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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之本体与美作为信仰之

合法性证明

黄文杰

【提　要】美之本体是美学的核心问题，它规定着美学的边界并制约着美学学科之合法

性。美意味着绝对自由的感性显现，美作为存在方式具有突出的信仰特征。美学起源于人

类对绝对自由之自觉，绝对自由作为存在方式以终极实在为依据。以自我与自我意识为表

征的对象性存在乃是对以终极实在为基础的本真存在 （绝对自由）的背叛，审美活动的本

质其实就是消解自我 和 自 我 意 识，并 实 现 对 以 真 我 为 表 征 的 绝 待 性 存 在 的 超 越 或 者 还 原。
以美学的发生学追问为基础，对中西美学两种范式进行结构性比较，能够阐明纯粹美学的

基本主张以及美作为信仰之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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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仰 意 味 着 对 自 我 与 自 我 意 识 之 非 法 性 与

非实在性 的 觉 悟，并 向 非 实 在 性 终 极 实 在 彻 底

开放的生 存 方 式。美 作 为 信 仰 的 合 法 性 决 定 于

对美之本 体 的 基 本 理 解，对 美 的 信 仰 直 接 启 示

着美之本 体 以 及 美 学 的 内 在 规 定 性。美 学 以 绝

对自由为 终 极 关 怀，美 作 为 存 在 方 式 意 味 着 绝

对自由的 感 性 呈 现。西 方 美 学 受 西 方 哲 学 和 科

学的影响，其 实 体 性 终 极 实 在 及 以 此 为 基 础 的

绝对自由 归 根 到 底 只 是 自 我 与 自 我 意 识 的 主 观

建构。① 西方美学直接诉诸自我之善无限，实现

从有限 的 现 实 世 界 向 无 限 的 概 念 世 界 的 超 越，

两个世界 的 建 构 意 味 着 西 方 之 美 本 质 上 并 不 具

有信仰的 基 本 表 征。中 国 美 学 诉 诸 自 我 之 善 无

限对恶无 限 的 有 效 收 敛，努 力 验 证 过 程 性 终 极

实在亦即 天 道，天 人 合 一 的 存 在 方 式 意 味 着 绝

对自由是 对 天 道 自 然 之 普 遍 分 有。以 玄 学 为 基

础的中国 美 学 依 然 未 能 实 现 对 自 我 和 自 我 意 识

之非法性 的 究 竟 觉 悟。无 论 是 实 体 性 终 极 实 在

（理 念、生 命、存 在）还 是 过 程 性 终 极 实 在

（易、天道、自然）都没有能够摆脱实体论或者

实体主义 的 窠 臼，本 质 上 都 是 自 我 以 不 同 的 方

式进行的主 观 建 构。我 们 认 为，终 极 实 在 具 有

非实在性，非 实 在 性 终 极 实 在 是 绝 对 自 由 作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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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方哲学之本体论经 历 了 从 古 代 哲 学 之 理 念 （如 柏 拉 图 与

黑格尔）向现代哲 学 之 生 命 （如 生 命 哲 学 和 意 志 主 义）和

意志 （如存在主义）的转型。 “理念”是 自 我 之 逻 辑 建 构，
“生命”与 “意志”也只是自我之情感和意志的独断。现代

哲学的反形而上学，亦 即 所 谓 反 本 质 主 义 和 反 中 心 主 义 并

没有改变西方哲学一 以 贯 之 的、以 自 我 的 合 法 性 和 实 体 性

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和 存 在 方 式，因 此 也 未 能 让 西 方 哲 学 在

自我批判的过程中找 到 真 正 切 实 可 行 的 自 救 之 路。西 方 哲

学依然在自我意识的 控 制 之 下 自 说 自 话，主 观 地 谈 论 着 只

有自我感兴趣的哲学主题。



存在方式 之 真 实 究 竟 的 内 在 依 据。以 自 我 为 表

征的实存 境 域 亦 即 对 象 性 存 在 是 对 终 极 实 在 的

背叛，自我 与 自 我 意 识 无 法 提 供 自 我 消 解 的 力

量并实现 向 本 真 存 在 的 还 原。审 美 活 动 直 接 诉

诸于对自 我 与 自 我 意 识 的 无 穷 否 定。美 是 信 仰

启示出美 作 为 存 在 方 式 既 不 是 任 何 形 式 的 外 在

对象，也不是 任 何 意 义 的 内 在 意 境，美 之 非 对

象性 和 非 实 体 性 意 味 着 美 是 绝 对 自 由 的 感 性

显现。

一、自由之自觉与美的启示

美学 作 为 一 门 学 科 产 生 于１８世 纪 的 德 国，

美学之父 鲍 姆 加 登 把 美 学 叫 感 性 学。鲍 姆 加 登

创建美学 的 目 的 乃 是 基 于 对 人 的 实 存 方 式 的 深

入思考，感 性 学 意 在 凸 显 人 的 感 性 存 在 之 合 法

性以及 感 性 与 理 性 和 谐 统 一 的 终 极 存 在 方 式。

这是西方美学对自由作为存在方式的最初理解。

鲍桑葵说：“形而上学者所以对美发生兴趣，是

因为美 是 理 性 和 感 性 可 以 感 触 到 的 会 合 点。”①

感性与理 性 的 和 谐 统 一 是 西 方 美 学 向 往 的 理 想

存在方式。显 然，美 学 的 研 究 对 象 直 接 指 向 人

的实存方 式，美 学 的 终 极 关 怀 是 人 性 的 完 善 和

绝对自由的实现。美即自由，美学是自由学。

美学以 人 之 本 真 存 在 为 终 极 关 怀，作 为 自

由学的美 学 产 生 在 近 代 社 会，这 种 现 象 的 产 生

是因为生 存 悖 论 的 激 化 已 经 成 为 具 有 普 遍 性 和

迫切性的 时 代 主 题，主 流 文 化 必 须 给 出 超 越 悖

论实现自由的有效对策。鲍桑葵指出：“比较来

说，古代意 识 还 没 有 因 为 人 性 中 各 局 部 要 素 相

互冲 突 地 要 求 代 表 整 体 而 陷 于 矛 盾 分 裂 的 地

步。”② 马克思也指 出： “１８世 纪 并 没 有 克 服 那

种自古以 来 就 有 并 和 历 史 一 同 发 展 起 来 的 巨 大

对立，即 实 体 和 主 体、自 然 和 精 神、必 然 性 和

自由的对 立，而 是 使 这 两 个 对 立 面 发 展 到 顶 点

并达到十 分 尖 锐 的 程 度，以 致 消 灭 这 种 对 立 成

为不可避免的事。”③ 在西方社会，“人性中各局

部要素 的 冲 突”主 要 表 现 为 感 性 和 理 性、个 人

与社会、自由 与 必 然 之 间 的 冲 突，只 有 到 了 近

代，由人性 之 中 各 局 部 要 素 的 冲 突 所 导 致 的 生

存悖论才 真 正 成 为 被 普 遍 关 注 的 时 代 主 题。鲍

桑葵说：“在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沃

尔夫、鲍姆加 通 的 著 作 中，我 们 可 以 找 到 一 种

抽象的理 性 主 义 和 唯 智 主 义 的 连 绵 不 断 的 思 想

脉络，而在培根、洛 克、夏 夫 兹 伯 里、贝 克 莱、
休谟、卢梭的 著 作 中，我 们 可 以 看 到 一 种 同 样

抽象的经 验 论 的 倾 向 或 感 觉 论 的 倾 向。这 两 个

潮流在康德 身 上 会 合 起 来 了，而 且，正 是 由 于

这两个潮 流 在 他 的 学 说 中 汇 集 起 来，这 个 问 题

才摆在后 来 的 整 个 近 代 思 想 界 面 前…… ‘怎 样

才可以把感官世界和理想世界调和起来？’———
这就是总的问题。‘愉快的感觉怎样才可以分享

理性的性质？’———这是按特殊美学方式指出的

同一问题。”④ 鲍 桑 葵 十 分 清 楚 地 阐 明 了 美 学 产

生的历史 原 因，描 述 了 生 存 悖 论 的 激 化 和 内 在

结构，指明了美学学科的基本问题和终极关怀。
从发生 学 视 角 来 说，美 学 起 源 于 人 对 生 存

悖论的反 思 以 及 对 绝 对 自 由 之 自 觉，自 由 作 为

存在方式 成 为 时 代 主 题，对 美 的 追 求 本 质 上 就

是人对实 存 方 式 的 持 久 反 抗 与 不 断 超 越。美 作

为存在方 式 意 味 着 绝 对 自 由 的 感 性 显 现，美 亦

即绝对自 由 是 对 终 极 实 在 之 分 有，对 美 的 追 求

直接诉诸 于 对 美 作 为 绝 对 自 由 之 信 仰。第 一，
关于绝对 自 由 之 作 为 本 真 存 在 方 式 的 存 在 论 依

据，如果自由只是自我意识的独断和主观建构，
那么自由 永 远 无 法 进 入 实 存 世 界 并 实 现 对 人 生

在世之有 效 干 预。作 为 存 在 方 式 的 自 由 具 有 先

在性和本 原 性，自 由 之 先 在 性 既 不 能 是 时 间 在

先也不能 是 逻 辑 在 先。这 就 是 说 自 由 具 有 本 原

性，本来如此，自 由 之 先 在 性 和 本 原 性 意 味 着

前主体性并接受本体亦即终极实在之绝对决定。
第二，关于 绝 对 自 由 与 以 自 我 为 表 征 的 实 存 结

构与存在 方 式 的 关 系，绝 对 自 由 之 自 觉 起 源 于

实存方式 之 非 法 性，实 存 境 域 之 悖 论 性 结 构 启

示着实存 方 式 对 终 极 实 在 之 疏 离 与 背 叛。这 是

内在超越的 现 实 基 础。第 三，人 类 皆 有 不 断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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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自我的 内 在 规 定 性 以 及 自 我 超 越 之 可 能 性 和

必然性向度。对 于 纯 粹 美 学 而 言，审 美 之 本 质

是存在方式 的 还 原，是 对 实 存 结 构 之 解 构。审

美还原属 于 方 法 论 维 度，其 信 仰 特 征 意 味 着 审

美的本质 不 是 自 我 建 构 而 是 自 我 消 解。第 四，

美作为绝 对 自 由 的 呈 现 既 具 有 先 在 性，也 具 有

生成性。先在 性 亦 即 本 原 性，它 意 味 着 美 是 对

终极实在 之 分 有。作 为 生 成 性 的 美 则 是 本 真 存

在之感性 显 现，它 与 美 的 先 在 性 实 现 了 境 界 论

维度的统一。

二、终极实在与自在性存在

终极实 在 亦 即 宇 宙 人 生 之 实 相 存 在，终 极

实在是 绝 对 自 由 作 为 存 在 方 式 的 存 在 论 基 础。

对终极实 在 的 不 同 理 解 必 然 制 约 着 绝 对 自 由 作

为存在方 式 的 内 在 规 定 性。就 终 极 实 在 与 包 括

人在 内 的 存 在 者 的 关 系 而 言，终 极 实 在 具 有

“三一 性”，亦 即 三 个 维 度 的 内 在 规 定 性，分 别

表现 为 使 在、显 在 和 去 在。其 中，使 在 凸 显 终

极实在之 超 越 性 维 度，终 极 实 在 是 存 在 者 得 以

有意义地 存 在 之 基 础；显 在 表 明 终 极 实 在 之 临

在性维度，终 极 实 在 不 是 虚 无，存 在 者 是 终 极

实在的表 现 或 显 现；去 在 则 揭 示 终 极 实 在 之 能

动性维度，对 终 极 实 在 之 分 有 是 存 在 者 实 现 有

意义存在 的 内 在 动 力。包 括 人 在 内 的 存 在 者 是

对终极实在 的 表 现 和 分 有，因 此，终 极 实 在 对

人的本真存在亦即绝对自由具有绝对的决定性。

西方哲 学 把 终 极 实 在 叫 做 本 体 或 者 实 体。

西方古代 哲 学 的 本 体 主 要 表 现 为 柏 拉 图 之 理 念

和黑格尔 之 绝 对 精 神，其 中 黑 格 尔 的 绝 对 精 神

是对西方古代哲学之本体论的总结和系统表述。

在黑 格 尔 那 里，绝 对 精 神 具 有 鲜 明 的 “三 一

性”，绝对精神表现为逻辑性、历史性和主体性

三者的有机统一。黑格尔说：“一切问题的关键

在于，不仅 把 真 实 的 东 西 或 真 理 理 解 和 表 述 为

实体，而且 同 样 理 解 和 表 述 为 主 体。”① 绝 对 精

神既是绝对 的 实 体，同 时 也 是 能 动 的 主 体，具

有自我运 动 的 内 在 依 据。绝 对 精 神 的 自 我 运 动

表现为一 个 整 全 的 系 统，这 个 系 统 以 纯 粹 逻 辑

的方式开启，并 外 化 到 自 然 和 人 类 社 会，最 终

在精神阶 段 实 现 向 自 身 的 回 归。绝 对 精 神 决 定

人的本性和 本 真 存 在 方 式。一 般 说 来，西 方 哲

学认为，人 作 为 理 性 存 在 物 是 对 绝 对 精 神 的 分

有和显现，其 本 真 存 在 也 必 须 吻 合 绝 对 精 神 的

逻辑特征。但 是，黑 格 尔 之 绝 对 精 神 只 是 自 我

的主观建 构，因 此 其 绝 对 性 必 然 受 制 于 自 我 意

识的严格控 制。事 实 证 明，绝 对 精 神 的 主 观 性

决定了它 无 法 进 入 实 存 世 界，对 历 史 事 实 也 缺

乏必要的 解 释 能 力。根 据 黑 格 尔 的 哲 学 理 念，
被绝对精 神 决 定 的 本 真 存 在 也 就 只 能 是 逻 辑 的

设定。这种 意 义 的 绝 对 精 神 以 及 以 此 为 依 据 的

本真存在 决 定 了 关 于 审 美 还 原 之 思 辨 性 和 终 极

境界之虚 妄 性。绝 对 精 神 之 主 观 性 控 制 了 黑 格

尔乃至整 个 西 方 古 代 美 学 的 命 运，使 之 终 究 摆

脱不了概 念 哲 学 之 宿 命，并 最 终 遮 蔽 了 自 由 作

为存在方 式 的 历 史 契 机 和 现 实 可 能 性。黑 格 尔

以降，西方 哲 学 关 于 本 体 的 论 述 实 现 了 从 理 念

向生命与 存 在 的 转 换，这 就 是 欧 陆 人 本 主 义 包

括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的基本状况。
生命或者 存 在 作 为 本 体 依 然 只 是 自 我 之 情 感 和

意志的独 断，欧 陆 人 本 主 义 和 与 科 学 密 切 相 连

的英美实 证 主 义 并 没 有 改 变 西 方 文 化 之 实 体 性

思维的传 统 血 脉。现 代 西 方 哲 学 和 科 学 之 反 传

统行为始 终 未 能 觉 悟 到 非 实 在 性 终 极 实 在 以 及

自我的非法 性。因 此，西 方 文 化 对 人 之 本 真 存

在的说明其实只是自我主观建构的逻辑性存在，
无论 是 理 性 逻 辑 还 是 情 感 和 意 志 逻 辑，概 莫

能外。②

与西方 哲 学 之 实 体 性 终 极 实 在 不 同，中 国

玄学之终 极 实 在 具 有 鲜 明 的 过 程 性。过 程 性 终

极实在制 约 着 中 国 美 学 对 本 真 人 性 与 本 真 存 在

方式的理 解，使 之 具 有 某 些 不 同 于 西 方 文 化 的

中国特色。玄 学 关 于 终 极 实 在 的 思 想 来 源 主 要

７７

黄文杰：美之本体与美作为信仰之合法性证明

①

②

［德］黑格尔：《精 神 现 象 学》上 卷，贺 麟、王 玖 兴 译，商

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０页。

就本质而言，作为本 体 之 “理 念”乃 自 我 之 认 知 维 度 的 主

观建构，而 “生命”和 “存 在”也 只 是 起 源 于 自 我 的 情 感

和意志维度。三种形式 之 本 体 以 及 理 念 向 生 命 和 存 在 之 现

代转换都没能超越自 我 的 范 围，都 遵 循 自 我 的 逻 辑 并 为 自

我意识所建 构。因 为 没 有 认 识 到 自 我 的 虚 妄 性 和 非 法 性，

西方文化包括西方美 学 也 就 不 可 能 真 正 觉 悟 人 的 本 真 存 在

及其存在论依据。



体现在 《易 经》与 受 《周 易》思 维 之 影 响 的 儒

道经典之中。在 中 国 圣 人 看 来，易 作 为 终 极 实

在与天道、自 然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都 属 于 同 一 层 次

的存在论范 畴，甚 至 可 以 说 是 异 名 同 谓。易 作

为终极 实 在 同 样 具 有 “三 一 性”，亦 即 不 易 性、
变异性和 交 易 性，分 别 显 示 易 作 为 终 极 实 在 的

超越性、临在 性 和 能 动 性 维 度。在 中 国 文 化 后

来的发展中，易 之 本 体 地 位 逐 渐 被 道 取 代，道

成为中国 文 化 和 玄 学 之 最 高 的 具 有 制 约 性 和 本

原性的范畴。在 玄 学 这 里，道 首 先 是 个 存 在 论

的范畴，具有 鲜 明 的 在 先 性 和 本 原 性。玄 学 认

为，不同于逻 辑 之 理，中 庸 之 道 不 是 认 识 的 对

象。对自 我 而 言，道 永 远 具 有 神 秘 性。只 有 自

我得到有 效 收 敛 并 显 现 为 中 庸 的 圣 人 方 能 明 白

道究竟意 味 着 什 么。西 方 文 化 之 实 体 性 终 极 实

在，无论是绝 对 精 神 还 是 生 命 或 者 存 在，它 们

归根到底 只 是 自 我 的 主 观 建 构，其 绝 对 性 主 要

表现为以 自 我 为 基 础 之 逻 辑 性；与 西 方 文 化 坚

信自我之 善 无 限 不 同，中 国 文 化 之 “道”是 过

程性终极 实 在，它 是 基 于 本 我 之 善 无 限 对 自 我

之恶无限 之 主 动 收 敛，其 绝 对 性 主 要 表 现 为 本

我对自我之 存 在 论 超 越。对 中 国 美 学 来 说，自

由作为本 真 存 在 以 过 程 性 终 极 实 在 为 基 础，它

不是纯粹 逻 辑 的。自 由 的 实 现 意 味 着 对 自 我 以

及自我 意 识 之 有 效 管 控，这 就 是 所 谓 “克 己 复

礼”与 “心斋坐忘”。在中国美学看来，自由是

一种无限 性 存 在 方 式，它 与 过 程 性 终 极 实 在 一

样，不是自我 谈 论 的 对 象，它 只 能 伴 随 对 自 我

的有效收 敛 才 能 最 终 现 身。 “道”之 体 验 性 与

“理”之逻辑性是中西文化在本体论和存在论上

的差异，并制 约 着 中 西 文 化 关 于 世 界 观、人 生

观、道德观、价值观乃至于方法论的本质区别。
在某 种 意 义 上，过 程 性 终 极 实 在 （道）与

实体性终 极 实 在 （理）缺 少 直 接 的 通 约 性。对

于纯粹美 学 而 言，过 程 性 终 极 实 在 依 然 没 有 彻

底消解自 我 以 及 自 我 建 构 的 实 体 观 念，作 为 善

无限之本我依然只是恶无限之自我的显现方式，
因此中国 玄 学 与 美 学 也 就 不 可 能 真 正 放 弃 实 体

之实在性 观 念。中 庸 之 道 依 然 不 是 宇 宙 的 真 实

本体，因此 被 道 所 决 定 的 存 在 方 式 也 就 不 可 能

是人的本真 存 在 方 式。对 于 中 国 文 化 来 说，过

程性 终 极 实 在 决 定 了 本 我 之 善 无 限 （孟 子 之

“性本善”），并以善无限之本我实现对恶无限之

自我 （荀子之 “性本恶”）的存在论管控 （“克

己复礼”与 “心 斋 坐 忘”）。纯 粹 美 学 认 为，过

程性终极 实 在 依 然 不 是 宇 宙 人 生 之 实 相 存 在 方

式，中庸之道缺乏对自我之非法性的真正觉悟，

因此归根 到 底 并 没 有 消 解 实 体 性。在 纯 粹 美 学

看来，终极实 在 具 有 非 实 在 性。非 实 在 性 终 极

实在也叫 缘 起 性 终 极 实 在，它 才 是 宇 宙 人 生 的

实相存在 方 式。人 作 为 终 极 实 在 之 感 性 显 现 本

质上也是 非 实 在 的，以 缘 起 性 终 极 实 在 为 基 础

的人的本 真 存 在 方 式 表 现 为 自 在 性 存 在。自 在

性存在亦 即 绝 对 自 由 是 对 缘 起 性 终 极 实 在 的 分

有并被其 决 定。自 在 性 存 在 意 味 着 绝 对 自 由，

自由之绝 对 性 或 者 绝 对 自 由 必 须 以 自 我 的 彻 底

消解 为 前 提。在 这 种 意 义 上，无 论 是 西 方 之

“理”还是中国之 “道”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逻辑

性存在和 无 限 性 存 在 都 不 可 能 实 现 真 正 的 绝 对

自由。缘起性终极实在不同于实体性终极实在，

也超越了 过 程 性 终 极 实 在，其 集 中 表 现 就 是 存

在者之 非 实 在 性 以 及 自 我 的 非 法 性 与 恶 无 限。

自在性存 在 方 式 具 有 非 实 体 性、非 二 元 性 与 非

逻辑性的 特 点，这 些 都 是 自 我 无 法 理 解 也 无 法

建构的。缘 起 性 终 极 实 在 具 有 前 主 体 性 特 征，

前主体性 意 味 着 不 能 被 作 为 实 体 性 主 体 之 自 我

所质疑。这 种 信 仰 特 征 决 定 了 它 既 不 是 自 我 的

主观建构，也 不 能 依 靠 自 我 对 自 身 的 有 限 收 敛

而证得。缘 起 性 终 极 实 在 是 人 的 本 真 存 在 亦 即

自在性存 在 的 存 在 论 依 据，它 对 绝 对 自 由 的 规

定启示出自 我 的 非 实 在 性 与 非 法 性。因 此，纯

粹美学对 人 的 实 存 结 构 和 实 存 方 式 的 分 解 也 具

有不同于西方美学和中国美学的显著特征。

三、生存悖论与对象性存在

如果说 终 极 实 在 是 美 学 的 实 在 论 基 础，是

审美还原 的 内 在 依 据；那 么 人 生 在 世 则 是 美 学

的实存论基 础，是 审 美 还 原 的 现 实 起 点。在 美

学看来，人生 在 世 是 不 自 由 的，这 种 不 自 由 缘

于对终极 实 在 以 及 以 之 为 基 础 的 本 真 存 在 方 式

的背叛。对 人 生 在 世 及 其 存 在 方 式 的 关 注 是 美

８７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学寻求超 越 的 重 要 方 面 和 基 本 动 力。就 存 在 方

式而言，人 生 在 世 是 以 自 我 为 表 征 的 对 象 性 存

在，这种存在 方 式 具 有 实 体 性、二 元 性 与 表 象

性的特征。对 象 性 存 在 方 式 对 以 自 我 为 表 征 的

感知觉所 提 供 的 表 象 从 不 怀 疑，而 且 充 分 信 任

自我的情 感 和 意 志，它 坚 信 存 在 者 是 实 际 存 在

的，而且 彼 此 外 在。就 实 存 境 遇 而 言，对 象 性

存在方式 集 中 地 表 现 为 一 种 生 存 悖 论，这 种 悖

论蕴藏着 人 类 与 自 然、个 人 与 社 会 以 及 个 人 与

自身的普 遍 性 冲 突 和 结 构 性 矛 盾。西 方 美 学、
中国美学 和 纯 粹 美 学 都 对 生 存 悖 论 的 内 在 本 质

和发生机 制 进 行 了 不 同 的 结 构、解 构 和 价 值 判

断，不同的 在 世 论 及 其 内 在 结 构 决 定 了 三 种 美

学范式之 不 同 的 超 越 方 式 以 及 与 此 相 关 之 终 极

境界的内在规定性。
西方美 学 认 为，生 存 悖 论 主 要 表 现 为 感 性

与理性之间的矛 盾 和 冲 突。① 鲍 桑 葵 指 出： “形

而上学者 所 以 对 美 发 生 兴 趣，是 因 为 美 是 理 性

和感性可 以 感 触 到 的 会 合 点。批 评 界 所 以 对 美

发生兴趣，是 因 为 美 是 人 类 生 活 在 其 变 化 不 定

的各个方 面 的 表 现。这 两 种 兴 趣 在 长 期 各 自 发

展之后，又 结 合 起 来———这 就 是 近 代 美 学 的 真

正起源。”② 感性 与 理 性 之 间 的 矛 盾 是 西 方 美 学

的基本问题，“人性中各局部要素相互冲突地要

求代表整 体 而 陷 于 矛 盾 分 裂 的 地 步”。③ 在 西 方

美学看来，作 为 人 的 实 存 方 式，理 性 和 感 性 虽

然相互冲 突，但 是 它 们 却 是 人 性 内 在 的 不 可 分

离的两个 方 面，彼 此 皆 具 有 与 生 俱 来 的 存 在 之

合法性。美 学 的 目 的 就 是 如 何 实 现 两 者 之 间 的

和谐统一，这 既 是 美 学 的 普 遍 难 题，也 是 美 学

的终极关 怀。鲍 姆 加 登 创 立 感 性 学 的 目 的 就 是

要在恢复 感 性 存 在 之 合 法 性 的 同 时，实 现 感 性

和理性和 谐 统 一 的 终 极 存 在 方 式，这 就 是 西 方

人所说的自 由。应 该 说，强 调 感 性 存 在 之 合 法

性的感性 学 与 西 方 主 流 文 化 关 于 人 是 理 性 存 在

者的界定 不 完 全 吻 合。这 就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一 方

面决定了 作 为 感 性 学 的 美 学 具 有 对 人 作 为 感 性

存在者的 强 烈 体 验 和 现 实 关 怀，另 一 方 面 也 就

注定了西 方 美 学 解 决 生 存 悖 论 的 方 式 只 能 是 诉

诸思辨。也就 是 说，自 由 的 实 现 不 可 能 在 实 存

境域里完 成。西 方 美 学 所 理 解 的 自 由 具 有 强 烈

的主观性，建 立 在 理 性 与 感 性 之 合 法 性 基 础 上

的生存悖 论 的 消 解，或 者 感 性 与 理 性 之 间 的 和

谐统一只 是 理 性 思 辨 所 应 该 从 事 的 工 作。西 方

美学之思 辨 特 性 把 实 存 世 界 之 生 存 悖 论 原 封 不

动地搁置 起 来，绝 对 自 由 只 能 是 人 生 在 世 的 逻

辑愿景，实 存 世 界 与 思 辨 理 想 之 间 的 距 离 无 法

在自我之合法性的坚定信念中实现对接和超越。
显然，西 方 文 化 认 为 自 我 以 及 所 有 存 在 者

都具有实 在 性 与 合 法 性，这 种 文 化 信 念 决 定 了

西方美学 只 能 感 受 到 生 存 悖 论 的 表 面 现 象，而

对悖论产 生 的 原 因 则 不 可 能 有 深 入 了 解。中 国

文化认为，礼 崩 乐 坏 乃 是 因 为 人 心 不 古，名 教

与自然之 间 的 矛 盾 是 生 存 悖 论 的 典 型 表 现，以

过当之人 欲 为 表 征 的 生 存 悖 论 是 对 过 程 性 终 极

实在亦即 天 道 自 然 的 背 离。中 国 美 学 对 生 存 悖

论进行了 现 象 学 还 原，指 出 生 存 悖 论 的 产 生 乃

是因为自 我 之 无 限 扩 张，这 与 受 过 程 性 终 极 实

在亦即天 道 自 然 决 定 的 本 我 之 过 程 性 和 无 限 性

背道而驰。中 国 文 化 强 调 本 我 亦 即 本 来 之 我 的

无限性，这种 无 限 性 与 过 程 性 相 结 合，共 同 表

征过程性终 极 实 在 之 超 越 性。同 时，与 本 我 之

善无限相 比，自 我 亦 即 现 实 之 我 具 有 强 烈 的 恶

无限本能，这 是 一 种 背 离 终 极 实 在 之 无 限 的 扩

张本能。实 存 世 界 的 生 存 悖 论 就 是 因 为 自 我 之

恶无限，也就是中国文化所特指的过当之人欲。
中国美学 较 之 于 西 方 美 学 的 重 大 区 别 表 现 在 中

国文化敏 锐 地 追 踪 到 自 我 之 中 本 能 地 存 有 无 限

扩张的冲动，因 此，有 效 地 抑 制 这 种 冲 动 是 实

现绝对自 由 的 唯 一 选 择。对 自 我 之 非 法 性 的 体

证以及随 之 而 来 的 自 我 克 制 决 定 了 中 国 美 学 鲜

明的经验性，与 “两个世界”的西方文化不同，
“一个人生”的文化信念让中国人没有兴趣去建

构一个绝 对 超 验 的 逻 辑 世 界。中 国 美 学 具 有 明

显的优越 性 是 因 为 对 终 极 实 在 和 生 存 悖 论 的 解

构来自于 中 国 圣 人 对 宇 宙 人 生 的 仰 观 俯 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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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文 化 和 西 方 美 学 的 主 观 建 构 和 逻 辑 思 辨

存在本质 的 区 别，两 者 之 间 似 乎 不 存 在 彼 此 通

约的内在可能性。

纯粹美学 对 人 生 在 世 与 生 存 悖 论 的 分 析 不

同于西方 美 学，对 自 我 之 实 在 性 与 合 法 性 的 坚

信决定了 西 方 美 学 对 终 极 实 在 与 绝 对 自 由 的 逻

辑建构及 其 虚 幻 性。同 时 它 也 不 同 于 中 国 美 学

将生存悖 论 归 结 为 自 我 之 恶 无 限，这 种 恶 无 限

意味着 自 我 相 对 于 过 程 性 终 极 实 在 的 非 法 性。

但是，中国 美 学 依 然 没 有 觉 悟 到 作 为 善 无 限 之

本我亦是自 我 之 恶 无 限 的 显 现，因 此，过 程 性

终极实在 以 及 以 此 为 依 据 的 人 之 无 限 性 存 在 也

只能是有限 的，自 由 也 不 是 绝 对 的。纯 粹 美 学

以信仰为依 托，在 它 看 来，终 极 实 在 具 有 非 实

在性，非实 在 性 终 极 实 在 既 超 越 了 实 体 性 终 极

实在，也比过程性终极实在更为彻底更为真实。

过程性终 极 实 在 对 实 体 性 终 极 实 在 之 超 越 是 不

彻底的，既 表 现 在 对 存 在 者 之 实 体 性 的 某 种 程

度的保留，也 体 现 在 对 自 我 之 恶 无 限 的 非 法 性

无法彻底割 舍。纯 粹 美 学 认 为，人 生 在 世 对 于

非实在性 终 极 实 在 的 背 离 根 本 上 是 因 为 自 我 之

实在性与 非 法 性，自 我 之 非 法 性 集 中 表 现 为 自

我对自身 与 其 他 在 者 的 实 在 性 执 著，非 法 的 自

我是生存 悖 论 产 生 的 唯 一 的 存 在 论 根 源。对 以

自我为表 征 的 对 象 性 存 在 方 式 的 彻 底 否 定，意

味着纯粹 美 学 既 不 同 于 西 方 美 学 对 自 我 之 实 在

性与合法 性 的 独 断，也 与 中 国 美 学 不 彻 底 的 实

在论观念划 清 了 界 限。比 较 而 言，西 方 美 学 的

自由观受 实 体 性 终 极 实 在 的 决 定 而 表 现 为 逻 辑

的自由，这种自由实际上只是自我的主观建构；

中国美学 的 自 由 观 受 过 程 性 终 极 实 在 的 决 定 而

表现为有 限 的 自 由，这 种 意 义 的 自 由 其 实 只 是

自我对自 身 的 有 限 收 敛。纯 粹 美 学 的 自 由 观 实

现了对中 西 美 学 的 双 重 超 越，非 实 在 性 终 极 实

在决定了 自 我 的 非 实 在 性、绝 对 非 法 性 以 及 自

由之绝对 性 和 纯 粹 性，这 也 是 美 作 为 信 仰 的 存

在论基础和现实依据。

四、自我消解与结构性还原

就纯粹 美 学 而 言，美 作 为 存 在 方 式 是 绝 对

自由的感 性 呈 现。美 亦 即 自 由 作 为 信 仰 还 表 现

为审美还 原，一 种 致 力 于 对 自 我 的 无 穷 否 定 而

实现的从 不 自 由 的 在 世 方 式 实 现 为 绝 对 自 由 的

终极存在。审 美 还 原 是 一 种 结 构 性 还 原，它 以

消解自我为 支 点，实 现 了 包 括 人 类 与 自 然、个

人与社会 以 及 个 人 与 自 身 之 本 真 关 系 的 彻 底 归

正。审美还 原 的 方 法 论 规 则 与 终 极 实 在 以 及 实

存结构存在 内 在 关 联，也 就 是 说，终 极 实 在 之

规定性和 生 存 悖 论 的 内 特 征 决 定 了 审 美 还 原 的

必然选择。西 方 美 学、中 国 美 学 和 纯 粹 美 学 关

于审美还 原 的 论 述 也 各 不 一 样，彼 此 之 间 具 有

明显的差异性。
西方美 学 坚 信 自 我 之 实 在 性 与 合 法 性，对

审美还原 亦 即 生 存 悖 论 之 消 解 在 本 原 上 只 能 诉

诸于自我，希 望 自 我 通 过 理 性、情 感 和 意 志 的

力量解决 困 境。在 从 柏 拉 图 到 黑 格 尔 的 西 方 主

流美学看 来，人 作 为 理 性 存 在 者 是 一 种 本 体 规

定性。在这种 意 义 上，人 之 感 性 规 定 性 是 非 法

的，最终必须 被 理 性 所 统 一。在 黑 格 尔 的 哲 学

体系里，世界 起 源 于 逻 辑 阶 段，最 后 在 哲 学 阶

段达到圆 满，而 逻 辑 和 哲 学 在 黑 格 尔 那 里 意 味

着绝对精 神 之 开 启 和 向 自 身 的 回 归。鲍 姆 加 登

看到了人 生 在 世 之 感 性 存 在 的 合 法 性，他 创 建

美学试图 实 现 理 性 和 感 性 之 和 解，并 以 此 作 为

美学之最 高 理 想。席 勒 认 同 感 性 存 在 之 先 天 合

法性，并 将 理 性 与 感 性 的 统 一 诉 诸 游 戏 冲 动

———一种在席 勒 看 来 也 是 与 生 俱 来 的 趋 向 自 由

的内在意 识。康 德 把 自 我 与 自 我 意 识 解 构 为 知

情意三个 维 度，并 突 出 地 表 示 出 限 制 自 我 之 知

解能力的无 限 性 特 征。在 康 德 看 来，作 为 物 自

体之本体 是 理 性 无 法 触 摸 的，却 能 够 为 意 志 所

确认。康德的 策 略 是，一 方 面 限 制 理 性 之 无 限

性冲动并 独 断 物 自 体 之 存 在，另 一 方 面 又 用 意

志塑造一 个 上 帝，并 且 赋 予 这 位 上 帝 以 绝 对 的

道德必然 性。康 德 之 上 帝 具 有 鲜 明 的 独 断 论 色

彩，这就决 定 了 他 必 须 以 情 感 之 力 量 促 使 有 限

之理性认 同 绝 对 意 志 的 独 断 专 行。但 康 德 终 究

无法摆脱 自 我 意 识 的 控 制 并 表 现 出 意 志 主 义 的

专制独断 和 情 感 主 义 的 罗 曼 蒂 克。黑 格 尔 以 降

的西方美 学 放 弃 了 黑 格 尔 的 路 线，现 代 美 学 包

括现象学美 学、分 析 美 学 和 过 程 论 美 学，都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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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那里 吸 取 营 养，重 新 解 读 和 重 点 发 挥 康 德

思想之非 知 性 能 力 部 分，对 情 感 和 意 志 给 予 格

外关注。现 代 美 学 之 独 断 论 表 现 出 非 常 不 同 于

传统的理 性 形 而 上 学，它 们 更 多 地 是 诉 诸 自 我

之情感和 意 志 维 度，这 就 是 所 谓 的 后 形 而 上 学

之本质特 征。自 我 之 实 在 性 与 合 法 性 是 西 方 文

化的基本 信 念，现 代 西 方 哲 学 并 没 有 能 够 真 正

触及自我之 非 法 性。因 此，康 德 以 及 从 他 起 源

并受他影 响 的 后 形 而 上 学 关 于 审 美 还 原 的 策 略

只是转换 了 一 个 维 度。这 种 处 理 方 式 意 味 着 西

方现代美 学 依 然 只 能 生 活 在 自 我 建 构 的 情 感 和

意志的世 界 里，它 们 对 于 实 存 世 界 的 生 存 悖 论

依然无能为力。
中国美学 之 过 程 性 终 极 实 在 觉 悟 到 了 自 我

之恶无限 的 现 实 性 （荀 子 之 “性 本 恶”），并 试

图以 人 性 本 有 皆 有 之 善 无 限 （孟 子 之 “性 本

善”）的力量对自我之恶无限主动实行收敛，实

现中庸之道亦即自然与名教相融合之存在方式。
道亦即过 程 性 终 极 实 在 是 中 国 文 化 对 宇 宙 本 体

的基本定位，儒 道 等 诸 子 百 家 概 莫 能 外，区 别

只在于 回 归 本 体 之 方 法 论 策 略。儒 家 强 调 “克

己复礼”，克己就是克制过当之人欲，努力收敛

现实自我 的 无 限 之 扩 张 本 能；复 礼 就 是 回 归 天

道自然，使过 程 性 终 极 实 在 得 以 完 美 呈 现。道

家提倡 “心斋坐忘”，希望凭借本有皆有之善无

限直趋心性 本 源，归 向 天 真 本 我。儒 道 互 渗 互

补，共同 建 构 符 合 天 道 本 然 之 人 间 正 道———一

种与过程 性 终 极 实 在 相 适 应 的 存 在 方 式。一 般

说来，中国 玄 学 和 美 学 不 像 西 方 哲 学 和 美 学 那

样信任自 我，肯 定 其 合 法 性 并 肆 意 放 纵 自 我；
玄学不认同 “两个世界”，不将实存世界的生存

悖论搁置 起 来，也 不 像 西 方 哲 学 那 样 任 由 自 我

在思辨的 世 界 里 寻 求 替 代 方 案。中 国 美 学 觉 悟

到了过程 性 终 极 实 在，中 国 之 “道”比 西 方 之

“理”更具有本真性和超越性，非理之道决定了

中国美学 的 实 证 精 神，这 种 实 证 精 神 之 于 审 美

还原则体 现 为 直 接 诉 诸 对 自 我 之 恶 无 限 的 主 动

收敛。
但是，中 国 特 色 之 审 美 还 原 所 凭 借 的 依 然

只是自我本己的力量，中国文化相信是非之心、
恻隐之心、辞 让 之 心 与 羞 恶 之 心 人 皆 有 之、人

固有之，试 图 激 活 人 性 之 中 善 无 限 的 力 量 努 力

进行自我 约 束，实 现 在 世 结 构 之 和 谐 与 稳 定。

人性之本 善 或 本 恶 乃 是 就 现 实 人 心 而 言，自 我

除了恶无限 之 现 实 性 之 外，亦 有 本 有、皆 有 的

善无限之 可 能 性。中 国 文 化 所 推 崇 的 圣 人 或 者

真人，就是 那 种 善 无 限 居 于 主 位 并 能 有 效 控 制

恶无限之 肆 意 扩 张 的 人 格 典 范。在 纯 粹 美 学 看

来，中国美 学 关 于 自 我 之 恶 无 限 的 觉 悟 是 不 彻

底的。自我之 非 法 性 是 相 对 于 “道”亦 即 过 程

性终极实 在 而 言 的，而 过 程 性 终 极 实 在 对 自 我

之实在性 与 合 法 性 仍 然 持 有 某 种 程 度 的 保 留 态

度。纯粹美学 认 为 终 极 实 在 具 有 非 实 在 性，非

实在性终 极 实 在 才 是 真 正 意 义 的 宇 宙 实 相。它

不是自我 凭 借 自 我 意 识 所 做 的 任 何 意 义 和 任 何

形式的逻 辑 建 构，因 此 也 不 能 被 任 何 意 义 和 任

何形式的 自 我 所 证 得。纯 粹 美 学 坚 信 包 括 自 我

在内的所 有 在 者 皆 是 非 实 在 的，也 因 此 是 非 法

的。玄学所 谓 本 我 之 善 无 限 亦 是 自 我 的 感 性 显

现，所以审 美 还 原 的 目 的 就 是 要 完 全 干 净 彻 底

地摧毁 自 我 以 及 由 自 我 意 识 建 构 的 虚 妄 世 界。

纯粹美学之审美还原凭借的不再是自我的力量，

当然也不 是 所 谓 自 我 之 善 无 限 的 力 量。自 我 及

自我意识 无 法 触 摸 终 极 实 在，也 不 可 能 摧 毁 本

来就是自 我 建 构 的 概 念 世 界。纯 粹 美 学 把 摧 毁

自我实现 审 美 还 原 的 力 量 归 结 为 人 皆 有 之、人

固有之的超越本性 （佛性、神性），这种本性可

以叫做净无 限 或 曰 空 无 限，它 无 善 无 恶、无 是

无非、无 美 无 丑。纯 粹 美 学 认 为，本 真 人 性 之

无分别的 内 在 规 定 性 乃 是 对 非 实 在 性 终 极 实 在

的分有。在审 美 还 原 过 程 中，净 无 限 直 接 诉 诸

对自我的 无 穷 否 定，其 彻 底 性 不 会 给 自 我 保 留

任何反抗 的 机 会 和 可 能 性，无 论 是 自 我 的 知 解

能力还是 依 然 属 于 自 我 的 情 感 和 意 志。纯 粹 美

学在方法 论 维 度 表 现 出 绝 对 的 否 定 性，这 种 绝

对的否定 性 也 是 美 作 为 信 仰 以 及 纯 粹 美 学 之 纯

粹性在审美还原方面的直接表现和重要特征。

五、终极和谐与绝待性存在

美学是 自 由 学，作 为 存 在 方 式 的 美 之 生 成

依赖于对 自 我 和 自 我 意 识 的 超 越，美 之 生 成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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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自我 向 终 极 实 在 的 回 归。人 的 本 真 存 在 是

对终极实 在 之 分 有，终 极 实 在 决 定 了 自 由 的 本

质以及实现自由的方法论原则。对于美学而言，
与美之生 成 相 伴 随 的 是 终 极 和 谐 之 现 身，实 际

上，终极和谐 乃 是 绝 对 自 由 之 感 性 显 现，亦 即

宇宙人生之 本 来 面 目 的 最 终 呈 现。但 是，由 于

对终极实 在 及 其 规 定 性 的 不 同 认 知，不 同 美 学

范式形成 了 各 具 特 色 的 在 世 论、还 原 论 和 与 之

相应的境 界 论，美 作 为 信 仰 在 境 界 论 维 度 也 有

各自不同的基本特征和证明方式。
西方美学 之 实 体 性 终 极 实 在 终 究 只 是 自 我

意识之主 观 建 构，西 方 美 学 没 有 能 够 觉 悟 到 自

我之非实 在 性 与 虚 妄 性，它 们 只 是 凭 借 自 我 意

识之认知 能 力 以 及 情 感 和 意 志 主 观 地 建 构 终 极

实在。黑格尔 以 前，主 流 的 西 方 美 学 独 断 地 认

定人作为 理 性 存 在 物 就 是 由 这 种 实 体 性 终 极 实

在决定的，借 用 理 性 压 抑、消 解 感 性 就 成 了 合

乎逻辑的还 原 手 段。与 之 相 应，人 的 理 想 存 在

方式和绝 对 自 由 也 就 自 然 具 有 鲜 明 的 理 性 和 历

史色彩。黑格 尔 以 降，生 存 悖 论 之 激 化 成 了 时

代主 题，鲍 姆 加 登、康 德、席 勒 普 遍 关 注 人 之

感性维度 的 合 法 性，人 之 感 性 存 在 取 得 了 与 理

性势均 力 敌 甚 至 试 图 取 代 理 性 的 本 体 论 地 位。
人的感性实 在 性 在 意 志 主 义、生 命 哲 学、现 象

学和过程 哲 学 那 里 得 到 了 集 中 地 表 现 和 极 端 地

礼遇，而分 析 哲 学 也 以 自 己 独 特 的 方 式 再 一 次

为理性划 界 并 为 人 类 感 性 包 括 情 感 和 意 志 寻 找

合法性证 明，感 性 存 在 上 升 为 一 元 之 实 存 的 生

活世界。西 方 文 化 虽 然 对 在 世 结 构 的 悖 论 性 质

深有体验 并 努 力 寻 求 超 越，但 是 始 终 未 能 觉 悟

自我之虚 妄 性，只 能 在 自 我 范 围 之 内 借 用 知 情

意的手段 反 复 移 位，这 种 文 化 的 先 天 缺 陷 终 究

无法消解 生 存 悖 论。虽 然 现 代 西 方 哲 学 从 唯 主

体之 对 象 性 存 在 转 向 了 互 主 体 之 交 互 性 存 在

（主体间 性），但 是 这 种 主 体 间 性 的 转 向 依 然 只

是实体性 终 极 实 在 的 变 形 方 式，是 情 感 的 单 向

度愿景或 者 意 志 的 独 断 论 判 决。对 人 类 之 感 性

合法性的 认 同 提 升 了 人 类 情 感 与 意 志 之 本 体 论

地位，却无法平衡感性与理性之间的现实冲突。
西方文化 转 换 了 超 越 的 策 略，这 就 是 以 感 性 消

解理性的 方 式 完 成 超 越，人 的 个 体 欲 求 凌 驾 于

社会历史 之 上，个 人 与 社 会 （包 括 自 然）之 紧

张对峙依然 存 在 并 持 续 膨 胀。因 此，如 果 说 西

方传统美 学 具 有 理 性 之 独 断 论 色 彩，那 么 现 代

西方美学 则 具 有 强 烈 的 感 性 之 独 断 论 特 征。它

们对感性存在的张扬放纵了情感和意志的冲动，
却又使社会、历史处在接受审查和批判的境地。
美亦即绝 对 自 由 对 于 西 方 文 化 终 于 从 理 性 之 谈

论过渡到 情 感 之 期 待 和 意 志 之 独 断，而 西 方 人

之实存境 域 依 然 在 生 存 悖 论 中 无 奈 而 紧 张 地 绵

延。西方美 学 之 理 性 逻 辑 实 现 了 向 情 志 逻 辑 的

内在置换，作 为 终 极 境 界 的 绝 对 自 由 却 始 终 处

于黑暗之中，从而成为想象世界中美丽的幻影。
中国文化 之 过 程 性 终 极 实 在 决 定 了 中 国 美

学与西方 美 学 于 心 性 论 维 度 的 重 大 差 异，这 种

差异在美 学 之 境 界 论 维 度 也 有 清 晰 的 证 明。大

同理想 是 中 国 美 学 对 终 极 和 谐 之 中 国 式 表 达，
中国人对 美 亦 即 绝 对 自 由 的 体 证 来 自 于 对 自 我

之恶无限 的 积 极 干 预 和 主 动 收 敛。中 国 美 学 觉

悟到自我 之 恶 无 限 的 现 实 性，并 试 图 凭 借 善 无

限之力量 “克己复礼”与 “心斋坐忘”，抑制自

我与自我 意 识 的 膨 胀 与 扩 张。中 国 美 学 用 天 人

合一表征 绝 对 自 由。天 人 合 一 意 味 着 全 主 体 之

整体性存 在，与 西 方 美 学 之 唯 主 体 和 互 主 体 之

对象性存 在 形 成 鲜 明 对 比，这 是 对 主 客 二 分 之

实存境域 的 有 限 超 越。作 为 过 程 性 终 极 实 在 的

内在规定 性，天 人 合 一 既 是 天 道 自 然 之 本 体 规

定，也是天道 自 然 之 感 性 显 现。全 主 体 之 整 体

性存在是 中 国 美 学 关 于 终 极 境 界 亦 即 绝 对 自 由

的基本表述。它 意 味 着 宇 宙 既 是 一 个 整 体，也

是一个主 体，生 存 悖 论 的 主 客 二 分 结 构 得 到 了

一定程度 地 抑 制。中 国 美 学 致 力 于 自 我 收 敛，
以善无限 克 服 恶 无 限，这 种 以 义 务 为 本 位 的 还

原方式使 中 国 特 色 之 宇 宙 人 生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恢

复了稳定 与 和 谐。大 同 世 界 意 味 着 生 存 悖 论 得

到某种形 式 的 抑 制，绝 对 自 由 作 为 本 真 存 在 方

式开启了某种可能性契机。
纯粹美学 之 超 越 性 和 纯 粹 性 分 别 表 现 在 实

在论、实 存 论、还 原 论 和 境 界 论 诸 维 度。在 纯

粹美学看 来，中 国 美 学 没 有 觉 悟 到 本 我 之 善 无

限亦是自 我 之 恶 无 限 的 感 性 显 现，这 种 心 性 论

维度之不 彻 底 性 决 定 于 过 程 性 终 极 实 在，因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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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使得 中 国 式 终 极 境 界 亦 即 绝 对 自 由 也 不 可

能具有真正的超越性与纯粹性。纯粹美学认为，
自我之善 无 限 亦 是 恶 无 限，是 恶 无 限 的 显 现 方

式，自我在 本 体 论 上 不 具 有 任 何 存 在 之 实 在 性

与合法性。纯 粹 美 学 之 缘 起 性 终 极 实 在 意 味 着

终极实在 之 非 实 在 性，它 不 是 任 何 意 义 任 何 形

式之实体。以 自 我 为 表 征 的 对 象 性 存 在 是 对 缘

起性终极实 在 的 背 叛，所 谓 唯 主 体 性、互 主 体

性乃至于 全 主 体 性 都 是 自 我 之 主 观 建 构。纯 粹

美学坚信，自我不具有回归终极实在的可能性，
终极实在之呈现只能以自我的彻底消解为前提，
审美还原 依 赖 于 本 真 的 人 性 （神 性、佛 性）亦

即净无限 之 觉 醒 与 全 面 激 活。对 自 我 之 虚 幻 性

和非法性 之 认 知 是 纯 粹 美 学 之 实 存 论 的 突 出 特

征，也决定 了 纯 粹 美 学 对 绝 对 自 由 和 终 极 境 界

的规定性 具 有 极 强 的 信 仰 特 征。缘 起 性 终 极 实

在秉持非实 在 论 立 场，实 在 就 是 非 实 在，非 实

在是唯一 的 真 实 的 本 体，这 就 意 味 着 不 仅 实 体

性终极实 在 是 虚 妄 的，过 程 性 终 极 实 在 也 只 是

自我对自 身 的 分 别。美 作 为 信 仰 的 合 法 性 证 明

在境界 论 维 度 表 征 为 人 的 存 在 方 式 之 绝 待 性，
纯粹美学 对 自 我 的 彻 底 消 解 不 仅 决 定 于 信 仰 对

象之非实 在 性 与 绝 对 性，而 且 也 决 定 了 对 自 我

之实体性 和 非 法 性 的 毫 无 保 留 地 坚 信。终 极 和

谐在纯粹 美 学 这 里 既 是 超 越 的，也 是 临 在 的 和

能动的，终极 和 谐 是 终 极 实 在 的 感 性 显 现。终

极实在是超 越 性、临 在 性 和 能 动 性 的 统 一，以

终极实在 为 依 据 的 终 极 和 谐 亦 复 如 是。纯 粹 美

学认为，终 极 和 谐 显 现 为 人 与 自 然 之 间 的 自 然

生态、人与 人 之 间 的 社 会 生 态 和 人 与 自 身 之 间

的精神生态，三 大 生 态 彼 此 关 联，共 同 构 成 了

终极和谐之 立 体 图 景。其 中，人 与 自 身 之 间 的

精神生 态 的 和 谐 对 终 极 和 谐 具 有 决 定 性 作 用。
终极和 谐 之 精 神 生 态 以 真 心 （真 我）为 表 征，
它是绝对 自 由 的 感 性 显 现，是 与 对 象 性 存 在 绝

然不同的绝 待 性 存 在。因 此，以 真 我 为 表 征 的

绝待性存 在 是 对 以 自 我 为 表 征 的 对 象 性 存 在 的

超越，在本 原 论 意 义 上 也 是 向 自 在 性 存 在 的 回

归，绝待性 存 在 实 现 了 本 原 性 与 终 极 性 的 完 美

统一。

本文作 者：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哲 学 学 院 美 学 研

究所副教授

责任编辑：左杨

Ｔｈｅ　Ｎｏｕ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Ｂｅａｕ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Ｐｒｏｏｆ　ｏｆ　Ｂｅａｕｔｙ　ａｓ　Ｆａｉｔｈ
Ｈｕａｎｇ　Ｗｅｎｊｉ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ｎｏｕ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ｂｅａｕｔｙ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ｗｈｉｃｈ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ｓ　ｉｔｓ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Ｂｅａｕｔｙ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ｂ－
ｓｏｌｕｔ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Ｂｅａｕｔｙ　ａｓ　ａ　ｗａｙ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ｈ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ａｉｔｈ．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ｎｄ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ｉ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Ｓｅｌｆ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ｒｅ　ａ　ｂｅｔｒａｙ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ｓ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ｌｆ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ｒｕｅ　ｓｕｃｈｎｅｓｓ　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ｓｅｌｆ．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ｋｅｓ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ｑｕｅｒｉｅｓ　ｏ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ｓｏ　ａｓ　ｔｏ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ｕｒ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ｂｅａｕｔｙ　ａｓ　ｆａｉｔ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ｎｏｕｍｅｎｏｎｏｆ　ｂｅａｕｔｙ；ｆａｉｔｈ；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ｐｒｏｏｆ

３８

黄文杰：美之本体与美作为信仰之合法性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