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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的方法与当代文艺美学的新发展

刘旭光

摘 要:现象学的方法对当代美学与文艺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践存在论美学、生态存在论美学、文学活动

论等无一不是在现象学方法的指引与启发下对反映论模式的突破和理论创新。反本质主义、生成性思维、以存在论代替

本体论，对二元对立思维的突破等等具有现象学意味的方法与思维在当代文艺学与美学理论中得到了初步应用与借鉴，

引领着当代文艺学与美学走出了以往的方法论困局，开拓出了新的领域，并且给了我们对人文学科重新进行存在论奠基

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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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美学和文艺学的新发

展呈现出一种方向上的多元化，主要呈现在以朱

立元先生所倡导与引领的实践存在论美学，曾繁

仁先生所倡导并引领的生态存在论美学，以及童

庆炳先生所引领的文学活动论之中，而在三种新

的学术动向背后，我们都可以看到现象学的方法

所带来的启发与方法论上的突破。虽然文艺学界

对于现象学的方法究竟领会到何种程度并且应用

到何种程度依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客观

地说，现象学的方法引领着当代文艺学与美学走

出了以往的方法论困局，开拓出了新的领域，并且

给了我们对人文学科重新进行存在论奠基的契

机。本文将盘点文艺学和美学在现象学方法的推

动下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评估这一方法对以往文

艺学美学之方法的超越，并且分析这一方法对未

来文艺学发展的意义。

一、现象学对当代文艺学与美学研究的

方法论启示

当下的文艺学与美学研究没有把学习和引进

现象学方法作为自己的目的，也不是要建构出现

象学美学或者现象学文学批评，而是从现象学中

寻求方法论启示，并从这种启示中反思并突破原

有的方法论困局。尽管不断有学者指出当代美学

与文艺学研究中的现象学方法不纯粹不彻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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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问题，因为理论家们本来就没有要去建构

纯粹而彻底的现象学美学与文论。那么，这种启

示性的东西是什么?

现象学的方法概括地说就是胡塞尔和莫里茨

·盖格尔提出的被整个现象学运动共同遵守的四

个原则:“第一，作为基础研究的现象学是对‘事

物本身’进行的一种无前提的研究。第二，这种

‘对事物本身的研究’由于胡塞尔、盖格尔等人发

现一种‘直接的本质直观’而成为可能。第三，这

种直观由于使事物在直接的明证中显现出来，而

不依靠任何中间媒介，就为一种‘确实可靠的和

无可怀疑的’认识提供了保证［……］。最后也是

最重要的一点是: 本质直观被认为完全打开了通

向由人类各种经验构成的整个领域的大门; 所以

人们可以期望本质直观为认识与存在之间的统一

提供基础”( 提敏尼加 2 ) 。而其本旨在于: “现象

学并不纯是研究客体的科学，也不纯是研究主体

的科学，而是研究‘经验’的科学。现象学不会只

注意经验中的客体或经验中的主体，而要集中探

讨物体与意识的交接点。因此，现象学要研究的

是意识的意向性活动，意识向客体的投射，意识通

过意向性活动而构成的世界。主体和客体，在每

一经验层次上( 认识或想象等) 的交互关系才是

研究重点，这种研究是超越论的，因为所要揭示

的，乃纯属意识、纯属经验的种种结构; 这种研究

要显露的，是构成神秘主客关系的意识整体结

构”( 郑树森 2 ) 。融合这两段话所作的概括，至

少有以下几点是作为启示被我们所借鉴了的。
首先是“通过意向性活动而构成的世界”，在

这里所产生的启发是，世界不是客观地放在那里

需要我们去认识的对象，而是在我们的实践和认

识中“构成的”，或者说“生成出来的”。这种思路

消解了认识论领域中认识对象和认识主体的现成

性，也就是说，对象不是被摆在我们对面而需要我

们去认识的，而是在认识行为中生成出来的; 同

理，客体不是现成摆在那里的，主体也不是，而是

在认识行为中生成的。在意向性活动中主体与客

体的生成，乃至世界的生成，构成了现象学方法对

我们的最大的启发。这种启发意味着，在美学中，

主体如何生成为审美主体，客体如何转化生成为

审美客体都是需要描述的过程，甚至“世界”成为

“审美的世界”也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类似于

意向性活动，意向性活动先于主体与客体的生成，

或者说，主体与客体生成于意向性活动中。按这

个思路，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都是生成于审美活

动中，生活世界转化为审美世界，也是生成于审美

活动中。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主客体、内容与

形式、本质与现象的对立当作是前提性的、必然

的，而没有意识到这种对立本身是生成出来的。
这就决定了在二元对立之中的关系在先性。现象

学强调意向性活动中的生成性，这种思想方法在

美学中马上转化为审美活动中的生成性，文学活

动中的生成性。这种关系在先性在文学研究的表

现是文学活动的在先性，作家，读者，文本都是在

文学活动中才生成出来的，一个人如何在“写作”
中生成为作家，一个人如何在“阅读”中成其为读

者，文学作品如何在读者的阅读中成其为作品，这

些问题都因为文学活动的在先性而成为问题。
其次，现象学所研究的是意向性活动中主体

和客体的交互关系，这启发了我们对于主客体关

系的认识———不是单纯的主体认识客体或者主体

改造客体，而是主体和客体是相互生成着的，客体

是被主体化的客体，而主体也是吸收客体的属性

的客体，二者是相互推动着与发展着的。这是一

种交互主体性的观念，这种交互主体性意味着人

世界化了，而世界也人化了，这是同一个过程。这

种交互主体性既是审美活动的基本状态，也是文

学活动的基本状态。这种交互关系中的认识消解

着二元对立，不是说没有对立，而是说这种对立是

如何生成出来的，这是比对立本身更本源的问题。
在这种交互关系中，主客体成为一个整体结构，而

不再是静止的对立关系。由于这种交互关系，当

代文艺学与美学把自己的理论着眼点都落实到了

文学活动与审美活动上。作家和世界、读者和文

本、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等等原本对立的关系都

处于这种交互主体性中。
第三，由于生成性思维与交互主体性关系的

确立，使得现象学成为了反本质主义理论先锋，而

其中“回到事情本身”和“存在先于本质”的思想

方法是决定性的。这种思想方法超越了本质主义

思维。本质主义思维源自西方形而上学视域下的

实体性思维，实体性思维把事物感性具体的部分

抽象掉，把事物理解为一个一成不变的自在之物，

并且消解掉事物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把它们抽象

为一个“本质”。而这种一成不变的“本质”与事

物的运动变化与感性的多样性是矛盾的，结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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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思维把事物非本质的部分作为现象和属性消解

掉了，也就是把真正现实的部分消解掉了。这种

思维在现代哲学中被称为“本质主义”。而现象

学把本质主义抛到了后面，而是以存在先于本质

的思路，去追问事物的存在是如何显现出来的。
只有当事物显现出自身的存在，我们才会去研究

它是什么。这就意味着，事物的如此这般的当下

存在是生成出来的，是条件性的，没有超越性的永

恒不变的实体、本体、本质。而这种条件或者说前

提，就是人的存在，是作为主体的人在世界中的生

存。基于这种思路，当代文艺学与美学都走上了

反本质主义道路，在美学中，对美的本质的追问被

放弃了，在文艺理论中，文学本质论也走向式微，

试图为文学下定义，提炼其本质的作法也被放弃

了。
第四，以存在论取代本体论，这是现象学最根

本的理论贡献之一，成为当代文艺学与美学建构

自身理论框架的基础。
“本体论”与“存在论”在西文中是同一个词

οntology，但其内涵却有其历史性区分，在汉语中，

学界用“本体论”和“存在论”两个词来标示这种

区分。当这个词被译成“本体论”时，指称的主要

是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们在探讨“存在”问题时

所形成的从“实体”的角度去规定“存在”的一种

实体主义或实体中心主义的哲学形态，这种哲学

把事物的存在作为自明的，在此前提下去追寻

“存在者”确定不变的“实体”或者“本体”。而现

象学扭转了这种思路，它否定了存在者之存在的

自明性，而把“存在”看作是一个过程，以生成性

取代实体性，以非现成性取代现成性，不是追寻实

体，而是描述存在之显现及其过程。“现象即本

质”这个观念摧毁了本体论，进而把现象学树立

为探索存在问题的唯一方法。因为“无论什么东

西成为存在论的课题，现象学总是通达这种东西

的方式，总是通过展示来规定这种东西的方式。
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现象学的现

象概念指这样的显现者: 存在者的存在和这种存

在的意义变化和衍化物”( 海德格尔 42 ) 。存在

者之存在作为一个过程，要求得到描述，现象学对

这一过程的描述要么如胡塞尔，描述被意识到的

存在如何在意识中生成出来，要么如海德格尔，描

述存在者之存在如何在此在的生存世界中生成出

来。把现象学这种描述的方法，这种存在论观点

贯彻到对美学问题的研究中来，体现在两条路线

上: 一条是像研究纯粹经验一样研究审美经验，建

立审美经验的现象学，走这条道路的思想家有胡

塞尔本人，梅洛—庞蒂，萨特，杜夫海纳，这条道路

侧重现象学中的主体性倾向，由于“现象学的直

观与‘纯粹’艺术中的美学直观是相近的”( 胡塞

尔，“选集”1023) 。所以现象学美学家们很自然

地走向了对审美经验的研究; 第二条道路建立在

第一条道路之上，从审美经验的角度建构起艺术

作品的存在论，走这条道路的有海德格尔与罗曼

·英伽登。现象学的存在论可以说引发了当代中

国美学研究的存在论转向，改变了当代中国美学

的理论形态; 而在文艺理论中，英伽登对文学作品

的存在论描述，对当下文艺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文学作品不再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现成存

在，而被视为从语音符号层生成到超越意境的一

个过程，这种观念既突破了反映论模式，也突破了

新批评对意义的漠视。
五，在胡塞尔看来“一切原则的原则”是———

“每一种原初给予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源泉，

在直观中原初地( 可说是在其机体的现实中) 给

予我们的东西，只应按如其被给予的那样，而且也

只在它在此被给予的限度之内被理解”( 胡塞尔，

“哲学”69) 。这是所有现象学家们的共同纲领，

这条纲领引导着研究者把自己的研究对象还原到

直接被给予的东西，在美学中体现为，雕塑直接给

予我们的是其质料，音乐给予我们的是音符，而文

学给予我们的是语言及其符号，因此现象学的美

学家与文艺理论家致力于从这种直接被给予的东

西出发描述“一物”如何成其为“艺术作品”，既文

艺作品如何“存———在”。这就对克服内容与形

式的二元对立、质料与内涵的二元对立、本质与现

象的二元对立提供了理论资源。
虽然以上的五点不足以描述作为方法的“现

象学”的内涵，但却给予了我们方法论上的启示，

恰恰是这些启示和对这种方法尽管是不成熟的应

用，推动了当代中国美学与文艺学的研究。

二、现象学方法对中国当代文艺学美

学的推动

这种推动具体呈现为笔者所概括的当代美学

与文艺学研究的存在论转向，而这一转向在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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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学者的研究中最为鲜明，分别是朱立元先生

的“实践存在论美学”，曾繁仁先生的“生态存在

论美学”，以及童庆炳先生的“文学活动论”。
首先看实践存在论美学。从诸种对实践存在

论美学的商榷与攻击来看，大多数批评者把实践

存在论美学所说的存在论与存在主义混为一谈，

结果对实践存在论美学从存在主义与唯心主义两

个方面进行指责，而批评者用 80 年代的眼光把

海德格尔误解为一个存在主义者，而实践存在论

美学的提出是直接从海德格尔处获得方法论启示

与理论资源的。
朱立元先生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现象学

的存在论结合在一起，发现了实践观念的存在论

维度，有人批评其理论为唯心主义或者存在主义

与实践观的结合，实际上这种指责没有看到现象

学的方法在其理论中的基础性作用。朱立元先生

实际上采纳了现象学视野中的“存在观”，放弃了

从实体性、现成性的角度来看待存在问题，把“存

在”看成是“存———在”，朱立元先生的学术研究

从黑格尔开始，经过接受美学的研究，间接接受了

从解释学传承过来的现象学思想方法，而后系统

学习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路标》、《林中

路》等文献中所体现出的超越形而上学，超越主

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思想方法，朱先生曾自述说:

开始是从现象学主要是海德格尔的

现象学基础存在论那里获得重要启示。
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恰恰要跳出笛卡

尔以来的主客二分的认识论，返回到人

与世界最本原的存在，即人和世界是不

可分割的一体，人就在世界中存在。我

借鉴了海德格尔专门对笛卡尔“我思故

我在”那个存在着无根的缺陷的命题进

行批评的存在论命题———“此在( 人) 在

世”，“人在世界中存在”。他认为“此在

本质上就包括: 存在在世界之中。因而

这种属于此在的对存在的领会就同样源

始地关涉到对诸如‘世界’这样的东西

的领会以及对在世界之内可通达的存在

者的存在的领会了。”他提出的“此在在

世”、即 此 在 ( 人) “在 世 界 之 中 存 在”
( “在世”) 是存在论的基本命题。他首

先强调 这 一 命 题 与 二 元 论 相 反，从 其

“复合名词的造词法就表示它意指着一

个统一的现象”，而非主客二分式的; 其

次，他又指出，此在“在之中”不是人( 身

体物) 在世界“一个现成存在者‘之中’
现成存在”，而是“意指此在的一种存在

机制，它 是 一 种 生 存 论 性 质”，是 此 在

“把世界作为如此这般熟悉之所而依寓

之，逗 留 之”，因 而 是“融 身 在 世 界 之

中”，所以“此在”与“世界”决非“现成

共处”、“比 肩 并 列”的 两 个“存 在 者”
［……］海氏这里强调的是人与世界在

原初的不可分离性。人一产生，就离不

开世界，人本身是世界的一部分，人与世

界，不是先分，然后再寻求合，而先就是

合，没有对立的。同时，世界只对人而言

才有意义，人只能在世界中存在，人就在

世界中，世界只是对人存在，离开了人，

无所谓世界。这就意味着不存在现成的

孤零零的绝对主体，也不存在现成的、和
人截然对立的绝对客体。人与世界在原

初存在论上不能分开，确定无疑的存在

就是人在世界中存在，然后才能考虑其

他问题。这是我近年来研读海德格尔得

到的有可能超越主客二分认识论思维模

式的重要启发。( “我为何走向实践存在

论美学”125)

一方面是生成性、交互主体性，反本质主义的

现象学思想方法的启示，一方面是海德格尔“此

在在世界中”这一“生存———存在论”的现象学认

识存在问题的基本路径，成为朱立元先生思考存

在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而这一出发点和马克思主

义的实践观之间有近似的思路，从而成为朱先生

思考实践观念的存在论维度的方法论启示。这样

一来，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的存在论就成为一个中

介环节，通过这个中介，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理论

中本来就包含着的存在论思想凸显了出来，实践

存在论这个观念应运而生。
应当说，正是对现象学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

现代存在论的研究使得朱先生得以深入发现、开
掘马克思实践观的存在论维度，从而在这一存在

论基础上，重构美学的学科结构，形成以审美活动

为中心，以实践存在论为方法的美学理论。其最

初的成果是《美学》，更进一步的思考是《走向实

践存在论美学》，并且还在不断深化中。同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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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美学思想中“解释学———接受美学”的部

分，同样源自现象学的思想方法，源自现象学所强

调的“在先的领会”和“交互主体性”这一主客体

相互生成的思想方法。应当说，朱先生过去十余

年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中，无不显示着现象学方法

的深刻烙印。
曾繁仁先生的存在论美学，特别是生态存在

论美学也是国内美学界学习并使用现象学方法的

重要理论成果之一。统观曾先生的美学思想，现

象学的思想方法是基础性的。曾先生的学术出发

点是西方美学思想史，而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生

态问题，这就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 从审美

的角度反思当下生态问题，并且从审美的角度为

当下的生态问题求解，并且从这里生发出了从生

态的角度对人的存在和世界之存在的反思，从而

确立了生态存在论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在

曾先生处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作为一种研究方

法与研究视角，来探索与发掘经典文本与艺术作

品中的“生态存在论”; 二是作为一种尺度，来评

判人的生存状态，评判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三是

设定一种理想，对人与自然，人的社会存在与人的

自然存在之间的理想状态的设定。这种思想方法

背后是鲜明的现象学方法，首先是现象学的“悬

搁”方法而引申出的审美的世界观。曾先生认

为:“存在论现象学哲学观也就是存在论现象学

美学观。由于存在论现象学哲学在当代哲学世界

观中处于前沿的位置，因此，当代存在论美学观具

有了当代主导性世界观的地位。它标示着人们以

一种‘悬搁’功利的‘主体间性’的态度去获得审

美的生存方式。这就是当代人类应有的一种最根

本的生存态度。［……］当代作为信息时代主导

性的世界观则是以当代存在论美学观为代表的审

美的世界观。这种审美的世界观要求人们以‘悬

搁’功利的‘主体间性’的态度来对待自然、社会

与人自身，使之进入一种和谐协调、普遍共生的审

美生存状态”( 曾繁仁 182) 。显然在这里曾先生

利用现象学的方法把康德从认识论角度建构起来

的审美非功利性思想，移置并引申为存在论的审

美非功利性，引申为审美存在论，从而成为衡量世

界的存在状态与人的存在状态，以及二者之间的

应有关系的尺度。其次是海德格尔的前期思想，

即此在的基础存在论。曾先生认为: “当代存在

论美学观的出发点即是作为此在的存在。回到人

的存在，就是回到了原初，回到了人的真正起点，

也就是回到了美学的真正起点。［……］审美恰

恰是人性的表现，是人原初的追求。［……］从人

的生态状态的角度审视，研究审美，恰是对审美本

性的一种恢复，也是对美学学科本来面貌的一种

恢复。当代存在论美学观对此在的存在意义的追

问，即其审美本性的探寻，实际上是一种具有崭新

意义的人道主义，是一种区别于传统‘人类中心

主义’的人在世界中审美地存在的人道主义精

神”( 183 － 84) 。“此在在世界中生存”这一海德

格尔基本的存在论思想在这里引申为审美活动的

存在论基础，并据此把审美引申为人的本真的生

存状态，从而从“生存论———存在论”上肯定了审

美对于人生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朱先生和曾先

生高度一致。而“审美存在”在这一种理论视野

中成为突破实体性思维，建构后形而上学时代之

美学的存在论基础，“所谓审美存在是指人当下

的存在状况，是关系中的存在，而非实体的存在。
它包含了自然———社会———人整体协调的内容，

是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世俗与

诗意、科学与人文的二律背反，但又侧重于后者。
审美存在是当代存在论美学的基本出发点，同时

也是审美的理想、艺术的本质特性。审美存在的

内涵就是人的本真的存在，因而真理与美是同格

的”( 曾繁仁 214) 。
最后是海德格尔的晚期思想在曾先生生态存

在论美学中的核心地位。海德格尔的“大道”之

说，“天地神人四方游戏”，“人，诗意的栖居”等观

念成为曾先生建构生态存在论美学最重要的理论

资源，成为为生态问题建构理想状态的出发点，也

成为曾先生解读中国古典思想中包含的生态存在

论精神的理论工具。①

统观曾先生的生态存在论美学思想，无论是

其生存———存在论美学，还是其生态存在论美学

思想，都是积极学习现象学，应用现象学的方法进

行积极思考的结果。
相对于美学，现象学的方法对于文艺理论的

影响相对较弱，还没有引入或者说形成现象学文

论，但这并不意味着现象学的方法没有被文艺理

论界所吸收，在文艺理论的成果之中，我们仍然能

够看到现象学方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比如以文

学活动论取代文学本质论; 对文学作品本体论的

认识与吸收改造( 主要源自于对现象学家英伽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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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的接受与改造) ; 文学作品在读者阅读经

验中的生成成为作品之成为作品的重要环节等。
纵观当代美学与文学理论，凡有创新之处的，

都是由于吸收了新方法，新思想，从而超越了反映

论的理论模式的结果，尽管对于现象学的吸收不

能算是客观的与准确的，但现象学却作为一种启

示与理论资源为我所用，成为开拓新的美学与文

艺学道路的明灯。更具有启示意义的是，以上学

者仍然坚持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学理论的

精髓与立场，通过不断吸收新的思想方法与理论

资源，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创新性，从而

与理论上的保守主义与教条主义诀别，这对于当

代美学与文艺学的发展来说，或许更有方法论上

的启示意义。

注释［Notes］

①曾繁仁先生关于“试析《诗经》中所蕴涵的古典生态存

在论审美意识”一文对中国古典思想的生态解读具有代

表性，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6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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