 他
有坚韧的勇气(能够征服自然(为自然立法)也能
够借助理性-想象力和实践的多重力量(超越自身
的有限性(因此(他是崇高的(这种崇高体现了
*人类自由以及理性的成就' 5446将人与自然
相区别(让他独立于自然(凌驾于自然之上+
%f107?5G#$&&(也凌驾于*自然属性+的女性之
上' 新诞生的现代性主体便是以这样的崇高男性
主体性为范式' 它成为*在自然影响面前坚持我
们的独立性的一种强力5446绝对的伟大只建
立在他%主体&自己的使命中+ %!判断力批判"
#%$&' 男性得到了理性与力量的完满承诺' 女
性无法谈及主体(又何谈能动性(故而她们拿不到
超越性崇高的资格认证'

二

在辨析伯克以及康德所奠基的经典崇高论的

性别压迫机制之后(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将思考的
视角转回了自身# 自 #' 世纪崇高概念进入西方
美学领域(成为核心范畴以来(在近三个世纪的时
间里(崇高论默认男性主体性立场(反映男性经
验(推崇男性气质' 女性作家是否曾经尝试争夺
审美场域的话语权(对男性理论家的女性歧视进
行抗辩呢, 她们是否感受到崇高论的评估体系的

压力(曾经有意识地思考过应对策略呢,
当代学界对女性主义发展史的全面梳理(让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这位 #' 世纪英国女性思
想家回到了我们的视野' 她曾经以英国思想家威
廉$葛德文的妻子-小说家玛丽$雪莱的母亲-诗
人波西$雪莱的岳母-政治理论家托马斯$佩恩
的朋友而闻名' 在建构女性主义理论谱系时(她
被溯源为女性主义的先驱思想家' "% 世纪后期(
在深入研究她的理论贡献时(人们才意识到她同
时是一位美学理论家(作为埃德蒙$伯克和伊曼
纽尔$康德的同代人(她曾经参与过有关崇高论
的论争(并从女性的角度(对以伯克为代表的男性
崇高理论家提出了挑战'

沃斯通克拉夫特对崇高论的兴趣源于她的政

治诉求' 沃斯通克拉夫特对激进革命抱有友好的
态度' #X'$年(法国大革命爆发' #X$% 年 ## 月(
埃德蒙$伯克出版!反思法国大革命"(表明自己
支持既有制度的保守主义立场' 一个月后(沃斯通
克拉夫特发表!为人权一辩"(作为阅读伯克一书
的回应#*%伯克&的复杂论证唤起了我的愤怒(时
时让我坐立不安' 按照自然情感和普遍常识来看(
%伯克的观点&有很多问题'+ %b<113;<75+G/=;Y&
!为人权一辩"的行文形式是致伯克的一封信(实
则是尖锐的批评檄文' 伯克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
交锋在于如何理解法国革命(再往深处看(是在于
如何理解人权-人性和道德' 伯克承认革命存在合
理主张(但是他对人性善持有怀疑态度(认为社会
的积弊在于人性之恶' 激进革命无法成功(是因为
它无法改造人性(革命暴力却有巨大的破坏性#*唯
见断头台'+%e*G,5&&&为此(他提出良好的社会
秩序依靠社会成规的约束性力量(这种约束之力
就是道德' 沃斯通克拉夫特则认为人是有内在的
道德感和理性的(所以人性向善' 她认为社会之
恶(恶在制度(既有的君主制维护贵族权益(漠视
平民利益(这是对天赋人权的违反' 沃斯通克拉
夫特的政治理念主张理性与平等(反对压迫与剥
削' 在!为人权一辩"中(她期待法国大革命能够
推翻贵族统治(建立起人人平等的共和国'

基于同样的天赋人权以及人人平等的立场(
她反对伯克等男性理论家的审美体系对女性的贬

低和排斥(并在!为人权一辩"中加入了自己捍卫
女性审美权利的辩护(批驳了伯克在!关于我们
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一文中的性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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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的性别维度

偏见' 沃斯通克拉夫特不反对伯克所提出的崇高
和优美的审美范畴二分法(但是她反对伯克将女
性摒弃在崇高审美之外' 她发现伯克将男性形容
成强者(因其有勇气-有力量(所以崇高)而将女性
刻画成弱者(使得柔与美成为同义词(女性只能顺
从男性对她的定义(乖乖待在优美的审美领域'

为了驳斥伯克的崇高审美排斥女性的荒谬

性(她决定以伯克之矛(攻伯克之盾' 在!为人权
一 辩 " 中( 她 采 用 了 * 翻 转 战 略 +
%b<113;<75+G/=;#Z&(强调自己品格中的沉着冷静
与严肃真诚' 她笔下的伯克虚荣-胆怯-琐碎(喜
欢大惊小怪(行为方式恰恰如伯克所鄙薄的女性'
伯克惧怕革命-墨守成规(何来崇高的勇气可言,
他表现出的不正是所谓*女性化的软弱+吗, 沃
斯通克拉夫特将自己塑造成伯克的对立面# 她拥
抱变革的力量(不畏惧新生事物(用理智指导行
动(富有道德感(比伯克更符合崇高的标准'

沃斯通克拉夫特捍卫女性在崇高审美中的基

本权利' 为此(她把审美上升到神的赐予的高度#
*沃斯通克拉夫特相信个人良知(将对神的敬畏
融入她的崇高观'+ %eG<.L0+) &YZ&她提出崇高
来自理性和道德的双重加持(它不是男性的专利(
而是上帝惠赐给每一个人的力量' 在!为人权一
辩"中(她写道#*我畏惧崇高的%神的&权力(它创
造我的动机一定是智慧的以及良善的' 我依赖于
他(所以我严格遵守自己的理性总结出的道德法
律' 5446对上帝的畏惧让我尊重我自己(是
的(先生(我看重诚实的名声(与有德之人的友谊(
但是它们都远远不及我对我自己的尊重(这是一
种启蒙的自爱'+ %YY&沃斯通克拉夫特视上帝为
崇高的最高形式(看似持有一种反启蒙的立场(事
实上(她的崇高观从敬神入手(实现的是对自我的
肯定' *神是理性的最高形式+%>/11070+, $&(女
性和男性在神的面前一样平等(一样有理性(有资
格进入崇高的审美领域'

沃斯通克拉夫特撰写!为人权一辩"时(没有
提及康德' 但是她认为崇高审美与理性有关(这
一点和康德的观点不谋而合' 然而(康德认为女
性没有理性(无法实现崇高(对此沃斯通克拉夫特
绝不会同意' 如果沃斯通克拉夫特读过康德的
!论优美感与崇高感"(看到会希腊语的女性是要
*长出胡须来+的论述(应该会和康德展开一辩'
她很可能还会和康德展开另外一场辩论(原因是

他们在如何认识女性情感的问题上也有分歧' 康
德认为女性的道德情感是自然之力(比理性劣等'
沃斯通克拉夫特则认为女性之美包含情感之美'
她不反对伯克为女性贴上优美的标签' 优美审美
中的情感力量可以促进美德(令人向善(只有过度
的柔弱和多愁善感不值得鼓励' 她的审美观突破
了伯克以及康德的崇高[优美所划定的性别禁区'
理性与情感-崇高与优美(都集合在女性身上(她
们有着和男性同样的精神世界' 所以克里斯汀$
斯科尔尼克指出沃斯通克拉夫特在致力于*让生
理性别与社会性属脱钩+ % :,<170, "%'&' 珍妮
特$托德认为这种性别观念反映出沃斯通克拉夫
特具有*双性同体+的思想%b<113;<75+G/=;#Z&'

然而(无论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多么超前于
她的时代(都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 她的讨论始终
停留在男性理论家框定的概念领域之内' 她反对
同时代男性理论家的性别偏见(肯定女性的力量(
但是只要不修订崇高性的标准(崇高论对女性经验
的漠视和压制就始终存在' 崇高论歌颂强力(女性
的生存现实是她们属于社会弱势群体' 崇高论歌
颂自由(女性在父权制社会却一直被束缚在家庭的
方寸之地(被鼓励要做*家中天使+' 在文学领域(
女性作家的创作被批评为格局太窄(话题缺乏崇高
性' 连女性写作本身都要遭受非议(在男性眼中(
她们是一群*涂鸦女人+' 以沃斯通克拉夫特本人
的经历来看(她试图与同时代的男性思想家比肩(
积极参与崇高理论的辨析与论争(自觉运用崇高修
辞进行文学实践(然而(她在美学史上长期被忽略(
影响力无法与同时代的伯克以及康德相比' 她有
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从男性手中夺取话语权

的理论自觉(但其主张中不乏对男性话语的依赖(
这说明了女性寻找独立美学价值体系的艰难'

三

有没有可能让崇高审美表达女性经验(对崇
高论进行重新定义, 有没有可能建立女性崇高的
评估体系(用新的审美标准来重新解读女性书写
传统, 这是近三十年来女性主义批评家们的努力
方向' 伊莲娜$肖瓦尔特在梳理英国女性文学传
统时(将这一传统命名为*她们自己的文学+' "%
世纪末期女性主义者对崇高论的修正(则可以理
解为对*她们自己的崇高+的探索'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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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审美此前一直默认男性主体为理想审美

主体' #$'$ 年(帕特丽莎$雅格尔撰写!朝向一
种女性崇高"(率先对这一立场提出了挑战' 她
指出男性崇高是 *唯我独尊的帝国主义+模式
%T/5?5G#$"&(主张征服他者(是一种互不相容
的垂直思维' 女性崇高则是水平式的(更有包容
性(*向他者延伸(将自己延展向复数性的存在+
%#$#&(保留自我的边界(同时拥有探索主体间性
的乐趣' 她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解释这种差异性
的成因# 传统崇高建立在俄狄浦斯情结之上(充
满自我与他者的对抗)女性崇高是前俄狄浦斯式
的狂喜(是对他者的向往%"%$&' 雅格尔的文章
篇幅有限(对女性文学诗学特征的分析不够充分(
但是它开启了对女性崇高的理论探索'

如果在崇高论中加入女性的经验与立场(用它
重新思考文学史传统(是不是可以发现被此前的崇
高论所遮蔽的女性崇高的文学史风景, #$$Y 年(
安妮$f$梅勒出版了专著!性别与浪漫主义"(就
是要回应女性崇高文学传统的问题' 她将研究目
光聚焦在崇高论影响力最大的浪漫主义文学时期'
她认为浪漫主义研究不应该局限在享誉最多的诗

歌领域(只关注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雪莱等
男性诗人' 能够展现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复杂性的
综合考量应该把 #X'%0#'Y% 年的文学通盘纳入研
究视野' 如此一来(为数众多的女性作家得以浮出
地平线(也凸显出男性浪漫主义和女性浪漫主义的
差异# 它们在*主题关注-形式实践以及意识形态
定位等领域+都有所不同%>511<G"&' 男性浪漫主
义的成就集中在诗歌领域(作品反映了现代性主体
在巨变时代的多样化体验' 崇高审美源于男性对
主体性的坚决捍卫(大写的人站在宇宙中心(是意
义的赋予者' 面对壮美自然(华兹华斯式的孤独者
体会到灵魂升腾(外界回应着对自我的肯定)自我
包容了整个世界' 柯勒律治式的想象者将自我看
作一种空无(空无的灵魂与神性之间搭建起永恒的
关联(消融了他者的特异性(将它收纳入神性的大
我之中' 两种立场的地基都是*想象力-视野性以
及超验性+的男性化视角%#&' 女性浪漫主义所青
睐的文类是小说创作' 男性浪漫主义的崇高英雄
进入女作家们的笔下世界(变成了哥特小说中的父
权制暴君' 他们为世界立法的狂妄-为所欲为的自
大-不受控制的力量(是邪恶的源泉'

该如何铸造有别于男性崇高传统的女性崇高,

梅勒发现女性浪漫主义的选择是承认崇高客体的

异质性特征(以女性经验对它进行接纳' 所以*在
女性浪漫主义传统中(崇高与优美结合(产生的不
是几位男性浪漫主义诗人寻求的孤独的幻象性的超

验体验(而是把不同的两个人连在一起的共通感+
%>511<G#%Y&' 女性亲近崇高自然(在自然的启发
下(人与人缔结纽带(家庭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所
以(梅勒称这种女性崇高是*家庭化的崇高+%#%Y&'

显然(梅勒想让女性崇高反映浪漫主义时期女
性的日常生活经验(让女性所珍重的家庭价值-情
感价值为崇高审美添加新维度' 然而(当她使用
*家庭化+%6<.53;0+/;56&这个词汇时(不知道是否
考虑到它的另外一个含义(即*驯化+' 将崇高性引
入家庭生活(是在驯化它(让它变得可控' 经过软化
的崇高是否会丧失它应有的力量, 这和男性想要通
过优美审美控制女性的力量(让她们安居家庭空间
的策略有什么不同, 经由驯化调和过的崇高还是崇
高吗, 抑或是它已经滑向了*优美+的范畴,

其实(这些问题可以简化成一个问题# 男性
崇高强调*力的崇高+(女性崇高是不是需要用力
量的弱化来体现其与男性崇高的差异, 女性批评
家芭芭拉$克莱尔$弗里曼在!女性崇高# 女性
小说中的性属与过度"中给出了坚决的否定回
答#*反对将崇高进行驯化'+%HG55./7 Y&弗里曼
认为康德式的崇高隐藏着怯懦的内核# 惧怕挑
战(所以强化主体建构(以压制差异)畏惧崇高客
体的力量(所以对他者实行征服和控制)畏惧越
界(所以强调安全的距离' 经典崇高主体对客体
保持警惕(以防止引发狂喜-越界-入迷(而狂喜-
越界-入迷其实也是深具崇高性的审美体验'

女性崇高所珍视的正是这种被男性崇高论视

为危险的崇高力量' 它是偏离了标准的力量(是对
男性崇高论的基本逻辑的颠覆(即反对逻各斯中心
主义(反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反对身份认同的僵
化建构(主张与绝对的异质性的相遇' 这种无法被
语言与文化的象征秩序所收编和压制的绝对的异

质性(是无法被身份政治所锚定的存在(挑战着父
权制表征体系的极限' 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
坦"中的怪物-托尼$莫里森!宠儿"中的幽灵*宠
儿+(他们身上就闪现着这种异质性' 释放异质性(
拆除藩篱(让生命力流动起来# 因此女性崇高追求
边界美学(关注*边界的建构与破坏%这些边界可能
是美学性的-政治性的或者是心理性的&+)持有流变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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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的性别维度

的身份观(关心文学文本如何表达*身份的建构与解
体+)承认表征的有限性(努力探索它的边界(让文本
敞开(听语言言说其不可言说之意%HG55./7 &&(从
而带来阐释的多重性和意义的漫溢'

在弗里曼看来(凯特$肖邦的!觉醒"就是这
样一部体现女性崇高性的文本' 小说结尾(艾德
娜$蓬特利尔夫人在大海中溺亡' 这是一场事
故(还是有意为之的自杀, 如果是自杀(那么艾德
娜是在海中游泳(感到脱力后(一刹那对生命的倦
怠感涌上心头(所以放弃了求生(还是早有此意(
顺势而为, 对于这些问题(文本只提供了一些相
互矛盾的线索(而没有清晰的解释' 在艾德娜溺
亡后(再追溯她的生前(艾德娜在渴望着什么-在
欲求着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也只能靠文本的蛛
丝马迹去揣测' 在她的身上(有一种异质性的含
混(这含混源于婚姻-母亲的身份-友情-身体的欲
望-经济独立的愿望等众多力量对她的拉扯' 但
是(她也有一种异质性的决然' 那是一种破釜沉
舟-不甘为父权制所钳制的能动性(是一股不肯安
于现状-拒绝被驯化的力量' 凯特$肖邦的女性
崇高式的写作(也很好地展现了这种含混与决绝
交织的复杂性(开放的结尾更使文本的意义总在
延宕(不肯终结' 类似的作品还有伊迪斯$华顿
的!欢乐之家"-简$里斯的!早安(午夜"等'

总结这一时期女性崇高论的不同版本(我们
可以看到它们的共性# 反对父权体制和男性主体
观(质疑二元对立思维的合法性(肯定女性经验的
意义(提倡更为多元的价值观(将跨越边界的流动
性和开放性作为女性崇高论的力量源泉' 这也是
为什么批评家们在讨论女性崇高时(避免过激论
断(不愿将男性排除在女性崇高之外的原因' 安
妮$f$梅勒认为在浪漫主义诗人中(约翰$济
慈的写作就有女性浪漫主义的特征' 芭芭拉$克
莱尔$弗里曼指出她的著作之所以不谈论男作
家(不是因为女性崇高是男性的禁地(而是因为她
要集中精力讨论女性的社会困境%HG55./7 &&'
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以及社会学意义上的性属不

是女性崇高的先决条件(女性崇高*不愿意将崇
高直接等同于女性化+ %8&' 非此即彼的排他性
策略会违反女性主义介入崇高论的初衷' 因此(
当她们提倡*女性+崇高时(*女性+一词不定义性
别本质(而只是一种斗争工具和书写策略(用以与
崇高诗学传统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倾向相区别'

四

女性主义对崇高论的再审视始于 "% 世纪 '%
年末(在 "#世纪之前的十年时间里(*女性与崇高+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诗学与艺术美学领域' 随
着 "#世纪的到来(哲学家-伦理学家-文化批评学
者也展现出了对这个议题的浓厚兴趣(他们从政治
美学-性别差异-伦理立场等多种角度(对已经被融
合进当代社会文化肌理的崇高审美进行深入分析'

崇高论研究的女性主义视域拓展在出版于

"%%# 年的!论蜘蛛-赛博格和神圣存在# 女性与
崇高"中已现端倪' 在这部著作中(乔安娜$赛
琳斯卡像梅勒-弗里曼等学者一样关心女性主义
崇高诗学' 她将它推进一步(探索崇高风格的女
性表达(进而发现法国后结构女性主义学者茱莉
亚$克里斯蒂娃%g*10/fG03;5F/&以及海伦娜$西
苏等倡导的*女性书写+符合女性崇高书写的特
征(具有开放性-异质性-流变性' 西苏在!美杜
莎的笑声"中写道#*我们如狂风骤雨)我们的自
身若有部分脱离( 也不会让我们畏惧虚弱
5446' 笑声从我们的所有的口中溢出)我们的
血 流 淌( 我 们 延 伸 着 自 己( 永 无 尽 头'+
%E0c<*3YZ$&这是典型的女性崇高文本(表达着
女性的经验与存在# 复数的*我们+中有一个个
*我+(也包含着可脱离自身的*非我+的异质性(
身体与精神-有限与无限同在' 这里的言说方式
也是流动的(意象化的文字带来诗情和复义性'

然而(赛琳斯卡研究崇高诗学(不是为了用它
指导文学批评实践(而是因为她发现崇高诗学内嵌
政治 伦理立场%V41073,/&$&(诗学同时也是伦理
学以及政治学' 赛琳斯卡指出(女性崇高是*新旧
交织的话语+%Y'&(*旧+是传统之旧(它建立在对
传统崇高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新+是立场之
新(借鉴了让 弗朗索瓦$利奥塔%g5/7AHG/7o<03
B4<;/G6&的后现代理论(也吸纳了当代女性主义的
思想' 所以(女性崇高论将传统崇高论的*有所畏
惧+000即崇高感来自对死亡-虚无-自我的解体等
恐怖的规避或征服000改造成了*无所畏惧+000
即女性崇高*放弃了伯克式的安全距离以及康德式
的安全位置+%YZ&(以更开放的态度面对恐惧(接
纳愉悦与痛苦的混杂(不畏惧生与死的可通约性(
认可自我的流动性' 由此(一个新的政治 伦理向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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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女性崇高的维度上敞开# 经典崇高论将陌生
的他者的异质性视为危险与威胁' 女性崇高诗学
中的*我+(自身就有异质性(面对他者不会因恐惧
而退却(能够承担起伊曼努尔$列维纳斯
%I../7*51B5F07/3&所倡导的*对于他者的绝对的
伦理责任+%P/76 8&&(这也是一种政治立场'

如果说赛琳斯卡的著作预示着崇高诗学研究

介入伦理以及政治议题的野心(那么在*$$## 事
件+后(审美与政治深度地交织在一起(凸显出女
性主义崇高研究介入当下现实的必要性' "%%#
年 $ 月 ## 日(塔利班恐怖主义极端分子驾飞机冲
向美国资本主义文明标志物的双子塔(造成数千
人的死亡' *事件总是某种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
生的新东西(它的出现会破坏任何既有的稳定框
架'+%齐泽克 && $$## 就是这种意义上的*事
件+(它是重大的历史拐点(西方世界的自我认知
与想象自此改变(西方世界突然感知到了恐怖和
危险(陷入了妄想症式的焦虑(每一张陌生的中东
人面孔都暗示着一名潜在的恐怖分子的可能性'
在此背景下(崇高美学强势回归' 美国及其盟友
随后发动了两场反恐战争# 阿富汗战争以及第二
次海湾战争' 战争动员-媒体宣传-部队部署-战
斗场面展示(都伴随着对崇高美学的征调' 因此(
"%%&0"%%X 年(两部从女性主义视角反思崇高美
学的理论著作相继问世(它们都探讨了恐怖暴力
与崇高美学的深层关系问题'

让我们先来看看!崇高-恐怖以及人类差异"
一书' 这是一本哲学著作(作者是著名女性主义
哲学家克莉丝汀$巴特斯比' 巴特斯比在序言中
指出#*现代政治恐怖的表征无一例外以这样或
者是那样的方式和崇高的 概 念 相 关 联'+
%e/;;5G3K4Y&在*$$## 事件+后(有音乐家宣称
他从飞机撞击双子塔的壮观场面中获得了创作交

响乐章的灵感' 他的言论招致了舆论的大力谴
责' 但是(*$$## 事件+后(人们反复观看电视台
播放的恐袭场景回放)阿富汗战争以及第二次海
湾战争中的军事行动常常能登上 EQQ等美国电
视台的头条000这些暴力场景带动出的审美快
感(符合伯克与康德的崇高定义# 我们体会到危
险与威胁的迫近(又隔着安全的距离(可以进行审
美观想' 而最终将实现某种征服与超越' 如果音
乐家不应该对*$$## 事件+进行审美解读(观看
美军作战的电视观众的审美体验是否也应该受到

质疑, 是否要首先问责媒体为何在煽动崇高的视
觉欲望, 是否需要反思为什么当今社会有这么多
暴力场景可供观看, 此时(让我们再回到崇高审美
的讨论中000崇高审美与暴力究竟是什么关系,

这是巴特斯比想要回答的问题' 为了寻找答
案(她决定回到 #' 世纪崇高美学经典化的源头进
行考察' 她发现崇高美学自启蒙时代起就携带了
暴力基因(它感应了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主张在混
乱与恐怖之上建立超验的秩序(必要时可以动用
强力' 它歌颂人类勇气(而勇气是彰显男性气概
的重要品质(其激情源自*我们意识到自己有能
力攻坚克难+(所以勇气允许展示力量(允许为了
抵抗恐怖而诉诸武力' 在此前提下(康德这位
*永久和评论+的支持者承认战争这架暴力机器
可能引发审美感#*如果战争能够按照秩序和对
平民的权利的尊重而展开(是具有一定的崇高性
的'+%康德(!实践理性批判" ZYY&按照这个逻辑
来判断($$## 的恐怖袭击不符合崇高美学' 但
是(以消灭恐怖分子为名义的阿富汗战争和第二
次海湾战争能进入审美领域' 西方军队装备精
良(来到蒙昧的东方土地(如同天神般将愤怒降给
蝼蚁般的敌人(这是具有崇高性的'

问题在于(在这种崇高论中(被施以暴力压制
的生命是被客体化了的抽象生命(他们无面目(无
个性(只能以一种可怖的异质性集体身份存在着'
他们是西方人眼中长得都挺像的穆斯林人' 崇高
论的主客体分离切断了道德共情的纽带(也阻断
了伦理责任的承担(使审美愉悦没有了负担' 它推
崇力量(启动征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合法化了暴
力和冲突' 为此(巴特斯比认为崇高论的传统中埋
藏着今日世界冲突的影子#*不宽容-全球争议以及
价值冲突(当今世界的这些纷争都有审美的参与'+
%e/;;5G3K4"%&&崇高审美不是社会暴力泛滥的根
源(但是(它在渲染着恐怖(对差异化的生命进行着
压制(激发出暴力(甚至会造成它的升级'

在剑桥大学出版的!女性解放与崇高# 女性
主义-后现代主义与环境"一书中(邦尼$曼同样
在讨论后*$$## 事件+的政治美学(她关心的是
国家和媒体如何共同征用了崇高审美' *$$##
事件+后(美国*用暴力和权力的奇观化+来包装
主权国家形象(以期震慑敌人(让他们感到敬畏(
*重新向我们俯首称臣+%>/77( b<.57J3B0K5G/;0<7
#X&&' 媒体则迷恋力量的展示和视觉的奇观化(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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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的性别维度

染毁灭与恐怖的崇高' 观众的感官被一幕幕崇高
场面震撼到麻木(无暇思考(无暇质疑'

为此(邦尼$曼认为应该抛弃男性崇高模式(
从女性崇高论中寻找新的政治美学方案' 弗里曼
在!女性崇高"中将女性崇高比喻为交界地带(自
我和他者在边界相遇(接纳杂糅(有脆弱的易感
性' 这种易感的脆弱和朱迪斯$巴特勒的脆弱生
命观有吻合之处' 巴特勒在!脆弱不安的生命# 哀
悼与暴力的力量"中指出(人们生活在人世间(相互
依赖(同时也容易受到彼此的伤害#*我们都如此脆
弱(易受他人伤害的弱点是我们有朽之躯的组成部
分5446' 认识这一弱点有助于人们以此为基础
探索非暴力政治解决方案(而沉湎于制度化的统治
妄想及否认这一弱点则会招致兵戎相见'+
%e*;15G"' "$&所以邦尼$曼将承认脆弱性的女
性崇高视为男性暴力崇高的解毒剂' 在女性崇高
中(勇气不是战场上的冲锋陷阵(而是承认肉身易
朽(爱惜生命珍贵(坚韧地承受精神以及肉体的痛
苦(不逃避绝对的伦理责任' *崇高要求我们面对
那些我们严重伤害过的他者%以及那些可能伤害过
我们的他者&(承认我们休戚与共(至少我们同在一
个地球共居一方空间'+%*'3%)L/!"N%-.#"') #XX&
正因为缺乏反思(这种生命伦理一直无法建立(相
反(崇高论的男性模式却一直在被强化' 所以(
"%#Z年(邦尼$曼专门撰写了!主权男性气概"这
部著作(来解释作为国家主权集体形象而存在的
*自我+是如何与这种崇高美学相重叠的*主权男
性气概+一起为美国的国家形象建构服务的
%#XZ&' 这种建构的本意是用优势性的实力和英勇
无畏的气势对抗恐怖(驱逐恐惧(但造成的后果是
崇高审美堕落为无底线的暴力宣泄'

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如何理解这两组关
系(是区分男性崇高与女性崇高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男性崇高审美中(自我[他者-主体[客体(它们形
成二元对立(分列清晰的界墙两端(这座界墙依靠
强力维持(其力量体现在秩序的建立中' 在女性崇
高审美中(自我 他者-主体 客体(它们是共生关
系(身份可以流动转换(其力量体现在包容-越界与
宽恕中' "%#X年(厄林$斯皮思在!性别与主体间
性# 福克纳-福斯特-劳伦斯以及沃尔芙的崇高"中
重回文学领域讨论崇高诗学(对这两组关系的可能
模式进行了新的探索#*当主体不再将他者视为客
体(不再借助他者来进行自我认定-自我否定或者

自我怀疑(会发生什么,+%:M5535## #"&通过对
威廉$福克纳-I2>2福斯特-S2P2劳伦斯以及弗
吉尼亚$沃尔芙的作品进行分析(她发现随着主客
体模式的放弃(*一种互惠的-共情的-主体间性的
崇高就会在两个主体的互动之中涌现+ %Z&' 在
!到灯塔去"中(丽莉$布里斯库想为拉姆齐夫人
画像(却不愿意也没办法用艺术家客体化艺术品的
方式来捕捉她的复杂性' 十年后(拉姆齐夫人去
世(丽莉感悟到夫人的关怀依然感召着她(通过设
身处地的共情(理解了夫人的主体性(随之顿悟(画
出了心目中的理想画作(*她在极度疲倦中放下画
笔(心想(是的(我已经有自己的视野+%b<<1="##&'
当自我与他者形成了*主体 主体+的关系(客体化的
策略会失效(唯有关怀伦理能够给主体以力量(使其
超越自身的封闭经验(抵达崇高'

自此(让我们回到开篇(重新回顾哈罗德$布
鲁姆在!影响的剖析" !神魔知道"等作品中提倡
的崇高论' 显然(布鲁姆所继承的崇高美学传统
是具有局限性的' 空泛地谈*激情+*超越+与*人
性+(却不愿意讨论超越的标准中隐藏的性别限
制性条款(这是在制造一种男性话语权的乌托邦'
而且(这种崇高忽略了历史的阴影和当下的复杂
性(阻断了抵达崇高的其他路径(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超越' 这也是为什么近三十年来(女性主义在
哲学-文化-政治-艺术-文学诸领域对崇高美学进
行全方位再审视的原因' 如何让崇高美学标准能
够与女性经验和女性传统相契合, 如何站在女性
立场(为崇高美学提供新的思考视角, 如何秉持
女性主义主体观(行践对他者的崇高伦理责任,
44女性主义批评家们正在进行着积极的探索'
一种跨越边界-尊重情感-拥抱异质性-提倡主体
间性的新的崇高美学主张正在形成中' 这是女性
主义为崇高美学的理论场域带来的新动能'

引用作品':/)7(4"#%0(

e/;;5G3K4( E)G03;0752 9(% B5N$"3%( 9%--'-.)+ A53.)

0"DD%-%)6%2Q5LT<G,# d<*;156?5( "%%X2

e1<<.( P/G<1629(%K).#'3>'DR)D$5%)6%# !"#%-.#5-%./.

*.>'D!"D%2Q5LP5/F57# T/15U70F5G30;4RG533( "%##2

2 9(%0.%3') T)'1/# !"#%-.-> ,-%.#)%//.)+ #(%

K3%-"6.) B5N$"3%2 c̀=<G6# c̀=<G6 U70F5G30;4RG533(

"%#82!

29(%*%/#%-) I.)')# 9(%2''7/.)+ B6(''$'D#(%K@%/2

$#%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Z 期

Q5LT<G,# P/G+<*G;( #$$Z2
eG<.L0+)( S/F062*b<113;<75+G/=;/3/EG0;0+<=e*G,52+

4'$"#"6.$9(%'->"Y2Z%#$$8&# &#X &YZ2

埃德蒙$伯克# !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
讨"(郭飞译' 郑州# 大象出版社("%#% 年'

5e*G,5( I6.*762K4("$'/'J("6.$?)M5"->")#'#(%8-"@") 'D
85-R+%./'D#(%B5N$"3%.)+ 2%.5#"D5$;DG/732W*<H502
V)57?()<*# I15M)/7;RG533( "%#%26
2:%D$%6#"')/') #(%:%G'$5#"') ") Q-.)6%2I62HG/7, >2
D*G75G2Q5LP/F57# T/15U70F5G30;4RG533( "%%Y2

e*;15G( g*60;)24-%6.-"'5/!"D%# 9(%4'1%-'D='5-)")@ .)+
["'$%)6%2B<76<7# _5G3<( "%%Z2

E0c<*3( Pm1s752*D)5B/*?) <=;)5>56*3/2+ Q%3")"/3/2
I632d<K47 b/G)<1/76 S0/75RG0+5P5G7612Q5L
eG*73L0+,# d*;?5G3U70F5G30;4RG533( #$$X2YZX Y&"2

HG55./7( e/GK/G/E1/0G529(%Q%3")")%B5N$"3%# ,%)+%-.)+
?E6%//") *'3%)L/Q"6#"')2e5G,5154# U70F5G30;4<=
E/10=<G70/RG533( #$$X2

P/76( :5t72?33.)5%$!%G")./2Q5LT<G,# d<*;156?5(
"%%$2!

P/73<7( f/G572 * H5.0703;953;)5;0+32+ 9(%:'5#$%+@%
I'3J.)"') #'K%/#(%#"6/2I632e5G43W/*;/76 S<.070+
>+aF5GB<M532Q5LT<G,# d<*;156?5( "%#Y2Z$$ 8%'2

f/7;( a../7*5128N/%-G.#"')/') #(%Q%%$")@ 'D#(%2%.5#"D5$
.)+ B5N$"3%.)+ 8#(%-*-"#")@/2I632R/;G0+, HG05G3<7
/76 R/*1W*45G2 E/.KG06?5# E/.KG06?5U70F5G30;4
RG533( "%##2

伊曼纽尔$康德# !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 北京# 人民
出版社("%%Z 年'

5 2I-"#"M5%'D&5+@%3%)#2DG/732S57?C0/<./7?2
e50N07?# R5<M15J3R*K103)07?P<*35( "%%Z26

000# !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Z 年'

5 2I-"#"M5%'D4-.6#"6.$:%./')2DG/732S57?C0/<./7?2
e50N07?# R5<M15J3R*K103)07?P<*35( "%%Z26

f107?5G( E<G7510/2*D)5E<7+5M;3<=;)5:*K10.5/76 ;)5
e5/*;0=*107 f/7;/76 B4<;/G62+ Q%3")"/#R)#%-J-%#.#"')/
'DR33.)5%$T.)#2I62d<K07 >/4:+)<;;2U70F5G30;4
R/G,( R/# D)5R577341F/70/:;/;5U70F5G30;4RG533(
#$$X2#$# "#"2

朗吉努斯#*论崇高+(!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 # 卷(章安
祺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年' XX0
#Y"' !

5B<7?07*32* 7̀ ;)5:*K10.52+ 9-.)/$.#"')/') K%/#(%#"6/N>
="5 !")@H(5;_<12#2I62V)/7?97O02e50N07?# E)07/
d57.07 U70F5G30;4RG533( #$$'2XX #Y"26

>/11070+,( S/70511/2* :*K10.5P5G<03./76 9(%*-')@/'D

*'3.)# R/330<7( d5/3<7( 9?57+42+ ?5-'J%.)
:'3.)#"6:%G"%1#'2#%"%%X&# # "X2

>/77( e<77052B'G%-%"@) =./65$")"#># ,%)+%-!%//')/D-'3
#(%*.-') 9%--'-2Q5LT<G,# c̀=<G6 U70F5G30;4RG533(
"%#Z2!
2 *'3%)L/!"N%-.#"') .)+ #(% B5N$"3%# Q%3")"/3(
4'/#3'+%-)"/3( ?)G"-')3%)#2̀ c=<G6# c̀=<G6 U70F5G30;4
RG533( "%%&2

>511<G( 9775f2:'3.)#"6"/3 .)+ ,%)+%-2Q5L T<G,#
d<*;156?5( #$$Y2!

彭峰# !西方美学与艺术"'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8

年' !
5R57?( H57?2*%/#%-) K%/#(%#"6/.)+ K-#2e50N07?# R5,07?

U70F5G30;4RG533( "%%826
R<<F54( >/G42*953;)5;0+3/76 R<10;0+/1I+<7<.407 ;)5

I0?);557;) E57;*G4# D)5R1/+5<=W5765G07 ;)5:<+0/1
E<73;0;*;0<7 <=f7<L156?52+ K%/#(%#"6/.)+ R+%'$'@>2
I62W5<G?5B5F0752Q5LeG*73L0+,# d*;?5G3U70F5G30;4
RG533( #$$Z2X$ #%82

d*7?5( B/*G/B2,%)+%-.)+ !.)@5.@%") 2-"#"/( !"#%-.->
I-"#"6"/3( W]]c WeZc2 E/.KG06?5# E/.KG06?5
U70F5G30;4RG533( #$$X2

:,<170,( E)G03;075>2*b<113;<75+G/=;J3S031<+/;0<7 <=;)5
>/3+*1075 :*K10.5# 9 _0760+/;0<72+ :(%#'-"6.# K
&'5-).$'D#(%A"/#'->'D:(%#'-"6"#2Z %"%%Y&# "%8
""Y2!

:M5535( IG072,%)+%-.)+ #(%R)#%-/5N_%6#"G%B5N$"3%")
Q.5$7)%-( Q'-/#%-( !.1-%)6%( .)+ *''$D2Q5LT<G,#
d<*;156?5( "%#X2

b<113;<75+G/=;( >/G42K[")+"6.#"') 'D#(%:"@(#/'D=%)( K
[")+"6.#"') 'D#(%:"@(#/'D*'3.)( K) A"/#'-"6.$.)+
='-.$["%1'D#(%Q-%)6( :%G'$5#"')2I62g/75;D<662
Q5LT<G,# c̀=<G6 U70F5G30;4RG533( #$$Y2

b<<1=( _0G?070/29'#(%!"@(#('5/%2I62>/G, P*33542Q5L
T<G,# P/GF53;e<<,3( "%%82

T/5?5G( R/;G0+0/2*D<L/G6 /H5./15:*K10.52+ ,%)+%-.)+
9(%'-># 0".$'@5%/') Q%3")"/#I-"#"6"/32I62B076/:2
f/*==./72̀ c=<G6# e/301e1/+,L511( #$'$2#$# "#"2

斯拉沃热$齐泽克# !事件"(王师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
版社("%#& 年'

5u0v5,( :1/F<N2?G%)#2DG/732b/7?:)02:)/7?)/0# :)/7?A
)/0B0;5G/;*G5/76 9G;RG533( "%#&26

V41073,/( g</77/28) BJ"+%-/( I>N'-@/( .)+ 2%")@ B6.-%+#
9(%Q%3")")%.)+ #(%B5N$"3%2>/7+)53;5G# >/7+)53;5G
U70F5G30;4RG533( "%%#2

!责任编辑, 王嘉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Gender and the Sublime
	Recommended Citation

	tmp.1647374404.pdf.Mkgc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