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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生存的间接沟通关

— 克尔凯郭尔审美思想辨析

刘慧妹

【提 要】克尔凯郭尔运用间接沟通的方式传达其生存思想与审美内蕴。克氏不断颠覆世俗所认定的

价值系统与审美人生, 而重建一个新的体验和审美, 尽管他的目的不是去重建 , 其审美的真正意义落实在

字里行间对读者的引导。克氏要抛弃的是一种异化的审美, 而追求审美的真正本性 , 即与生存相协调的审

美。如果抛开克氏思想中的宗教倾向 , 其真正的审美境界乃是为了揭示生存的本真境遇 , 使人们从沉沦状

态中觉醒 , 从而回归自我 , 实现真正的精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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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凯郭尔以成为 “那个个人” 作为奋斗的目标 ,

并将之作为墓志铭 。他认为 , 生存的个体处于连续的生

成过程 , 生存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与内向性 , 生存远离思

辨 、 非体系性 , 生存本质是一种沟通 。克氏批判思辨哲

学家漠视生存 , 将生存逻辑化体系化的作法 , 主张生存

的激情 , 即在个体的内向性中复归自我 、 实现精神的自

由。克氏不断颠覆世俗所认定的价值系统与审美人生 ,

构建新的体验和审美 , 尽管他的目的不是去重建 。其审

美的真正意义落实在字里行间对读者的引导。

克氏如何传达其生存思想与审美蕴义 究其实, 乃通

过间接沟通的方式, 从美学起步 , 抵达于宗教, 其真正的

审美境界以人为本 , 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实质上 , 间接

沟通是克氏个体生存的方式 , 也是存在主义及其真理出场

的策略 。因此 , 间接沟通既是美学陈述的方式 , 又是写作

的策略 , 是 晰种审美式沟通 。之所以他的著作中呈现出迷

宫般丰富的蕴义, 均因其沟通的特殊性而决定的。

命 , 以间接的方式出场 , 都具有欺骗性 。如果说审美思

想是其论著的主要内容 , 间接沟通则是其传达生存意

义 , 以及建构全部文本的方式 。除宗教著作之外 , 克氏

大多数作品都用假名发表 。这是他精心设计和保持下来

的一个特点 , 其中蕴含着明显用心 宗教性著作是其基

督教信仰的直接表达 。

为什么作为宗教作者却运用美学的方式 在 《观

点 》 中 , 克氏对此进行了解释 。他之所以采取欺骗的手

段 , 原因在于 , 人们受蒙蔽既深 , 直接指出一种对立的

思想或生活方式 , 个体是不愿接受的。他写道 “假定

一个人是幻相的牺牲品 , 为了向他沟通真理 , 第一要务

是要排除他的幻相 , 如果我不以欺骗开始 , 就得从直接

沟通开始 , 但直接沟通须以接受者的接受能力不受到扰

乱为前提 , 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 因为幻相在作用

着 。',①克氏为其所认定的真理而采取欺骗的方式 , 而且

、 沟通如何可能

克氏从未直接表明自己思想的倾向性。克氏痛惜时

代已丧失直接领悟真理的能力 , 他认为真理不能被直接

教导 , 他以苏格拉底接生术的方式启示读者体验和发现

真理 。他承认 , 自己的整个美学作品都肩负着宗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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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信能够达到这一目的。

克氏坚持认为, 基督教本质上不是一种教义体系 ,

相反 , 是一种生存的沟通 。①它指向特定处境的个人 ,

但它不可能被人类的理智所理解 , 因为它提交给人的是

一个 “上帝— 人” 的悖论 。真正的信仰必须出自内心
的要求 , 人不是通过宗教的外在认识而是内心的信仰才

成为基督徒的。从基督教意义而言 , 人只有在上帝的面

前 , 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人 , 从而实现自我完满的存在 。

因此 , 克氏在揭示人生三阶段的本质之后 , 继而提出基

督教的根本问题是去实践而成为基督徒 , 这个 “绝对命

令” 要求人们时刻做出抉择 , 激发他们去寻找和实现宗

教真理 。可见 , 通过间接沟通 , 个体可以找寻自我 , 建

构并完善自我 , 从而洞见本真之光 。

在美学著作中 , 克氏着重描述并研究各种人的生活

方式 , 从而引出宗教生活的完满 。克氏的贡献在于他精

心描述了可供个人选择的人生方式 。当将一切普遍化 、

平均化的时代淹没了活生生的个体生存 , 一旦个体重新

反思自己的生活 , 他就面临三种可能的人生。在 《或此

或彼 》 中, 克氏区分了人生的三阶段 , 即审美阶段 , 指

直接的享乐主义的阶段 伦理阶段 , 个人意识到人生职

责并努力履行之 宗教阶段 , 个人按照宗教方式生活 ,

以此为根据去解决审美和伦理人生的冲突与矛盾 。克氏

所处的时代存在着关于基督教的迷误思想 一方面 , 审

美的人耽于迷恋美和追求享受快乐 , 把基督教歪曲成美

与幸福的乐园。另一方面 , 人们不懂基督教的悖理本

性 , 以思辨 、哲学的态度来对待 , 将基督教看成一种客

观的历史现象 , 从而轻视它 。他们无视亚伯拉罕和约伯

所经历的痛苦 , 不去引导人们正视苦难 , 正视成为一个

基督徒所必需的非凡热情与恒久决心 。因此 , 克氏强调

基督教是精神 , 精神是内向性的 , 内向性是主体性 , 主

体性本质上是激情 , 主体性的顶巅是对人的永恒幸福的

无限的 、 个人的 、 充满激情的兴趣 。②克氏描述人生道

路的目的在于引导人们理解与实践真正的基督教精神。

他要求 “有形教会 ” 让位于 “无形教会 ”, 即个人不凭

借教会 , 直接向上帝敞开心灵的深处与之沟通 。

克氏采取间接沟通的方式 , 还因为这种方式与内向

性真理的密切关系。既然真理是主观性的 , 那么 , 只能

在个体的内向性中实现 。在 《反讽的概念 》 中就有一些

内在的力量引导读者分别地寻求意义— 首先是个人方

面的意义 , 其次是整部著作的意义, 再次是克氏的苏格

拉底式沟通的意义 。这些力量促使读者在主观反思中一

步步抵达真理 。在 《或此或彼 》 中 , 他又以匿名的方式

阐述审美和伦理两种生存之间的区别与相互联系。与抽

象 、 思辨的真理相比, 伦理的真理是存在的 、 具体的 ,

克氏设置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谈话或通信方式 , 这就构

成了间接沟通 。生存难以捉摸的特点 , 以及生存异化状

态与内在性真理的揭示 , 意味着必须运用间接的方式 ,

即体系缺失的形式 。作为恰当巧妙的表达方式 , 间接沟

通体现了选择性与批判性 , 克氏通过对人生三阶段的描

述 , 揭示了审美和伦理人生的不完满 , 自然将个体推到

选择的前沿 , 非此即彼 , 促使个体进人生存的生成与奋

争之中。

克氏要求内在化地生活 , 即在受难与苦行中认真严

肃地实现基督徒的生存 。但在喧嚣的时代 , 对永恒的追

求只能在内向性中进行 , 内向性的努力表明 , 每个个体

都有自己独特的感受 , 都有自己为之生存的秘密 , 秘密

具有不可传达性 , 因为信仰是自我精神的体现 , 一旦表

达出来 , 就得为它寻找依据 , 因而要借助理性的力量 ,

但理性与信仰是矛盾的。克氏的美学作品都缘于自己内

心的秘密 , 这种秘密使他一直处于忧郁之中 , 包含着他

对女友 、 父亲与上帝的爱 。他无法把这种秘密直接表达

出来 , 就以假名的方式来间接表达自己的处境与立场 ,

希望人们通过字里行间的暗示而得到启示 , 能够关注内

向性 , 由审美人生的沉沦回归自我 。

二 、 沟通的形式

克氏的著作有真名著作和假名著作两种 。他的假名

著作如同文字游戏和迷宫 , 他成功地对自我进行多重裂

变 , 书中的任何人物都不掌握全部真理 , 也没有任何一

个人能真正代表他 。他自识的使命是 “为上帝的到来准

备地盘 ”, 希望能成为像苏格拉底那样帮助真理产生的

助产士。他深人探究生存的本质 , 认为个人生存处于不

断生成与变化之中 , 个人的生存境遇取决于其自由决

择 , 他不断拷问心灵 , 在心灵中进行激烈的思想交锋 ,

从每个生存问题中引出避免沉沦与救赎的方式 。

克氏的著作便是如此设计 第一分界是美学著作 ,

最后的分界是宗教著作 , 它们之间的转折点则是 《最后

的非科学性附言 》。他整个工作的关键就是成为一个基

督徒 。克氏坚信 , “间接沟通 ” 是 “欺骗人们达到真理 ”

的方式 , 而人与人之间的最高关系是苏格拉底式的 “接

生术 ” 关系或 “间接沟通 ” 的关系 。他以这种方式迫使

人们意识到真实的境遇 , 并做出有益的个人抉择 。

克氏认为 , 一切能力的沟通都是间接沟通 , 能力沟

通是两个主体之间的一种沟通活动 , 这意味着主体间的

交流与共鸣 。单独的个体各有自己的内心秘密 , 这种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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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阻止了个体间的直接沟通 。但是 , 在各自的内心体验

中 , 人们有了某种 “共识 ” , 这种 “共识 ” 是间接沟通

的基础 。主观思想家采用内向性反思的方式 , 这种反思

使自己成为思想的拥有者 。沟通者给予接受者仅是一种

提示或暗谕 , 接受者应该完全摆脱沟通者 , 独自面对沟

通者的 “文本 ”。通过双重的反思 , 使文本反映的观念

与自己的生存相联系 , 从而真正拥有真理 。克氏推崇双

重反思 , 引导人们以此来真正占有真理 。苏格拉底作为

沟通者最了解它的意义 , 他成功地运用反讽 , 从不告诉

对方任何确定性的知识 , 以便让其发挥内向性 , 最终寻

到真理 。因此 , 双重反思对于沟通者与接受者具有同等

重要的意义 。

总之 , 沟通者试图通过假定的幻相沟通出生存的秘

密与本质 , 促使接收者通过内向性反思的不可穷尽性来

抵达生存真理 。沟通主要通过 “幻相一 主观反思一

本质 ” 的过程来实现 。沟通者内向性越丰富, 间接沟通

具有的艺术特质与张力越强 , 越具有审美性 。这种沟通

的形式可以说是一种艺术 , 沟通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艺

术的劳作 。艺术性越高 , 内向性越强烈 。间接沟通的方

式实际上是艺术沟通 , 它使主体们敞开各自丰富的内向

性 , 在双重反思中获得真正的生存真理。正如内向性自

身是不能穷尽的, 艺术张力也能无穷尽地改变双重反思

的形式 艺术的特质越强烈 , 内向性就越丰富 。如果沟

通的作者具有许 多艺术技巧 , 甚至可 以说他在运用艺

术 , 他便能确信在之后的时刻保证沟通的内向性 。因为

他无限关注自己内向性的保存 , 这种关注能将个人从疏

忽的肯定性的任何形式中拯救出来 , 从而进入生存的本

质状态 。

克氏根据美感 、 伦理 、 宗教三方面区分了三种间接

沟通的方式 。美感的沟通没有反思性的渗透 , 更没有涉

及双重反思 , 属于直接性的范畴 。克氏认为 , 感性生活

中的沟通基本上是直接性的, 但是一旦涉及到美感能

力 , 间接沟通就又会起作用 。因为能力沟通总会引人反

思和双重反思 , 在此直接性已被突破 , 一切以间接的方

式表现出来 。伦理沟通比美感沟通更具有间接性 。苏格

拉底的精神接生术主要是伦理沟通 , 通过否定与反讽 ,

间接性地表达伦理精神。宗教沟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涉

及知识 , 知识沟通具有一定的直接性 , 但宗教在本质上

是间接的。知识沟通只是初步 , 在内在宗教领域 , 关于

上帝的知识可以把人引向宗教 , 实践去成为基督徒。但

本质上宗教是悖论的, 以其荒谬而拒绝一切知识的努

力 , 因此 , 直接沟通是不可能的。克氏认为 , 基督不是

作为神 , 而是变成肉身 , 作为活生生的人来到人间, 他

所从事的一切就是间接沟通 。克氏以宗教谈话代替布道

即是由直接沟通转向间接沟通 。因此 , 宗教沟通在本质

上是一种间接沟通 , 是为了让人最终能直接与上帝会

面 , 洞察真理 。

作为一位宗教思想家 , 克氏更为关注宗教的生存 。

在成为真正基督徒的历程中 , 精神沟通将经历三个阶段

首先是知识沟通阶段 , 其次是具有伦理实在的能力沟通

阶段 , 最后是做一个见证人 。克氏认为 , 第一阶段是直

接沟通 , 第二阶段是间接沟通 , 第三阶段是新的意义上

的直接沟通。思辨 、历史研究都是直接沟通。思辨的布

道以推理的方式进行 , 远离了个体的生存与内向性 , 这

种布道实际上违背了基督教的本性 , 未能看到基督教的本

质是受难与痛苦 。历史的布道则将个人消融于历史事件中,

使人忘却了主观性与内向性。这两种布道都是直接沟通 ,

以感性的直接来表现宗教 , 将宗教沟通贬低为知识与世俗

问题 。因此, 在以有形的教会作为中介与上帝沟通的领域 ,

人们都受到布道的蒙骗, 以为它是通往天国的阶梯。克氏

认为, 宗教沟通是一种能力 , 宗教培养的目标是让个体自

己面对与宗教的关系, 让生存向上帝敞开。

在克氏看来 , 上帝并不直接与人打交道 , 他派圣子

以奴仆的方式来到世间, 这就是间接沟通。要与上帝打

交道 , 不应通过教会 , 而应通过基督这一中介。因此 ,

客观地把 《圣经 》看作历史文献只会破坏对启示的真正

理解 , 它不是教条 , 而是一面镜子 。我们看到的是自

己, 通过自我观照 , 个体就会意识到上帝对自己的要求

与生存的意义 。只有排斥了对 《圣经 》的客观理解 , 才

会明白基督下凡及其在世上的一切遭遇 , 只不过是上帝

通过圣子而设计的一条通向天国之路 。因此 , 个体阅读

《圣经 》, 关键是行动 , 沿着基督受难的旅程前进 , 乃至

最终成为基督徒 。

克氏提出, 采取间接沟通的方式一方面表明他自己

还未达到真正使徒的水平 , 另一方面也为了促使他人从

幻相中解脱出来 。他自喻为基督教中的苏格拉底 , 他要

通过美学著作 、训导与谈话向人们间接地沟通基督教精

神 。排除了幻相之后 , 新的面对上帝的直接沟通才重新

开始 。克氏的后期著作 年以后 集中于基督教主

题 , 但前后著作仍然有连贯性 , 都是努力揭示出人生的

幻相, 展现生存的异化状态与自我精神的真正追求 攻

击虚假的客观性和观念 , 直接宣传基督教真理 。克氏认

为 , 间接沟通不是最终的形式 , 苏格拉底的 “助产术 ”

适合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但不适于神与人的关系。

因此 , 远离直接性 感性的直接性和思辨的直接性 与

知识性 , 个体经由助产士的启发 , 最终成为真理的见证

人 , 间接沟通的目的才达到 。但前提是只要个体有神性

的信仰 , 就会与上帝同在 。由此可见 , 通过直接沟通

一 间接沟通一 直接沟通 , 个体能完全放弃虚幻的观

念和无关的外在活动 , 将自己的生存转化为宗教生存 ,



刘慧妹 个体生存的间接沟通— 克尔凯郭尔审美思想辨析

个体经过了黑格尔式的螺旋上升的历程 , 在更高的层次

上才能回归精神 , 实现永恒的自我 。

三 、 沟通的本 质

正如克氏指出 , 只有在上帝面前 , 人才成为真正的

人。他以美学著作起步 , 通过揭示审美人生的真相而将

人们引向伦理或宗教 , 为个体的抉择打通道路 , 最终成

为一名基督徒 。其所有的假名著作在本质上都是助产

术 。克氏认为, 在思想家的发展中, 会经过审美阶段

获得体验但并不约束自己 , 伦理阶段 做出决定并约

束自己 , 达到宗教阶段 认识到罪并将自己托付给上

帝 。作者的运动可描述为 诗人 美学 一 哲学家

思辨 一 本质的基督徒 。

《附言》是克氏作为一个作家的作品的转折点 , 它表达

了远离体系和思辨, 成为基督徒的问题。 《附言 》 的作者是

笔名约翰尼斯 ·克利马克斯, 《附言 》的中心论题是, 人们

常常忘记生存意味着什么。克利马克斯对生存的分析实际

上是对哲学和现代科学中抽象的 、 体系的 、 客观的思维方

式的攻击, 在这种思维方式中个体性不但丧失 , 而且被遗

忘 。个体的科学思维越多 , 就越趋向于忘记自己是有限的

现世存在, 而个体必须勇敢地面对死亡的到来, 人的认识

和理解是有限的 特别是理解自我 , 个体并不只是认识的

工具 , 除了能思维和认识 , 人在根本上是感情和伦理的存

在。从严格意义上而言, 《附言》表明了个人生存意味着间

接沟通 , 彰显了克氏的生存思想 。

克氏的美学作品与其宗教目标密切相关 。在 《观

点》 中, 他承认 , 自己整个美学作品都肩负着宗教使

命 , 但它们并没有直接表露出来 。 “美学作品整体 , 就

其与整个作品的关系而言 , 乃是一种欺骗 ”。①它们以间

接的方式证明美感生活是幻相 , 只有宗教生活才是本真

的。 “美学作品描述了人们可以采取的一种成为基督徒

的方式 即远离美感生活以成为基督徒 ”。②

克氏表明 , 要弄清楚 自己做什么而不是认识什

么 。他希望自己的思想发展建立在基督教精神的基础

上 , 这是个体生存的最深根基 , 而不是某种客观的东

西 。他揭示的是个体的生存及其实践意义 。因此 , 克

氏热切地寻找为我的真理与使命 , 渴望领会上帝的意

图与安排 。克氏认为 , 当人们在深刻的认识中超脱瞬

间时 , 就会意识到自己处于与世界的现实沟通中 , 这

种沟通不是关于这个世界的单纯的知识 , 也不是自身

的知识 , 因为这种知识不是沟通 。 只有当人在内心提

出生存的追问 , 即他自身隶属于这个世界对于他意义

何在 , 以及由此他对于这个世界意义何在 , … …只有

这时 , 内向性的人才会在这些苦恼和追 问中诞生 , 并

要求一种解释与证明 。克氏看到 , 由于人们借以逃避

自己的一切知识 , 以及由此得出的任何解释都缺乏慰

籍 , 而基督教则将注意力完全从外界收回 , 将之返人

内心 , 把任何一种与他人的沟通都转变为与上帝的沟

通 。所以克氏引人了上帝 , 通过上帝向内向性的人阐

明 , 上帝在他的永恒智慧中会将一切结合起来 通过

使人成为上帝的合作者来彰显生存的依据 , 并且通过

每次阐明来增强个体作为内向性的人的力量 。

克氏美学作品明显以间接沟通的方式 , 充满着难以

捉摸的蕴义与个人体验 。 《或此或彼 》展示了在生存的

个体中美学与伦理的关系 。 《再现 》 以 “心理实验” 的

形式 , 沟通出宗教的意义 。正如克氏认为 , 真理不能直

接地沟通 , 要通过艺术的方式 。虽然 , 克 氏所提到的

“ '' 包含古希腊的技艺 、 手艺或技巧的内涵 , 是广义

的技艺 , 但毕竟触及到个体与真理的沟通方式需通过中

介物来实现 , 惟有通过间接沟通 , 以个体的生命体验 ,

通过 “ '' 这一桥梁 , 以艺术沟通的方式 , 才能洞见真

理之光 , 发现真善美的统一 。这里不仅暗含着当代文学

理论中的 “读者反应 ” 或 “接受美学 ” 原则 , 同时更开

启了现当代美学在艺术中寻求至高真理 , 将审美作为人

生旨归的生命体验之洪流 。

在 《或此或彼 》 中 , 克氏提出要抛弃 “审美 ” , 但

是 , 他要抛弃的是一种异化的 、 处于沉沦状态的 “审

美 ”, 而追求 “审美 ” 的真正本性 , 即与生存相协调的

“审美 ” 。他认为真正的美就是这样 “我这里所说的每

件事当然都能在审美上表现出来 , 但不是以诗歌的形式

来表现 , 而是以一个人实践它的事实来表现 , 把它放进

真实的生活中。正是在这方面审美是无敌的 , 与生活调

和的 — 这里 , 我得到了对审美更高的概念 ”。③因

此 , 真正的审美是与生活 、 生存息息相关的 , 而非仅

仅是艺术式的。后者在克氏眼中是理智化的 , 没有历

经内在的辩证法 , 与外在历史 、 道德本质上一致 。它

们仅是美的外观与表象 , 是运用理智观照的结果 , 而

真正美的东西是内向性的 , 这种内向性的内容需要对

其外在形象经过对立面的综合超越而获得 。尽管超越

自身会失去一切 , 但却能奇迹般地获得一切 , “只有失

去一切的人才获得了一切 。',④也就是努力实践去成为真

正的基督徒 , 实践基督教的精神才能获得内向性的完

①② 黝 乡 人 ,

, 《司

眼 , 」

, , ,

③④ 克尔凯郭尔 《一个诱惑者的日记 》, 徐信华等译 ,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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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 实现永恒有效的自我 , 成就真正的自我 , 获得 “大

美,,。

在 《恐俱与颤栗 》 中 , 克氏指出 “假如美学试图

在多年来终结的地方 , 即有关高尚的幻相之中开始起步

的话 , 这也是可以期望的。但一旦它这样做 , 它就会与

宗教携起手来 , 因为这是惟一能够将美学从其与伦理学

的斗争中拯救出来的力量 。',①因此 , 按克氏的理论 , 审

美的真正自身 , 亦是 “信仰”, 即是宗教激情 。信仰不

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自由行为 , 一种意志的表达 。信仰

即是这样一种悖论 , 个体性比普遍性更高 其表现形式

为 , 该运动重复不断 , 个体在作为个体而从属于普遍性

之后 , 又借助普遍性而成为比普遍性更高的个体 此

外 , 作为个体的个人与绝对处于一种关系之中。即人能

真正地面对上帝 , 成为他自己。

克氏肯定的是一种宗教的生存方式 。宗教的方式从

否定的概念中推演出来 , 是从罪中, 从伦理和道德律令

的失效中推演出来的。这是否定的辩证法运动 , 当否定

的思想运动进行时 , 信仰的秘密就喷薄而出。信仰实际

上是激情 , 激情将人类的一切生活统一为一体 。 “只有

这样的人 , 他的存在被如此地震撼 , 以致他凭借理解一

切都是可能的而成为了精神的存在 , 只有他才能与上帝

打交道 。',②信仰的实现正是荒谬的实现 , 而荒谬的实现

意味着其表象 、 外在方面走向极端 , 正是无可摆脱的

“疾病 ” 走向极端 , 巫待拯救之时转而回归内向性的自

我 , 回归自身 , 实现真正的自我 , 而这恰恰就是审美 。

因而 , 真正的审美对克氏而言 , 是个体的自我完善 、 自

我充盈 、 自我建构 、 自我的两极— 有限与无限 、 暂时

与永恒 、 自由与必然的自由融合 , 自身与自身的和谐关

系 , 真实的精神 。正如他意识到自己的使命 , 所以他希

望世人也能同样意识到个体生存的意义并能在向上帝敞

开时寻回真实的自我 。因此 , 真正的人生不能在枯燥的

理论或通常的伦理中实现 , 真正的生存意义必须要在

“审美 ” 中实现 , 即在绝望或荒谬的极端中实现 , 即审

美在生存处于极境中才能凸现。

如果抛开克氏思想的宗教倾向, 可以看到其著作的

本质是为了揭示出生存的本真境遇 , 使人们从沉沦状态

中觉醒, 以间接沟通的方式不断激发人的自觉心 , 复归

自我本性 , 促使人实现真正的精神自由, 达到永恒 。上

帝的引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人类对永恒幸福的期

冀 , 听从 “绝对命令 ” 的召唤 , 实质上也就是听从自我

本真的呼唤 , 在真正的生存中昭示自我和成就自我 , 以

实现人对自身圆满的追求 , 实现真正的永恒 、真正的

大美 。

本文作者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 博士 , 中

山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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