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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论的衰微与身体美学的兴起

!!!以西方美学为例

王晓华

摘!要! 在西方美学史上!二元论)@9:;760*曾经长期占据上风" 自诞生之日起!它就建立起等级制的人学图式( 心被想
象为一种主体性角色!身则被当作需要驱动%充实%引导的被动之物" 从逻辑上讲!这种图式蕴含着一个悖论( 倘若身心
根本不同!它们就无法相互作用!当然也不可能联合为人&要是它们本性相同!将它们划分为两元同样悖理" 在破解这个
悖论的过程中!身体的意义获得了吊诡性的揭示" 尤其是到了近代以后!自然科学持续揭示了精神活动对身体的归属关
系!提供了解构二元论的证据" 随着二元论的衰微!现当代理论中的身体开始展示其主体形貌!美学建构出现了层层递
进的身体复兴( 在 %) 世纪中叶!作为#身体的话语$的感性学诞生了&到了 %$ 世纪末!尼采标画出身体美学的原初形貌&
进入 "# 世纪以后!在现象学%实用主义%认知科学的合力推动下!身体美学最终升格为一个学科" 可以预见!这个进程还
将持续下去!属于身体美学的时代还刚刚开始"
关键词! 二元论&!悖论&!身体&!主体性角色&!感性学&!身体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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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论的衰微与身体美学的兴起

!!在西方美学史上#二元论)@9:;760*曾经长期
占据主流地位$ 从表面上看#它似乎建立了不偏
不倚的人学图式#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自其诞
生之日起#相关言说就具有等级制的结构- 心被
想象为一种主体性角色#身则被当作需要驱动%充
实%引导的被动之物$ 于是#相反的可能性被长期
遮蔽了- 活的身体)3G4;7L72J>/@<*是生活的承担
者#所谓的心不过是其内在构成$ 正因为如此#二
元论的流行意味着身体的被压抑状态$ 当且仅当
它被质疑%松动%解构#身体才能获得出场的机缘$
回顾西方美学的发展踪迹#我们会发现二元论的
衰微对应着身体美学的兴起- %-有关二元论的假
设总是导致各种悖论#破解它们的过程吊诡地敞
开了身体的意义("-到了近代以后#自然科学的发
展持续揭示精神活动与身体的关系#提供了解构
二元论的证据('-随着这个进程的深入#现当代理
论中的身体开始展示其主体形貌#身体美学应运
而生$

一" 二元论的前现代形态与身体的遮蔽
敞开

!!在重构二元论之前#有必要反思曾经普遍流
行的说法- 人类曾经历过完全和谐的时代#原初
文化没有任何裂痕$ 从身心关系的角度看#这种
说法属于一个装饰过去的乌托邦#并无实在的所
指$ 自万物有灵论):270760*!!!人类历史上最
早的生命图式!!!诞生之后#身与心的裂痕便已
经出现#感性生命就被抛入遮蔽!敞开的张力之
中#有关审美的言说也具有难以消除的悖论品格$

原初形态的万物有灵论又被称为泛心理主义

)A:2A6<.G760*#因为它将整个世界当作精神显现
的场所)Y;:.K>952 "+(*$ 受其影响的人们相信精
神寄寓于可见之物中#赋予后者生命力#支配其行
动$ 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这种观点曾广泛流行
于远古时代的西方世界$ 譬如#在新石器时期#某
些头骨会被填上石膏#目的是封存死者的灵魂
)基西克 &$*$ 这意味着对精神!主体的信仰-
尽管身体已经消亡#但灵魂依然活着$ 或者说#身
心的生命之间具有无法抹去的时间差$ 当身体和
灵魂被如此区分以后#二元论的雏形已经出现$
如果后者充分展开自己的深层逻辑#那么身体必
然被遮蔽乃至被贬抑$

到了古希腊时期#这点已经清晰可见$ 在荷
马史诗+伊利亚特,)A994%6*中#心魂)A69.Gi*一词
一共出现了 '' 次#大都直接与思想和生死问题有
关)H:L76$*$ 它首先意指&生命的呼吸'或&内
在的生命'$ 落实到具体语境中#它可以分别意
指精神)6A7573*%胸怀)>54:63*%心灵)072@*%心脏
)G4:53*)$*$ 此种定位凸显了精神的意义#强调
它是生命的本原和思维的器官$ 虽然荷马所描述
的心魂还未彻底摆脱物质形态#但二元论图式已
经廓然成形-&荷马区分了身体)@40:6# 6j0:*和
心魂'#相信人死后心魂会从口中呼出#描绘了后
者如轻烟般飞往冥府的情景)+伊利亚特, %%*$
当荷马做出如此划分时#西方文化中的一个原型
形象出现了- 身魂综体)3G442?6/9;4@ >/@<*$ 人
由心魂和身体组成#但二者并非平等的伙伴- 仅
当心魂寄寓于身体之中#身体才具有来自心魂的
活力(一旦心魂离去#它便立刻沦落为死物$ 譬
如#+伊利亚特,中的赫克托耳被长枪刺中之后#
&心魂飘离肢腿'#&死的终极将他笼罩' )*#**$
他曾经活跃的身体倒下了#任凭对手处置$ 敌人
们跑来围住它#惊异于其柔顺品格-

&瞧哇%现在的赫克托耳容易摆弄%
远为松软%

比之以前%他用熊熊火把焚船的时
光"'#*#+$

他们凝视它#感慨赫克托耳曾经拥有的健美和豪
强#&边说边捅一番' )*#+*$ 被凝视的身体是审
美的对象#也是无力抵抗伤害的客体$ 在这个意
味深长的事件中#史诗中的身体出现于二元论图
式中#展示了在其中的位置和命运$

在荷马史诗中#有关身魂关系的言说并非无
懈可击$ 虽然生命力的承载者被视为心魂#但人
们施加影响的对象却是身体$ 当荷马极力渲染身
体相互搏斗的场面时#一个问题已经悄然出现-
如果身体并不标志自我#那么#交战的双方为何都
把矛头指向它3 是为了破坏心魂的住所吗3 假如
心魂代表人的自我#这种破坏又有何实质性意义3
为什么心魂离开身体后会变成虚影)47@j;:*3 倘
若心魂在丧失身体寓所后必然飘向冥府#这岂不
又反过来证明了身体的意义3 在描述心魂的形态
时#上述问题会变得更加尖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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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言罢%我在心里思忖%心想展臂
抱住死去的娘亲%她的魂灵"
一连三次我迎上前去抢抱%服从急

催的内心%
但她一连三次飘离我的手臂%像一

个影子

或是梦景%悲痛加剧%折磨我的
心灵"

我对她说话%用长了翅膀的语言
说及!

&为何避我%母亲%当我试图抱你%
以便%即便在哀地斯的家居%我们的

双臂亦能

紧抱%在凄楚的梦中舒慰一起+
抑或%你只是个虚形%高傲的裴耳赛

丰奈

把它送来与我%增剧我的悲痛%加深
悲戚+ #-奥德赛. ''"*''$

离开身体的心魂虽然变成了虚影#但却具有身体
的形貌和姿态$ 既然如此#区分身体和心魂的根
据何在3 为何二者最终会分道扬镳3 在荷马的时
代#这些问题并未立刻被意识到#但已经潜伏于
&文字的蜂群中'#随时会浮出海面$

从逻辑上讲#解决荷马身魂问题的路径有二-
其一#超越二分法#代之以一元论(其二#强调身魂
之别#重新为二元论奠基$ 现在看来#荷马之后的
希腊人选择了第二个方案$ 到了古风时期#哲学
的诞生推动了身魂分野的进程$ 譬如#在米利都
学派 ) S7;467:2 E.G//;* 的 阿 那 克 西 米 尼
)D2:8704246*看来#人类的灵魂是空气#将我们聚
集起来#提供了呼吸的力量#而它自身&完全接近
于非肉身之物 )3G472./5A/54:;*' )Y:5246"**$
空气轻盈%透明%无限#迥别于沉重%晦暗%有限的
身体$ 这个立场被毕达哥拉斯所继承和强化#引
发出对灵魂的下述言说- 首先#灵魂是不朽的(其
次#它会变成其它动物(再者#所有发生的事都会
以固定的节奏再次发生#没有什么是绝对新的(最
后#所有活的事物可以被归为同一种类)''*$ 不
朽的灵魂会在不同的身体之间迁居#预先决定了
各种事物的本性$ 这个阐释清晰地将灵魂与自我
联系起来#强调它可以维持人&从出生)或此前*
到 死 亡 ) 或 死 后 * 的 完 美 同 一 性 '

)Y;:.K>952 '(+*$ 如此言说的他为灵魂设定了
一个对照物#凸显了身体的短暂品格$ 有死的身
体无权代表人的自我#只能扮演辅助性角色$ 当
灵魂在宇宙中漫游时#身体虽然提供了暂时的驿
站或保护性的外套#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可或缺-
即使处于无身体状态#灵魂仍是自我的同义语$
据说#毕达哥拉斯相信灵魂会记住他们所经历的
一切#在冥府也不例外)Y:5246'&*$ 假定离开
了身体的灵魂仍能体验世界#此类猜想可能引发
新的问题- 体验离不开五官的感受#告别了身体
的灵魂如何能够单独感受世界3 难道它也拥有自
己的五官3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灵魂岂不就是缩
微的身体)身体中的身体*3 其独特性何在3 显
然#毕达哥拉斯的理论面临着自我驳斥的危机$
在他所属的时代#这个危机并未被意识到#许多人
依然 沿 用 同 一 思 路$ 譬 如# 赫 拉 克 利 特
)Z45:.;7396*曾说&灵魂在冥府运用嗅觉'#但同样
为说明这如何可能)Y:5246*&*$ 事实上#只要
假定灵魂就是自我#那么#它就必然被视为相对自
足的存在!!!不仅仅能够思考#而且可以感受和
行动$ 然而#上述假定本身就是成问题的- 如果
灵魂可以代表人出场#那么#它为何非要与身体结
合3 这岂不是可以避免的错误3 后来#柏拉图
)P;:3/*给出了一个牵强的答案-&如果灵魂是完
善的#羽翼丰满#它就在高天飞行#主宰全世界(但
若有灵魂失去了羽翼#它就向下落#直到碰上坚硬
的东西#然后它就附着于凡俗的肉体#由于灵魂拥
有动力#这个被灵魂附着的肉体看上去就像能自
动似的$ 这种灵魂和肉体得组合结构就叫做.生
灵/#它还可以进一步称作.可朽的/$' )+裴德罗
篇, "&*Y*灵魂与身体分别属于天空和大地#迥
异的本性意味着它们的结合不可能长久$ 为了摆
脱身体的牵累#哲学家甚至需要&练习死亡')+裴
多篇, )#V*$ 这等于说灵魂与身体的结合是个
错误#因而愈加凸显了二元论的困境$ 要缓解这
种理论上的紧张状态#出路之一是强调身心结合
的必然性$ 这正是亚里士多德)D5763/3;4*的言说
策略$ 亚里士多德修正了柏拉图的思路#力图建
立不偏不倚的人学图式$ 他将灵魂定义为&活的
身体的原因 ).:964* 和原理 ) A572.7A;4*' )C"
F$4-% &%(>*#强调它只能寓于&身体的各部分之
中')&%':*$ 只有当灵魂与身体结合时#人才会
诞生$ 在论述结合的具体机制时#他强调身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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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机能#&所有非静止而又涵括灵魂的身体都
不可能没有感觉)A45.4A37/2*'#因为这意味着它
不能&回避某物或获得他物' )&'&>*$ 只有通过
感觉器官 )64264?/5J:2*#人才感觉到感觉对象
)64264?/>\4.3*)&"&> &"(:*$ 对于审美来说#这
种说法可谓意味深长$ 如果它的对象是可感的事
物#那么#能感的身体 ):463G437.>/@<XA45.4A37L4
>/@<*就不可或缺$ 只有通过能感的身体#可感的
事物才会向人显现#审美事件才会发生$ 这是亚
里士多德美学思想中的潜台词$ 事实上#在其老
师柏拉图那里#它已经被部分说出#&在这个世界
上#我们用最敏锐的器官来感受美0112能被我
们看见的只有美#因为只有美才被规定为最能向
感官显现的#对感官来说#美是最可爱的$' )+裴
德罗篇, "(#H*由于感官离不开身体#因此#可以
肯定一个事实!!!身体参与了审美$ 到了亚里士
多德这里#这个事实获得了进一步的肯定$ 谈论
美的事物时#他所着眼的是能感!可感的关系#
&动物的个体太小了不美)在极短暂的观看瞬间#
该物的形象会变得模糊不清*#太大了也不美)观
看者不能一览而尽#故而看不到它的整体和全
貌!!!假如观看一个长一千里的动物便会出现这
种情况*')+诗学, +&*$ &太小'或&太大'这种
说法暗示了观看者的在场#牵连出能感的身体$
可以说#在亚里士多德的美学话语中#我们可以领
受到一种比较完整的身体学$

由于亚里士多德的贡献#二元论已经具有了
新的形态#身心联合说已经成形$ 这并非一人之
功#而是许多哲学家努力的结果$ 在亚里士多德
写作+论灵魂,之前#恩培多克勒和德谟克利特都
曾强调身体的意义#认为&人们变换身体状况时
也就改变了自己的思想' )+形而上学, +&*$ 到
了希腊化时期#伊壁鸠鲁)VA7.954*等人反复重复
上述信念#&存在总体由物体和虚空所构成$ 物
体的存在处处都可以得到感觉的证明$ 理性在推
论不明白的事情时#也必须根据感觉$' )伊壁鸠
鲁!卢克莱修 (*由于感觉的产生依赖各种生理
器官#因此#对感觉的重视必然牵连出身体之爱#
&灵魂是感觉的重大原因(但是#如果灵魂不被有
机体的其他部分包住#就不能进行感觉$ 有机体
的其他部分向灵魂提供了这一必要条件#而且因
此分有灵魂的某些功能!!!虽然并不拥有灵魂的
所有能力$')%'*只有当身体存在#人才能感觉$

一旦身体消亡#感觉也就随之化为乌有$ 从恩培
多克勒到亚里士多德和伊壁鸠鲁#温和的二元论
形成了连贯的谱系$

到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延续了这种温和的二
元论立场$ 在+神学大全,中#托马斯"阿奎那
)E:723BG/0:6DW972:6*写道&下面#我们思考肉
身性生物 )./5A/54:;.54:39546* 和精神性生物
)6A75739:;.54:39546*的区别- 首先#在+圣经,中#
纯粹的精神性生物叫做天使(其次#完全肉身性的
生物(第三#肉身和精神性的组合物#这就是人$'
)DW972:6&)#*与亚里士多德一样#他强调审美
离不开身体性感受)V.//+$*$ 由他的论述#我
们可以看到身心联合说在中世纪的影响$

从毕达哥拉斯到亚里士多德乃至托马斯"阿
奎那#弱二元论)温和的二元论*逐渐取代了强二
元论#理论的重心则因此向身体位移$ 虽然这种
变化推动了身体的出场#但二元论图式预先规定
了解蔽的限度$ 要彻底敞开身体的意义#言说者
就必须越过二元论的边界$ 对于前现代西方美学
来说#这是未曾完成的事业$

二" 二元论的困境与身体美学的诞生

在前现代形态的二元论中#身体被置于遮蔽
敞开的辩证运动中$ 遮蔽它的企图总是遇到层出
不穷的困难#引发无解的悖论$ 在试图走出困境
的过程中#人们不得不逐步承认身体的地位和功
能$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遮蔽!敞开的张力开始
获得了空前的强化$ 由于现代性开始兴起#一种
新的生存风格出现了#&厌恶独尊的权威#嫌弃唯
经典是从而崇尚对事实作客观的研究#这些都象
征着近代的曙光$' )沃尔夫 (#+*随着这种精神
的增殖#二元论图式面临着空前的挑战$

&做客观的研究'意味着一种重视经验的立
场$ 它树立起新的尺度- 一切都要接受经验的检
验$ 二元论同样需要寻求经验层面的支撑$ 如果
它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就应该找到身心层面的连
接点$ 事实上#这个工作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
启动$ 为了解释二元如何相互作用#鸿学硕儒们
提出了许多假说- %-柏拉图曾经假定&联结灵魂
和身体的那些生命纽带仅仅地维系在髓上')+蒂
迈欧篇, +'Y*("-亚里士多德设想灵魂凭借&精
炁)生命原炁*'在身体内引起诸动变)+动物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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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 "*& *('-古罗马时期的医学家盖伦
)C;:9@796̀ :;4296*提出&灵气'说#猜测后者赋予
血液以活力)沃尔夫 (#**$ 不过#这些假设又会
引出新的问题- 假若&髓' &精炁' &灵气'能够连
接身心#那么它们必然是半身体半精神的存在#但
宇宙中存在这种跨界的事物吗3 显然#对它的证
明必然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 必须首先证明二元
论正确#才能证明&灵气'或&精素):5.G47*'存在#
但有关它的假设恰恰是为了证明二元论$ 吊诡的
是#进入近代以后#此类思路依然延续下来$ %*
至 %+ 世纪的部分西方学者仍相信&活力灵气'的
存在#认为它会联结身体和灵魂)沃尔夫 ('"!
''*$ 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笛卡尔 )U424
H46.:5346*$ 他&仍然坚持灵魂束缚在肉体中这种
中世纪的观念'#&费尽心机地按照这种和他的二
元论哲学相吻合的观点来解释情感'#认定存在
&活力精气'或&动物精气'这种媒介)*)**$ 后者
据说居住于&大脑正中央'#可以通过&动物精气
):270:;6A75736*' 将灵魂的影响辐射到全身
)H46.:5346'+'*$ 然而#此说与其二元论立场相
悖$ 在+沉思录, )D"64%14($'*中#他曾强调身心
之别- 身体&仅仅是一个具有广延而不思想的事
物'#&我' )灵魂*则&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而
没有广延')%)%*$ 既然如此#能够联结身心的东
西必然同时具有和不具有广延性$ 这是典型的悖
论$ 为了回避这个困境#他强调联结二者的腺体
非常小#但再小的东西也是有广延之物#因此#这
种辩护几乎毫无意义$ 只要他坚持灵魂&完全而
且绝对地不同于身体' )%)%*#那么#他就不可能
走出困境$ 对此#其论战对手伽森狄 )P74554
:̀6642@7*可谓洞若观火- 有广延之物和无广延之
物的连接点既不可能是有广延的#也不可能是非
广延的#因而不可能存在)伽森狄 )"*$ 甚至#当
时颇为活跃的伊丽莎白公主也曾追问&既然灵魂
缺少使一个身体作用于另一个身体的那种属性#
那么#灵魂又如何可能作用于身体3')斯特拉桑 $*

对于这些问题#笛卡尔的解释几乎陷入了怪圈$
后人用&笛卡尔循环')C:53467:2 .75.;4*来指称其
论证#可谓精准之至$

从根本上说#笛卡尔困境折射出了二元论的
悖论- 倘若身心根本不同#它们就无法相互作用#
当然也不可能联合为人(要是它们本性相同#将它
们划分为两元同样悖理$ 正因为如此#寻找中介

的工作必然徒劳无益$ 出路是超越二元论而非补
苴罅隙#是进行必要的范式转换$ 事实上#在为二
元论辩护的过程中#笛卡尔曾经将身体定位为
&我还不认识的东西')+第一哲学沉思录, '($*$
此话道出了二元论的根本成因- 对身体的无知$
那么充分认识了身体以后#情况又会如何3 笛卡
尔本人已经给出了部分答案$ 谈论精神活动的机
制时#他曾反复强调腺体的重要性#认为后者是灵
魂居住的首要席位$ 腺体是一种重要的生理器
官#可以汇集由神经系统传到大脑的感觉$ 对腺
体的分析牵连出以身体为关键词的话语体系#涉
及心脏%大脑%神经%四肢%躯干%体液等身体性存
在#最终引导出肯定身体的结论-&我们在这个地
方明明白白地说吃饭只应归之于肉体(至于感觉
和走路#我也绝大部分归之于肉体(关于那些东
西#我归之于灵魂的仅仅是一个思维$' )'((*当
灵魂只剩下思维一个功能之后#下面的结论已经
水到渠成- 只要证明思维也是身体的功能#有关
灵魂的假说便失去了最后的据点$ 在他和同时代
人谈论大脑%神经%腺体时#身体能思维的可能性
已经显现出来$ 如此这般的身体绝非仅仅&为主
体提供了坚实性与面孔' )布勒东 +$*#相反#它
很可能就是主体本身$ 在谈论审美问题时#笛卡
尔几乎完全&从身体出发'#&我们一般会把我们
通过内感官或理性判断为适合或不适合我们的东

西称为好的和不好的#但是#我们也会把通过我们
的外感官!!!主要是我们的视觉#只有它更值得
考虑#而不是别的!!!而呈现给我们的事物称作
是漂亮或丑陋的$')+论灵魂的激情, ((*对于二
元论来说#这是个吊诡的结局$

从功能的角度看#笛卡尔所说的灵魂更接近
后人所说的&心' )072@*$ 他归之于灵魂的主要
功能是思维$ 强调灵魂具有思维能力是一种古老
的做法)如荷马史诗中就经常出现&他思考斟酌#
在心里魂里')+奥德赛, %*#*这样的表述*#但笛
卡尔将这种立场推到了极限$ 由于他的言说#传
统的身魂)>/@<?6/9;*关系开始转化为身心)>/@<?
072@*关系#二元论则因此发生了微妙的嬗变$
到了斯宾诺莎)EA72/R:*这里#这种转变的结果已
经获得了清晰的表述$ 在他的+伦理学,中#灵魂
一词已经消失无踪#代替其位置的是心灵概念$
写作+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时#他又强调
心灵&不是一个实体'而是&思想的式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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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被保留下来的只有思想 广延的二分

法- 虽然思想和广延同属于同一实体#但它们仍
是分立的式态))#*$ 显然#这种划分仍会面临致
命的反驳- 既然广延和思想不过是同一实体的两
种属性#那么#为何还坚持有广延之物不能思想3
如果广延和思想截然不同#那么#心灵又如何能够
影响身体3 为了自圆其说#他又援引了元气说#断
言心灵可与通过中介来影响身体)%&&!&(*$ 不
过#此类假定同样会招致新的诘难- )%*假如元气
同时具有思想和广延两种属性#那么#它的存在意
味着二元论根本无法成立()"*倘若元气仅有广
延或思想一种式态#它就不可能联结身心$ 这个
笛卡尔曾经面对的悖论注定无解$ 要走出困境#
道路只有一条- 放弃有广延之物不能思想的偏
见#建立全面肯定身体的一元论$ 事实上#斯宾诺
莎本人也想统一身心#曾使用过&这一躯体的心
灵'之类表述)%+&*#并试图解释&心灵0112如
何起源于躯体'和&它的变化如何取决于躯体'
)%+%*$ 在阐释审美现象时#他也与笛卡尔一样
诉诸身体-&外物触于眼帘#触动我们的神经#能
使我们得到舒适之感#我们便称该物为美(反之#
那引起相反的感触的对象#我们便说它丑$')+伦
理学, &"*由于身体各不相同#因此#审美必然具
有个体差异$ 相关论述虽不完整#但留下了建构
身体学的重要线索$ 从身心观的角度看#斯宾诺
莎是个重要的转折点$ 他见证了二元论的衰微#
预示了身体学的兴起$

斯宾诺莎去世于 %*++ 年$ 此后不久#英国科
学家威利斯)BG/0:6M7;76*开始研究人与动物的
大脑#发现人们通常所说的&灵魂'是高度发展了
的生理体系#&人与动物都有灵魂#而灵魂就是肉
体#可以直接运用器官' )桑内特 '')*$ 到了 %)
世纪#威利斯的后继者进行了一系列的活蛙实验#
进一步巩固了上述发现#&从神经系统的角度看#
身体不需要.灵魂/也能感应$ 由于所有的神经
节似乎都以相同的方式运作#因此#灵魂应该是到
处盘旋而非停留一处#经验观察无法将灵魂安放
在身体里$')''$*依赖日益发达的解剖学#人们
敞开了身体的内部结构 形态$ 随着不可见者变
得可见#身体吊诡性地获得了返魅的机缘- 被考
察的逝者的遗体#但被揭示的是活人的秘密$ 当
身体的复杂和丰盈呈现给哲学家时#一个全新的
前景展现出来- 无需借助心灵之类概念#我们就

可以建立完整的人学图式$ 在 %+&) 年发表的专
著+人是机器,中#法国哲学家拉"梅特里 )O:
S433574*便演绎了从身体出发的可能性$ 写作此
书时#他谈到了自己对解剖学的信任#&通过从人
体的器官把心灵解剖分析出来'#我们在有关人
的问题上 &接近最大程度的或然性' )梅特里
%+*$ 依据这样的理由#他宣称&医生是唯一无愧
于祖国的哲学家'#并把自己的书献给葛廷大学
医学教授哈勒尔)D;>54.G3=/2 Z:;;45*)$*$ 在具
体的论述过程中#他援引威利斯的著作+论脑,#
大量使用脑髓%上丘%下丘等生理学术语#最终得
出了肯定身体的结论- 身体&是一架会自己发动
自己的机器'#支撑它的是其他物质而非心灵
)"#*$ 从生理学的角度看#&心灵只是一个毫无
意义的空洞的名词'#它所指称的不过是&身体中
那个思维的部分' )('*$ 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
必要假设&人身上有两种不同的实体')%'*#身体
组织&便足以说明一切')('*$ 通过这样的论述#
他演绎了解构二元论的路径$ 此后#类似的话语
形成了连绵的谱系#推动着身体的返魅进程$ 譬
如#霍尔巴赫)H]Z/;>:.G*继续使用身体 机器隐

喻#认为&我们知道和感觉的只是自己的身体'#
强调是身体在感觉%思想和推论%受苦和享福)霍
尔巴赫 $%*$ 再如#狄德罗)H4276H7@45/3*也提
出了一元论的人学观念#&在宇宙中#在人身上#
在动物身上#只有一个实体$ 教黄雀用的手风琴
是木头做的#人是肉做的$')狄德罗 %'"*肉做的
人是&一个有感觉并且有适于记忆的机体的生
物'#可以把&它所得到的那些印象联系起来'#
&凭着这个联系形成一个是它的生命史的故事'#
&获得它的自我意识'#并因此&作出否定%肯定%
推论%思维来了' )%"(*$ 与霍尔巴赫一样#如此
说话的他已经涉及了身体的主体性问题$ 如果说
笛卡尔假定主体性属于灵魂#那么#他们则开始归
还理论对身体的债务$ 随着相应探讨的深入#身
体开始展露自己的主体形貌#而美学恰好诞生于
这个过程中$

到了 %) 世纪中叶#有关身体的言说已经蔚为
大观$ 随着身体地位的提高#作为一个学科的美
学!!!感性学 )D463G437.6*!!!应运而生$ %+(#
年#德国哲学家鲍姆嘉腾)D;48:2@45Y:90J:5342*
正式提出了美学概念#&美学作为自由艺术的理
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和与理性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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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鲍姆嘉腾 %'*$
尽管鲍姆嘉腾措辞谨慎#但弘扬感性认识的意志
还是显现出来#&低级'的感性竟然与&高级'的理
性类似#这种说法本身就折射出时代语境的变化$
按照鲍姆嘉腾的解释#&感性认识是指0112表
象的总和' )%)*$ 表象的获得离不开感官#而外
在感官属于身体#因此#对感性认识的重估具有一
个重要的背景- 身体话语的兴起$ 对此#伊格尔
顿)B455<V:J;43/2*的评论可谓切中肯綮-&美学
是作为身体的话语而诞生的$ 在德国哲学家亚历
山大"鲍姆嘉腾所做的最初表述中#这个术语首
先指的不是艺术#而是如古希腊的感性):763G4676*
一词所指称的那样#是人类全部感知觉的领域#它
与概念思维更加精妙的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
)V:J;43/2 %'*在鲍姆嘉腾的言说中#&敏锐的感
受力和精神的作用'经常被相提并论)鲍姆嘉腾
"'*$ 虽然他还习惯性地谈论精神的绝对地位#
但感性 理性的二分法已经获得了温和的表述$
尤其重要的是#他提到&美学的目的是感性认识
的完善'#并且强调&这完善也就是美' )%)*$ 这
意味着人可以通过审美活动塑造自己#如提高感
受力的敏锐性等$ 出于这样的理由#他&提倡进
行审美训练'#并设专节进行论述)%)!''*$ 在
这种论述中#身体美学的萌芽已经产生$

不过#鲍姆嘉腾本人对此并未获得清晰的认
识$ 在他那里#感性学的建构还处于自我压抑状
态#作为&低级认识论'#它还需要以理性为模板
)鲍姆嘉腾称逻辑学为美学的大姐*#渴望在后者
的统领下变得明晰)%+*$ 这种压抑同样反映了
身体话语的地位#在鲍姆嘉腾写作+美学,的十八
世纪中叶#身体还没有完全展示自己的主体形貌$
进入 %$ 世纪以后#情况出现了明晰的变化$ 经过
一些哲学家的努力#身体的主体身份获得了明晰
的表述$ 在 %)'+ 年出版的+对莱布尼兹哲学的叙
述%分析和批判, 一书中#费尔巴哈 )O9@I7J
D2@54:6̂ 4945>:.G*写道&我们只有通过我们的肉
体本身才能感知到自己的肉体#它不仅是被观察
到和被感觉到的东西#而且是观察者和感觉者#因
此#它不仅是观察和感觉的对象#而且是观察和感
觉的原因#用唯心主义的语言来说#它不仅是客
体#而且是主体 客体#正是由于肉体是它自己的
对象#因此它是一种有生命的%与我们同一的肉
体$')费尔巴哈 "%'*主体不是独立的精神实体#而

就是能感觉%观察%意识自己的身体)"%&*$ 在确
定了身体同时具有主体 客体双重身份以后#二元
论的悖谬进一步显现出来&首先把肉体和心灵分
裂开来#然后又想使这种分裂协调起来#这种做法
是何其荒谬4' )"%&*由于这种错误#人们在思维
时&流浪在他乡异域' )'#'*$ 现在#返乡的时刻
到了#理论应该回归身体 生活世界$ 这是费尔巴
哈未曾言明的潜台词$ 虽然他于 %)+" 年去世#但
身体的复兴之路并未终止#美学的重建进程依旧
在持续$

在费尔巴哈去世 %# 年后#尼采)d743R6.G4*出
版了诗体著作 +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 )*+5'
!2%S"̂ %0%1+5'10%*#气势磅礴地唱出了身体的颂
词-&我整个地是肉体#而不是其他什么(灵魂是
肉体某一部分的名称$' )'#*人不是身体和灵魂
的结合#而就是身体$ 作为拥有感受和思想的复
合物#身体是&未被认识的圣人'#是人们通常所
说的自我)4J/* )'#*$ 它为自己创造了&意志之
手' )3G4G:2@ 3/736I7;;*#为自己创造了精神
)'%*$ 它渴望#它追求#它越过自己$ 它是生成
者%战斗者%评估者%万事万物的赐福者)+"*$ 如
此被描述的身体不正是后人所说的&主体性的身
体')69>\4.37L4>/@<*或 &思想的身体' )072@F9;
>/@<*吗3 通过尼采激情洋溢的言说#身体的主体
形貌被还原#理论开始追求&大地的意义' )+'*$
大地是身体的家#是日常生活的场域$ 当它的意
义成为追求的对象时#美学必然&以身体和生理
学'为出发点)*+"I4991(8(?"0"+%*$ 此说可能
出乎很多同时代人的预料#但牵连出一整套奠基
于身体的美学话语- 美诞生于赠予的行动(赠予
者就是身体(唯有当身体生命力丰盈的状态#周围
的事物才能变得完满%富有诗意%&美')"+'*$ 换
言之#美出自身体的美学状态):463G437.63:34*- 当
身体活力)>/@7;<L7J/5*因丰盈而满溢#这种状态
就会出现)&""*$ 美学状态对应着身体的自我确
证#完全属于生活世界$ 落实到感性层面#身体的
意义更加清晰可见- 作为创造者#身体既拥有&统
治元细胞'的力量#又向外部世界发号施令#因而
其感觉已经是 &同化和吸收过往事物'的结果
)"+'*$ 感性是身体的感性#是身体确证自己的
活动$ 在强调感性活动对身体的归属时#下面的
结论已经不言而喻- 如果说美学是感性学#那么
它必然回到身体$ 尼采不但基本完成了解构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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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原初筹划#而且标画出身体美学的基本形貌$
对于西方近现代美学来说#这是个标志性事件$

三" 对二元论的持续解构与身体美学在 @A
世纪以来的发展

!!尼采去世于 %$## 年$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身
体美学的建构并未立刻兴起#二元论也没有完全
退出理论剧场$ 背后的缘由可谓复杂#涉及信仰%
社会分工)劳心 劳力*%文化传承%认知科学的局
限#但最为关键的因素是身体美学建构的不完善-
%-到了尼采这里#身体美学依然没有形成连贯的
理论话语#呈现给世人的仍是零珠散玉般的论述(
"-涉及人的超越性时#它没有给出较为完备的解
释#更没有形成可以替代主流宗教的信仰体系('-
与此相应#二元论尽管备受质疑#但它对永生的承
诺仍然吸引着芸芸众生$ 只有在继续解构二元论
的同时揭示身体的超越性#美学建构才能最终走
出过渡状态$

在 "#世纪初的西方#多个流派继续聚焦身体#
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现象学)PG42/042/;/J<*$ 现
象学力图发现&在一切思想之先'的东西#诉诸于
&原初给予的直观'#力图&在机体的自性中'把握
其本质#而这无疑会推动身体主体性的敞开!!!与
想象中的灵魂相比#身体具有可见可感的特征#因
此#上述立场必然使天平继续向身体这边倾斜#二
元论则会被进一步解构)+纯粹现象学通论, *%*$
在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V@092@ Z96645;*这里#
这个逻辑线索已经初露端倪$ 当他试图对世界进
行抽象时#他发现了一个比笛卡尔的我思更基本
的存在-

在这个自然的被本真把握到的躯体

#K/4A452$中%我就唯一突出地发现了我
的身体#O47>$%也就是说%作为唯一的身
体%它并不是单纯的躯体%而恰好是一个
身体%是在我的抽象的世界层次之内的
唯一的客体%根据经验%我把诸感觉看作
是一个客体%尽管是以各种不同的隶属
方式#如触觉的领域(冷暖的领域等$"
#-生活世界现象学. %()*($$

这个唯一的客体具有以下特征- )%* &我可以直

接地处理和支配#尤其是可以在它的每个器官中
起支配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的器官
必定会成为一个客体#而这个客体也必定会成为
一个起作用的器官' )%($*#它就是身体$ 由于
&我总是能够借助于这一双手来感知另一双手'#
因此#&身体总已经向后回溯到了它自身')%($*$
身体能感受而又被感受#形成了自我反射的环状
结构-&当我用我的右手触及我的左手时#我的躯
体显现两次#一次作为.探索者/#一次作为.我所
探索者/$')+现象学的构成研究, ')#*至少就感
觉层面而言#身体同时是主体 客体$ 通过诸如此
类的推理#胡塞尔再次确认了&主体性的身体'
)69>\4.37L4>/@<*$ 虽然他还使用&我的身体'这
种古典式表述#但二元论在他这里已经被削弱了$
譬如#他认为&主体的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取决于
身体和心理两种因素#也就是说#身体已经被当作
联合中的一方)*%*$ 这种定位中#身体的意义再
次凸显出来$ 不过#胡塞尔并没有因此彻底超越
二元论#相反#他依然将人定位为&心理物理统一
体')"+(*$ 在承认了身体的主体性之后#保留二
元论意味着一个难题- 身体是否属于自我的构
成3 如果不属于#主体性理论就难以自圆其说3
倘若属于#又该如何假设二元论前设3 对此#他并
没有给出完满的解释$ 要解决相关悖论#就必须
在胡塞尔止步的地方前行#而解构二元论则是最
为紧迫的任务$

胡塞尔去世以后#其他现象学家开始从事这
个工作$ 梅洛 庞蒂)S45;4:9?P/23<*就是其中有
代表性的人物$ 他于 %$&( 年出版 +知觉现象
学,#要求 &重返现象' )543952 3/AG42/042:*
)S45;4:9?P/23<%*$ 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表述#
预示他将审视所有的偏见)当然也包括对身体的
看法*$ 通过分析感觉%注意%判断#他发现所有
的知觉都与&活的身体' )3G4;7L72J>/@<*密切相
关- 离开了感觉器官)如手和眼睛*%神经系统%大
脑#我就无法感知什么#因此#经验首先是身体性
经验)>/@7;<48A45742.4*))+*$ 那么#如何才能认
识&活的身体'呢3 他给出了一个清晰的答案-
&除非使身体使行动起来#除非我是走向世界的
身体#我就不能理解活的身体的功能' ))+*$ 此
处#他使用了&我是11身体'这种表述$ 如果它
成立的话#那么#二元论就必然被证伪$ 与胡塞尔
不同#梅洛 庞蒂强调&没有内在的人' )3G47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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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7*$ 他认为#&内在性源于人类身体的物
质 性 安 排# 而 不 是 出 现 在 它 之 前$'
)N/G26/2 %"&*这意味着他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否
定了二元论$ 于是#如何回答下面的问题便至为
关键- 身体能否承担被归于精神主体的大任3 在
+知觉现象学,中#他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它
移动自己并且观看#它将物安置在自己的周围'
)%"&*$ "-身体是&被观看的观看者%被触及的触
及者%被感受的感受者' )%"&*#能够在自我感受
的同时摄取世界的秘密$ '-身体犹如世界的心
脏#&使可见的景象保持活力'#&与之构成一个系
统')"'(*$ &-&我的身体不仅赋予自然对象以意
义#而且将之赋予词语之类的文化客体$'
)S45;4:9?P/23<"+'*身体同时具有主体 客体双

重身份$ 它就是自我)64;F*#拥有一个过去和一
个未来$ 因此之故#我们完全可以把身体定义为
主体 客体$ 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更多的属性会
被归还给身体#二元论则会被彻底解构$ 不过#由
于英年早逝等原因#梅洛 庞蒂同样没有完成这个

工作$
在梅洛 庞蒂去世 + 年后#另一位现象学家米

歇尔"亨利)S7.G4;Z425<*出版了+身体哲学与
身体现象学,#力图从&主体性身体的角度'建立
&主体性的一般本体论 ' )J4245:;/23/;/J</F
69>\4.37L73<*)Z425<"""*$ 这是一种回到原初之
物的努力$ 首先#他认为 &原初的生命' )3G4
/57J72:;;7F4* 只能是 &身体的生命' )3G4;7F4/F
>/@<*)%#(*$ 这并非是对人的降格#而是对人的
赞誉#因为&原初身体')/57J72:;>/@<*或&绝对身
体' ):>6/;934>/@<*是 &存在于处境中的主体'
)%$%*$ 它&使用椅子'#&走向烘干机'#&打开
门')%$"*$ 它总是组织起属于自己的世界#维系
&它与世界的超越性关系' )%$'*$ 总之#原初身
体就是行动的身体#是做事的主体$ 行动是主体
性的行动#是身体的自我确立 塑造$ 根据上述阐
释#他拒斥身体与主体性的二分法)*%*#反对&对
身体和精神的传统区分')""%*$ 在他看来#当且
仅当原初的身体被遮蔽#人们才会仅仅聚焦于
&客体性的身体' )/>\4.37L4>/@<*#但后者绝非身
体的原初形态$ 为了解蔽纠偏#米歇尔"亨利力
图建立&主体性身体的哲学')3G4AG7;/6/AG</F3G4
69>\4.37L4>/@<* )%#(*$ 后者属于本体论的一元
论)/23/;/J7.:;0/2760*#是绝对的人类知识)))*$

虽然这个学术计划未能完全实现#但身体的复兴
之势已经彰显$ 对于美学建构来说#这意味着转
折的机缘$

在梅洛 庞蒂和米歇尔"亨利的言说中#下面
的命题已经呼之欲出- 身体在审美中能够扮演
&主体性角色' )69>\4.37L45/;4*$ 下面#我们将看
到#这种定位推动了身体美学的建构#不但使之获
得正式的命名#而且把它升格为一个学科$ 在
%$$" 年发表的+身体美学- 一个学科建议,中#舒
斯特曼)U7.G:5@ EG963450:2*写道-

身体美学可以暂时定义为! 对经验
和使用一个人的身体***作为感觉 审

美#6426/5<?:463G437.$鉴赏和创造性自我
塑造 # .54:37L464;F?F:6G7/272J$ 之中心
#;/.96$***的批判性和改善性的研究"
#EG963450:2 "*+$

此处#;/.96是个多义词#同时具有&中心'和&场
所'之意#解读者可以游移于两种所指之间$ 依
靠这种微妙的修辞学实践#他强调了身体在审美
过程中的地位- 它既是审美活动发生的场所#又
是自我塑造的中心(既是审美活动的承担者#又是
其目的$ 如此言说的舒斯特曼属于实践美学
)P5:J0:3763D463G437.6#国内通常译为实用主义美
学*传统#但又说出了梅洛 庞蒂和米歇尔"亨利
的未尽之言!!!他同时熟谙皮尔斯%詹姆斯%杜威
和尼采%梅洛 庞蒂%福柯的著述#力图将它们的综
合到一个新的话语之中$ 后者不止步于认识的场
域#不满足于文本的生产#而是指向身体的自我改
善)6/0:37.64;F?70A5/L40423*)"+**$ 它延伸到实
践维度#力图建立&训练的或锻炼的身体化形态'
):./5A/54:;F/50/F35:7272J/54845.764*#强化身体
的感觉敏锐性%活力%美好程度)"+**$ 通过诸如
此类的表述#舒斯特曼凸显了身体在审美实践中
的主体形貌$ 在强调身体的地位时#他以赞赏的
语气提到了尼采%梅洛 庞蒂%分析哲学-

尼采和梅洛 庞蒂展示了身体在本

体论 意 义 上 的 中 心 性 # /23/;/J7.:;
.4235:;73<$%即身体是我们的世界和我们
被建构性地投射出去的焦点 #F/.:;
A/723$%分析哲学则考察作为个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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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的身体和作为解释精神状态的本体

论基础 #譬如它的神经系统$的身体
#"+#*+%$"

如此说话的舒斯特曼属于一个历史悠久的谱系#
延续了肯定身体的思想脉络$ 焦点%中心%尺度%
本体论基础这些词汇原本都用来形容&精神)灵
魂或心*'#现在则被归还给身体$ 在身体被如此
赞赏之时#二元论即便没有被完全解构#其中心也
已经完全向身体方向倾斜$ 由于舒斯特曼的努
力#鲍姆加登美学中的潜台词被说出#&审美训
练'落实为身体的自我塑造$ 虽然舒斯特曼有时
还会谈论&对身和心的整合' )3G47234J5:37/2 /F
>/@<:2@ 072@*)8777*#但他显然仅仅是在使用一
种习惯用法$ 如果身体是焦点%中心%尺度%本体
论基础%主体性角色#那么#&心'就几乎失去了全
部领域#所谓的身 心关系实为身 身关系$ 除了
回归&能思的身体' )072@F9;>/@<*#已经变成残
存物的心没有其他出路$ 这是舒斯特曼文本中的
潜台词$ 它虽然未被说出#但肯定身体的传统已
经在他这里结出了美学之果$

结8语

经过一番梳理#本文重构了二元论走向衰微
的过程#再现了身体美学的诞生踪迹$ 剩下的问
题不是如何为此身与心的平衡#而是继续归还美
学对身体的债务$ 如果不存在&内在的人'#那
么#二元论就仅仅属于福柯所说的乌托邦$ 只有
彻底解构它#美学才能真正回到其起源和本体$
但这个任务并不容易完成#由于各种原因#许多人
不愿意放弃对精神主体的想象#二元论则趁机维
持其残存形态$ 进入 "% 世纪以后#借助赛博空
间%电子人%网络等时髦话语#柏拉图主义又借尸
还魂#身体美学则不能不应对由此而产生的挑战$
它所建构出的话语体系不但要具有解释力#还必
须满足芸芸众生对终极关怀的需要$ 属于它的时
代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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