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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序

全面开启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衣俊卿

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 ，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从 2010 年起陆续推

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

书 。 作为主编 ， 我从一开始就赋予这两套丛书以重要的学术使命 ：

在我国学 术界全面开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的 一个新领域 ， 即东

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 。

我自知 ， 由千自身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的限制 ， 以及所组织的

翻译队伍和研究队伍等方面的原因 ， 我们对这两套丛书不能抱过

高的学术期待 。 实际上 ， 我对这两套丛书的定位不是 “ 结 果＂ 而是

“开端＂ ： 自觉地、系统地 ” 开启”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研究 。

策划这两部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头丛书 ， 井非我一

时心血来潮 。 可以说 ， 系统地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我过去二

十多年－直无法释怀的 ， 甚至是最大的学术夙愿 。 这里还要说的

一点是 ， 之所以如此强调开展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性 ， 并

非我个人的某种学术偏好 ， 而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地

位使然 。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 全面系统地开展东欧新马克思主

1 



义研究，应当是新世纪中国学术界不容忽视的重大学术任务。 基

于此，我想为这两套丛书写一个较长的总序，为的是给读者和研究

者提供某些参考 。

一 、丛书的由来

我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初 ， 也即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期间 。 那时的我虽对南斯拉夫实

践派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苦于语言与资料的障碍 ， 无法深入探

讨 。 之后，适逄有机会去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系进修并

攻读博士学位，这样就为了却自己的这桩心愿创造了条件 。 1984

年至 1986 年间 ， 在导师穆尼什奇 (Zdravko Munis飞）教授的指导

下，我直接接触了十几位实践派代表人物以及其他哲学家 ， 从第一

手资料到观点方面得到了他们热情而真挚的帮助和指导，用塞尔

维亚文完成了博士论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哲学家建立

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尝试》 。 在此期间，我同时开始了对东欧新

马克思主义其他代表人物的初步研究。回国后，我又断断续续地

进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 ， 并有幸同移居纽约的赫勒教授建立

了通信关系，在她真诚的帮助与指导下，翻译出版了她的《日常生

活》一书 。 此外，我还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

究成果 ，但主要是进行初步评介的工作 。＠

纵观国内学界，特别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界 ， 虽然除了本人

＠如衣俊卿 ：《实践派的探索与实践哲学的述评》，（台溶）森大图书有限公司

1990 年版；衣俊卿： 《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 ，（台湾）唐山出版社 1993 年版；衣俊卿：

《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衣

俊卿、陈树林主编：《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欧和苏联学者卷》（上、

F) I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以及关千科西克、赫勒、南斯拉夫实践派等的系

列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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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还有一些学者较早地涉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某几个代表

人物，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 ， 并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一些代表人物

的部分著作陆续翻译成中文(j) ' 但是 ， 总体上看 ， 这些研究成果只涉

及几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 ， 并没有建构起一个相对独立

的研究领域 ， 人们常常把关于赫勒、科西克等人的研究作为关于某

一理论家的个案研究 ， 并没有把他们置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历

史背景和理论视野中加以把握 。 可以说 ，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

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和自发研究阶段。

我认为 ， 目前我国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与东欧新马克

思主义在 20 世纪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 中 所具

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是不相称的 ； 同时 ， 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研究的缺位对于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眼

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战略 ， 也是不利的 。 应当说 ， 过去 30 年 ， 特

别是新世纪开始的头十年 ，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学术界已经

成为最重要、最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不仅这一领域本身的学科

建设和理论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引起了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改变 。 正是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进

展 ，使得哲学的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之问 ， 乃至

世界问题和中国问题、世界视野和中国视野之间 ， 开始出现相互融

合和相互渗透的趋势 。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 ，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例如，沙夫 ： 《人的哲学》，林波等译，三联书店 1 963 年版；沙夫 ： 《论共产主义

运动的若干间题》，奚戚等译，人民 出版社 1 98 3 年版 ； 赫勒 ： 《日常生活》，衣俊卿 译 ， 重

庆出版社 1990 年版 ；赫勒 ： 《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 马尔科维

奇、彼德洛维奇编 ：《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郑一明、 曲跃厚译，重庆 出版

社 1 994 年版 ； 柯拉柯夫斯基 ：《形而上学的恐怖》，唐少杰等译 ， 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柯

拉柯夫斯基：《宗教：如果没有上帝. ... .. 》，杨德友译，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等，以及黄继

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 ；张一兵、刘怀玉、傅其林、潘宇鹏

等关千科西克、赫勒等人的研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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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处于初始阶段 ， 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我一直认为，在 20 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体格局中，

从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阐发和对当代社会的全方位批判两个方面

衡量 ， 真正能够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 ＂ 的主要有三个领域 ： 一是

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 主要包括以卢卡奇、科尔施、葛

兰西、布洛赫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 ， 以霍克海默、阿多诺、

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萨特

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 ； 二是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主要包括分析的马克

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马克思

主义、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 ； 三是以南斯拉夫

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新马克

思主义者为代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 就这一基本格局而言 ， 由

于学术视野和其他因素的局限 ， 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

出发展不平衡的状态 ： 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对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

西等人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和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 女权

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为代表的 20 世纪 70 、 80 年代之后的欧美新马

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而对于同样具有重要地位的东欧新马克思

主义以及其他一些国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则较少关注。由此 ， 东

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巳经成为我国学术界关于世界马克思主义研

究中的一个比较严重的 “ 短板＂ 。 有鉴于此，我以黑龙江大学文化

哲学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

的研究人员为主，广泛吸纳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 组织了一

个翻译、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队，以期在东欧新马克

思主义的译介、研究方面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 ， 填补国内学界的

这一空白 。 2010一2015 年，＂译丛＂预计出版 40 种，“理论研究”

4 



丛书预计出版 20 种 ， 整个翻译和研究工程将历时多年 。

以下 ， 我根据多年来的学习、研究 ， 就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界

定、历史沿革、理论建树、学术影响等作一简单介绍 ， 以便丛书读者

能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二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界定

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和主要代表人物作一个基本划界 ，

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 。 与其他一些在某一国度形成的具体的哲学

社会科学理论流派相比，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要显得更为复杂，范围

更为广泛 。 西方学术界的一些研究者或理论家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

期就已经开始关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流派或理论家 ， 并陆续

对“实践派"、”布达佩斯学派＂ ， 以及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

物作了不同的研究 ， 分别出版了其中的某一流派、某一理论家的论

文集或对他们进行专题研究 。 但是 ， 在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总体

梳理和划界上，西方学术界也没有形成公认的观点，而且在对东欧

新马克思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界定上存在不少差异，在称谓上也各

有不同 ， 例如， “ 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 “ 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

”改革主义者”、“异端理论家“、“左翼理论家” 等 。

近年来 ， 我在使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范畴时，特别强调其特

定的内涵和规定性 。 我认为 ， 不能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来泛指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 ， 我们在划定东欧新马

克思主义的范围时 ， 必须严格选取那些从基本理论取向到具体学术

活动都基本符合 20 世纪＂新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流派和理论家。 具

体说来 ， 我认为 ， 最具代表性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当是 ： 南

斯拉夫实践派的彼得洛维奇 ( Gajo Petrovic , 1927一1993) 、马尔科维

奇 ( Mihailo Markovic , 1 923—2010 ) 、弗兰尼茨基 ( Predrag Vranick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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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2002) 、坎格尔加 ( Milan Kangrga , 1923—2008) 和斯托扬诺维

奇(Svetozar Stojanovic , 193 1 —2010) 等 ； 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赫勒

(Agn es HeUer, 1929一 ） 、费赫尔 (Ferenc Feher, 1933—1994) 、马尔

库什(Gyorgy Markus , 1934— ) 和瓦伊达(Mihaly Vajda, 1935— ) 
等 ； 波兰的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沙夫(Adam Schaff, 1913—2006) 、

科拉科夫斯基( Leszak Kolakowski, 1927—2009) 等 ； 捷克斯洛伐克的

科西克 (Karel Kosik, 1926—2003) 、斯维塔克 (Ivan Svitak, 1925— 
1994) 等 。 应当说 ， 我们可以通过上述理论家的主要理论建树 ， 大体上

建立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 。

除了上述十几位理论家构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 中 坚力量外 ，

还有许多理论家也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例

如 ， 南斯拉夫实践派的考拉奇(Veljko Korac, 1914—1991) 、日沃基奇

（即adin 么votic , 1 930—1997) 、哥鲁波维奇 (Zagorka Golubovic , 

1930一 ） 、达迪奇 (Ljubomir Tadic, 1925—20 1 3) 、波什尼雅克

(Branko Bosnjak, I 923一1996) 、苏佩克 (Rudi Supek, 1 913—1993) 、

格尔里奇(Danko Grlic , 1923一1984 ) 、苏特里奇(Vanja Sutlic , 1925— 
1989) 、达米尼扬诺维奇 (Milan Damnjanovic , 1924—1994) 等 ，匈牙利

布达佩斯学派的女社会学家马尔库什 (Maria Markus , 1936— 汃 赫

格居什 (Andr6s Hegedus , 1922一1999) 、吉 什 (Janos Kis , 1943— ) 、

塞勒尼 (Ivan Szelenyi, 1938一 ） 、康拉德 (Ceorg Konrad, 1933— ) 、

作家哈尔兹提 ( Miklos Harszti, 1945一 ） 等 ， 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人

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霍韦茨(Milan Machovec , 1 925—2003) 等 。

考虑到其理论活跃度、国际学术影响力和参与度等因素 ， 也考虑到

目前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力 量的限度 ， 我们一般没有把他们

列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

这些哲学家分属不同的国度 ， 各有不同的研究领域 ， 但是 ，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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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历史背景、共同的理论消源、共同的文化境遇以及共同的学术

活动形成了他们共同的学术追求和理论定位 ， 使他们形成了一个

以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为基本特征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术群体 。

首先 ，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

的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 ， 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改革的理论家和

积极支持者 。 众所周知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东欧各国普遍经历了

“斯大林化”进程 ， 普遍确立了以高度的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体制

为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或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而 20 世纪

五六十年代东欧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从根本上都是要冲破苏

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 ， 强调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特征，

以及工人自治的要求。 在这种意义上 ，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产

生于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四国，就不是偶然的

事情了 。 因为 ， 1948 年至 1968 年的 20 年间 ， 标志着东欧社会主

义改革艰巨历程的苏南冲突、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

春＂几个重大的世界性历史事件刚好在这四个国家中发生，上述东

欧新马克思主义者都是这一改革进程中的重要理论家 ， 他们从青

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实践哲学立场出发 ， 反思和批判苏联高度集

权的社会主义模式 ， 强调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

其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都具有比较深厚的马克思思想理论传

统和开阔的现时代的批判视野 。 通常我们在使用“东欧新马克思主

义＂的范畴时是有严格限定条件的，只有那些既具有马克思的思想

理论传统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关于人和世界的理论进行新

的解释和拓展 ， 同时又具有马克思理论的实践本性和批判维度，对

当代社会进程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的理论流派或学说 ， 才能冠之以

＂新马克思主义＂ 。 可以肯定地说 ， 我们上述开列的南斯拉夫、匈牙

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四国的十几位著名理论家符合这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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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件 。 一方面，这些理论家都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 ，

特别是青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或者批判的人本主义思想对他们影

响很大 ，例如，实践派的兴起与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

塞尔维亚文版 1 953 年在南斯拉夫出版有直接的关系 。 另一方面 ，

绝大多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卢卡奇、布洛

赫、列菲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等人带有人道主义特征的

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影响 ， 其中 ， 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就是由卢

卡奇的学生组成的 。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像西方马克思主

义代表人物一样 ， 高度关注技术理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

批判、现代性批判等当代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再次 ，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曾经组织了一系列国

际性学术活动，这些由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西方马克思主

义代表人物 ， 以及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的活动进一步形成

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人道主义理论定向 ， 提升了他们的

国际影响力 。 上述我们划定的十几位理论家分属四个国度 ， 而且

所面临的具体处境和社会问题也不尽相同 ， 但是，他们并非彼此孤

立、各自独立活动的专家学者 。 实际上 ，他们不仅具有相同的或相

近的理论立场 ， 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或者在很多场合内共同发

起、组织和参与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重要的世界性马克思主

义研究活动 。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南斯拉夫实践派在组织东欧新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交流和对话中的独特作用 。 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 ， 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创办了

著名的《实践》杂志 ( PRAXIS, 1964—1974) 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

(Kort ulavska ljetaja~k ola, 1963—1 973) 。 10 年间他们举办了 10

次国际讨论会 ， 围绕着国家、政党、官僚制、分工、商品生产、技术理

性、文化、当代世界的异化、社会主义的民主与自治等一系列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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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 百余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西方马克

思主义理论家和其他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参加了讨论。 特别

要提到的是 ， 布洛赫、列菲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马勒、

哈贝马斯等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和赫勒、马尔库什、科拉科夫斯

基、科西克、实践派哲学家以及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实

践》杂志国际编委会成员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的积极参加者。 卢卡奇未能参加讨论会，但他生前也曾担任《实

践》杂志国际编委会成员 。 20 世纪后期 ， 由于各种原因东欧新马

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或是直接移居西方或是辗转进入国际学

术或教学领域，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依

旧进行许多合作性的学术活动戒学术研究 。 例如 ， 在《实践》杂志

被迫停刊的情况下 ， 以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一部分实践派代表人

物于 1981 年在英国牛津创办了《实践（国际）》 ( PRAXIS INTER 

NATIONAL) 杂志，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则多次合作推出一些

共同的研究成果。Q) 相近的理论立场和共同活动的开展 ，使东欧新

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有机的、类型化的新马克思主义。

三 、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沿革

我们可以粗略地以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为时间点 ， 将东欧新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两大阶段 ： 第一个阶段是东欧新马

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和主要代表人物在东欧各国从事理论活动的时

© 例如， Agnes Heller, Luk如 Revalned, Oxford: Basil Black well Publisber, I 983 ; Fe

renc Feher, Agnes HeUer and Gyllrgy Markus, Dictatorship over Nee心， New York: St. M正

I.in's Press, 1983; Agnes HeUer and Ferenc Feher, Reconstructing Aesthetics - Writings of the 

B叫apest School, New York: Bla.ckwelJ, 1986; J, Gru叫ey, P. Crittenden and P Johnson 

eds. , Culture and Enlight,enrnent: Essays for Gyorgy Mnr如， Hampshire: Ashgate Publi shing 

Limited, 2002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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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二个阶段是许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在西欧和英美直接参

加国际学术活动的时期 。 具体悄况如下 ：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中期，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

派和主要代表人物在东欧各国从事理论活动的时期 ， 也是他们比

较集中、比较自觉地建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时期 。 可以说，

这一时期的成果相应地构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的或代表

性的理论观点 。 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

表人物的理论活动直接同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交织在一起。 他们

批判自然辩证法、反映论和经济决定论等观点，打破在社会主义国

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模式，同时，也批判现存的官

僚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关系 ， 以及封闭的和落后的文化 ， 力图

在现存社会主义条件下 ， 努力发展自由的创造性的个体 ，建立民主

的、人道的、自治的社会主义 。 以此为基础 ，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积

极发展和弘扬革命的和批判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他们一方面

以独特的方式确立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如实践派的“实

践哲学”或＂苹命思想＂、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布达佩斯学派

的需要革命理论等等 ； 另一方而以异化理论为依据 ， 密切关注人类

的普遍困境，像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家－样 ， 对于官僚政治、意识形

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异化的社会力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 这

一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展示出比较强的理论创造力 ，

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理论著作，例如 ， 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

沙夫的《人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科拉科夫斯基的

《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赫勒的《日常生活》和《马克思的

需要理论》、马尔库什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彼得洛维奇的

《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与革命》、马尔科维奇的《人道主义

和辩证法》、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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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 中 后期以来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是

不再作为自觉的学术流派围绕共同的话题而开展学术研究 ， 而是

逐步超出东欧的范图 ， 通过移民或学术交流的方式分散在英美、澳

大利亚、德国等地 ， 汇入到西方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或左翼激进

主义思潮之中 ， 他们作为个体 ， 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分别参与国际

范围 内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批判，并直接以英文、德文、法文等发表

学术著作 。 大体说来，这一时期 ，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

物的理论热点 ， 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 ： 从一个方面来看 ， 马克

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依旧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注的重要主

题之一 。 他们在新的语境中继续研究和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苏

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 ， 并且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学术著作 ，

例如 ， 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沙夫的

《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斯托扬诺维奇的《南斯拉夫的

垮台 ： 为什么共产主义会失败》、马尔科维奇的《民主社会主义 ： 理

论与实践》、瓦伊达的《国家和社会主义 ： 政治学论文集》 、 马尔库

什的《困难的过渡 ：中 欧和东欧的社会民主》、费赫尔的《东欧的危

机和改革》等 。 但是 ， 从另一方面看 ，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 特

别是以赫勒为代表的布达佩斯学派成员 ， 以及沙夫和科拉科夫斯

基等人 ， 把主要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

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左翼激进思想家所关注的文化批判和社

会批判主题 ， 特别是政治哲学的主题，例如，启蒙与现代性批判、后

现代政治状况、生态问题、文化批判、激进哲学等。他们的一些著

作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 ， 例如 ， 沙夫作为罗马俱乐部成员同他人一

起主编的《微电子学与社会》和《全球人道主义》、科拉科夫斯基的

O 参见该书的中文译本一沙夫 ： 《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于问题） ． 奚戚等译，人

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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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等 。 这里特别要突出强调的是布达佩

斯学派的主要成员 ， 他们的研究已经构成了过去儿十年西方左翼

激进主义批判理论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赫勒独自撰写或与

他人合写的《现代性理论》、《激进哲学》、《后现代政治状况》、《现

代性能够幸存吗？》等 ， 费赫尔主编或撰写的《法国大革命与现代

性的诞生》、《生态政治学 ： 公共政策和社会福利》等，马尔库什的

《语言与生产 ： 范式批判》等 。

四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现论建衬

通过上述历史沿革的描述 ，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大体上是与典型的西方马克

思主义处在同一个时期 ； 而第二个阶段又是与 20 世纪 70 年代以

后的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相互交织的时期 。 这样 ， 东欧新马克思主

义就同另外两种主要的新马克思主义构成奇特的交互关系 ， 形成

了相互影响的关系 。 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建树和理论贡

献 ， 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评价，其中有些偶尔从某一个侧面涉猎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 ， 由于无法了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

全貌和理论独特性，片面地断言 ：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以卢卡

奇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简单的附属物、衍生产品

或边缘性、枝节性的延伸 ， 没有什么独特的理论创造和理论地位。

这显然是一种表面化的理论误解 ， 需要加以澄清 。

在这里 ， 我想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置于 20 世纪的新马克思主

义的大格局中加以比较研究，主要是将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加以比较，以把握其独特的

理论贡献和理论特色 。 从总体上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

趣和实践关怀与其他新马克思主义在基本方向上大体一致 ， 然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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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具有东欧社会主义进程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双重

背景，这种历史体验的独特性使他们在理论层面上既有比较坚实

的马克思思想传统 ， 又有对当今世界和人的生存的现实思考 ， 在实

践层面上 ， 既有对社会主义建立及其改革进程的亲历 ， 又有对现代

性语境中的社会文化问题的批判分析 。 基于这种定位 ， 我认为 ， 研

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 在总体上要特别关注其三个理论特色 。

其一 ， 对马克思思想独特的、深刻的阐述 。 虽然所有新马克思

主义都不可否认具有马克思的思想传统 ， 但是 ， 如果我们细分析 ，

就会发现 ， 除了卢卡奇的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葛兰西的实践哲学

等，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对马克思的思想、更不要说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作出集中的、系统的和

独特的阐述。 他们的主要兴奋点是结合当今世界的问题和人的生

存困境去补充、修正或重新解释马克思的某些论点 。 相比之下，东

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思想的阐述最为系统和集中 ， 这

一方面得益于这些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 包括早期的传

统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积累和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对青年马克思思

想的系统研究 ， 另一方面得益千东欧理论家和思想家特有的理论

思维能力和悟性。 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马克思思想及

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功底和功力 ， 我们可以提及两套尽管引起

很大争议，但是产生了很大影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著作 ， 一

是弗兰尼茨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史》<D ' 二是科拉科夫斯基的

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 甚至当科拉科夫斯基在晚年

(D Predrag Vra nicki , Historija Ma rksi.zma, I,Il,ill, Zagreb: Nuprijed , 1978 . 参见普

雷德腊格· 弗兰尼茨基 ： 《 马克思主义史》 ( I 、 11 、 JU ) t 李嘉恩等译 ，人 民出版社 1 986 、

1988 、 1 992 年版。

® Les兀k Kolakowski, Mai n Curre几Ls of Mar心ni, 3 vols . , Oxford: Clarend on Press , 

19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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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放弃了马克思 ” 后 ， 我们依旧不难在他的理论中看到马克思

思想的深刻影响 。

在这一点上 ， 可以说 ， 差不多大多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都曾集中精力对马克思的思想作系统的研究和新的阐释 。 其中特

别要提到的应当是如下几种关于马克思思想的独特阐述 ： 一是科

西克在《具体的辩证法》中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独特解读和理论

建构 ， 其理论深度和哲学视野在 20 世纪关于实践哲学的各种理论

建构中毫无疑问应当占有重要的地位 ； 二是沙夫在《人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和《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几部著作中

通过对异化、物化和对象化问题的细致分析 ， 建立起一种以人的问

题为核心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解 ； 三是南斯拉夫实践派关于

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阐述 ， 尤其是彼得洛维奇的《哲学与马克思主

义》、《哲学与革命》和 《 革命思想》 ， 马尔科维奇的《人道主义和辩

证法》 ， 坎格尔加的《卡尔 · 马克思著作中的伦理学问题》等著作

从不同侧面提供了当代关于马克思实践哲学最为系统的建构与表

述 ； 四是赫勒的《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日常生活》和马尔库什的

《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在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相结合的视阔中 ，

围绕着人类学生存结构、需要的革命和日常生活的人道化 ， 对马克

思关于人的问题作了深刻而独特的阐述 ， 并探讨了关于人的解放

的独特思路。 正如赫勒所言 ： ＂社会变革无法仅仅在宏观尺度上得

以实现 ， 进而 ， 人的态度上的改变无论好坏都是所有变革的内在组

成部分 。 " (D

其二 ， 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历史和命运的反思 ， 特别是对

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设计 。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是所有新马克思

(D Agnes Heller , E沉ryday Life , London and New York: ll oulledge and Kegan Paul , 

1984, p.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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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以不同方式共同关注的课题 ， 因为它代表了马克思思想的最

重要的实践维度。 但坦率地讲，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并不具有最

有说服力的发言权 ， 他们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现存社会主义体制的

批判往往表现为外在的观照和反思，而他们所设想的民主社会主

义、生态社会主义等模式 ， 也主要局限于西方发达社会中的某些社

会历史现象。 亳无疑问 ， 探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 如果不

把几乎贯穿于整个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纳入视野 ， 加以深刻分

析 ，是很难形成有说服力的见解的 。 在这方面 ，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理论家具有独特的优势 ， 他们大多是苏南冲突、波兹南事件、匈牙

利事件、｀｀布拉格之春”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 ， 也是社会主

义自治实践、＂具有人道特征的社会主义”等改革实践的直接参与

者 ，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理论设计者 。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是多方面的 ， 首先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他们

结合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 ， 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阐述。从总

体上看 ，他们大多致力于批判当时东欧国家的官僚社会主义 或国

家社会主义 ， 以及封闭的和落后的文化 ， 力图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条

件下 ， 努力发展自由的创造性的个体 ， 建立民主的、人道的 、 自治的

社会主义 。 在这方面 ， 弗兰尼茨基的理论建树最具影响力 ， 在《马

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和《作为不断革命的自治》两部代表作中 ，

他从一般到个别、从理论到实践 ， 深刻地批判了国家社会主义模

式 ， 表述了社会主义异化论思想 ， 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性

质。他认为 ， 以生产者自治为特征的社会主义 ” 本质上是一种历史

的 、新型民主的发展和加深 ＇飞）。此外 ，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 ， 特别

CD Prcdrag Y ranick i , Socijal ist记 ka revoluci」 a—Ocemu 」e 1ije c? Kulturn i ra dnik, 

No. I , 1987 , p.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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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 ， 很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苏联解

体和东欧剧变作了多视角的、近距离的反思 ， 例如 ， 沙夫的《处在十

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 ， 费赫尔的《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体制的

危机和危机的解决》 ， 马尔库什的《困难的过渡 ： 中欧和东欧的社

会民主》 ， 斯托扬诺维奇的《南斯拉夫的垮台 ： 为什么共产主义会

失败》、《塞尔维亚 ： 民主的革命》等 。

其三 ， 对于现代性的独特的理论反思。 如前所述 ，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主要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

向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左翼激进思

想家所关注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主题 。 在这一研究领域中 ， 东

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独特性在于 ， 他们 在 阐释马克思思想 时

所形成的理论视野 ， 以及对社会主义历史命运和发达工业社会进

行综合思考时所形成的社会批判视野，构成了特有的深刻的理论

内涵 。 例如 ， 赫勒在《激进哲学》 ， 以及她与费赫尔、马尔库什等合

写的《对需要的专政》等著作中 ， 用他们对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的理

觯为背景 ， 以需要结构贯穿对发达工业社会和现存社会主义社会

的分析 ，形成了以激进需要为核心的政治哲学视野 。 赫勒在《历史

理论》 、《现代性理论》、《现代性能够幸存吗？》以及她与费赫尔合

著的《后现代政治状况》等著作中 ， 建立了一种独特的现代性理

论。同一般的后现代理论的现代性批判相比 ， 这一现代性理论具

有比较厚重的理论内涵，用赫勒的话来说 ， 它既包含对各种关于现

代性的理论的反思维度 ， 也包括作者个人以及其他现代人关于＂大

屠杀 " 、 “ 极权主义独裁”等事件的体验和其他 “ 现代性经验”也在

我看来 ，其理论厚度和深刻性只有像哈贝马斯这样的少数理论家

O 参见阿格尼丝 · 赫勒 ： 《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 ，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1 、

3 、4 页 。

16 



才能达到。

从上述理论特色的分析可以看出 ， 无论从对马克思思想的当

代阐发、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 ，还是对当代社会的全方位批

判等方面来看 ，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都是 20 世纪一种典型意义上的

新马克思主义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断言 ， 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

一种最有影响力的新马克思主义类型。相比之下 ，20 世纪许多与

马克思思想或马克思主义有某种关联的理论流派或实践方案都不

具备像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学术地位和理论影响力 ， 它们甚

至构不成一种典型的＂新马克思主义＂ 。 例如 ， 欧洲共产主义等社

会主义探索 ， 它们主要涉及实践层面的具体操作 ， 而缺少比较系统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 ； 再如 ， 一些偶尔涉猎马克思思想或对马克

思表达敬意的理论家 ， 他们只是把马克思思想作为自己的某一方

面的理论资源 ， 而不是马克思理论的传人 ； 甚至包括日本、美国等

一些国家的学院派学者 ， 他们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了细微的解读 ，

虽然人们也常常在宽泛的意义上称他们为 ＂ 新马克思主义者”， 但

是，同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流派相

比，他们还不能称做严格意义上的 ＂ 新马克思主义者＂ 。

五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影响

在分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和理论特色之后 ， 我

们还可以从一些重要思想家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和评价的

视角把握它的学术影响力 。 在这里 ， 我们不准备作有关东欧新马

克思主义研究的详细文献分析 ， 而只是简要地提及一下弗洛姆、哈

贝马斯等重要思想家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视。

应该说 ， 大约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 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形

成并产生影响的时期 ， 其理论已经开始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

17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在本国从事学术研

究 ，他们深受卢卡奇、布洛赫、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等西方马

克思主义者的影响 。 然而，即使在这一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同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也带有明显的交

互性。如上所述 ，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 期到 70 年代中 期 ，由《实

践》杂志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所搭建的学术论坛是当时世界上最

大的、最有影响力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

活动平台。这个平台改变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单纯受西方人本

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影响的局面，推动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

马克思主义者的相互影响与合作 。 布洛赫、列菲伏尔、马尔库塞、

弗洛姆、哥德曼等一些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参加了实践派

所组织的重要学术活动，而且开始高度重视实践派等东欧新马克

思主义理论家。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弗洛姆，他对东欧新马克思

主义给予高度重视和评价 。 1965 年弗洛姆主编出版了哲学论文

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在所收录的包括布洛赫、马尔库塞、弗

洛姆、哥德曼、德拉 · 沃尔佩等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文章

在内的共 35 篇论文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章就占了

10 篇一包括波兰的沙夫 ，捷克斯洛伐克的科西克、斯维塔克、普

簪查，南斯拉夫的考拉奇、马尔科维奇、别约维奇、彼得洛维奇、苏

佩克和弗兰尼茨基等哲学家的论文。。 1970 年 ， 弗洛姆为沙夫的

《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作序 ， 他指出 ， 沙夫在这本书中 ， 探讨了

人 、个体主义、生存的意义、生活规范等被传统马克思主义忽略的

问题 ， 因此 ， 这本书的问世无论对于波兰还是对于西方学术界正确

d) Erich Fromm, ed. , Soc叫泣 Huma心sm: An lnternatiorial Symposium, New York: 

Doubleday,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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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马克思的思想 ，都 是 “ 一件重大的事情 "Q)。 1974 年 ， 弗洛姆

为马尔科维奇关于哲学和社会批判的论文集写了序言 ， 他特别肯

定和赞扬了马尔科维奇和南斯拉夫实践派其他成员在反对教条主

义、＂回到真正的马克思”方面所作的努力和贡献 。 弗洛姆强调 ，

在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有一些人道主义马克

思主义理论家，而南斯拉夫的突出特点在于 ：” 对真正的马克思主

义的重建和发展不只是个别的哲学家的关注点 ， 而且巳经成为由

南斯拉夫不同大学的教授所形成的一个比较大的学术团体的关切

和一生的工作 。 ，飞）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以来 ， 汇入国际学术研究之中的东欧新马

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包括继续留在本国的科西克和一部分实践派

哲学家） ， 在国际学术领域 ， 特别是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 ， 具有越

来越大的影响，占据独特的地位 。 他们于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

代创作的一些重要著作陆续翻译成西方文字出版，有些著作，如科

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等 ，甚至被翻译成十几国语言 。 一些研究

者还通过编撰论文集等方式集中推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

果 。 例如 ， 美国学者谢尔 1 978 年翻译和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

人道主义和实践》 ，这是精选的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的论文集，

收录了彼得洛维奇、马尔科维奇、弗兰尼茨基、斯托扬诺维奇、达迪

奇、苏佩克、格尔里奇、坎格尔加、日沃基奇、哥鲁波维奇等 10 名实

践派代表人物的论文。＠ 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波塔默

(i) Adam Schaff, Ma呻m and 小e Hu.man Individual, New York: MrGraw - Hill Book 

Company, l 970, p. ix. 

®Mi.hailo Markovic, From Af/7.u.ence to Pro心： Philosophy an.d Soc叫 Crit也sm , The U

nive血y of Michigan Press, 1974 , p . vi. 

@ Gerson S. Sher, ed. , Marxist Humanism arul Praxis, New York: Prome如us Books,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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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8 年主编了《对马克思的解释》一书，其中收录了卢卡奇、葛兰

西、阿尔都塞、哥德曼、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物

的论文 ， 同时收录了彼得洛维奇、斯托扬诺维奇、赫勒、赫格居什、

科拉科夫斯基等 5 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物的论文。。

此外，一些专门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某一代表人物的专著也陆

续出版。＠同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陆续发表了许多在国

际学术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著作 ， 例如 ， 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

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英国发表

后，很快就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很大反响 ， 迅速

成为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成果之一。布达佩斯学派

的赫勒、费赫尔、马尔库什和瓦伊达，实践派的马尔科维奇、斯托扬

诺维奇等人，都与科拉科夫斯基、沙夫等人一样 ， 是 20 世纪 80 年

代以后国际学术界十分有影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一直

活跃到目前。＠其中 ， 赫勒尤其活跃 ， 20 世纪 80 年代后陆续发表

了关于历史哲学、道德哲学、审美哲学、政治哲学、现代性和后现代

性问题等方面的著作十余部 ， 于 1 98 1 年在联邦德国获莱辛奖，

1995 年在不莱梅获汉娜 · 阿伦特政治哲学奖 ( Hannah Arendt Prize 

如 Poli tical Philosophy) , 2006 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获松宁奖

(Son ning Prize) 。

应当说，过去 30 多年，一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

(D Tom Botlomore, ed. , buerpretal如ns of Marx. Oxford UK. New York USA: Basil 

Blackwell, 1988. 

0 例如， John Bumheim, r朊 Social Pl必sop切 of Agnes Heller, Amsterdam-Atlanta: 

Rodopi B. V. , 1994; John Grumley, Ag邸s Heller , A Moral垃 in the Vort釭 of H凶ory, Lou

don: Plulo Press, 2005 , 等等。

@ Leszek Kol吐owski, Main C盯rmls of Mar心m, 3 vols. , 0蜘心 Clarendon Press, 

1978. 

＠其中，沙夫于 2006 年去世，科拉科夫斯基刚刚千 2009 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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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承认。 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无法一

一梳理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状况，可以举一个例子加以

说明 ： 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起，哈贝马斯就在自己的多部著作中引

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观点，例如 ， 他在《认识与兴趣》中

提到了科西克、彼得洛维奇等人所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的

“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学”倾向Q) , 在 《 交往行动理论》中引用了赫勒

和马尔库什的观点® · 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讨论了赫勒的日

常生活批判思想和马尔库什关于人的对象世界的论述@,在《后形

而上学思想》中提到了科拉科夫斯基关于哲学的理解＠，等等 。 这

些都说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巳经真正进入到 20 世纪

（包括新世纪）国际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领域。

六 、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路

通过上述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多维度分析 ， 不难看出 ， 在

我国学术界全面开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意义已经不言

自明了 。 应当看到 ， 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 ， 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

际地位不断提升 ， 但所面临的发展压力和困难也越来越大 。 在此

背景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的任务越来越重 ， 情况也越来越复杂 。 无论是发展中国特色、

＠参见哈贝马斯： （认识与兴趣） ，郭官义、李黎译，学林出版社 1 999 年版，第 24 、

59 页。

＠参见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 2 卷，洪佩郁、酒青译，煎庆出版社 1994 年

版，第 545 、552 页，即“人名索引＂中的信息，其中马尔库什被译作“马尔库斯＂（按照匈

牙利语的发音，译作“马尔库什”更为准确） 。

＠参见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8 、90 -95页 ，这里马尔库什同样被译作”马尔库斯＂ 。

＠参见哈贝马斯· 《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 ． 译林出版社 200 1 年

版，第36 -3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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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 还是＂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都 不能停留于中国的语境中，不能停留于

一般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 ， 而必须学会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

中，在应对人类所面临的日益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中 ， 坚持

和发展具有世界眼光和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以争得理论和学

术上的制高点和话语权。

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世界眼光和时代特色的

形成不仅需要我们对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进行深刻分析，

还需要我们自觉地、勇敢地、主动地同国际上各种有影响的学术观

点和理论思想展开积极的对话、交流和交锋。 这其中 ， 要特别重视

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所提供的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 我

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百多年来 ， 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

界大战的浩劫 ， 经历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跌岩起伏的发展历程，

经历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 。 但是，无论人类历史经历了怎

样的变化 ， 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世界思想界难以回避的强大 “ 磁

场＂ 。 当代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不断涌现，从一个重要的方面

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 尽管这些新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存在很多局限性，甚至存在着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失误和错误，

需要我们去认真甄别和批判 ， 但是 ， 同其他各种哲学社会科学思潮

相比，各种新马克思主义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批判 ， 对当代人类的生

存困境和发展难题的揭示最为深刻、最为全面、最为彻底，这些理

论资源和思想资源对于我们的借鉴意义和价值也最大。 其中 ， 我

们应该特别关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 众所周知，中国曾照搬苏联

的社会主义模式 ， 接受苏联哲学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在

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中，也曾经与东欧各国有着共同的或者相关

的经历，因此，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中我们可以吸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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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资源、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会更多 。

鉴于我们所推出的 “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 ” 和 ＂ 东欧新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 ” 丛书尚属于这一研究领域的基础性工作 ， 因 此，

我们的基本研究思路 ， 或者说，我们坚持的研究原则主要有两点 。

－是坚持全面准确地了解的原则 ， 即是说 ， 通过这两套丛书 ， 要尽

可能准确地展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全貌。 具体说来 ， 由于东欧

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人数众多 ， 著述十分丰富 ，＂ 译丛 “ 不可能全

部翻译 ， 只能集中于上述所划定的十几位主要代表人物的代表作 。

在这里 ，要确保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最有影响的著作

不被遗涌 ， 不仅要包括与我们的观点接近的著作 ， 也要包括那些与

我们的观点相左的著作 。 以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

派》 为例 ， 他在这部著作中对不同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进行了很

多批评和批判 ，其中有一些观点是我 们所不能接受的 ， 必须加以分

析批判 。 尽管如此 ， 它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影响最为广泛的著作

之一 ， 如果不把这样的著作纳入 “ 译丛 ” 之中 ， 如果不直接同这样

有影响的理论成果进行对话和交锋 ， 那么我们对东欧新马克思主

义的理解将会有很大的片面性。 二是坚持分析、批判、借鉴的原

则 ， 即是说 ， 要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置于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发展进程中 ， 置于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 ， 置于 20 世纪人类所

面临的重大问题中 ， 置于同其他新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哲学社会科

学理论的比较中 ， 加以理解 、 把握、分析、批判和借鉴 。 因此 ， 我们

将在每一本译著的译序中尽量引入理论分析的视野，而在“理论研

究 ＂ 中 ， 更要引入批判性分析的视野 。 只有这种积极对话的态度，

才能使我们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

了翻译而翻译 ， 而是真正成为我国在新世纪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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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这篇略显冗长的“总序”时 ， 我非但没有一种释然和轻

松，反而平添了更多的沉重和压力 。 开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

这样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对我本人有限的能力和精力来说是一

个前所未有的考验，而我组织的翻译队伍和研究队伍 ， 虽然包括一

些有经验的翻译人才 ， 但主要是依托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

心、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博士学位点

等学术平台而形成的一支年轻的队伍 ，带领这样一支队伍去打－

场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的硬仗 ， 我感到一种悲壮和痛苦 。 我深知 ，

随着这两套丛书的陆续问世，我们将面对的不会是掌声 ， 可能是批

评和质疑，因为 ， 无论是＂译丛“还是“ 理论研究”丛书，错误和局限

都在所难免 。 好在我从一开始就把对这两套丛书的学术期待定位

于一种“开端＂（开始）而不是“结果＂（结束 ）一我始终相信，一

旦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被自觉地开启 ， 肯定会有更多更具

才华更有实力的研究者进入这个领域 ； 好在我一直坚信 ， 哲学总在

途中 ， 是一条永走不尽的生存之路 ， 哲学之路是一条充盈着生命冲

动的创新之路，也是一条上下求索的艰辛之路，踏上哲学之路的人

们不仅要挑战智慧的极限 ， 而且要有执著的、痛苦的生命意识 ， 要

有对生命的挚爱和勇于奉献的热忱 。 因此 ， 既然选择了理论 ， 选择

了精神，无论是万水千山，还是千难万险，在哲学之路上我们都将

义无反顾地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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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译者序言

在解构中建构

——《美学的重建》导读©

布达佩斯学派千 20 世纪 60 年代在卢卡奇的影响下形成，以赫勒

(Agnes Heller) 、费赫尔 (Ferenc Feher) 、乔治 · 马尔库什 (Gyorgy

M釭kus) 、瓦伊达( Mihaly Vajda汃托马斯(G. M. Tam6s汃弗多尔 (Geza

Fodor) 、拉德洛蒂 (S6ndor R6dn6ti) 等为代表。 西门 · 托梅认为，＂布

达佩斯学派必然是一个松散地被聚拢的个人性群体，他们享有彼此的

团聚，分享某种政治信仰以及关于｀批判＇必须发挥与应该发挥的作用

的某些观念＂气 这种学派的组织特征使他们的思想同中有异，颇为

复杂。 他们与马克思主义和卢卡奇形成了复杂的关系 ，在哲学人类

学、政治哲学、美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的探索。 在

当代学术思潮的影响下 ，他们不同程度地与后现代思想相碰撞，历经

了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复兴＂到后马克思主义、后现

代主义的嬉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矶

@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土化研究一一以东欧马克思主

义文论为重点”（项目编号： 12AZD091) 阶段性成果。

® Simon Tormey, Agnes Heller : Socialism, a昢叩my and the postmodern.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 I , p. 9. 

@ 傅其林：《宏大叙事批判与多元美学建构－~布达佩斯学派疽构美学思想研究） ，黑

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第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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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的重建－布达佩斯学派论文栠

在美学领域，布达佩斯学派表现出＂激进美学" ( radical aest het.ics) 

的独特姿态，代表著作为 1986 年出版的《美学的重建：布达佩斯学派

论文集》。 美学的重建首先意味着对现代美学的解构。 他们在解释

学、接受美学、后现代思想的视域中对资产阶级形成的现代美学与艺

术观念，对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的结构关系 ，对现代具体艺术样式与

作品展开了多角度的批判 ， 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建构思路。 布达佩斯学

派的美学既不同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也有别于后现代美学，其

在解构中的重构可以说是在现代性与后现代之间寻觅第三条道路。

（ 一 ） 对现代美学话语的茸构与重构

在后现代，人文学科暴露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人们不断地追问各

个学科的学理基础与其存在的合法性问题，这种追问形成了一股巨大

的质疑现代以来形成的科层体制结构的思潮。 在美学艺术领域率先

发起的后现代主义解构方案，事实上早在 20 世纪初的先锋派运动时

就开始了 。 比格尔说：＂作为欧洲先锋派中最为激进的运动，达达主义

不再批判存在千它之前的流派，而是批判作为体制的艺术，以及它在

资产阶级社会中所采用的发展路线。嘀）现代先锋派尤其质疑带有资

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律艺术的观念，这事实上是质疑现代美学、艺术

学科存在的合法性。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领域 ，对资产阶级制度体制的

质疑来自于马克思本人。 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尽管持续不

断地批判资产阶级美学，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重复着现代性的逻辑，

表现出普遍性与宏大叙事的特征。 不过，本雅明有所不同，他的思想

既具有先锋派的特色，如比格尔认为，“将本雅明的讽喻概念读成是一

种先锋派的（非有机）艺术作品理论 ，并没有什么勉强之处”霓又与后

现代存在一些关联，如伊格尔顿看到的，“在某种意义上 ， 本雅明预设

圈

@ 彼得· 比格尔： （先锋派理论） ，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88 页 。

@ 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 ，窃建平译｀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14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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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者序言 在解构中建构一—《美学的重建》导读

了当代的解构的批评实践＂矶 在后现代语境下，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

家开始对现代的宏大叙事开始质疑，开始反思普世性神话式的理论主

张，认识到人的有限性与理论延展的限度，本雅明的思想就显示出特

殊的理论资源。 布达佩斯学派对现代美学的解构就充分挖掘了这一

资源。

现代美学的解构在赫勒与其丈夫费赫尔合著的论文《美学的必要

性与不可改革性》中得到集中体现，这篇论文初次发表在 1977 年《哲

学论坛》 ( The Philosophical Forum) 上，后来成为赫勒与费赫尔编辑的

《美学的重建：布达佩斯学派论文集》的第一篇。 这篇论文提出的核心

问题与其在书中的首要位置表明了它在布达佩斯学派解构美学中的

代表性。

要重构美学，首先要解构美学，而要解构美学，首先要回到美学存

在的根源。 尽管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存在一些对艺术与审美现象

的分析，出现了一些艺术理论，但是赫勒与费赫尔认为，作为一门独立

的哲学学科，美学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 这主要涉及四种因素：第

一是面向美和其客观化的一种特殊活动的出现。 这种活动具有一种

独立的功能，它不是其他类型的活动的一个副产品 ，不是多种意识形

态的协调工具，不是神学与宗教信仰的侍女，并且不是共同的自我意

识的一种表达，而是一种自我依存的活动。 这种独立性活动的出现为

美学学科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 因为美学就是在阐释这种独立活动的过

程中产生的，否则，美学学科是不可能存在的，这种对艺术自律的认识

明显与韦伯相关，因为韦伯早就说过：“现在，艺术组成为一种越来越

有意识的，被理解的，独立化的特殊价值的宇宙。屯）现代美学产生的

第二个因索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缺乏建立在传统有机共同体基础上的

(D Terry Eagleton, Walter Benyamin or Towards a Rei'Olu勋nary Critic砌1 , Verso Edi tions 

and NLB,1981,p.131. 

@ 哈贝马斯 ： 《交往行动理论》第 1 卷，洪佩郁、商菁译，重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12 -21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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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的重建—一布达佩斯学派论文集

共通感(sensus comm叩s) 。 由于资产阶级社会日益个体化、主观化，

因而传统社会的个体与共同体的有机联系被打破。 这种原子化的社

会就渴求一种新的共通感 ，现代哲学家在美学那里找到了一个主体间

的联系纽带。 这是康德审美共通感的发挥，康德认为，“在共通感觉这

一名词之下人们必须理解为一个共同的感觉的理念，这就是一种评判

机能的理念，这评判机能在它的反思里顾到每个别人在思想里先验地

的表象样式"(1)。 第三是美学的出现也与现代艺术的存在状况，即艺

术脱离日常生活有关。 在现代，由千艺术日益自律，日常生活也开始

受到理性的破坏或者入侵 ，结果艺术的生活证据消逝了，它是否有存

在的理由 ，其在现代社会能否具有一种特别的社会功能，它如何面对

巨大的矛盾，这些都需要一种理性的说明与论证，需要一种理性的基

础，这样美学也就应运而生了 。 最后，美学的出现也是对现代艺术的

接受机制出现的问题的一种回应。 赫勒与费赫尔分析了商品生产、流

通对艺术作品接受的影响，“商品生产的普遍化为艺术作品创造了新

的形势。 艺术接受遵循商品现实化的规则 ， 也就是说，它根据供求来

实现，艺术作品的结构是次要的 ，并且接受的这个事实或广泛传播的

特性几乎不显示它的本质（它的深度 ， 净化影响，它的积极功能或者

｀替代生活 ＇的功能，等等） "®。 因此 ，这种接受上的误读或者不充分

的接受随时会发生，这种情况无论如何要求将对艺术作品的影响进行

哲学阐释作为建构艺术作品的一种行为。

可以看出，他们对美学的现代起源的思考把美学与社会学融合了

起来 ，既切合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个体化、功利性、市场机制等

特征，又深入分析了现代审美与艺术的自律性、存在状况，因此是一种

美学社会学或者审美现代性的分析。 十余年后伊格尔顿也再一次表

@ 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137 -138 页 。

® Ferenc Feht'ir and Agnes li eller , The Necessity and the lrreformability of Aesthetics, In 

Reconstn止ling Aes出etics, ed. By 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Mr, 0灶ord: B函I Blackwell Ltd, 

1986,p.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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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者序言 在解构中建构－《美学的重建》导读

述美学诞生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关系，但是后者更强调从政治意识形态

的角度来触及美学作为一种文化领导权产生的必然性 ： ＂美学著作的

现代观念的建构与现代阶级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各种形

式的建构、与适合于那种社会秩序的人类主体性的新形式都是密不可

分的。，心

解决了美学产生的必要性，就表明它拥有了在场的合法性。 但是

在赫勒与费赫尔看来并非如此，他们进一步诊断出了其内在的不可根

除的自相矛盾的结构性特征。

现代美学首先是作为哲学美学而诞生的，而这种哲学美学从根本

上说属于一种历史哲学。 如果说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到布瓦洛的

《诗的艺术》都体现出了“纯＂美学的特色，因为它们表达了排除各种

社会因素的审美判断并使之体系化，那么就现代哲学美学来说，从 18

世纪中期起就不再是“纯＂美学了 。 相反，哲学美学一开始就具有伊格

尔顿所说的意识形态特性，从其诞生开始 ， ＂美学就已经成为一种普遍

哲学，它根据从自己的体系推论出来的对普遍意识形态和普遍理论的

偏爱来评价和阐释＇审美领域＇、｀审美 ＇ 、 ｀客观化的美 ＇ 以及这个框架

之内的艺术。 对＇（客观化的美、艺术、各种艺术）的审美在生活、历史

中的地位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 ，不可分割地联系着对第二个问题

＇ 审美在哲学体系中的地位是什么？＇的回应"®。因此 ，美学首先关注

的并不是审美本身 ，而是哲学上普遍的意识形态。 回顾从康德到黑格

尔、谢林、克尔恺郭尔 ， 乃至卢卡奇的美学 ，赫勒与费赫尔认为这些美

学家的美学皆是一种历史哲学。 这些作为历史哲学的美学的优势在

于，作为对资产阶级现存充满问题的特征的认识 ， 它为历史性与物种

价值的保护的任务奠定了基础。 但是其谬误也是严重的。 如果作为

@ 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 ，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导

言“第 3 页。

®Ferenc Feh~r and Agnes Heller, The Necessity and the lrrefonnahiliry of Aesthetics, !J1 

Recorutruc血g Aesthe血s, ed. By 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her, Oxford: B邸i1 Blackwell Ltd, 

1986,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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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历史学的学科，美学忠实于它自己的原则，那么它不得不根据它

曾给定的概念来把各种艺术整理成一个等级。 结果 ，各种艺术的审美

价值最终将取决千哲学体系。 因此，一种历史学的起源与特征的美学

意味着不仅仅是价值中立与社会学的陈述和阐释，相反，真正充满历

史学精神的美学是足够傲慢的，就是说，仅通过创立一个历史时期的

等级，它就能足够确信其创造一个艺术等级和艺术分支的普遍排列原

则的价值。 抒情诗( lyric)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占据等级的首要地位，卢

卡奇把史诗和戏剧放到更高的位置，阿多诺却表现出“音乐中心＂的特

点并受抒情诗感动。 因此这种作为美学的历史哲学的内在机制，是一

种充满偏见的意识形态。 在美学史上，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克尔

恺郭尔把《唐琐 · 乔万尼》视作为所有音乐王子和模范的判断维系着

其历史学的决定；正是一种历史学的预设概念，驱动着诺瓦利斯对《威

廉 · 迈斯特》进行不公正的评价 ；正是历史性概念的改变再次推动施

勒格尔(Friedrich Schlegel ) 改变对这部作品的评价 ；卢卡奇也不例外 ，

他曾说，既然历史哲学已经改变，那么在艺术评价中，托尔斯泰就代替

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菲尔丁代替了斯特恩，巴尔扎克代替了福楼拜。

事实上对历史哲学 ，赫勒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写作而出版于 1982

年的现代性理论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著作《历史理论》中就加以了批判 ，

她认为，历史哲学具有一种现代的世界历史意识的特征，是一种大写

的历史，＂世界历史意识逐步使趣味普遍化惯），把一切推向极端，它不

是我们人类的历史，只是我们的历史在心灵上的建构。 虽然马克思、

黑格尔、尼采对现代的历史哲学进行了审判 ，但是这些意识形态的审

判同样是历史哲学的产儿。

由千美学的历史哲学特征，以及现代自然共同体的缺失，审美判

断就不再是对普遍的支配性的共通感最优越、最”精致＂的表达 ， 而是

一个个体意识形态决定和一个特殊的哲学体系的结果。 这样，现代哲

(D Agnes Heller, A Theory of H泣ory, London: Routledge 幻1d Kegan Paul , 1982 ,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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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美学如果包含真理，那么也包含同样多的错误。 在此，赫勒与费赫

尔结合本雅明提出的“客体内容＂与“真理性内容”两个概念来剖析现

代美学的特征及其矛盾。 所谓＂客体内容" (o bjec t conlent , 德文 Sach

gehalt) , 就是艺术作品意义的方面，它紧紧地依附现存，从现存中产

生 ，＂告诉“现存某种东西。 这一概念事实上对赫勒与费赫尔来说正是

具体艺术作品与其产生的具体语境的关系。 而所谓＂真理性内容”

(re吐ty contenl, 德文 Wahrheitsgehalt) 是更加持续性的，它至少在原则

上能够在任何时代被设想，它独立千具体的环境 ， 与人类物种的普遍

进化相连接。 “客体内容＂与＂真理性内容”在本雅明那里事实上就如

波德莱尔对于审美现代性与永恒性的对立表达。 在现代，不像古代，

艺术作品的客体内容＂与＂真理性内容“是有机统一的，而是开始如

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一样彼此脱节。 这就导致了现代美学的矛盾。 因

为他们看到这种物质价值的普遍性进化的”真理性内容”事实上是从

现存的立场出发创造一种被建构的连续性。 因而他们认为，“第一个

判断在作品中发现的＇客体内容＇之外 ， 在与作品产生的现存相连的

'客体内容＇之外，发现了＇真理性内容＇这个判断通常冒着一个危险 ：

不能保证被建构的连续性将会是拥有现实存在的连续性，不保证它发

现的＇真理性内容 ＇ 将进入艺术快感的完美的连接(concatenation ) , 它

可能始终是接受者的主观的、暂时的趣味判断＂觅 这就必然导致折

学美学较高的错误率。

解构哲学美学并非起始于后现代，事实上在 19 世纪就开始了，赫

勒与费赫尔追溯了这种历程。 哲学美学持续不断的高＂错误率＂，激起

了一股全面反对“抽象审美视角 ＂ 的浪潮 。 而“错误＂的主要来源在于

＂演绎推理程序＂ 。 哲学美学家从他的历史概念、单一历史时代的肯定

或否定的评价出发，从在世界历史时期的等级更高或更低的地位出

(D Ferenc Feher and Agr1es HeUer, Tlte Necessity 扣1d the lrreformability of t\rstlict ics In 

Recons订ucting Aesthetics , ed. By 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her, Oxford: Ba.~il Blarkwell Ltd, 

1986,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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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来演绎出他对单一的艺术、艺术分支、艺术作品的价值判断。 所有

这些也与把一个预先决定的空间归屈于人类客观化和哲学体系中的

审美不可分。 这就是为什么从 19 世纪末开始，这种倾向呈现了出来，

并逐渐发展成一种支配整个民族文化（特别是法国文化）并渗透了那

种拒绝哲学美学本身的精神运动。 如费德勒( Konrad Fiedler) 反驳的，

不存在艺术(art), 只有各种艺术 (a.Its) 。 艺术的概念是一种武断的抽

象，是理性主义的一个神话，它竭力强迫地把一切同一化，把一切纳入

一个体系，并且就活生生的具体存在的艺术来说，来自于这个神话的

同一美学判断是无效的、没有关联的。 另一个反哲学美学的主要口号

是，以艺术批评替代哲学美学。 前者具有归纳的特征，不努力在任何

专制的体系中嫘括单一的作品。 其主要方法论的设想也不同于演绎

程序，主张艺术分析应该独立于所有哲学”前提＂或者至少独立于整个

艺术功能的欣赏，而是集中于艺术作品的具体存在和特征。 这种运动

推动了从戈蒂耶( Theophile Gautier)到目前普遍的印象主义艺术批评。

艺术归纳概念的设想只依靠作品，突破了无生命的抽象 ，但对赫勒与

费赫尔来说，这种批评同时已经成为一种共同的要求。 因此，尽管它

更广为传播，但是并没有获得解决办法。 也就是说， 19 世纪开始从方

法论上来韶构哲学美学并没有成功，这种反哲学美学的运动所提供的

归纳方法以及印象主义批评 ， 没有解决哲学美学的问题。 归纳批评的

错误在于它虽然反哲学体系 ， 但是自己却带着哲学前提的影子，他们

看到，所谓的艺术”归纳”概念也脱离不了哲学的前提。 在公开的印象

主义批判中，这些哲学前提也是存在的，即使不明晰。 阿多诺是反哲

学美学与反理性的最伟大的代表，他在他的音乐社会学著作中以作品

本身评价的完全分割，来提供对新音乐的“无根＂的深层次洞察，虽然

他敌视“艺术的演绎推理的概念”，但是他对带有新音乐的理性主义特

征的“演绎推理＂的偏爱和对巴尔托作曲中的平民主义特征的反感都

扎根千哲学价值的前提。 其对平民主义的反感事实上就扎根千社会

学－本体论的信念，即在现代社会中“人民＂的概念只是浪漫主义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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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神秘化 ，也因为如此他们把阿多诺的美学同样划入历史哲学范围之

内 。 归纳批判以反哲学美学开始，却又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同化了后者

的逻辑。 它受制于既定的特殊的＂新的永恒旋转＂的态度与模式，因而

在某方面又没有超越哲学美学的束缚。 基千此，他们说 ： ＂通过归纳和

演绎方式的矛盾，我们已经获得了资产阶级时代美学的自相矛盾(An

血omic) 的结构。 " (!)现代美学判断的”错误＂也正是这种矛盾结构的必

然结果。 他们还从现代艺术的趣味与观念的疏离、“客体内容＂与“真

理性内容＂的疏离来认识这种美学结构的自相矛盾性特征的必然性。

就前者而言，现代艺术的困境或者矛盾，正如康德所说的，存在一种没

有趣味而具有观念的艺术作品或者没有观念而有趣味的艺术作品。

就后者而言，＂真理性内容”得以产生的“客体内容”本身成了一个问

题，部分因为它的“个体化＂的特征，部分在于被选择的题材在审美方

面有没有价值一直是受质疑的。 因而，主题的“发现“和世界观或者立

场成为了一个冒险的程序。

正是在对现代哲学美学与归纳批评的解剖中，他们获得了现代美

学的矛盾性特征。 他们的分析是辩证的，在解构的过程中始终意识到

现代美学的必然性。 他们认为，演绎的或者哲学美学的最伟大功绩是

它为它自己的界限，为它的普遍化的基础选择人类物种，提出了以下

这些问题：普遍上说艺术是什么？普遍上艺术的任务是什么，它在人

类活动的体系中占据看什么样的位牲？但是由哲学美学提出的总体

性的主张仅仅是一种设想，而且这种设想曾经多次证明是没有根据

的，哲学美学仍然在它自己的立场和一个阶层的特殊性或者“艺术品

的个体性＂的特殊性之间创造一个距离。 在此 ，赫勒与费赫尔回到了

木雅明韶构体系性美学的立场，他们认为 ， “反对这种态度的代表人物

是本雅明，他是审美的｀体系性＇最激烈的反对者，他把哲学体系本身

a) F七renc f eher and Ag阰s fleller, Tl1e N心essity and Lile lrreform曲ility of Aesthetic s , ln 

Reco邸n止ting Aesthet如， erl. By A知心 Heller and Ferenc Fehfa, 0>.ford: Basil Blackwell Lid , 

1986,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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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等级异化的代表。 他把这些体系视为粗暴地使活生生的个

体或者艺术品屈服千体系的耍求“（见演绎美学对意识形态的偏爱就

现代接受者而言对深入探察现代艺术是必然的，这是现代艺术的内在

结构的必然，但是同时看到它不能构成纯粹的审美判断。 因为纯粹审

美判断的前提是脱离生活、共通感、一个集体性的世界观或立场，而这

些哲学美学不能做到 。 同样，归纳的艺术批评也面临着危险。 它像哲

学美学一样建立在主观的意识形态偏爱的基础上，虽然表现得不清

晰。 况且，归纳的艺术批评认同一些趣味群体的特殊性 ， 这本身隐藏

着很快过时的危险。 即便如此，赫勒与费赫尔看到了归纳批判的直要

性，艺术作品是一个“个体”，一个活生生具体的宇宙，其特殊性在绝大

多数悄况下代表看对人类总体性的一种更好的具体表达，它几乎不能

屈服千普遍的规则。 在现代，儿乎每一个重要的个体都创造一个新的

物种C 将从哪种个体展示什么样的物种 ，这一问题只能由归纳的艺术

批评来回答。 因而他们认为，对现代艺术的接受来说，就它的个体性

以及它的物种特征来说，归纳的艺术批评比最重要的哲学美学做的事

更多。

通过对现代美学自相矛盾的结构性分析，他们事实上认识到了现

代美学的根本性困境，所以他们认为 ， ＂美学在它的自相矛盾是不可超

越的意义上说，是不可能改革的 。 因而，＇错误的源泉＇也是不可能根

除的“免

但是现代美学是否就此终结了呢？显然他们没有肯定回答，他们

不仅在论述中看到了美学存在的必然性，而且提出了一种重建美学的

设想。 这种设想就是缓和哲学美学与归纳批判两个极端的对立 ，克服

©Fe renc Feher and Agr1es Heller, The Nece范ity and the lrrefonn心ility of Aes山etics, Tn 

Recnn、~,meting A叩h中c-s. ed. By Agr1e,, Heller and Ferenc Feh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6 ,p. 21. 

®F-:、rcnc- Feh6r and Agnes Heller, The Necessity and the [rrefonnab血y of Aesthetics, ln 

Reconstructing Aestl四止s. ed. By Agn邸 Heller and Ferenc Feh缸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6,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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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的内在危机，努力避免各自立场的内在危险或者至少把这些危险

缩小到最低限度。 演绎批评就艺术品的个体性和特征性来说，不得不

质问它的价值判断的有效化过程。 同样，归纳的艺术批评就超越现在

的判断价值来说，不得不质问它的特殊判断的有效性。 最后他们提

出，艺术品的价值和关于它的审美判断的有效性应该统一。 可以看

到，虽然他们在本雅明那里找到了解构美学的武器，但是他们对美学

的解构与后现代思想家，如利奥塔、福柯、德里达的解构有所差别。 他

们虽然看到了现代哲学体系、现代理性巨大的意识形态特征，但是赫

勒与费赫尔还对后现代大师所支持的反理性、反哲学美学的潮流进行

了解构。 他们在解构的同时也提出了一种重建的方案 ，在美学的不可

改革中提出一种改革 ， 尽管这种方案并不新颖，但是它事实上表现出

了一种重建现代性的或者“反思的后现代性" (i)的意向 。

（二）对现代窝雅艺术与大众文化观念的

茸构与重构

布达佩斯学派的解构美学思想不仅对现代美学进行了辩证的审

视，提出了哲学美学与归纳批判自相矛盾的问题，而且还对现代艺术

与大众文化的关系进行了解构，同时也提出了重新构建两者关系的设

想。 这方面的代表是拉德洛蒂的论文《大众文化》。

拉德洛蒂首先解决的间题是弄清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是

如何形成的。 他认为这与现代艺术以及艺术的普遍概念的动态发展

有关，“艺术合法性危机与自由解放奋斗是同一硬币的两面。 这种复

杂过程已经产生了现代艺术中高雅与低俗、流行与精英、腊俗或大众

文化与真正艺术之间的二元对立"®。

@ 傅其林： 《阿格妮丝·赫勒审美现代性思想研究》 ，巴蜀书社 2006 年版，第 91 页。

® S(mdor Rodnoli, Mass Culture, ln Reco心血C皿g Aesthet比s, ed. By Agnes Heller 出id

F'ercnc r ehcr,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c.l,1986, p.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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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说，艺术的普遍概念形成于 1 8 世纪，获得了美的体系，这与

美学在 18 世纪诞生是相关的。 这种艺术概念能够使被选择的传统获

得同一性，主张提供真实艺术的唯一定义。 德国浪漫主义就是这样的

运动。 他们认为艺术的普遍性概念整合几种异质的趋势并形成了一

种独立的实体，施莱格尔著名的”进步的普遍诗性”就是其一。 在艺术

哲学中，这种趋势也是明显的，拉德洛蒂看到，谢林假设的艺术概念 ，

即艺术是建立在自由概念之上的。 他以个体性的艺术作品的自由开

始，为了这种目的他不得不创造一个艺术概念来排除不自由的作品，

以区别审美产品与共同的艺术产品 。 所以谢林认为 ，所有的审美创造

就其原则来说是绝对自由的。 事实上 ，对拉德洛蒂来说，对艺术普遍

概念的追求恰恰是一种新的神学 ，而在现代，这种新神学都由个体完

成，因此就出现了十分荒谬的现象。 拉德洛蒂看到：＂如果一种新的有

机的神话学 ， 即伟大的浪漫主义运动的灵感可以存在，那么自律的艺

术作品与自律艺术的本体论概念将不再存在。 所有艺术普遍的概念

皆包含着自我消解的维度和对自由的专制统治，包含主导或消除其他

的艺术概念的欲望，尽管它们渗透的基本经验恰恰是艺术作品的自由

和多样性。叽）并且，自由与多样性也意味着人们与艺术活动的关系不

再明显，人们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艺术活动，结果解放的反面就是一

种合法性危机，新的普遍性概念被引人来确证艺术活动。 这事实上构

成了现代艺术概念的一个又一个新神学的置换，也导致了一个又一个

合法性的危机。 拉德洛蒂看到 ： ”就文化史而言 ，这种普遍的概念只能

以复数的形式存在。 在过去二百年里，固定的合法性已经被动态过程

中不断出现的合法化所取代，这更准确地被作为一种存在模式而不是

一种危机。”＠这种动态的普遍化事实上导致了艺术概念的自律。 虽

(f) S(indor R6dn6ti, Mass Cullltre, In Reco心tructing Aes如tics, ed. By A印心 Heller and 

Ferenc F'ch<: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I 986, p. 78. 

®Su ndor R6dn如 ， Mass CulLure, In Reco吨ructing Aesthetics, ed. By Agr1es Heller and 

Ferenc- 氏her, Oxford: B心il Blackwell Ltd,1986,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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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拉德洛蒂认为艺术解放之战形成了艺术的自律与独立，是一个不容

置疑的事实，取得了成功，因为艺术在一种宗教宇宙中没有自身的价

值，艺术的解放之战、普遍化的动力、自我解释主要直接反对宗教的普

遍主义，但是自律艺术的乌托邦主义部分地说明了艺术普遍概念的准

宗教结构。 拉德洛蒂认为 ，“在艺术概念解放过程中 ，艺术具有准宗教

特征，并复制了恩典、神秘、神圣诺言、拯救、启示性期盼、揭示性与绝

对性这些范畴＂叱

另一方面，随着艺术的解放，单个艺术作品宣称自己的自由，它不

仅反对古老的非自律的艺术地位，而且也反对所有从历史哲学或者形

而上学演绎出的普遍的艺术概念，同时也反对所有通过传统、运动或

任何其他艺术作品建立的艺术概念。 这形成了现代艺术的自律。 拉

德洛蒂认为艺术作品的自律、个体化、自由解放与艺术的普遍概念的

抽象对立恰恰是在解放过程中美学的两种基本成分之间形成的一种

张力，内在于每一种艺术作品与每一种韶释之中。 因此 ，不管从现代

艺术概念还是对艺术品来说 ，一种自律的现象出现了 。 它们事实上在

解放与危机的转化中建构起现代艺术，这种艺术就其实质来说是高雅

艺术。 在这里，艺术是一个世界，但它对抗现存世界 ，它是一种新的世

界观，一种新的审美国家或者关千一种审美城堡的存在的预告，是人

的乌托邦之家 ，甚至渗透进艺术家的人格之中。 所以拉德洛蒂认为 ：

艺术概念的普遍化与艺术作品的日益个体化已经构成了这种乌托邦

大厦。 结果艺术为自己创立了一个审美的宇宙，与日常生活敌对，与

现实隔着一个深渊 ，也成为少数人脱离社会大众的事。 这就导致了高

雅艺术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尤其是现代高雅文化对大众文化的排除。

拉德洛蒂再一次回到了施莱格尔与谢林那里。 前者区分了自由理性

艺术与有用的和引起快感的机械艺术，后者区分了审美产品与共同的

艺术产品，他们都注意到了高级艺术与低级艺术的鲜明对照。 可以看

＠泌ndor R6dn6li , Mass Culture, In Rero心/rt氏ti咕知如如， ed. By Agnel> Heller ara<l 

f erenc f eher, Ox.Corel : Basil Blackwell Ltd, 1986, p.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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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正是由于艺术的解放与危机导致的艺术个体化与艺术概念的普遍

化，形成了高级艺术与低级艺术的对立，这应该是现代性产生的结果。

拉德洛蒂的论述对艺术的自律、解放、个体性、普遍性的阐释正是依循

现代性的精神特性展开的 。

但是，拉德洛蒂没有局限于这个角度，还结合现代接受结构的激

进变化与文化市场的形成进行了考察。 在现代，艺术取决于公众的接

受。 前现代的文化史证明，艺术的接受在类型上具有极为丰富的多样

性，每一种类型在精确的社会学意义上能确定，相反在现代＂公众＂的

概念涵盖一切、极为抽象，同时它的构成也是异质的、流动的。 艺术接

受结构的变化也有助于艺术的解放。 同时，这种解放也与 18 世纪出

现的文化市场相关，就此，拉德洛蒂涉及了洛文塔尔对 18 世纪英国文

化市场的分析。 根据洛文塔尔的说法，在 18 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市场

体系的形成，文化市场开始形成。 在这个市场上，艺术家是生产者，公

众是消费者，中介制度也发展了起来，即出版商、书商、可借书的图书

馆有趣味导向的杂志。 基于此，拉德洛蒂看到 ，艺术与公众文化上的

接受行为都是市场机制，它们的组织原则也与市场相同，并且是抽象

的因为创造与接受都主张自由，强调彼此对立。 文化市场产生了自

由的劳动这为艺术打开了不同类型的自由，打开了不参与这种生产

的自由 。 显然这种拒绝参与有助于艺术普遍概念的出现 ， 也可以使艺

术家脱离接受者。 正因为市场提供的自由，一个艺术家能够对现存世

界说不 ， 因为在这个世界他找不到家，并且他能够说不，因为他能够创

造一个新的世界。 可以看到 ， 对拉德洛蒂来说，文化市场的出现既准

备了艺术接受的群体公众，使得艺术能够大址生产，同时也为艺术的

多样性的自由创造和艺术概念的普遍化创造了条件。 这也形成了现

代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只有在现代，高雅文化和指向大众生

产的工具性的低俗文化才怒目而视" <D。 两者都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

＠ 沁ndor Rad的ti, Mass Culture, In Reco心tructing Aestlu: 心， ed. , By 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her, Oxford : 8的I Blackwell Ltd, 1986, p.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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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前者否定而后者肯定大众文化与文化T一业的出现，然而从根本上

说，权力掌握在高雅艺术手中 C

这种结构关系的形成仅仅是一方面，拉德洛蒂还揭示了现代高雅

艺术的矛盾性结构 ， 即反大众文化，然而又沦为大众文化的困境。 就

现代动态社会来说，不仅形成了艺术与艺术概念的独立与自律，而且

形成了艺术与概念的不断演变，结果导致了艺术与艺术概念的抽象

化，文化使自 已脱离物质文化，排开了文化原初的地方性语境，表现出

相对自律和自山的特征，表现出脱离直接生活关系与它们的现实的可

能性J 这样，艺术作品在生活中的功能变成是非决定性的，或者是多

元决定的，因而艺术家在生活中的地位更加抽象，文化、艺术与艺术品

变成了为自己的价值 ，变成了首要的文化权力 。 基千此，艺术的参照

框架就变得能够质问了 。 它不能从一个封闭的生活语境与传统的相

互联系中采纳一个新的参照点，而不得不适应突破这些联系的新的动

力学。 艺术通过界定它的概念与在概念上区别自已，成为它自己的参

照框架，这就形成了新与旧、高与低的成对的抽象概念 ， 事实上，腐级

艺术与概念催生了大众文化及其概念。 因此，正是现代动态的社会导

致动态的艺术作品与艺术解放 ， 产生了艺术的对立面， 即大众文化，高

级的沦为低级的，新的成为旧的。 这是现代艺术存在的基本模式。 从

这种存在模式中事实上可以窥测到现代艺术存在的闲境或者矛盾。

一方面它脱离传统，只有那些现存的独立艺术与艺术活动才能满足于

它们的标准， 因为它们逆潮流而动。 但是另一方面 ， 现代艺术又融入

了主流的类型，进入了低级的伪审美领域，艺术作品无意识或者违背

其意图而服务千现存世界6 拉德洛蒂像赫勒与费赫尔一样也结合趣

味与形式的观念的关系进行考察，但后者是借此探寻现代美学的结构

性的自相矛盾，而前者是分析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的关系 。 现代艺术

以对抗传统为特征，这意味着趣味与形式观念的对立 ， 意味着艺术对

抗传统的或者既定的共同体的趣味，结果艺术成了康德所说的天才观

念的创造表现出无趣味的特征。 所以，拉德洛蒂认为，＂如果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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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激进而合理的结论，即艺术的普遍概念与趣味本身相冲突，那么

这就涉及这种认识，即我们时代的高雅艺术不是创造文化的艺术"(D。

显然，这种文化是指群体的或传统的与趣味相关的东西。 但是拉德洛

蒂看到，一种非创造文化的现代艺术又转变为文化，一种反传统的高

雅艺术与概念最后又沦为传统。

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形成的对立互补的矛盾结构根本上是艺术

解放所导致的普遍的艺术概念与自律的艺术，问题是这种困境能否被

解决呢？事实上这种解决在现代的艺术解放的过程中就出现了，拉德

洛蒂谈到了现在的新趋向，这种趋向主要是主张艺术活动与生活活动

变成几乎是同—的，因而艺术的自律与生活、艺术与艺术的普遍规律

消失了 。 结果，低级文化的普遍化的神化也消解了。拉德洛蒂认为，

这种策略虽然很重要，但是仅仅是一种乌托邦，不是作为普遍艺术的

替代物。 基千此，他提出了自己的重构性意见，提出结束现代艺术的

解放之战，调整艺术的概念，挖掘大众文化的潜力 。 他说：＂我们不需

要艺术的消除，而是需要改革。"®

拉德洛蒂提出了结束艺术解放之战的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在

艺术解放之战开始的艺术概念中就起作用了，这就是从个体性进化而

来的普遍性。 这种普遍性建立于个体性的基础之上，它不意味着审美

普遍性的消除，而是这种普遍性的削弱。 他说：”对抗着普遍性的无限

性理念以及艺术作品的永恒有效性和对立性，它强调了有限性一—因

为在每一个时代，在每一种接受行为之中，一些永恒作品的生命并没

有继续，而是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 。 正是有限性与不断重新的开始确

保了接受者共同建构的地位。喝）不过拉德洛蒂认为这也预设了那种

Q) Sandor R创n6ti M旺s Culture, In R也加皿cting Ae, 汕如tics, ed. By 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l面， 0,d:叫： Basil Blackwell Ltd, 1986, p. 88. 

®S andor Radn6ti Mass Culture, ln Reco心tructing Aesthetics, ed. By 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her, Ox£ 叫 ： Basil Blackwell Ltd, 1986, p. 93. 

＠泌ndor Radn6ti Mass Cultme , ln Reconstructing Ae.sthe应s, ed. lly 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h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6, p.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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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普遍性构成成分的完美概念的削弱。 当然他不是重新宣称那种

长期被抛弃的标准的完美性，而是认为艺术作品的价值不应该排除偶

然性特征。 其结束艺术解放之战的第二个条件与第一个条件紧密相

关，即艺术的普遍概念的削弱表现为艺术概念内涵的缩小而导致的艺

术概念外延的扩大。 自律的而普遍的艺术概念实质上考虑的仅仅是

等级顶端的艺术，它期望一件充分符合艺术概念的艺术作品应该激起

高峰体验，具有净化的效果，改变接受者的生活。 拉德洛蒂并没有否

定艺术的等级，认为等级的存在是合法的 ，但是把高峰体验与其他区

别开来，建立了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之间的对立，＂普遍的艺术概念的

改革目标不应该把非普遍的艺术(...…)排除在艺术概念之外" (i)。 这

种改革的艺术概念不能忽视不为自己评价的艺术，区域的范圉更加狭

窄的艺术，非物化的艺术活动，娱乐的、教诲的或者功利的、保守的模

仿者意在维护与保存价值的艺术或者业余爱好者的艺术勹 不能因为

它们缺乏个体性或者缺乏普遍性而将它们拒于艺术概念的门庭之外。

并且，艺术的概念不应该排除缺乏趣味的任何自律观念或者形式的建

构，也不应该排斥内在引导我们走向个体－普遍的艺术作品的广泛的

文化领域。 拉德洛蒂把艺术概念的外延已经延展到文化人类学说意

指的文化领域，事实上也延展到了大众文化领域。 这样，低级文化的

普遍性被去拜物化，艺术的普遍性被修正。

我们可以感觉到拉德洛蒂对现代艺术概念的重构，甚至容纳了大

众文化的艺术概念的认识，透视出他对大众文化的积极因素的洞察。

如果高雅艺术具有一种批判的功能，也具有一种乌托邦冲动的话，那

么拉德洛蒂在非普遍的与低级的艺术中同样认识到了这些。 因此 ，在

一种对抗世界中 ，高雅文化与低级文化之间的对比被证明是没有根据

的，甚至低级文化的大众生产也意在生产另一个世界。 大众文化重视

幻觉建构，它作为补充的或者补偿的因素可以与生活形成对照，或者

CD S<tndor Rl'ldn6ti Mass Culture, [n Reco心tructing Aes如t归，叫. By Agr比i; 1-leUer and 

Ferenc Feher. Oxford: U邸il Blac-kwell Ltc.1,1986, 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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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幻觉融入生活之中，激励幻觉的经验 ， 并且把这种幻觉复制为现实

生活的幻觉。 因此，尽管大众文化具有神化、封闭性、普遍化等意识形

态弱点 ，但拉德洛蒂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意识形态 ， 而这种

封闭的意识形态在每种个体性的接受语境中可以被＇ 打开＇，可以超越

它的既定语境”见 这种对大众文化积极因素的认识与法兰克福学派

有些差别。 事实上这也是布达佩斯学派的一种共同的趋势，赫勒与费

赫尔在评及美国的大众文化时说，尽管流露不少弱点，但是＂美国创造

了一种唯一的（绝大多数是地方的与城市的）民主的文化、市民美德 ，

一种合法性与公正的感受， 一种演出与成功的欣赏，一种对某种民主

形式的坚待＇气 对赫勒与费赫尔来说，这种民主不能被标准化，不能

被打包装运 ， 不能被分配到全世界，作为一种文化它只能在它的本土

起作用 。＠特纳 ( Bryan S. Turner) 认为，＂赫勒对现代性通过文化T业

带来了一种文化的 ＇ 不本真化＇的惯常的论证是慎重的 ， 因为她能够在

大众文化中看见民主的因素。 批判理论对大众文化的反应经常涉及

一种对高雅文化的精英主义的维护”矶

拉德洛蒂对现代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的关系的重构试图超越现

代艺术与大众文化对立互补的矛盾结构，通过对普遍艺术概念的适当

削弱与艺术概念外延的扩大来解决现代艺术的困境，然而他又没有走

向后现代那种把生活与艺术的界限融为一体的倾向，没有抛弃艺术，

没有追随丹图等人侣导的艺术终结的思潮，而把大众文化归结到艺术

的领域，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个体性与普遍性之间提出建设性的意

见。 这种对待艺术与大众文化的辩证批评态度也是布达佩斯学派美

＠迦dor Rad的ti Mass Culture , fo Reconstructing Aesthetics, ed. By A驴es Heller 叩

Ferenc Feher, Oxford: Basil Black飞ell Ltd, 1986, pp.98 - 99. 

® Fenrenc Feher and Agi1es Ht'ller , Doomsday Or Dererrance: 0几 The Antin呻ar Issue, 

Am1onk,New York l.,0ndon, England:M. E. Sharpe, Inc., 1986,p. 115. 

@ Ag11es Heller, Are We Livi11g in a World of Emotional lmpove由hment'? In~ 加sis Eleven, 

MellJoume , no. 22 , J 989 , 46 - 61. 

@ B巧an S. Turner , Can Modernity Sum加? By Agnes Heller, In Contcrn1JOrary Sociology, 

J992(Jan.), Yol. 2 1 . No.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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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的特征 。'J 赫勒在《现代性理论》一书中更为详尽地探讨了高

雅文化概念的悖论。 她以现代高雅文化的判断标准作为切人口来剖

析高雅文化的矛盾，从对判定标准的矛盾的揭示来理解高雅文化的根

本性问题，尤其是她揭示了现代性的动力导致判断标准的动态性与个

体化特征，揭示了以平等为核心的民主化与休谟提出的趣味的权威

性、高雅性的矛盾，从而展示了现代趣味标准的不可靠性。 以趣味为

标准导致最后没有一个趣味的标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悖论 ， 赫勒

说：＂高雅文化概念的悖论来自于它作为两极性的规范性。 它不得不

排斥低级文化 ，但是又不能排斥 。 因为它不得不把趣味承认为在艺术

美与特质方面的最终仲裁者，但是又不能把决定性的趣味等同于每个

人的趣味或者少数人的趣味。 总之，它不可能避免文化相对主义。，心

（ 三 ） 对现代艺木样式的问释

布达佩斯学派不仅解构了现代资产阶级时代的美学与艺术、大众

文化与高雅艺术的对立，而且也对现代欧洲的具体艺术进行了解剖，

指出这个时代绘画、歌剧、小说等具有的独特面貌 ，并在具体的艺术样

式的解读中提出现代美学与艺术的间题。

现代资产阶级时代的艺术创造异常丰富复杂，它与古代、中世纪

的艺术风格有显著的区别如何阐释现代艺术独特风格的变化与演变

的内在原因，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内容。 布达佩斯学派重构

美学的思想也融人了对现代艺术的现代性理解，这表现在瓦伊达对现

代绘画、费赫尔对现代小说、弗多尔对现代歌剧、托马斯对欧里庇得斯

Q) Ferenc Feher, What i~Beyond Art? In Reconstructing Ae.,the如，叫. Br Agnes I leller 

and Ferenc Fehcr, OxfonJ: Basil Blackwell Ltd, 1986; Agn眨 Heller , The Pl)I<('r of SJ,r1me: ,I Ra• 

勋rial垃 Pers[,比cti,,e, pp. 125 - 127: Agnes Helle r, Can P心Lry Be Wrillcn After 加 Holocau斗 (on

Adorno's Die血n) , fo Tl,e Grand叩r and Twilight of Radical U呻对sali.sm , ed. Agne、s ll eller and 

Ferenc Feher . New Brunswick: Transaclion , 1990. 

® A驴es HeUer, A Theory of 血）demit},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 1999, p.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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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等的分析中 。

1. 现代幻觉主义绘画

瓦伊达的论文《绘画中的审美判断与世界观》指出，幻觉主义绘画

强调对外在可见世界的逼真复制或者再现 ， 它是现代资产阶级时代的

产物，从文艺复兴到 19 世纪占据着欧洲画坛的盟主地位。 这种风格

如何形成，为何消解成为瓦伊达思考的核心问题。 贡布里希

(Gombrich )对艺术与复制可见世界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但是他并没有从美学的角度，而是从心理学尤其是知觉心理学的角度

来珅解的。 所以瓦伊达认为，“从美学的视角看，这个问题必须在一定

程度上被亟新表述，以追问绘画的视觉领域和可见世界（外在于但不

必然独立千艺术）之间的关系是如何阻碍绘画发展的"Q)。 瓦伊达思

考间题的角度与前面布达佩斯学派对美学、艺术等的反思一样，都集

中关注现代性与美学问题。

瓦伊达通过分析幻觉主义绘画风格形成的原因 ， 如现代的复制世

界的惯例认同、现代提供的绘画能力与条件等，表明了：只有欧洲文明

才成功地达到幻觉主义绘画的高峰，只有它在可能性的框架中最充分

地产生了可见世界。 不过，真正的问题，或者至少和美学、历史哲学相

关的问题是，为什么努力复制可见世界碰巧是现代欧洲文化？并且，

幻觉主义绘画具有多种变体，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画派 ，每天就不断地

创造一些新东西，为什么尚新的意愿没有解构这个框架本身？为什么

这个时期的美学从来没有提出超越幻觉主义绘画框架的问题？也就

是说，到底是什么产生了幻觉主义绘画的要求，又是什么将它推向了

终结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须进一步思考幻觉主义绘画与资本主

义社会或者与现代性的关系 。

瓦伊达确信资产阶级时代的艺术与其他社会一样，共同联系着一

(I) M』ha il y Vajda, Aesthetil'Juu臣nenl imd the World-View in Pain血g, In 邸:onstruc血g

AeslheJics, ed. By Agnes Heller and Fe比nc Feher, OxforJ : B心ii Bl出ckwdl Lt<l,1986,p.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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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世界观、一种基本的态度。 但是他又吞到资产阶级时代是唯一的，

它的艺术与整个世界的图像的内容不可分离。 瓦伊达在研究中渗透

了海德格尔对于现代性的理解，这与其对海德格尔的长期研究是相关

的。 瓦伊达认为，＂产生艺术幻觉主义的这种态度或世界观正是中产

阶级的理性主义，这种态度或世界观也产生了科学。 因此，我们的世

界是牢固统一的，可以限制的，对象世界在运动中被客观的规定严格

地限制。 如果我们希望尽可能自由地生活，那么我们必须懂得这个世

界，这个可见的自然世界，以及其他存在但不可分离的规定性，我们的

自由等同于对可见世界之（不可见的）规律的认识。 艺术的任务（包

括绘画）正如科学之使命，就是认识可见世界，揭露偶然性中的实

质＇饥 结果，现代艺术彼此分离，但任务是相同的。 因此，对瓦伊达

来说，在现代，认识是自巾，艺术要表现自们就必须认识。 虽然可见自

然不是完全安全的领域，不是对人类存在的威胁，但是对现代个体来

说，他能够为自己保护有限的环境，能够完美地了解它，因而能够完全

安全地在其中到处移动。 因此，瓦伊达在此洞察到幻觉主义意识形态

的木质，认为幻觉主义绘画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赋予生活，其核心实

际上表达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提供了这时

期绘画必须承认的框架。”对）把幻觉主义的外形与形式视为一个框架

的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是脱离了共同体肪带的人的世界观。 在资本

主义社会，传统社会的有机共同感不再存在，传统的那种社会、艺术与

成员形成的不可分离的统一体已经烟消云散。 这样幻觉主义的框架

不仅确保了个体脱离共同体的可能性，而且也确保了个体的生存。 这

样，瓦伊达从资产阶级世界观或者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理解幻觉主义绘

画的产生已经持续几百年的原因 。 这同时预示了他对这种绘画风格

(.D Mihaily Vajda, Aesthetic Judgment and the World-View in Paintin~, In Reconstructing 

Aesthet比s, eel. By Agne15 Heller and F'erenc Fel正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J ..1.d, 1986, p. 142. 

® Mihaily Vajda, AestheLir Jud gment and the World-View in Painting, Ln R心onstructing

Ae, 叶以ic.t, ed. By Agni's Heller and fprenc F'eh行，On。rd: B邸ii Blackwell Ltd,1986,p.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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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的看法，他认为 ， 只要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幻觉被暴露，和谐而完美

地再现可见世界就不可能实现。 在 19 世纪印象主义之后，努力追求

和谐的再现被证明是错误的，一方面是墨守成规，另一方面是平庸艺

术。 美的形式的创造愈来愈只有通过突破和谐的技巧才能成为可能。

瓦伊达认为幻觉主义绘画的终结表明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危机 ，

＂中产阶级世界观的危机不是在幻觉主义的解构中显示的，而是在幻

觉主义的框架中显示出来的，这个框架对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完整表达

的，它被耗尽了，不再能够提供实现艺术概念的可能性＂叽 可以看

出，正是通过对幻觉主义绘画的产生、发展和终结与资产阶级世界观

或者意识形态的关系的理解，瓦伊达深入地揭示了绘画艺术与意识形

态的问题，尤其批判了自由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

而后幻觉主义表达与创造了一种新的图像，它至少渴求超越资产

阶级世界观的框架 ，不再容忍资产阶级世界的社会结构。 虽然瓦伊达

并不赞同弗朗开斯托 ( Pie1Te Francaslel) 关于“后印象主义＂的诞生同

时宜告了一个新社会的出现的观点，因为这种新的绘画只是一种精神

的粕英主义。 在资本主义社会，真正的艺术只存在一少部分，也为少

数人所延续，普通的个体不带若艺术生活，最多消费糟糕的艺术膺品，

就绘皿而言，绝大多数的朋品至今仍然是幻觉主义的 。 但是在观看世

界方式方面的转变标志着或者可以标志世界的转变，现代主义绘画比

幻觉上义绘曲所具有的游戏性更具有一种向美的愿意与提供美的能

九捉供了一个今天仍在萌芽中的新的共同体。

2. 现代小说

小说作为一种艺术样式是现代资产阶级的产物。 就此，瓦特在其

影响深远的著作《小说的兴起》中，从读者群体、私人空间、经济状况、

新闻出版等方面探讨了小说在 1 8 世纪英国的兴起。 他说：＂我们所用

( !) Miliuily Va. 心， A创he皿 Judgment and tl1,; World-View. in P印nting, [n R.eco咄rue血g

A,•.,ilwlics, cu. By Agnes I leller uud F如nc Feher,O血rel: Ilasil IJlackwell Ltd, 1986, p.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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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说＇这个术语直到十八世纪末才得以充分确认。 ，心事实上对现

代小说的研究早在青年卢卡奇的《小说理论》中就展开了 。 布达佩斯

学派对现代小说的认识也从此著作中汲取了资源，但是也对之进行了

批判 。 费赫尔的文章《小说问题重亚吗？ （小说理论〉 的贡献》对现代

小说的重新认识就是建立在对《小说理论》的批判基础之上的 。

卢卡奇对比 f史诗与小说、史诗时代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决

定支持前者。《小说理论》 的基本主题就是“史诗时代及艺术生产比

资本主义及其史诗，即小说具有更高雅的秩序与更伟大的价值＂气

卢卡奇事实上对史诗时代给予了非常理想的勾画，他在《小说理论》 开

篇就写道 ： “星空是一切可能道路的地图，这样的时代是幸福的 。 在这

个时代 ，道路被星光照亮。 一切是新的、熟悉的 ， 充满冒险 ， 然而是自

己的冒险。 世界是宽广的，然而像一个家，因为心灵燃烧的火与星星

具有同样的本质 ，世界与自我、星光与火很不同 ，但彼此从不陌生 ， 因

为火是所有星光的心灵，所有火以星光表达自已 。屯）这样的时代就是

史诗时代，人与自然、内在心灵与外在形式交融于一体 ， 因此，＂它是一

种同质的世界，甚至人与世界、｀我＇与＇你＇的分离也不能打破这种同

质性＂＠。 相反，小说的形式是一种超验的无家可归状态的表达，成了

总体性成为问题与渴求总体性的时代的史诗。 因此，对卢卡奇来说，

小说是费希特所说的一个绝对罪孽时代的形式充满问题的或者一种

危险的半艺术。 小说主人公的心理学也是恶糜的，充满＂坏的无限

性＂ 。 虽然费赫尔对现代小说的分析建立在卢卡奇《小说理论》 的框

架中 ，但是完全不同于卢卡奇的理解。 卢卡奇得出现代小说的问题性

Q 伊恩. P. 瓦特：《小说的兴起） ，亦原、旅红钧译，二联书店 1992 年版，第 2 贞

12,, Feren c Feh~r, Js the ~ovel Problernatic? A Contribution 10 山e Theo乃• of the Noyd, lo 

Reconstructing 如如lies , ed. Ry Agt、es Hellrr and Ferenc Feher, Oxford: Ba,,il Blackwell I.id , 

1986,p.24 . 

(.3) Georg Lukacs , 7加 ThPo可 of The N吵el, lranR. Aanna Bostock. London: Merlin Press . 

1971 ,p. 29. 

(4) Georg Lukac·s, 111e 17teory of 11ie NQ此l, I几111S , A皿na Bo~lock. London: Merlin Pres汇

1971,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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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在于他的评价标准，费赫尔说： ”主张小说是充满问题的，这意

味若我们拥有一个没有问题的东西的标准，甚至就乌托邦梦想而言，

它在某种程度上从过去向我们走来。＂＠尽管不可能把歌德、席勒、黑

格尔与卢卡奇置于与浪漫主义者同样的范畴，但是费赫尔真正在所有

对小说怀疑者与恶意批评家中发现了一种共同的模式 ， 这就是把非中

介的群体的有机同质世界理想化为＂完美的“艺术样式 ， 即史诗的起

源。 马克思对荷马史诗的高度评价也表现出这一倾向，但是马克思把

这一模式具体化了 ，他既根据人类本质来理解史诗的规范性，又看到

了动态的历史潜能 ， 因此马克思是一个进化论者。 马克思可能会认

为，在价值等级中 ，把城邦及其文化形式置于连续的人类发展之上在

方法论上是不可接受的。 正是根据对马克思的理解 ，费赫尔获得了韶

构《小说理论》的价值标准的基础。

小说的本质是“无形式"、“散文的”，缺乏固定的规则 ， 在涉及人

类实质性的艺术形式中它曾没有一席之地。 但是 ，小说的无形式与散

文式特征，在结构上与无形式的骚乱的进展是一致的。 通过这种进

展，资本主义社会毁坏了被实现了的人类实质的第一个岛屿，然而也

产生了物种力拭的重大发展 ， 这种社会的诞生是一种丰富 ， 即使它也

存在不平等的进化。 因而 ，费赫尔认为，“小说不仅在内容上，在其范

畴所建构的集体观念上，而且在其形式上表达了人类解放的一个阶

段＂究 另一方面 ， 由资产阶级社会产生的这种原初的艺术样式 ，小说

的特有的完善是 ，它的本质结构包容了所有来自资本主义的范畴，对

费赫尔来说 ，这个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建立在纯社会的而不是自然的生

活形式之上的社会。 因此，如果没有“纯社会的“社会的出现 ，小说的

CD Ferenr Feh缸 ls 小e Novel Problematic? A Conlribulion lo the Theory of the Novel , ln 

Reco邸ru,eting Ae..ft加tics, ed . By 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M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 td, 

1986, p.25. 

© 氏renc Fel面， Is the Novel Problemat ic? A Contrih111ion to the TI1eory of the Novel, In 

Reco心tmcting A邸加ics, 叫. By A驴es Heller anJ Ferenc Feh~r, 0灶01-d: B函1 Blackwell Ltrl , 

1986,p.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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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就不能存在。 所以 ，费赫尔认为，小说不是充满问题的，而是矛盾

的。 起初，这种矛盾没有特殊的意义。 只要“纯社会的“社会在与准自

然的封建社会等级和父权专制的”自然的“共同体进行斗争，那么初生

的资本主义范畴就没有阻碍这种新的形式。 但是，在资本主义建立与

稳固后，市民社会与“人性的社会”之间的新冲突就爆发了。 这种对立

首先认为小说的某些形式不适合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尊严，并且日益对

这些形式不估任。 随着社会运动的普遍化，小说愈来愈不可能达到更

丰富的水准。 作家对既定的形式－结构的有效性信任度的丧失就是

小说危机的开始。 但费赫尔也看到危机产生了一种内在于旧形式中

巨大可能性的特殊的再创造，并且导致超越笫一个“社会的“社会的史

诗样式 ，使之革新。 因而小说是矛盾的，它包含解放方面的提高 ，但它

对自律的追求不再能达到较商的艺术成就。 所以费赫尔说 ： ”因而我

们能够证实，小说纯粹起源于中产阶级，但是它们的动力超越了市民

社会 。 ，心可见，费赫尔较为辩证地看到了小说的危机与积极意义。

它虽然产生于现代资木主义社会，但是它具有超越这个社会的动

力 。 这也表明肯年卢卡奇对小说充满问题的悲观的看法是片面的。

正是坚持现代小说的矛盾性特征，费赫尔结合小说与史诗展开了

在再现经济、生产、制度、日常生活、公共领域等方面的比较。 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他结合哈贝马斯关于现代公共领域的研究来探寻现代小

说的矛盾性特征。 最枯燥无味的史诗也是集体精神的产物 ，整个群体

能够在其中辨认自己的问题、经验与命运。 然而史诗的显而易见的公

共领城在现代被破坏，这使得小说的创造非常困难 ，最大的危险是降

为卢 F奇所意识到的平府。 这样小说一直冒看成为一个纯粹私人故

事的危险。 不过，费赫尔看到，在理杏逊、吉年歌德、卢梭、歌尔德斯密

斯的小说中 ，带有普遍化倾向的亲密领域的小小共同体预示的不仅仅

(i) F丽nc Ft'her. b 由e Novel Pruhlemutic-?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小e Nov,:,l , In 

Rcco,wnwing Ae.sthe1ics, ed. By 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h(•r, Oxford: Bas廿 Blackwell Ltd , 

1986, IJ·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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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结构的修正，而且是普遍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 费赫尔认为，“从小

小的共同体的冲突与交互中产生的力朵场域 ，具有高雅秩序特性，因

为它是一个比有机集体和同质性能更好地激励人类个体变化的多元

机制＂饥 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家庭成为小说制造公共领域的内容，

因为家庭是一个分配的经济单位 ，不是一个生产性单位，也不是一个

政治单位。 这就使小说中的主人公脱离社会活动领域，脱离生产活动

得到强化。 而对敌意的外在世界，这种家庭的虚幻的集体与公共的特

征建筑于一种保护之上。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这种保护日益获得了

一种更加广泛的意义。 不过，随着 19 世纪一夫一妻制的资产阶级家

庭逐步消解，家庭的经济功能日益消逝，不断降低，家庭的价值更加受

到动摇。 小说的主人公被迫捣毁亲密领域的价值，以便成为他时代的

原型。 对费赫尔来说，家庭纽带的破裂同时是人类解放的一个阶段。

马克思认为扩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对血缘－纽带的权力捣毁是一种普

遍的积极成就。 只有这样，才能从“人类动物物种的动物学中“创造人

类物种的意识。 甚至这些人物成为匿名者，成为 K. 或者 A.G. 等字

母，这最终意味看小说公共维度的消解。 这对费赫尔来说是一种退

步，但是他又认为，“我们带着积极的价值－内容达到了｀消解 ＇ 过程

的终点：小说自己已经从所有的自然或者准－自然的链条中解放了出

来。 它已经撕裂了自由的假象，现在的问题是真正自巾的创造"®。

在此，我们看到费赫尔对现代小说的分析是比较辩证的，他既认识到

现代小说的困境，也认识到其对人类解放的积极意义，尤其看到了现

代主义小说的积极意义，这种态度显然与卢卡奇对小说， 尤其是现代

主义小说的认识有很大的差距。

(D Ferenc Feher, Is 山e Novel Problematic? A Contribution lo the 吓eory of the Novel , In 

Re凶11structing A邸hetic.~, ed. By 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h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6 ,p. 35. 

®Fe 1-enc Feher, Is the Novel Problematic?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the Novel, l11 

R也加If'.取ting A邸hetics, ed. By Agt1es Heller and Ferenc F'chfr , 0汕>rd: B函I Blac kwell Ltd, 

1986,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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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费赫尔还进一步从小说价值的地位以及小说的人物关系结

构来认识现代小说的矛盾。 就前者来说，古代史诗与有机共同体的内

在结构保持一致，一种困定的价值等级占支配地位，正是群体的伦理

惯例以不可改变的形式承载着价值 3 而小说急遽地突破了这种传统。

在现代小说发展中，开始在 18 世纪，行为的人物是典型的主人公， 19

世纪随着变化，知识分子的斗争成为可能，而在下滑时，活生生的经验

比非本真性的行为更加重要。 虽然我们可以轻易地谴责对资产阶级

行为的一种天真信仰，但是费赫尔不得不承认，固定的价值等级的暴

霖与它被不断变化的价值秩序的动力所取代，也是小说与史诗相比所

具有的被提高的解放内容之一e 因而他认为，小说在原则上是价值－

多元化的。 但是，在危机的时代，这种值得称赞的多元性变成了情感

的相对主义，如卢卡奇所谈及的当代小说的虚假的感伤主义 (senti

mentalism) 。 尽管如此，费赫尔认为，“正是价值多元主义才是这种样

式的形式和结构的实质，表达并激励了这个新时代的胜利者：个体的

价值选择。 同样，多元主义原则上允许丰富而大范闱地描绘人类心

灵，这在史诗的严格的价值等级中是不可能达到的"(D。

费赫尔也看到了现代小说的人物关系的结构性矛盾。 小说以偶

然事件开始，避返仅仅取决于作者的意愿，如两个主人公通过街上的

偶然性事件碰巧相遇，但是这些偶然遵适后来确证了一种必然性。 在

此，费赫尔同样认识到戈德曼有关小说形式与市场结构同构理论的重

要性 ，因为它能够合理地韶释偶然性与必然性范畴。 市场上人与人的

遵适完全出于偶然性，因为这种遵适除了渴求交换作为商品的产品外

没有其他理性或者动机。 这种渴求没有告诉我们有关人们的实质、起

源或者能力的东西，因而是纯粹偶然的。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中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在自我与他者之间避适和偶然联系的不

CD Fernnt f'el如， 1h the Novel Prohlemalic? A Contribution lo lhe Thf'ory of I.he Novel, In 

Reco几$tructing Ae.~thetirs, ed. By 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l论r. Oxford : Bo; 寸 I Blackwell Ltd, 

1986, 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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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较的现象学。 就相遇的人格而言 ，场所与地方性也证明是偶然

的，从一个人的入格中，人们不能获得他何时成为交换行为的部分，他

的产品何时成为一种商品，成为成功交换的对象，人们也不能获得这

种运作展开的环境。 这些都是偶然性的。 结果读者对作者的处置随

时产生质疑，按照费赫尔所说：”在每一部作为艺术品的小说中 ，这个

问题一直是开放的，即最后形成的普遍的语境是人物的自由的自我决

定的结果，还是被物化的世界的自然规律的坏的客观性的结果呢？“但

这也是一种选择 ，这种张力能够从提高了的人类情感的预计中产生，

从读者体验这些印象与用印象丰富他的生活的欲望中产生，这是其积

极的一面。 当然，这种张力也能下降到用偶然性的矫揉造作的晦涩语

言奴役并蛊惑我们，而没有丰富我们。

正因小说具有一种矛盾的结构特征，费赫尔主张，一种未来的史

诗形式必然会超越它，一种自巾决定的史诗样式会置换建立于物化的

必然性基础之上的小说结构。 但是这种新的史诗仍将保存于原初小

说模式的范围内 。 费赫尔所预计的一种新的史诗类型体现了布达佩

斯学派重构美学的思想，也表现出他对艺术的积极而审慎的态度，他

与赫勒都对艺术终结论者，如黑格尔、比格尔、阿多诺、丹图等给予了

批评，他说：＂我们处千后现代性时期，具有这个过渡时期所意味的所

有的不协调 ，但是我们肯定不是处于后艺术的时代。 "(j)

总之，费赫尔通过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所涉及的主要框架，通

过小说与史诗的对比解读 ，尤其通过对两种艺术样式的社会特征的分

析，看到了小说相对千史诗的优越性，同时也透视出现代小说的矛盾

性特征。 它具有物化的功能，但是也具有解物化的功能 ，甚至是对现

代主义小说而言。 他认为其老师卢卡奇关千现代小说的充满问题的

认识是有问题的，卢卡奇把理想寄托于古代史诗的复兴只是一个浪漫

的幻梦。 相反，费赫尔认为 ， “小说作为一种形式清楚地显示了人道化

Q) Fercn('. Febtr, What is BeyonJ Art? On Ll1c Theories of Po~t-modernity, ln Reco11$lr也血g

Aesthe归， ed. By Agnes I leller and Ferenc Fehfa, Oxl.ord: 13asil Blackwell Ltd. 1986, p.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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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社会中可以拓展的范围，对熟知的读者而言，这是最有益的净

化＇，见 费赫尔对现代小说的矛盾特征以及其中蕴含的积极因素的认

识表现出对资产阶级艺术的辩证态度，同时也暗示了在此基础上获得

超越现代小说的力益，这表现出激进美学的特色，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

他把史诗与小说进行艺术样式的优劣比较显示出他理论的粗疏，因为

不仅这种价值比较 ，尤其是艺术样式的价值权衡在具体作品的评价中

不能发挥作用 ．而且他超越小说的乐观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复制了现代

性的逻辑，表现出一种夭真的姿态。

3. 现代歌剧

布达佩斯学派也对现代音乐进行了分析。 赫勒在 20 世纪 60 年

代就发表了论文《克尔恺郭尔美学与音乐》，还专门研究了歌剧《唐

瑛 · 乔万尼》 以及音乐的独特性。© 弗多尔则对音乐进行了专门研

究，他是匈牙利著名的歌剧批评家，是《音乐与戏剧》的作者，他对现代

歌剧的分析文本即《唐瑛 · 乔万尼》就选自于此书。

弗多尔主要从感官性与精神性来展示出基督教向现代市民社会

转变的特征。 他说：＂克尔恺郭尔写道，感性作为一种原则、一种力批、

一个王国的感官色情被基瞥教世界所创造，因为它被精神所摒弃，因

而被视为一种对立性的原则。 莫扎特的《唐琐 · 乔万尼》再现了这个

世界的最后时光。屯）在中世纪，基督教精神是一种超验的王国 ， 而感

官的世界是人所不齿的，或者按照克尔恺郭尔的说法，它作为一种否

定的原则而出现，是一种原罪。 在古希腊，也存在感官性，但是感官性

CD Ferenc Feher, Is the Novel Problemati c?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 eory of the Novel, In 

Reco心tmning Aesthetics , 叫. By Agnes Heller 11nd Ferenc Feher ,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J, 

1986 ,p. 58. 

@ 阿格妮丝·赫勒：《情感在艺术接受中的地位） ，傅其林译，载曹顺庆： 《 中外文化与

文论》第 18 担，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 C也a Fodor, Don Giovatmi, In Reco心trocti11g Aes如tics, ed. By Agnes Heller and Ft:renc 

Feher,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1986, p.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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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制千美的人格 ，它被韶放，进入生活与快乐。 在现代，事实上从文艺

复兴就巳经开始，人们逐步突破宗教的普遍性神话，重视或者肯定个

体的感性，否定一种感官性与精神性的截然对立广 正如弗多尔所说：

“英雄主义时代与现代世界之间的决定性事件，发生在稍灵与感性之

间的历史性斗争框架中。吵

基于此，弗多尔对歌剧中的乔万尼 ( Don Giovanni 汃安娜(Donna

Anna) 、奥特塔维奥(Don Ollavio) 等人物形象进行了剖析。 乔万尼是

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人物 勹 他有 －个仆人里波锐洛 (Leporello) , 这两个

人构成了黑格尔关于主人与奴隶的彼此依存关系、同时乔万尼也还速

循符决斗与复仇等传统的行为思维方式n 但他尤其崇尚感官色悄，喜

欢引诱女人。 克尔恺郭尔将他称为引诱者。 在克尔恺郭尔看来，乔万

尼是一个不断渴求欲辇满足的人，而这种欲望主要是对女人的欲镂，

它是建立在感官基础上的色情。 他说：＂他的情爱不是精神的(pychi

cal) , 而是感官的，感官之爱不是真诚的，而是绝对不讲信用；他爱的

不是一个而是所有，那就是说，他引诱一切 ,.) " 'i并且，这种爱只存在于

瞬间，不像骑士之爱那么真诚。 应该说，克尔恺郭尔已经对乔万尼的

引诱本质认识得十分深入，他看到乔万尼改变每一个姑娘，使老女人

焕发成美丽的女性，使小姑娘立刻成熟。 弗多尔的分析主要是建立千

克尔恺郭尔分析的基础之上 ，但他把克尔恺郭尔已经意识到的，但没

有进行阐发的现代性起源特征进行具体分析。 他在克尔恺郭尔关于

引诱者分析的基础上看到乔万尼的引诱或者不真诚只是重复，由于

引诱的瞬间性与即时性、暂时性，肉而表现出无限的重复，他认为，“体

现在唐琐 · 乔万尼人物的感官之爱是——用黑格尔而非克尔恺郭尔

Q) Gfza F"oc如， Don Giovanni, In Reco心tructing Aesthetics, 创. By Agnes 1-leller and Ferenc 

Feher, Oxforcl: Ba&il Bluckwell Ltd. 1986, p. 230. 

® s中ren Kiekeg迎兀I, Ei如r/Or, 四ns. Duvid F. Swen沁n and Llvli山） Marvi11 Swen如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1:r.sity press, 1959, p. 93. 

30 



中译者序言 在解构中建构一—《美学的重建》导读

的表达一—'罪恶的无限性＇＂矶 正是从这里，透视出乔万尼具有贵

族气派的传统特征，然而又具有十足的现代资产阶级特征，虽然弗多

尔对此没有深入分析。

安娜也表现出现代性的特色。 弗多尔揭示了作为一个人的安娜

与她的困境之间存在着矛盾。 基本上说，在要求英雄主义的形势下，

她是一个具有纯洁而单纯情感的高雅的存在物，并且，她能够提升到

这种要求。 但是存在着一种内在的不充分性。 安娜的心理剧就是以

这种矛盾开始的。 尤其是当父亲被杀死后，她的复仇与对情人的爱之

间的矛盾更为强烈。 对弗多尔来说，安娜这种矛盾性具有普遍性，是

18 世纪典型的个人问题之一，即是一个入出生的关系与她选择的关系

的冲突。 这事实上是血缘关系与现代个体关系的冲突，这恰是现代性

的典型特征。 随着剧情发展，这种矛盾性对安娜的影响越来越大，她

的内心世界愈来愈走向分离、不平衡，烦恼更强烈，她后来也认识到她

复仇的欲望使她的情爱处于危机之中 。 当她与未婚夫到乔万尼家复

仇时，他们的挑战被制服了 。 他们的复仇失败必定使安娜认识到这种

可怕的真相，即对她生活的问题，不仅不存在和谐的解决，而且他们俩

太微弱而不能找到半点儿解决方法，甚至他们不得不采取艰难的措

施。 这是复仇解决方式的终结。 安娜能够面对乔万尼的引诱，而使乔

万尼无能为力，但是她身体力址上的不平等又难以完成复仇的任务。

弗多尔清楚地认识到：＂在莫扎特的歌剧中，复仇属于英雄时代：它是

代理圣职和唐琐 · 乔万尼的姿态。 安娜以自己的命运经历了一个时

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过渡，正如我们看到的，它涉及复仇。"®安娜与悄

人的爱是互相的，共同分享他们生活的角度，但是她与情人奥特塔维

奥不一样，她不知道情感之爱的本质，她的情感依附她的父亲与未婚

(D G(·za Fodc,r, Don Giovanni, ln Reco吨ructing Aesthetics, ed. By Agnes Heller 叨d Ferenc 

Fch~r, Oxfonl : 13函I Blackwell Ltd, 1986,p . 164. 

(2) C也a Fodor, Don Giovanni, fo RecCJ11structing Ae.itheti心s,ed. ByAg砒:,; lleUer an<I Ferenc 

Fel如，O如吐 Basil Blackwell Lld, 1986 ,p.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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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这两者在安娜那里是总体和谐的，能和平地相处。 但是这种和谐

被外在的力世打破了，因此弗多尔认为奥特塔维奥与安娜是两个完全

不同的人。 虽然情爱既是人性的又是非人性的，但奥特塔维奥的努力

是人性的， 因为他不仅安慰他的未婚妻，而且普遍上想把她从过去中

解放出来，引导她走向未来，走向他们的爱。 然而对当时的安娜来说 ，

这又不是人性的。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形象是安娜的未婚夫奥特塔维奥。他对安

娜怀有无条件的爱，除了她之外世界上没有别的存在，但是他却是一

个软弱者，不能成功地帮助安娜复仇。 他对复仇持冷漠的态度 ，但是

他引入了现代意义的正义。 弗多尔说 ： ”在音乐剧中，奥特塔维奥的角

色是揭露乔万尼 ， 并确信他带来了正义；即以完全道德的方式爱安

娜。 "<D事实上赫勒已经对这个形象的现代性特征进行了分析：＂维特

或圣 ． 保罗都是正派的、极其敏感的，甚至多愁善感，具有爱心的、体

贴的市民 。 然而不能战斗、不具有英雄主义、不能为赢得他所爱的对

象而进行斗争……这不是奥特塔维奥的形象吗？奥特塔维奥难道不

是启蒙运动时期著名的感性主人公维特或圣 ． 保罗的双胞胎兄弟

吗？……这人被启蒙运动所创造，是第一个不确定的然而也是新型的中

产阶级纯粹代表，他允诺一个更安全的道德秩序，不是通过他的行动，而

是通过他的纯粹存在。 正是奥特塔维奥这个人物把具体的唐琐 · 乔

万尼的死亡转变为唐琐 · 乔万尼主义的死亡。飞）虽然奥特塔维奥答应

和安娜一起去复仇，但是表现得极为勉强，而且也没有成功，最后他向法

庭寻求帮助，这正是现代解决问题的方式，法律秩序是现代性的产物。

弗多尔在黑格尔对现代法律秩序的分析基础上认为，这个歌剧没

有描述一个稳固的传统世界，而是一个转折的世界，没有法律规则的

CD Gcza Fodor, Don Giovanni, ln Reconstmcting Aesthetics, ed. By Agnes Heller anrl Fn enc 

Feher, 0如rd: Basil Bl邸kwell Ltd, 1986, p. 228. 

® Agnes Heller, Kiekegaar<lian Aes由etics, 转引自 G妇 Fodor, Don Giovanni, ln Reco小

灶ruc1ing Aesthet如， ed. By A驴es Heller and Ferenc Fel论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 I 986 • 

p.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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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让位于法律秩序的世界。 但是这种过渡特征表明它部分起作用，

部分不起作用；它部分存在，部分不存在。 乔万尼不仅仅是一个没有

参加这种秩序，不会使自己屈服于这种秩序的个体；他是“无国家的国

家＂的最后的象征性主人公，在这个世界，没有法律秩序，没有新世界

的叛乱。 同时，乔万尼的世界也的确变化了，“在新的世界 ，法律秩序

以｀不动的必然性＇呈现出来，它是普遍有效的。 从这个世界看，唐

琐·乔万尼只能被视为具有恶庞力伍的罪犯，在这种生活中，他的惩

罚能够移交给上帝即法庭，即普遍的权威机构”见 在这个世界中，有

的崩溃，有的生存下来，但事实上只有法律秩序才能完成，而不再通过

中世纪的骑士，通过个体的直接复仇来履行。 弗多尔认为， 《唐琐·乔

万尼》的主题是英雄时代的不可恢复的衰落与现代的诞生。 这在歌剧

最后表现得十分突出，康蒙达多石像与乔万尼的搏斗在后来象征精神

与感性的搏斗，两者彼此对立与拒绝，这是中世纪的典型特征，但是最

后两者都消逝了，“随着形而上学戏剧的解决，感性与精神的冲突已经

失去了其意义。 感官王国与精神王国都同时毁了，结果一个统一的人

性世界秩序可以产生，最终取代分裂的世界”觅在人类的世界，法官

出现了，安娜也能够解放，能够自由呼吸，她最后能够告别一个世界，

告别她的过去，弗多尔将之解读为一种正义的传达。 剧中人物从不平

衡走向平衡，从一个世界走向另一个世界，这就是现代世界。

弗多尔对《唐琐 · 乔万尼》的分析揭示了莫扎特对现代性价值观

念的认同 。 这种认识也为不少学者所认识，罗瑟里说，马克思主义左

派一直竭力要描绘的莫扎特 ， “是一个在自身所处的 ＇启蒙 ＇ 运动中扮

演积极角色的人”矶 而且莫扎特连接了基督教时期和后基督教时

CD G6za Fodor, Don Giovanni, In Reconstructing Aesthetics, ed. By 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htr, Oxford: 加sit Blackwell Ltd, 1986 , p. 227. 

®G~ za Fodor, Don Giovanni, In Reconsm比ting Aesthetics, ed. By 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M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6, p. 240. 

@ 约翰·罗瑟里：《莫扎特传》，王朝元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 1 年版｀＂绪论”笫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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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在他之前，音乐为社会、教会、娱乐而服务，为鉴赏家对小小的离经

叛道的爱而服务，在他之后，“音乐开始为生命、爱、死亡的阴影和个人

最深刻的体验而作”饥

此外，《美学的重建》还选取了布达佩斯学派成员 G.M. 托马斯的

文章《论欧里庇得斯的戏剧》。 托马斯认为，欧里庇得斯把政治哲学引

入了戏剧，思考了神性向人性转变的复杂关系 ， “不管道德判断的起源

是什么，都没有人可以回避这些经验教训 。 正是判断在悲剧舞台上发

生了在欧里庇得斯的舞台上，判断经常发生，照亮了做出判断之可能

性。 正是这种悄况，在道德存在物的类似行为的对话中呈现为悲

剧”究 托马斯在欧里庇得斯那里捕捉到怀疑主义的痕迹 ，寻觅到一

种悲剧性思想，清楚地看到这位戏剧家触及对神话话语的质疑，对哲

学之思的发掘，也对雅典民主的精神与秩序规则进行怀疑。 在雅典联

合大会上，着迷的说服的规则被激发出来，少数人的观点被认为是傲

慢的，并且要受到迫害。 话语具有特殊的力批 ，但是话语与民主一样

是两面性的，在欧里庇得斯的戏剧中，推理、逻辑、理性的词语用来提

升命定的东酉，主角被他们自己的言语按照命运的方向引导。 主角们

的生活充满许多对话、争吵、辩论与吵闹。 言语可以成为任何事物的

缘由，甚至词语用来体现超越词语之上的东西，话语可以带来正义，但

是也可能形成欺骗。

（ 四 ） 对艺木终结论的批判

费赫尔的文章《超越艺术是什么？论后现代理论》对艺术终结理

论进行了深入批判 ，代表了布达佩斯学派关于艺术必然性的基本立

@ 约翰 · 罗瑟里： 《莫扎特传》 王朝元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 1 年版，＂绪沦“第

4 见

® G. M. Tarn位， On Lhe Drama of Euripid es, Ir, Reco咄ructin.g Aesthetics, ed. By 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hl!r, Oxford: Basil Blackwf'lJ Ltd, l 986, p.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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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他在文章中列举了关千艺术终结的四种论洞，第一种观点认为，

先锋派已经被完美地整合到体制之后，它还能继续称为先锋派吗？第

二种观点是艺术和文学被完全制度化了，其如何得以生存？第三种观

点回响着阿多诺明确的表述：奥斯维辛之后能够创作大写的艺术吗？

第四种观点是后现代主义者抹杀＂高雅”和＂低俗”之间的界限后，就

几乎不可能有大写的艺术，更不用说有艺术作品的评价了 。

第一种、第二种都涉及比格尔关千艺术制度化的观点。 费赫尔认

为比格尔对制度概念缺乏理解 ， 因为制度除了具有社会功利性的必然

因素之外，还有＝个特征，即制度是根据规则而起作用的一种主体间

的结构体，是能够传授的获得性的人类行为 ，并且它是倾向于非个人

的 。 以费赫尔之见，艺术作品的生产过程很少是规则的严格运用的结

果。 即使人们在建筑、被自然科学共同决定的艺术中运用普遍的规

则 ，但是被决定的是艺术作品的技术 ， 而不是形式。 唯一例外的是音

乐，因为技术与形式在那里大都相互调和。 但是，如果人们考察舞蹈

或者绘画，那么在创造一部艺术品的过程中，规则作用的程度就 日 益

消解了 。 在文学创作中，这种作用等于零。 赫勒也认为，“创造的文学

具有非常少的技巧要求 ， 因此它的生产本身从来不被制度化＂饥 就

可传授性而言 ，费赫尔认为 ， 音乐学校的每个学生都会理解，能够传授

给他们的是过去的音乐 ，不是未来的音乐，也就是说不是他们自已可

能的音乐生产。 所以 ，“在每一个技术发挥较少作用或没发挥作用的

地方，这种制度化的第二个构成性元素就在生产艺术作品中减少或者

失去了其作用"®。 最后 ，就非个体性而言，艺术的对象化与它的制度

化激进地分道扬镜。 虽然根据韦伯的观察 ， 现代性中制度日益成为非

个人的 ，但是艺术作品的对象化甚至更加明显地带有个体性特征。 这

CD Agnes Hell er , The Power of Shame: A Ra勋nalist Per.~per归， umdon: RoutJcdge and 

Kegan Paul, 1985, p. 126. 

® Ferenc Feher, What is B .. yond Art'? On Lhe Theories of Post- Modernity , In Reco11struc血g

Aesthet心， ed. Ry A驴es Heller and Ferenc Fehl\r. Ox£ 叫： Basil Blackwell Ltd,1986,p.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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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就生产或者创造而言，艺术不会被制度化。 我们不难看到，他们对

艺术创造方面与制度的论述存在一些矛盾，虽然他们都主张创造不能

被制度化，但是关于艺术创造的分析不能完全充分地支持其论点，如

费赫尔对音乐的技术与形式的调和的论述，对音乐的一些可传授性的

理解，以及对艺术中的技术因素的制度化的认识，都表明了艺术创造

中的某些因素能够被制度化。 赫勒也认识到这一点，她说：＂考虑到技

巧的知识被专业化，创造一直被工艺制度调节。 成为一个艺术学院的

学生在功能上相当于任何一种学徒关系 ；不同的只是制度的类型。叨）

虽然她认识到文学从来不被制度化，但是她又认为文学作品的创作能

够扎根于宗教或者政治制度之中。 不过，从艺术这种纯粹的自为对象

化来理解，杰出的艺术创造的核心意义是不能被制度化的。

就接受而言，费赫尔认为，接受的一些前提一直被制度化。 接受

最被制度化的方面是接受发生的场合与一部艺术作品在接受中的公

众的反应。 按照他的理韶，如果艺术的接受或者挪用已经完全屈服于

规则，完全是可传授的，绝对非个人的 ，也就是完全被制度化，那么这

个社会就必然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描绘的极权社会。 在此 ， 费赫

尔已经把艺术的完全被制度化上升为一种价值评价。 赫勒认为艺术

的接受与创造一样，不会被制度化。 她说，接受可以是公众的或者私

人的，一直存在公众接受的制度，但是它们都是为接受而存在的制度 ，

而不是接受的制度。 也就是说，这些制度只是接受的前提或者基础，

不是接受本身 ，接受本身没被制度化。 因为人们一直能够对一部艺术

品自由地拒绝、批评或者保持冷漠。 所以她认为，人们对艺术严格意

义上的接受”不能完全被制度化，即使接受在一种制度框架中发

生"®。 那些从德尔菲(Delphi) 神谕中寻求建议的人不得不相信那种

(D Agnes Heller, Tlie Pm11er qf Shame: A R血onalist Perspective. Londoi1: Routledge and 

Keg扣1 Paul, 1985, p. 126. 

® Agnes I leller, The Power of Shame: A Rationalist PerJpedi记， London : Routledge ar,tl 

Kegan Paul, J 985, p. l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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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并相应地采取行动，否则仪式根本没有意义。 但是，欧里庇得斯

的悲剧的观众能够被影响或者不能被影响，观众喜欢或者不喜欢。 没

有人能够说一种科学的发现的接受是一种有关趣味的事，但是就一部

艺术品的接受而言，这样说是完全合法的。 在现代，这种非制度化的

审美接受的个体性更加突出 ： ”在现代性中，艺术作品的接受已经倾向

千更加私人化，而不是日益被制度化。，心

然而艺术存在的传播方面并非如此。 费赫尔认为 ： 无可否认，传

播是三元素中最被制度化的方面。 他借助了豪泽尔关于艺术社会学

的研究。 豪泽尔认为，在任何杜会环境中艺术作品的自发传播都是一

种浪漫的神话。 从最小的与最同质的部落文化到我们时代的大撮而

主要的异质的资产阶级文明 ，一直存在提供艺术品传播的各种社会渠

道或者制度。 不过，假定生活在既定的环境中的人能够对这些制度起

作用的方式施加某些影响，那么被制度化的传播就存在困境。 赫勒的

认识更加清楚，＂传播被制度化不能用来作为支持艺术制度化的论点，

考虑到艺术的传播不属于严格意义的艺术，而屈千市场的制度"®。

费赫尔主张严格意义的艺术是不能被制度化的，但是又不否认艺

术的某些环节或者基础被制度化了：“无论我们分析艺术的生产、接

受，抑或是传播，我们都将发现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构成性元素，尽管

后者多于前者。飞）宗教也同样具有被制度化与非被制度化的成分，但

是艺术不像宗教那样产生一种自我－制度化的单个的特征化的形式。

因此费赫尔认为比格尔把艺术制度的破坏视为一种解放行为的激进

观念是文化革命的一种一致的然而误导的浪漫主义理论。

阿多诺关于艺术终结的观点涉及他的启蒙辩证法。 在费赫尔看

CD Agnes Heller, The Power of Shame: A Ra勋nal泣 Perspecti归，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5,p. 126. 

®Agt 1es Heller , The Power of Sliame : A Rat如a妞 Perspecti记， London: Routl叫ge and 

Kegari Paul, 1985,pp. 126 - 127. 

@ f erene Feher, What is Beyond A九? On the Theories of Post-Modem灯， I.Ji Recoristr也血g

Ae.ithrt心， ecJ. By Agn邸 1 leUer and Ferenc Feh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ld, 1986 , p.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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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启蒙辩证法的历史哲学的必然结果就是艺术之死。 虽然阿多诺与

韦伯的理性化理论相关，但是他否定了韦伯的进化论观念 ， 悲剧性地

洞察到艺术的不可能性。 费赫尔认为，“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 ＇ 理论

的审美之维“是“艺术终结“论的典型之一。© 理性转变为非理性或者

伪理性，正如爱希曼(Eichmannian ) 所说，理性沦为纯粹的工具，失去

了严肃的道德意义，奥斯维辛之后不再有创造艺术的可能性。 费赫尔

对阿多诺的艺术终结论集中表达了三方面的反对意见：一是阿多诺的

理论与卢卡奇的美学一样是历史哲学的，而不是来自于创作者与艺术

接受者的实际生活的观察，他们从历史哲学中获得前提，抛弃所有不

符合哲学标准的新作品。二是阿多诺艺术终结理论的伪理性主义特

征，亳无批判地同化了韦伯的伪理性主义特征 ， 对理性扩大的狂热抛

弃了对艺术的新需求。 事实上 ，一些非理性的东西表现在姿态中而不

是论证中 ，但是表达了新的需要 ， 只要需要存在着，就没有人能够合法

地宣称新的创造性的实验会注定死亡。三是阿多诺的理论排除了运

动 ，排除了带有集体生活动力的接受者。 在费赫尔看来，阿多诺不可

根除的精英主义必然使他在大众社会中带着悲观主义态度。 在赫勒

看来，大屠杀有可能再发生，但是并不意味着艺术表达的不可能。 虽

然单个人不可能阻止大屠杀再次发生，但是他们能够阻碍忘记大屠

杀 ；虽然人们不能够维持默默死去的受害者的记忆，但是人们能够维

护他们的沉默以及所有笼罩其上的沉默。 这些沉默应该通过哲学、历

史与诗歌不断地表达，因而“人们应该写作关千奥斯维辛的诗歌"®。

即是说，奥斯维辛之后，艺术仍然具有必然性。

对千后现代主义的艺术终结观点，费赫尔也进行了批判。 他认

为，虽然高雅文化与低级文化界线的完全抹杀具有一些优点，但这是

中参见 Ferenc Fe屈r, What i~B eyond Art? On the Theories or Post-Modernity, ln R如，仁

.~, meting Aesthet如， ed. By Agn闷 I leUer and Ferenc Feh<: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rd, 1986, 

p.67 。

(t) A驴es Heller, Can Poetry Be W呻en After the Holocaust '?, In The Grandeur and Twiligl,1 

。,f Rad比al Un吹吓ali.sm. New Brunswiek, NJ: Transaction, 1990, p.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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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问题的，”因为这种完全削弱高雅与低俗、浅显与实质、深刻与空

虚的区别，是虚假地超越文化保守主义开创的文化界线。 这种超越是

合法的、激进的，因为它认可每个对自我创造的平等的需要与平等的

权利；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虚假的超越 ， 因为它把所有的自我创造

性的行为都视为平等价值的行为一—这种观点潜在地是专制意义上

的集体主义”矶

综上所述，布达佩斯学派激进美学虽然涉及面颇为广泛，涉及的

问题也较为复杂，但是我们可以归纳出他们共同的特征。 首先，他们

均重视对现代美学与艺术的现代性分析，表现出文化现代性的特色 ，

这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社会学，尤其是韦伯社会学的重视

有关。 其次，他们对现代美学与艺术进行了辩证的分析，既认识到其

内在的矛盾性，又指出了其相对的积极意义 ，尤其是对现代主义艺术

给予了积极评价。 最后，他们在解构现代美学的激进美学的姿态中，

提出了一些重构美学的思想，试图从多元主义视角建构具有个体性的

美学形态。 尽管他们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些问题，有的间题只

是被提出然而没有进一步阐发，但是他们从政治哲学，尤其从社会学

来切入现代美学的考察，显示出当代社会学与美学紧密结合的状态 ，

这对美学与艺术现象的历史性与社会性的进一步研究 ，对艺术生产的

文化政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

傅其林
2013 年 12 月于成都

CD Ferenc Feher, Wl1at is Beyond Art? On 小e Theories of Post-Modernity, I.ii Reco吨ructirrg

Aesth~tics, ed. By Agnes Heller anJ Ferenc Fchl!r, 0灶叫： B邸ii Blackwell Lid, 1986, p.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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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学的必要性与不可改革性
I 

费伦茨 · 费赫尔、阿格妮丝· 赫勒

（ 一 ）

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哲学学科，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 这并非

是主张资产阶级社会以前的哲学家没有思考艺术、｀｀审美”、"审美领

域＂的存在及其本质这种荒谬的论断，它承认，从柏拉图到各种各样的

基督教本体论都存在着准美学思想体系 ， 这些思想体系从不同的前提

出发，根据审美的形成来使世界具有特征 ，从本体论中创立一种准美

学 ， 因而我们可以说也产生了一种哲学美学。 不过，美学作为哲学体

系相对独立的部分一如果没有这个整体（体系），那么美学是不可思

议的 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儿。 并且 ， 它的存在与资产阶级社会最

初( in statu nascendi)在本质上就问题重重这种认识紧密相连。 因而，

我们限制了它诞生的时期。 正是 1 8 世纪中期动乱性的危机产生了第

一批代表美学的作品(oeuvres); 然而在革命的时代拥有了成果，并随

着知识分子的总结 ，它的表述才走向完美。

在“激起“作为一门特有哲学学科的“独立的“美学的展开因素

中，第一个因素是面向美及其客观化的一种特有活动的出现。 这种活

动具有一种独立的功能 ，就是说，它不是其他活动的一个副产品 ，不是

1 



美学的重建－布达佩斯学派论文集

2 多种意识形态的协调工具，不是神学与宗教信仰的侍女，并且不是共

同的自我意识的一种表达，而是独立于这些（虽然也表现了一些） ，是

一种自足的活动。

当然 ，这里我们不得不区分两个时期。 在第一个时期，也是时间

上更早的时期，所有＂高雅文化“脱离一切日常的和生产性的活动，艺

术家，那种“特殊化的工匠＂（即使是一个很受尊敬的工匠）脱离其他

社会阶层。 这种独立与文明的普遍发展是同时的，更精确地说，是这

种发展的—部分。

第二个时期事实上是我们在此讨论的有问题的时期，它涉及资产

阶级活动的一体化，这些活动建立在目的合理性(pw-posive ratio nali ty) 

占优势的基础上。 在某种意义上说 ， 这个时代是一种发展的结果，在

这种发展中，”按照美的尺度来生产“ 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个生

产性的人拥有的内在的最基本的潜力 不仅过时了 ，而且肯定与那

个时代的精神、与能计算效果的理性精神是敌对的。 在这个时期 ， 人

们必须生产作为特有的“生产的分支＂的高雅文化，来补偿美消失的世

界，这就是严格意义上的(sensu stricto) 资产阶级社会时期。

美学的独立功能被否定地评价，卢梭在《新爱洛伊丝》 (La Nouvel

le Helo'ise) 中已经进行了这种评价。 他试图以一种完全乌托邦的方式，

重新抓住美学的独立性并把客观化的美学消解，从而进入到那种失去

所有中介的大众生活的自发的同质性之中 。 也许这种独立的功能活

动可以通过与其他活动功能的联系进行界定，然后直接地归属于一种

体系之中，正如康德所展开的 。 他把审美活动的“器官＂作为介于认识

和实践理性之间的一种调节器。 最后，还可以像黑格尔那样，在普通

的历史哲学中赋予美学一种显著的地位（更准确地说，赋予那种对产

生审美领域的人类活动以最充分的历史时期） 。 他把古希腊作为最初

(sui gene出）的美学时期。 无论如何 ，美学和审美活动进入哲学体系

（不管后者是根据最严格的体系性来阐释，还是仅通过”自在的存在“

来阐释，本身就是一致的）与它在这个体系中的相对的独立功能，都是

2 



一 、美学的必要性与不可改革性

对客观现状的反映；也就是说，美学的出现在于这样的事实，美的客观

化或多或少是一种独立的活动，正是由于它脱离了普遍活动的体系 ，

所以这种独立的活动需要解释说明 。

第二个因索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有机”形成的“有机社会" 3 

基础之上的共通感(se郎us conununis) 的缺乏。 由于篇幅有限 ，我们不

需要详细地阐明以往的共通感的存在。 我们指出它的反题就足够了；

资产阶级时代无限地被个体化，这个时代从所有规范与规定的束缚中

解放出来，但是在这种解放中，它变成了一个无情的、傲慢的、充满主

观趣味的世界 － 历史时代，趣味的“恶“激发了作为骚乱的裁决者的哲

学美学的萌生。

艺术脱离日常生活是作为一个独特分支的哲学美学出现的第三

个因素。 这意味着艺术的生活 －痕迹消逝了 ，艺术特有的社会功能必

须要有一个基础 ；也就是说，人们必须给这个最大的悖论提供合理的

基础 。 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方式表达这种悖论。一方面 ，艺术与美在缺

乏社区和公众生活的原子化的独特日常生活的需求体系中越来越难

以忍受。 艺术事实上 (ipso facto) 是非原子化的，是主体间的、非特殊

化的、不需要专门的技术或知识也能接近的 ； 并且 ， 因为是可以交流

的，所以也是共同的。 由于它的可交流性，艺术创立了人类的联系；它

建立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和公共生活。 然而 ， 另一方面，存在着对艺术

的真正渴求，并且存在着对既定的日常生活的“反意象＂的渴求 ，对丰

富的总体性、丰富的公众的集体生活特性的渴求，对净化体验的渴求 ：

超越异化的日常生活的“升华＂ 。 近两个世纪以来 ，哲学美学的共同根

本动机就是努力解决这个悖论。

哲学美学的主要旨趣是对艺术的生活－痕迹进行理论奠基，在这

里对“基本悖论＂的解决具有新的维度。 这里涉及第一个维度 。 人们

不得不在理论上解释，为什么艺术作品面向美的客观化的活动，在日

益异化的生活关系中承担了一种特别新的功能 ： ＂物种价值＇，

(gauungsmiissige Werte) 的保存功能。 当然，生活日益缺乏价值，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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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取代生活的“物种价值＂的蓄水池，它是世界历史新时期的极有问题

的成果。 这个成果不得不在哲学美学的帮助下来证明这个蓄水池存

4 在的理由 ( rai,son d'€tre) 。 这只能通过扩大基本的艺术悖论来完成，

因为“物种价值＂的保存是非常模棱两可的功能。一方面，这个蓄水池

本质上是一种价值保存者 ( preserver ) , 另一方面又是对生活的置换。

因此，经常引述里尔克 (Rilke) 的设想 ： 你需要另一种生活 ( Du M呻

dein Leben 勋dem) 。 不过，艺术作品也保护（或者它也许可以保护）生

活的原子化。 作品本身只是一种“美的表象” ， 随着这种效果的流逝 ，

这种表象重新把我们引入生活，用那种在接受过程中完成职责的虚假

情感来滋养接受者 ， 根据普遍的设想，它也可以沿着真正转变的方向

引导他走出生活。 这就是激进地否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艺术作品

（以及补充性的哲学美学理论），为什么对这种总体性的主张宣战一一－

再次以一种模棱两可的方式进行并且复制了这个悖论。 通常，总体性

的表象（表象－总体性）只能与总体性的主张一起被拒绝 ， 更精确地

说，在某种意义上 ，这种主张被转化成一个赤裸裸的应该，现存的东西

就随之被推向绝境。

这个基本悖论延伸的第二个维度是艺术作品的历史性与有效性

的困境，它被马克思关于荷马史诗的范本特征的著名评论如此清楚地

揭示出来，以至于它不需要更详细地解释应 这里有必要做一种补充

性的评论：艺术作品作为价值有效性解释最重要的战场之一，这本身

就说明了为什么恰恰是哲学美学在资产阶级社会得到了发展。

最后，商品生产的普遍化为艺术作品创造了新的形势。 艺术接受

遵循商品现实化的规则，也就是说，它根据供求来实现 ，艺术作品的结

构是次要的，并且接受的这个事实或广泛传播的特性几乎不显示它的

本质（它的深度、净化影响，它的积极功能或者＂替代生活＂ 的功能，等

等） 。 这种情况在任何条件下都要求对艺术作品的影响进行哲学的阐

@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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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这种阐释是建构艺术作品的一种行为。

（二）

另一个悖论是：正因为美学的任务是审美活动（创造）和审美接受

的独特功能的基础，所以它从来不是－从 1 8 世纪中期起一—“纯 5

粹的“美学［在这种意义上说 ，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Poetics) 到布瓦

洛 (Boileau) 的经典规定条目，都由“纯粹的“美学建构，这些“纯粹的“

美学把摆脱了各种社会学因素的审美判断表达出来并使之体系化］ 。

从那时起，美学就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哲学 ， 它根据从自己的体系推论

出来的对普遍意识形态的和普遍理论的偏爱来评价和阐释＂审美领

域＂、｀｀审美” 、“客观化的美“以及这个框架之内的艺术。 对“（客观化

的美、艺术、各种艺术）的审美在生活、历史中的地位是什么？”这个间

题的回答，不可分割地联系着对第二个问题“审美在哲学体系中的地

位是什么？＂的回应。

只有康德认为，美一与认识和道德相反一没有形而上学，只

是一种批判（因此，他只从接受的角度建构了美学体系） 。 除康德之

外，从黑格尔经谢林到克尔恺郭尔、卢卡奇，每种重要的美学同时也是

一种历史哲学。 在这些审美体系的有机体中，史学基础不是＂陌生的

躯体”，不是以后要恰当地进行解释说明的前言。 史学特征 ， 即对资产

阶级现存的充满问题的特征的认识一一以批判态度的最有效形式

说一一为两种组成部分奠定了基础，前面谈到过，这两种成分是现代

审美体系和现代艺术作品的必然的实质－功能特征 ： 历史性与物种价

俏维护的使命。

上述思想表明，美学一直把面向创造的艺术（或各种艺术）和活动

“放入“活动类型和客观化的等级中 ，并且这种“放入“是这些思想家

联系资产阶级社会的功能。 即使这个社会是很有间题的 ，他还是把它

想成是人类发展不可超越的顶点，还是在努力追求它的真正的或者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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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的超越吗？青年谢林的决定一把审美放到哲学等级的顶点——

与他的理念密切相关，这是被马克思当作＂他年轻时的真诚思想＂的理

念。 这个哲学家根本没有在政治上实施，但是从“在他的哲学之外＂的

伟大实验中借来了力扭和全方位的本体热情，这种伟大实验指向对资

6 产阶级等级的超越，以建立一个有机的集体性的社会。 不过，年迈的

黑格尔决定在绝对精神的朝圣道路上，把他的《美学》中的审美王

国一一尽管他倾慕艺术作品一登于非常低的位践，这个决定不是对

早期启蒙运动意见的简单重复，即审美感觉只是一种感观混乱。 这是

对世界－历史危机形势的经验教训的一种表述：古希腊时代，也就是

审美的合适的时期，现在已经不可避免地消逝了，在活动类型的等级

中，审美的地位也降到了更低的地位。 这种审美的“堕落”根木不是一

个伟大思想家“审美感＂的缺乏，而是意味着一个历史性的决定。

不过，在此，一种限制和区分似乎是必要的 。 每种具有历史性的

审美理论都把艺术放入人类活动的体系中，但不是每一种都在体系中

创造了等级。 等级或者非等级的特征取决于历史性的视角。 现在，一

种视角采纳了世界的发展(Entzaubernng der Welt) 的立足点 ，以一种痛

苦的或肯定的方式剥离了它的审美陇力的立足点，这种视角支持

或者以一种俯除幻觉的或者以一种技术上沾沾自喜的方式—一美学

的堕落。 这种视角（这种观点已经被清楚地表达）与其对立的视角同

样是可以想象的，即就对立的视角来说，这种选择、这种等级本身是丑

陋的。 不管怎样，在它自己的世界之内，等级对美学来说是不可避免

的。 最普遍的问题是 ：艺术是什么，艺术对什么有益？作为＂个体＂的

艺术作品和＂群体＂即样式的艺术作品对此给予了不同的回应。 人们

应该在这些答案中进行选择，应该创立答案的等级。

如果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学科，美学忠实于它自己的原则，那么它

不得不根据它曾给定的概念，把各种艺术排列成一个等级。 结果，各

种艺术的审美价值是哲学体系的，虽然不总是那么明显。 因而 ，一种

具有历史性起源与特征的美学不仅仅是价值中立的社会学式的陈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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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阐释，这些陈述与阐释认为，在某个时期，由于各种原因，人们能够

用某些艺术样式创造出历史地体现有效物种价值的作品，而另一个时

期 又是因为相关的具体原因 不能用某些艺术样式创造出这

些作品。 这也不仅仅是列举这些时期可能发展的某些“敌对的“艺术 7

样式。 真正充满历史精神的美学是足够傲慢的，也就是说，只通过创

立历史时期的等级，它就足够确信它创立艺术等级和艺术分支的普遍

排列原则的价值。 抒情诗( lyric poetry)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占据其等级

的首要地位，正是因为它是发达的主体性的产物，是被完成了的内向

性 ， 即中产阶级社会。 并且，黑格尔是——尽管他所有的批判是如此

明显，尽管他对这个世界做了清晰的、深入的洞察一－个进化主义

者，他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是绝对精神回家的合适空间 。 另一方面，卢

卡奇不关心抒情诗一—在青年期、成熟期、老年期都一样。 他把客观

的艺术类型提升到更高的位置 ：史诗和戏剧 。 正因为史诗和戏剧是世

界危机形势的体现，同时也是它的受害者 ， 它们通过自己的命运来证

实哲学家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资本主义是文化对象化的死敌。 抒情诗

和音乐不能够有这种主张 至少不是这么清楚地，或者说带有明确

的迹象来如此主张。 相反 ，正因为这样，阿多诺是“音乐中心的”，他易

千受抒情诗感动，面对伟大的“客观的“艺术样式 ，他沉默不语。 他憎

恨资本主义，不承认在它之前发达的个体有名副其实的文化时期，他

也认为，企图超越这个既定的世界，即“超越资产阶级冷酷＂ ，是有些缨

渺的、有些无用的危险的幻觉。 因而，他能够在内在性的伟大艺术样

式中找到理智的和感官的满足 ， 这种满足是在这个世界中产生的，同

时也是对这个世界充满激情的批判。 抒情诗与音乐被拔高的等级位

置就是＂否定辩证法＂的一个史学判断。

让我们荒谬地(ad absurdum)遵循史学美学，直到接近它的判断和

偏见的终点 。 根据历史哲学的前提，它的等级决定“放置＂的不仅是各

种艺术和各艺术的分支 ： 正是既定的历史原则才决定着艺术家，历史

哲学的转向意味着对具体艺术作品评价的变化。 否定性的例子是 ， 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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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 (Lessing) 对古典悲剧 (tragedie cuissique) 的断然拒绝显然来自于理

8 论性的前设概念。 但正面的例子，也就是最温和的偏爱的例子，在一

定程度上说也具有史学渊源 ： 克尔恺郭尔把《唐 · 琐》 (Don Giovanni) 

神圣化为所有音乐的王子和模范，这种判定都与史学的意见相连一

就他而言说准史学更精确些 他根据这个决定意见把审美王国“放

篮”在生活的等级中（因而很偶然地对从费尔巴哈借来的感性概念给

予了一个突然逆转的价值判断） ，审美王国将成为对瓦格纳音乐的灵

感性的沉队同样，正是一种史学的预设概念，促使诺瓦利斯对《威

廉 · 迈斯特》 ( Wilhelm Meister) 做出不公正的评价（尽管不公正联系着

极其深刻的洞见），正是史学概念的改变又推动施勒格尔 (Friedrich

Schlegel)改变了他先前对这部作品的评价。 最后，卢卡奇以平静的勇

气对史学精神的美学的一个古老原则，做出了站不住脚的不可容忍的

结论。 卢卡奇在与匈牙利诗人和电影美学家贝拉 · 巴拉日 (Bela

BaJozs) 的通信中，用以下方式认为：＂既然我的历史哲学已经改变，那

么在我的艺术评价中，托尔斯泰(Tolstoy) 就代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 Dostoyevsky) , 菲尔丁 (Fielding) 代替了斯特恩 (Sterne) , 巴尔扎克

(Balzac)代替了福楼拜(Flaubert) 。 ”

（ 三 ）

如果人们把资产阶级社会的艺术理论、哲学美学与资本主义时期

以前的艺术理论进行比较，就能领会迥然不同的属性(differentia speci

fica) 。 这种比较的第一个结果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以前，绝大多数艺

术理论（在上述意义上它们不是美学）把艺术能力作为一种独特的能

力，它们没有把艺术("审美”、“客观化的美”等）作为具有特别功能的

生活领域。 说一说尽善尽美 (kalokagathia) 观念就足够了：美内在千

生活中，因而它与伟大道德阻行为的规定、宗教观念等没有差别（并

且也是不可分割的） 。 由于这种没有区分的融合，就不存在为艺术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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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哲学基础的理论性需求。 审美判断可以说是多余的 ： 审美判断是凭

经验由普遍存在的与普遍认同的共通感来奠定基础的 。 另一个悖论

是 ：尽管经验共通感的价值判断意识不到它自身的哲学基础并且也不 9

需要这种基础，但是它比现代通常更发达的、更“有机化＂的社会中的

＂鉴赏家“做出的审美选择拥有更深层的基础。

当然，如果没有一定的限制，这个陈述是不真实的。 首先，今天我

们通常不接受这种论证，由于这种论证既定时代的艺术理论（绝大多

数肯定表达了共通感）为其判断奠定基础。 亚里士多德谈道，优等人

代表优等的事迹、低等的人代表低等的事迹 ， 现在谁会把这种因素视

为艺术本质差异的原因呢？第二，现存的接受者根据他自己世界观的

偏好，即他自己时代的世界观的偏好来选择并构成他的等级。 因此，

他不必然接受曾经存在的共通感的价值等级。 仅仅谈一谈最著名的

反例：虽然倾慕拉斐尔 ( Raphael) 在温克尔曼(Winckelmann) 、歌德等

鉴赏家那里到达了高潮 ，但是整个后－浪漫主义时代是前－拉斐尔

的 ，不管那时拉斐尔的作品事实上得到怎样的欣赏。 最后，甚至仅有

的可靠资料也不能说明，曾经的共通感具有纯粹的一致性。 例如，欧

里庇得斯(Euripides) -—4也颇受到亚里士多德赏识 在雅典很少

被戏剧节的观众授予最高奖。 那个时代最终认可（因为它没有拒绝）

索福克勒斯(Sophoc1es) 是最佳的。 索福克勒斯在年轻的戏剧家同事

死亡的时候，让两个合唱团带着哀悼的面纱出现在舞台上。 之后，这

个时代认同了亚里士多德的判断，但是，甚至最同质的共通感也没有

排除某些内在的冲突，孕育着“驱散＂即趣味判断的无限多样性。

不管如何，具有决定意义的论据，就是环境，我们能够以这种论据

来证明曾经的共通感的判断的可靠性，更准确地说是可待续性。 我们

要注意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甚至等级也是被后人所接受的。 这个

具有决定意义的论据如下：曾经的共通感所表达的价值等级也许巳经

被改变，但价值的领域从来没有变化。 所有画家在瓦萨里(Vasari ) 勾

勒的等级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些画家，也许根据价值标尺可以重新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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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但他们仍将被放到这个列表中，而不是其他列表中 。 这个陈述在

”肯定和否定的意义上均是有效的 ：我们所熟知的共通感关涉的每个人

都有其追随者；我们知道，在那些已经被其时代共同拒绝的人中，没有

一个人再被审美地体验。 （因而瓦萨里拥有唯一的资料，因为从他那

里 ，我们能听到关千艺术家被拒绝的事情。）当然 ，为了逻辑上的完整，

还应该考虑到艺术作品和记录艺术判断的文献的遗失情况，也要考虑

到我们认识的碎片特征。 因而，这样我们或许发现了一个不被其时代

所欣赏但在目前受到极大尊敬的艺术作品总是可能的。 不过，事实

上，当我们没有记录下关千这部具体艺术作品的判断的时候，所有这

些发现都证实了占支配地位的经典。

中产阶级时代美学的具体判断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它们

不是对普遍的、支配性的共通感最优越的、最”精致＂的一种表达，而是

个体意识形态的决定和特殊的哲学体系的结果。 第二，由千前面谈到

的情形一不是因为现代艺术批评家能力的缺乏－~现代哲学美学

至少包含着“失误”和＂真理”，在简单的意义上说，在“客体内容“过

时、＂真理性内容＂出现的过程中 ，他们的判断大部分已经被人们拒绝

了。 这两个概念是由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发明并区分的。 “客体

内容" (Sachgehalt)是涉及艺术作品意义的方面 ， 它紧紧地依附现存，

从现存中产生，“告诉“现存某种东西。 ”真理性内容" (Wahr heitgsge

halt) 是更加持续的，可以设想 至少在原则上 在任何脱离了具

体环境的后来的时代里，它联系着人类物种的普遍进化。 当然，这种

进化仅对自然性的认识论来说是一种“准自然＂的自在存在。 这是一

种从现存的立场创立的建构性的连续性。 因而，每一个判断在作品中

发现的“客体内容”之外，在与作品产生的现存相连的“客体内容”之

外 ，发现了＂真理性内容” ，这个判断通常冒着一个危险：不能保证被建

构的连续性将会是拥有现实存在的连续性 ，不能保证它发现的”真理

性内容”将进入艺术快感的完美的连接(concatenation ) , 它可能始终是

接受者的主观的、暂时的趣味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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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现代的审美判断得到普遍的认同，如果它不是机会主 11

义的一个直接符号，那么这是一个例外（谁会在亚里士多德的例子中

想到像这样的事？） 。 第二个更显著的、更具有欺骗性的情况是，这些

批判－—-肯定和否定判断一一不得不牵涉现代美学家。 无论在瓦萨

里自己的时代还是在现在，人们要求解释为什么他把米开朗琪罗作为

最伟大的艺术家，他为什么后来欣赏乔尔乔尼(Giorgione) 是毫无意义

的。 不过，不管我们接受或者拒绝，我们只能用解说才能理解某种立

场（首先谈一谈否定的立场） 。 例如，莱辛对拉辛(Racine) 的拒绝，卢

梭对法国花围或者《愤世嫉俗》 (Misanthrope) 的毁灭性打击的观点，卢

卡奇对卡夫卡(Kafka) 的否定性批判 ，都是这样。 肯定例子的情况也

是类似的 ：例如在埃尔奇姆巴蒂(Arcimboldi) 和戈尔贡佐拉(Gorgonzo-

la) 的例子中，风格主义的某种极端主义者的探索是世界－历史经验

的理智再生产的结果 ，这里经验和解释是不可分的。

无疑，在资本主义之前时代的艺术理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意识形

态的、宗教的、伦理的和其他的偏爱转变成了审美的立场或者”决定” 。

在这方面 ，这个形势与在资产阶级时期的美学一样呈现出史学的重要

性。 不过，除这个事实之外，即在整个以史学缺乏为特征的资本主义

之前的时代中，“史学的首要性”这个术语几乎不能解释意识形态的、

伦理的、宗教的及其他的偏爱不是＂哲学的设想＂，而本身就是共通感

的组成部分 ，绝不是个体的偏爱。 在《 旧约》的整个世界里，对神 ( dei-

ty) 的画像的拒绝和禁止（正如在不同根源的伊斯兰教禁令的例子中

一样）是反对审美领域的、真实的宗教偏爱和规定。 但它的一部分是

集体的偏爱和规定，一部分是对非“纯粹审美价值判断＂的权力的偏爱

和规定。 《圣经》没有想到审美地说明，所有巴力 (Baal) 的雕塑表现是

＂丑的＂ 。 在特殊情况下，普通哲学的起源的审美价值判断与共通感方

式冲突，如柏拉图对荷马的否定性的评价，这时判断就依靠普遍接受

的意识形态－伦理的前提，即依赖承担共通感特征的前提。 在既定情

况下，判断的前提是“艺术应该向善＂ 。 因此 ，这个判断本身不需要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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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解释。

不过 ，如果我们不考虑下面的矛盾，它会成为这种形势的概念误

用，并产生对哲学美学的完全歧视。 频繁的“误断＂或者后来任何意识

形态的接受者（或者就此事，对带有不同世界观的当代接受者）总是完

全不能接受的这些价值判断仅仅是哲学美学的特征，因为它构成了一

种关千当代艺术、关千直接联系着其自己时代的艺术作品的判断。 同

时，只有这种美学才能设想（即使有时错误地设想）以往的艺术，一旦

“客体内容”已经变得过时的时候 ，这是唯一能够领会”真理性内容”

的美学。 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资本主义时期之前的视觉缺乏任何历

史概念，它欣赏过去时代的艺术作品的条件是，它是根据它自己的共

通感面对这些艺术作品的。 “客体内容”随着它产生的时期消退了，

＂真理性内容“从这种过时的面纱背后呈现出来，这种视觉决不能在这

两者之间进行区别。

就这个时期及其艺术理论而言，只有过去的艺术作品，只有属于

它们生活的艺术或者只有与它们共通感一致 ， 才是有意义的。 古希腊

神不得不被同化，目的是使荷马史诗与雅典雕塑成为一种能解释的艺

术和为罗马效仿的一种模式。 最直接的“客体内容＂，那种调节习俗的

体系的宗教规定与规范不得不存在，以便使作为经验复合体的艺术发

挥功能。 尽管现代审美理论经常出现“错误＂，但是这种情况显示了它

的优越性 ，原因在于：它们确认了过去时代消退的“客体内容”背后的

＂真理性内容＂的“信息”，虽然资本主义时代之前的艺术概念把它们

自己的“客体内容＂与＂真理性内容”等同起来（或者更精确地说，从来

不区别它们），这种艺术概念在其他“客体内容＂中什么也发现不到，

或者说，仅仅在这种“客体内容＂通过某种特殊的调适成为它们自己世

界的一部分的地方才能找到。 对资产阶级历史时期的审美理论来

说一—由于个体－意识形态的立场不可根除的调节角色一”真理性

13 内容”不是“有机地”呈现于“客体内容＂中。 这主要意味着 ，各自出现

的“客体内容＂也许可以在解释接受者那里、在面向哲学的美学家那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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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起吸引力或者反感，根据这些并且由于对“客体内容＂的某种偏爱，

就＂真理性内容＂而言一人类物种的连续性的呈现一—他接受更不

重要的成分。 相反，由于“客体内容＂的意识形态上的反感成分，他拒

绝与这种连续性紧紧相联系的价值。 第一个倾向的例子也许根据民

族的主题模式正一步一步把芬兰的民族史诗(Kalevala) 和荷马史诗相

提并论。 第二个倾向的实例是在维克多尔时期对非洲雕塑艺术的拒

绝，这是由于其公开的挑逗性特征。 但是，即使包括所有错误的资源，

正是资产阶级时代的美学才在“客体内容”和＂真理性内容”之间勾画

出一条清晰的线 ，就是说能够接受审美 ，在这种悄况下“客体内容”不

仅日益模糊、过时，而且由于它的不可想象的距离，变成了对艺术作品

接受的一个障碍。 这种美学最为伟大的成就，当然是维科(Vico) 对荷

马的重新发现，形成了与文艺复兴时期最受喜爱的人物维吉尔 (Vir

g心的分庭抗礼。

（四）

我们对现代哲学美学的主要印象，是它们具体判断的那种仍然颇

高的”错误率＂ ，这激起了反对“抽象审美视角＂的一种总体浪潮。 ＂错

误＂的主耍源泉（通常的特征化也是如此进行的）在于＂演绎推理程

序＂，在千这种方法，根据这种方法 ，美学家从他的历史概念、单一历史

时代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从在世界历史时期的等级更高或更低的地

位出发，来演绎出他的单一的艺术、艺术分支、艺术作品的价值判断。

所有这些也与把一个预先决定的空间归属千在人类对象化和哲学体

系中的审美不可分。 这就是为什么从 19 世纪末开始，这种倾向呈现

出来，并逐渐发展成一种支配整个民族文化（特别是法国文化）并由那

种拒绝哲学美学本身的精神渗透了的运动。 这种反抗专制化、体系化

权威的“暴乱”起千不同的前提 ，并且所表达的不仅仅是对艺术家实践 14

的自发抵制 。 费德勒(Konrad Fiedler) 的反驳与理论家相对立；他写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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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存在艺术(art), 只有各种艺术(arts) 0 艺术的概念是一种武断

的抽象，是理性主义的一个神话，它强迫把一切同一化，纳入一个体

系。 从这个神话中产生的同一性美学判断，就活生生的具体存在的艺

术来说，是无效的、没有意义的。 另一个广泛传播的反运动的主要口

号是，哲学美学不得不被艺术批评所代替，后者具有归纳的特征，它不

在任何专制的体系中包括单—的作品。 “艺术批评反对＂的主要方法

论设想是，艺术分析应该独立于所有哲学“前提”——或者至少独立于

整个艺术功能的欣赏的艺术作品的具体存在和特征－~正是这种动

力促进了从戈蒂耶(Tl论ophile Gautier) 到目前通常的印象主义艺术批

评。 这种“评价分歧“最伟大的代表就是阿多诺，他在他的音乐社会学

著作中，以对作品本身的价值独立性的分析，提供了新音乐的“无根

性＂的一种深层的和重要的特征 ，尽管有一些不公正的评价，但是深刻

的。 “艺术的归纳概念＂设想“只依靠作品＂，突破了“无生命的抽象"'

同时已经成为一种共同的要求。 尽管它广泛传播，但是没有因此获得

解决办法。 在我们看来，哲学美学与批判的”错误“不是产生于它的演

绎推理特征。 因而，＂错误“不是描述这种形势的恰当词语。 所谓的艺

术的”归纳”概念也脱离不开哲学的前提。 在明显的印象主义批评中，

这些哲学前提也是存在的，即使不明晰(explicil form) 。 不管怎样，这

意味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存在“离开抽象的自由“ ，只存在概念的

混乱。 目前一直存在不可避免的哲学思想的“仓促＂，它以最简单化的

形式来迎合日常生活的需要。 即使我们提到对“艺术的演绎推理的概

念“几乎敌视的批评家，或者说对之提出问题的批评家，但是完全占有

哲学文化（我们正在谈论阿多诺） 。 在他那里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

的偏爱（例如对带有新音乐的理性主义特征的“演绎推理＂的偏爱）和

15 反感（对巴尔托作曲的平民主义者特征的反感），也都深深扎根于哲学

价值的前提——就后一种情况而言，扎根于这种社会学－本体论的信

念中，即在现代社会中“人民＂的概念只是一个浪漫主义的神话。

确切地说，印象主义批评主张趣味的纯粹判断的权利 ，不主张特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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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趣味判断。 “我喜欢它，话就说到这里 ！仁一－这只是随意摘下的

一位谈访主体的个人判断，因此它几乎没有涉及被评价的艺术作品 。

这个判断只是把主体而不是把艺术品特征化了。 康德正确地说，因为

趣味判断是一种审美判断（并且在此意义上，每个批评的判断，也包括

印象主义判断都是一种审美判断，因为它意在说出有关艺术品而不是

有关自己的东西） ，所以它暗示着不是作为经验存在的而是作为设想

出来的普遍的共通感元索。 每一个主张审美有效性的趣味判断，在某

种程度上削弱了其自己的主体性，然后扩展成为规范。 它扩展成为规

范的最不可拒绝的证据是这个事实，即它不得不描述自己，不得不解

释它自己、它的决定以及这个决定的原因 。 这种自我解释同把艺术品

切割成内容和形式的做法是一致的：＂我喜欢它，因为它用某种方式表

达这个内容，因为内容以这样一种方式呈现出来＂，等等。 人们把艺术

的概念分割成两个不能调和的敌对阵营，即社会学的和形式主义的阵

营，这是一种仅带有哲学美学时代特征的不可抵制的运动，这种运动

是资本主义时代之前的艺术视域所不知道的 ，因为后者没有被迫为它

自己、它的决定、它的判断奠定哲学的基础。 然后，我们可以充分地指

出伟大的艺术人格，还可以说： 这些事情产生千这些人格。 建立在趣

味的主观判断基础上的归纳批评，由于被扩展为一个规范，就陷入了

自我欺骗的状态。 由于归纳批判的趣味判断被扩展为规范，并因而从

内容或形式的角度加以解释，所以趣味判断必然以演绎推理的方式来

反作用于它的新判断。

（五）

不过，在现代，以什么方式，根据什么 ， 一个趣味判断能最终被扩

展成赋予规范的判断呢？如果不再存在一个同质的社会 ， 以及充足

的、经验上固定的共通感，那么＂精致的个体”就不再表达和形成集体

性的趣味判断。 但是如果趣味判断必然不只是毫无主体性的某种东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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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那么它的普遍性起源千哪里呢？如果这种概念不作为神盘旋在世

界之上 ，那么它的主体间的普遍性来自千哪里呢？

马克斯 · 韦伯 ( Ma,'< Weber ) 正确地谈到了不再是—神性的现代稍

神。 根据这个时代、动态社会的普遍的多元主义，它的神学不涉及一

个神(god ) , 而是多神 (gods ) 。 在韦伯的隐喻之后，我们可以说，每个

趣味判断在审美上成为一个赋予规范（即被扩展为一个规范，在自我

解释的过程中成为某种概念的东西），它表达了一个现存社会阶层或

群体趣味的现有共同体 ，这是其中的一种形式。 这是它的普遍性即作

为一个共通感的界限。 不过 ，它作为既定的趣味共同体 ，它是自身存

在的充分根据。 当然，一个纯粹泛泛的描述对历史相对主义者来说就

足够了 。 不过，我只想陈述两个因素。 首先，每一个趣味判断再现了

某个趣味共同体，在此意义上被扩展成一个规范 ，这种判断已经为现

代的奥林匹斯＂买到了入城票＂，并且成为现代美学的韦伯神学的一个

战神。 第二，虽然存在许多这种神（带有充分的等级） ，但是它们不是

无数的 。 在具体既定媒介的框架中 ，扩展成为规范的趣味判断的潜在

组合是可以数清楚的，现有趣味共同体的数社也是能够进行计算的。

这里我们不得不指出这种情境的深层次问题。 古代共通感是一

种自发的总体性。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并且他在这里只通过说明的方

式服务）共通感具有审美的层面，也具有伦理的和法律的层面 ，如果后

面的两个方面在那时有可能彼此区分。 不过，一个标准的趣味判断产

生规范 ，把它自己的纯粹主观的特征扩展到群体层面。 在这种意义上

17 说，它创造或者表达了某种共通感 ，但它同一个“演绎推理的“艺术概

念不具有任何共同点，它努力领会审美经验的整个领域。 因此，它受

制于既定的特殊的态度与模式 ，这些态度与模式是＂新的永恒旋转＂ 。

因而在某方面，它没有超越哲学美学的束缚。 哲学美学的所有错误随

着伟大的判断发生。 它要么根据它的哲学偏爱低估了伟大的现象，因

为它们“不适合＂它的操作的等级 ；要么相反，它把那些在艺术方面拙

劣创造的并且只从理论抽象的角度才有意义的艺术作品分析成为伟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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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艺术作品 。 不过，印象主义的归纳批评在日常、时毞、典型、伟大

同质的领域移动，它也来自时髦的领域：这是一种感受，或者纯粹的新

颖。 这两种“错误“是结构的一种必然结果。 通过归纳和演绎方式的

矛盾，我们已经获得了资产阶级时代美学的自相矛盾的结构。

（ 六）

我们的分析没有详细地剖析这种自相矛盾的决定性原因 ，即在资

产阶级社会，没有共同体，艺术家只能在市场上遇到公众（即仅仅是间

接地） 。 这些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也恰恰是基本的 。 这里我们只谈一

谈它们的后果。

康德写道，艺术家在每件伟大的艺术品中创造一种新观念。 这种

观念的创造正是天才的工作。 不过，这种作为普遍的新观念在概念上

是不能界定的 ，就是说，它不能被归入一个概念，或者从一个概念中演

绎出来。 在表达资产阶级艺术的基本困境中，康德补充说：存在着一

种没有趣味但表现了观念的艺术作品 ； 还存在着一种没有表现观念但

具有趣味的艺术作品。当然后者不是天才的作品 。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这样的矛盾是没有的。 天才本质上( per defi-

nitionem)也在那个时代创造新的观念。 新观念本身也融入一种潜在

性的形式中，耻入社会的趣味中，人们能“辨认自己＂的观念。 在这种

语境下，天才的创造中新的东西与普遍的认可和快乐相遇，即使不是 18

每个人都喜欢它（社会所有成员的认同不是共通感的条件） 。 另一方

面，如果没有集体趣味，观念就不能存在，而且在资本主义之前的世界

里，如果没有观念 ，集体的趣味也不能存在，因为社会一作为具有观

念的体系，它是与社会的“身体”不可分离的机制一在某种意义上是

观念的化身。 再一次用康德的术语来说，根据趣味的判断，即使不是

天才的艺术家 ， 也在创造天才的观念。

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独立个体是一个“天才＂，所以用独立个体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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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创造观念 ，显然这不是从虚无中创造的观念。 这个时代的间题也

决定了其“客体内容＂ 。 但是天才的职责即观念的创造不能依赖集体

存在的东西。 因而天才随着观念的创造，冒着“趣味缺乏＂的危险。 就

是说，一件艺术品创造激起普遍的尊敬，或者没有一丝影响，这与审美

上是否有价值无关。 在资产阶级社会出现了没有观念的趣味，产生了

体现这种趣味的艺术品，这是如此明显、如此普遍 ，我们不需要详细地

分析。

尽管两人做的事相同，但结果并不相同 (Duo si faciunt idem , n,en 

est idem) : 如果艺术家、天才没有让他的对象化的”意义”、”使命”处

于危险中，那么他也许冒着他的观念（他的艺术思想）＂缺乏趣味＂的

危险 ；那么，进行评价的接受者（批评家）不会对他的理念做出反应。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个不能进行普遍化判断的作者创造了一个纯

粹主观的趣味判断， 一个没有审美特征的判断。 不管怎样，批评作为

一种样式，它屈千资产阶级的公众生活 ，它是公众生活的表现之一。

在这时代之前，没有成体系的艺术批评。 批评家的功能，他的社会使

命，作为一种最小的使命，是构筑公众的意见 ：通过努力揭示他自己的

接受过程、自己的体验，通过试图使他自己的判断普遍化，来影响其他

的接受者。 当然一种自相矛盾的形势的解决办法也是自相矛盾的 ：要

么人们对脱离了趣味的观念进行判断，要么对脱离了观念的趣味进行

判断。 第一种是所有归纳的艺术批评的方式，特别是它的强化的印象

主义形式；后者是哲学（史学）美学的方式。

（七 ）

为了解释这种自相矛盾，我们不得不进行另一个范畴的旅行。 每

件艺术品创造一个新的观念。 这是青年卢卡奇称之为“形式＂的东西。

但是当我们说，这种观念、这种形式、这种“真理性内容＂的必然基

础——我们称之为我们想要命名的 是在资本主义之前世界的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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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存在的或者至少偶然出现或者潜在的一种共通感的时候，我们不如

说它产生于一种集体的“客体内容”，这种“客体内容＂作为各种共同

体的集体性的立足点。 集体性的“客体内容“是主题，同时是世界观 ，

前者受后者支配，并成为它的一个元素。 在这种意义上说，青年卢卡

奇是完全正确的，他在《现代戏剧史》 (The H凶ory~「 Modern Drama) 中

写道：正是世界观构成了艺术品的形式。 如果艺术作品作为一种形

式、一种观念、＂真理性内容”，有机地产生于集体性的“客体内容＂，即

以普遍能够想到的方式，而不需要以＂解释”和”评论＂的方式，那么

“客体内容”可以轻易地融进艺术作品的评价之中 。 至少这种设想毫

无问题，因为对艺术家来说，＂找到“产生新观念的充分的“客体内容”

是没有问题的 。 在资本主义之前，“古代＂的艺术也许与康德的标准是

很一致的（“非概念的艺术快感＂） ， 因为从根本上概念地领会客体内

容是多余的事情。 显然，这是既定的。 古代的或者基督教的神话，作

为共同的文化财富，作为一个“主题“从来不成为问题。 神恬主题的意

义经历各种变化的立场是总体社会的集体性的世界观 ，或者是完成集

体功能的社会阶层的世界观，艺术品作为它们的“任务”就诞生了 。

在“客体内容”和＂真理性内容”之间的”自然的“或者”有机的“联

系在资产阶级艺术中已经被中断了 。 “客体内容”本身——真理性内

容从中产生 成了问题，部分是因为它太＂个体化＂的特征，这就需

要评论，以便他者(Other) 、接受者能够领会它。 对创造的艺术家和接

受者来说，它要求不断的理智努力，以至于主观的主题、承担着创造的

个性，才能够成为主体间的。 被选择的主题在审美方面有没有价值， 20

这也是部分上有问题的。 因而，主体的“发现“和世界观或者立场（与

古代艺术的本质分界线）成了一个冒险的程序，艺术成功需要特别有

利的条件。 我们已经谈及，一个独立的“内容”和一个独立的”形式＂

的整个审美神学的起源（不仅在其粗俗的形式中，而且也在莱莘、歌

德、席勒的那种水平上）就是由于这种特别的清形。 像下面的问题很

具有史学的、社会学的、概念性的问题 ： 为什么恰恰是这个主体呢？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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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恰恰是这种世界观呢？这些问题不仅仅意味着，历史哲学或者社

会哲学已经干涉纯粹的审美领域。 这些问题产生于资产阶级艺术的

实际的结构之中。 艺术品作为个体的构形，不是作品必须产生这些概

念的并且仅仅抽象地设想的问题，而正是“客体内容＂的个体特征使

然 “客体内容＂的个体特征创造了具体质性的基础，它常常不能转变

成一种主体间的复合体。 由于这种普遍的形势，当评价＂真理性内容”

时，我们始终评价构成它的世界观，即历史哲学、世界观、评价人与接

受者的立场为什么在评价具体的艺术品中扮演如此决定性的一个

角色。

根据青年卢卡奇，建构形式的世界观消逝在、｀｀融入“到形式。 就

著名的艺术品而言，的确，这是目的－结果，这种结果有可能会形成纯

粹的审美判断J 不管怎样，这是事实上的一种目的－结果，并且本雅

明很可能正确地强调这个事实，即“客体内容”仅仅在一种非常缓慢的

过程中变成过时的。 不管怎样，当代人对抗着一一不管愿意不愿意

(volens-nolens)—这种“客体内容”，对抗若这种从屈于世界观的主

题，对抗若这种立场。 当代人用唯一的特征构建起唯一的和不可模仿

的“艺术品的个体性＂ 。 因此，对现代的艺术接受而言，纯粹的审美判

断不是＂稀有＂，不是＂需要时间来认识＂的“边缘事实＂，而实际上是不

可能的。 过去时代的艺术品作品适合曾经存在的毫无问题地具有“客

体内容＂的共通感，即使就这种作品而言，如果”客体内容＂要成为具

21 体的质性，那么就需要从现在的角度进行解释。 演绎的和归纳的判断

的自相矛盾成为现代的一种不可避免的世界－历史形势。

演绎的或者哲学美学的最伟大功绩是它为自己的界限、为它的普

遍化的基础选择人类物种，它提出了这些问题 ： 普遍上说艺术是什么？

艺术的普遍任务是什么？它在人类活动的体系中占据着什么样的地

位？等等。 我们再次提醒读者关千“客体内容”和＂真理性内容＂的区

别，尽管前文已经说过。 哲学美学提出的总休性的主张是一种拥有现

实存在的连贯的共同体，现在看来这最多是一种设想而已 。 这就是哲

20 



. 
－、美学的必要性与不可改革性

学美学提出的总体性的主张仅仅是一种设想的原因。 这种设想是总

体性的主张，如果它对普遇化的主张曾经多次证明是没有根据的，那

么哲学美学仍然在它自己的立场和一个阶层的特殊性或者”艺术品的

个体性＂的特殊性之间创造一个距离。 反对这种态度的代表人物是本

雅明，他是审美的“体系性“最激烈的反对者，他把哲学体系本身作为

世界等级异化的代表。 他把这些体系视为粗暴地使活生生的个体或

者艺术品屈服于体系的要求。 演绎美学必须具有这种自我意识（并且

使别人也意识到），它的意识形态的偏爱就现代接受者而言，对深入探

察现代的艺术来说是必然的。 另一方面，它必须带着清醒的自我意识

接受这种情况，即它不能构成纯粹的审美判断。 后者的前提是脱离生

活、共通感、集体性的世界观或立场。

归纳的艺术批评面临两种危险。 第一个是它也建立在主观的意

识形态的偏爱的基础上。 这正如干涉演绎美学的判断一样干涉它的

判断 不是有意识的－这些偏爱不是清晰的，而是以一种棍淆清

晰分析的形式起作用。 进一步 ，归纳的艺术批评和一些趣味群体的特

殊性同一（并且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它是一种审美判断，不是一种局

限于纯粹主体性的范陨的判断 ，那么这是必然的）本身隐藏着很快过

时的危险。 趣味群体的短暂的共通感的统一（即使是一个批评群体）

把由归纳的批评奠基的纯粹审美判断转变成一种非常不稳定的平衡。 22

在这种自相矛盾的另一极，归纳的艺术批评具有两个显著的优点。 首

先，作为＇个体的”活生生的具体的宇宙，“艺术品的个体性“在绝大

多数的情况下视为是人类总体性的一种更好的具体表达 ，它在更大程

度上比经常具有异化－等级特征的“总体化＂的体系更加彰显这种具

体表达。 第二（并且由千下面所说的），现代的艺术品是一种“个体"'

它几乎不能屈服于普遍的规则，例如样式规则。 几乎每一个重要的个

体创造一种新的物种。 从哪个个体将展示什么样的物种，这个间题只

能巾归纳的艺术批评来回答。 因而，对现代艺术的接受来说（就它的

个体性以及它的物种特征来说），归纳的艺术批评比最重要的哲学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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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做了更多的事情 ，这不是偶然的。

因此，美学在它的自相矛盾是不可超越的意义上说， 是不可能改

革的。 因而，＂错误的源泉＂也是不可能根除的 。 然而，它是必然的 。

两极点（即归纳的艺术批评和哲学美学）都需要努力避免各自立场的

内在危险或者至少把这些危险缩小到最低限度。 就艺术品的个体性

和特征性来说，演绎批评不得不质问它的价值判断的有效化的过程。

同样，就超越现在的判断价值来说，归纳的艺术批评不得不质问它的

特殊判断的有效性。 艺术品的价值和关千它的审美判断的有效性应

该统一这是对艺术的一种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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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说问题重重吗？

《小说理论》的贡献

费伦茨 · 费赫尔

1 9 世纪是小说繁盛的时期 ： ＂中产阶级史诗“把它所有陈 l日的竞

争者远远抛在后面。 不仅不遗余力地努力复兴叙事诗，一种非小说的

样式 ，而且艺术判断（甚至通常是伟大的小说家自己的判断）对获胜的

新样式充满疑惑。 在现代世界中，对史诗材料进行了不间断的探索。

因而，弗兰克 · 诺里斯( Frank Nonis)确信，他已经在美国荒芜的西部

找到了史诗性的材料。 批评家通过对比托尔斯泰的小说和史诗来评

价前者的小说 ；俄国小说家发现所有史诗作品，包括《荷马史诗》和

《旧约》的故事更加讨人喜欢，托尔斯泰和黑格尔一样也对之爱不

释手。

卢卡奇的《小说理论》 (The Theory of the Novel) 出现在 19 世纪重

大战争( Great War)灾难的”真正结束“过程之中 。 此书解决了这个时

期的困惑。 《小说理论》最充分地吸取了歌德、席勒和黑格尔时代的哲

学和美学成果。 这项研究对比史诗与小说、史诗时代和现代中产阶级

社会，前者得到了卢卡奇坚决的支持。 当然在这里研究已经超越了更

具问题的古典时期 ：它把矛盾中的进步转变为一种明显的浪漫的反－

资本主义，这当然也包含着特殊意义的革命视角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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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理论》重新发现了异化的观念并把它重新整合到欧洲哲学

24 中，之前几乎有 75 年时间忘却了这种观念。 《小说理论》在美学和历

史哲学层面的基本命题是 ，史诗时代及艺术生产比资本主义及其史

诗，即小说具有更高雅的秩序与更伟大的价值。 评价的标准、参照的

基础是异常独特的哲学混淆。 它立足于黑格尔和生命哲学(lebe心phi

losophie) 之上，探索 70 年前马克思称为“人的本质" (human essence) 

的东西，卢卡奇写作《小说理论》20 年之后才亲自得以阅读到马克思

的这个文本。 史诗的时代特征是它的”自我的确定性＂，生命和实质是

同一个概念(life and essence are identical notions) 应 同样 ，史诗的宇

宙是同质的，人的关系和创造物与他的人格都是实体性的。©另一方

面，小说的形式是超验的无家可归的表达。＠ 小说是总体性（因为世

界的主要同质性以及人类的实体性，任何其产品的实体关系）成为问

题和梦寐渴求的时代的史诗。＠因而小说在双重意义上是充满问题

的第一，它表达了其时代结构和人的充满问题的特征 ；第二，结果 ，它

的表达模式，它整个的结构也是充满着没有现实性的（根据卢卡奇，不

可能实现）任务或问题。 这位毫不妥协的法官在《堂吉诃德》 ( Don

Quixote) 到《情感教育》 ( L 'Education Sentimentale) 中几乎没有找到经

典性的解决方案，他的考察没有批评的严格性 ，而是他的历史哲学逻

辑推演的结果。 恰恰由于这些冷酷无情地得出的结论，《小说理论》才

是一部经典著作。 后世质疑的也许不仅仅是它的基本观念，而且是它

的价值判断与分类体系 。 然而不可拒绝的是 ， 这部论著是唯一一篇进

入事情核心的论著。 它明白地暗示了中产阶级文明现在糟糕的关于

艺术现象的信念 ，这种信念本身是中产阶级社会结出来的果实。

不过，这里采取的立场完全不同于卢卡奇自己的立场。 这导致了

Q) G. Lukacs, D比 Theorie des Romans, Luchterhanc.l, 1965 , p. 23 ; The Theory of the Navel, 

MIT,1971,p. 30. 

® Theo九e, p. 26; Theory, p. 33. 

@ Theor也p. 35; Theory ,pp. 40 -4 1. 

@ Theor比， p. 53 ; 11wory, 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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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清境。 根据卢卡奇的理论 ，小说是充满问题的样式，因为创作

它的世界在其所有结构上是充满问题的。 这种观点与 1 9 世纪早期的

观点完全相对应 ， 以顺从或愤怒来看待新生的中产阶级存在及其文化

形式，产生愤怒但又不能突破中产阶级的提问方式。 从马克思主义的

视角来反驳中产阶级存在及其文化形式的“充满问题＂的特征的确是

悖论的。 不过，关键点不是去发现和调和＂实体性＂ 。 卢卡奇的考察己 25

经揭示了整个系列的重要困境。 相反，我们必须修改标准。

主张小说是充满问题的 ，这意味着我们拥有一个没有间题的东西

的标准 ，甚至就乌托邦梦想而言 ，它在某种程度上从过去向我们走来。

虽然不可能把歌德、席勒、黑格尔和卢卡奇置于与浪漫主义相同的范

畴中，但是我们真正在所有小说的怀疑性观察者和敌视性批评家中，

找到了一个共同模式：把非中介的群体有机的而同质的世界理想地视

为＂完美”样式，即史诗的源泉。 像对于史诗世界的空间－时间定位的

判断一样，与这种共同模式相联系的位置也许根本不同。 德国古典主

义伟大人物相信这种模式复兴的可能，而卢卡奇的著作是对其确切消

失的挽歌。 虽然不同时期的人们认为，史诗完美性的根源可以在古代

城邦或者德国、东方或法国的英雄时代找到 ，但是艺术经典的基础始

终是社会。 古老的问题一次又一次被提出来，就是肯定有机集体比非

有机集体社会拥有至高无上的优越性。

马克思对此并不陌生。 他著名的宣言＠恰恰暗指了《荷马史诗》 ，

并且具有明显的规范特征 ， 因为它涉及 ＂高不可及的范本”，他将之描

述为人类”正常＂儿童时代的人类基础。 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中 ，这种

模式被具体化了。一方面 ，他合理地根据“人的本质＂的范畴来解释这

种典型的“正常＂，将之视为从人类社会开始就赋予的动态的历史潜在

(J) .. 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 闲难的

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

本, " [ Ma百s Cnutdrise, ed. and trans. David M心Uan(NewYork,1971 ) , p.45. (参见（马克

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5 页。 ） ］

25 



美学的重建——布达佩斯学派论文集

性（即使其全面展开也只有随着异化的消除才能到来 ，那时，这整个历

史运动的每一个构成性元素能够一原则上一—被每个个体挪用） 。

因而，人性和艺术的经典规范作为由理性创造的模式不再会漂浮千历

史之上空 ，而是将形成历史的有机的产物。 另一方面 ，虽然马克思维

护历史选择性可能的存在，但是他是一个”进化论者”，因为他认为每

一个进化的序列形成了作为价值基础的物种力蜇。 因而，人的本质的

现实领域丰富了 ，即使它是通过以前和谐的领域和对象化的消除得到

丰富的，这些领域和对象化可以正确地视为人的本质实现的 ，至少在

26 有限领域之内实现的预先建构。 因而，对马克思而言 ，古希腊的进化

而创造的史诗与悲剧都是不可企及的范本，因为它们对“有限领域＂的

自由个体而言实现了“实体性＂ ， 即它们显示出 ，这些个体可能同化其

时代的历史上细腻的“人的本质＂ 。 然而他会把这样的尝试视为方法

上不可接受的，即这种尝试试图把城邦及其文化形式置于超越价值等

级上，因为它们没有充满问题。

下面，我们将从这二重角度阐述作为一种样式的小说。 这将提供

给我们拒绝《小说理论》的价值基础。 在涉及人类实体性的艺术形式

的规范等级中，小说没有以其“无形式性"、“散文＂本质和固定规范的

缺乏而处于一个劣等的地位。 如果这是因为小说是它时代的“充分”

表达，它以陈旧的史诗不能够处置的方式来表现中产阶级，那么我们

愿意局限于社会学相对主义能够期望的回答。 兰克 ( Ranke) 显然错

了：所有时代并非同样地接近上帝。 另 一方面 ， 小说特有的完美

性一一这种原创的艺术样式由中产阶级社会创造出来——在于，它的

实质结构包含着所有来自资本主义的范畴 第一个立足千＂纯社会

的“不再是＂ 自然“生命形式的社会。

小说的“无形式＂和＂散文”特征在结构上适应无形式和骚乱的进

步性 ， 中产阶级社会借此进步性 ， 消除了现有的人类实体的第一批岛

屿，虽然它也产生了物种力址的巨大发展。 因而小说不仅在内容上 ，

在其范畴所建构的集体性观念上，而且在其形式上表达了人类解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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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阶段。 没有“纯社会的“社会范畴的出现，小说的形式不可能存

在，即使考虑到这种社会产生的不平等的演化，它的诞生也是一种

丰富。

小说不是充满问题的：它是矛盾的 。 其整个结构包括来自于具体

的“社会”（资本主义是其根源）特有结构的模仿特征，以及把所有类

型的社会加以类型化的特征。 从起源上说，这种矛盾不具有特殊意

义。 只要“纯社会的“社会正在反抗唯一自然的封建庄园和家长制的”

”自然“社群，并且不存在产生不同类型的“纯社会的“社会的可能性，

那么新生的资本主义范畴就没有阻止新胜利萌生的形式。 当资本主

义的建立与巩固清楚地说明这种社会不是人类解放的最终阶段时，市

民(b让rgerliche) 社会和”人性“社会之间的新冲突就爆发了。 这种困境

形势第一次认识到，小说某些形式特征不适应人类”合适地言说＂的尊

严，其特征日益不被信赖。 古怪的样式在史诗之后夭真地自信拥有了

宇宙，这种 自信最终被理解为正是从欺骗的压力中解放的市民解放的

信心，这种自信被转变为牢固建构的中产阶级自我的充分性。 现实中

产阶级社会的普遍小说式的生产充分地证实了这种质变。 短语“超验

的无家可归性“对小说是极为重要的。 随着产生其形式结构的普遍

化，随着强迫地危及更古老、更传统的文化形式的社会运动的普遍化，

小说愈来愈不能达到更高、更丰富的水准。 作家对既定形式－结构的

有效性信念的丧失，这就是小说危机的开始。 主观的艺术态度的变化

绝不是危机的原因 。 马克思注意到，资本主义敌视某些理智生产（特

别是诗），他既指日益增长的拜物教使艺术家更加难以抓获到总体性，

也指大多数被物化的公众特有的人类空虚。 但是相反的观念也同样

是真实的 ：所有渴求人类实体的真正艺术必须敌视资本主义。 就小说

而言，这意味着，以前提及的矛盾被提升到意识高度（始终在作家特有

世界观的语境中） 。 结果是努力捣毁随着资本主义动力产生的这种原

创的艺术形式，代之以另一种形式，更好地适应设想的或者真实的人

类解放的形式。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危机导致一种困境，导致原

27 



美学的重建－~布达佩斯学派论文集

初形式完全无规则的转型。 在有些情况下，它会升到内在于旧形式中

的巨大可能性的、特有的再创造以及超越第一个“社会的社会" (soc ial 

society) 的史诗样式的新颖性。 从方法论上说，所有这一切都强化了

28 把小说普遍分析为等同于古典史诗的一种新型史诗样式，相当于小说

发展了”两个前沿＂ 。 首先，它在具体面临古典史诗时必须证明 ，小说

包含了人类解放的提升，尽管它丧失了史诗的特殊性与对称形式。 第

二，它必须显示出悖论，并显示出对中产阶级社会现象不能达到的那

些高雅艺术实现元素的自律性追求。 因而我们能够证实，小说纯粹起

源于中产阶级，但是它的动力超越了市民社会。

小说不是诞生在共同体社会 ，其世界的结构不是集体的。 小说的

世界不是实体的（使用《小说理论》 的术语） 。 它被自我和外在世界的

二重性支配着。 这种二重性意味若，个体不是被描绘的存在领域中的

普遍力妞的直接人格化 ，也不是以挪用的形式直接赋予主人公的自我

对象化。 这是困境的源泉 ，但是原则上不是＂充满问题的“ 。 相反，随

着普遍物化的开始，小说中表达的物化情境提供了史诗描绘不可比拟

的动力 。 它揭示了不为史诗所知晓的可能性。首先，主人公的”自然”

趋势一构建他自己的宇宙的内驱力，不管这宇宙是虚幻的还是真实

的 在史诗中是不可设想的。 卢卡奇正确地坚持了这个事实，即史

诗主人公的内心信念来自这种情况，虽然他们与其世界是统一的，处

于与世界同质的统一体中 ，但是他们沿着还没有为他们铺设的道路

”被引导＂ 。 这种引导，这种神圣的命定赋予所有这些主人公的行为以

生气（用黑格尔这个术语的意义），但是原则上排除了违背、转变或重

新创造他们的世界边界的可能性。 小说主人公的上帝缺失性(Gottver

如senheit) 是《小说理论》 中以绝望的坚守姿态而提出的一种观念，最

重要的是，它根本没有绝望痕迹。 早期小说的主人公怀有自信，中产

阶级的生产带着这种自信 ，在过去的图画般的废墟基础上，开始一步

步地构建世界。 如对塞万提斯(Cervanles) 而言，要构建的世界是一个

先验的虚幻的世界，这个世界首先不会引起觉醒。 《堂吉诃德》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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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小说，因为它的主人公拥有史诗原则上不可设想的自由：在现实经

验中造反的能力（因而这里不得不逃到想象的庞幻岛上） 。 如果上帝

已经抛弃了小说的主人公，那么上帝也赋予他们自由 。 这种根本上决 29

定形式的结果元素，是以下事实更为深刻地表达的，即“纯社会的“社

会的史诗样式包含了比古代史诗更为高雅的解放。 其次，鉴于上述原

因，这种史诗的世界－历史方向在萌生的资产阶级时间动力的影响下

发生了改变。 同所有以前面向过去的构形相反，资本主义由于资本主

义生产的“无限过程”面向未来。 这种面向未来的定位是小说的首要

趋势，它适应了主人公构建自已世界的活动。 在史诗中，宇宙的普遍

框架和行为都外在地被奥林匹斯神灵的意志所决定：主人公只是践行

赋予他的使命。 虽然我们无法认知古代公众体验史诗的方式，但是显

然的是，它不可能唤起与小说完全相同的观众以及后来读者的情感张

力 。 譬如，很清楚，赫克托耳(Hector) 的命运犹如其征服者一样是预

先注定的。 除了平庸而极具拜物教的文学以外，小说主人公不是根据

上而发出的命令而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目的性决定行动的。 因而，他构

建了自己的宇宙，更准确地说，他努力根据自己设想的目的进行构建。

这种目的设想的结果就是形成小说结构系统的因果性系列 。 在小说

史早期，这种个体的目的带着夭真而自信的幻觉主义，努力从一个单

一的目的预想来构建总休世界（与中产阶级哲学一致，立足于普遍个

体的观念） 。 笛福 (Defoe) 的《鲁滨孙漂流记》 (Robin.sun Crusoe) 是这

方面品杰出的例子。 后来，本体性视野深化了 。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

剧》 (La Co叫die Huma如）已经被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标示出来：不同

个体的努力相互冲突、彼此坻毁，结果产生了没有主人公能够想象或

需要的宇宙。

然后，直接随着资产阶级世界日益增加的物化 ， 自我与环境的二

重性日益成为小说结构的主导元素－—－最终看来是不可超越的、令入

心烦而具有破坏性的元素。《小说理论》正确地强调，小说的经验主

体 ， 即人包含越来越小的宇宙主导力盘（在他自己那里、在他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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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中 、在他的行动中） ，而外在世界变成了惯例，变成了比第一自然更难

征服的第二自然。 结果，小说的解放的征服者与普遍的中产阶级解放

具有相同的命运 ： 日益增加的物化贬低了市民社会的自傲的产物，即

自由的资产阶级个体，把他们贬低为类似财产的对象，剥夺了他与自

已世界的对象化的“正常”关系，小说的再现领域也就萎缩了 。

这在生产和经济的再现中特别明显。 黑格尔对史诗中工具的创

造与消费的重要性的描绘是如此具有说服力，以至千我们只得以任何

现代小说中的对象化领域来与之抗衡，目的是直接看到两个时代的史

诗文学的差异。 不过，认为小说在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领域的再现方面

劣于史诗，这是错误的。 这里我们必须纠正一个相当普遍的错误。 史

诗不像小说，它能够再现生产，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 。 的确 ，在古代史

诗和小说中，人们与自然直接进行的物质交换都没有占据决定性地

位。© 史诗是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人的艺术，远远胜过精心创作

的而且具有普遍民主性的小说。 不过，英雄时代的史诗立足于足智多

谋的主题发明之上：其突出主题是战争或者与大自然的搏斗一后者

也通常把自已表现为一种战争。 两者的主题都不意味着史诗表达王

国的萎缩。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 Grundrisse) 中说，在有

机的共同体时代，战争是立足千体验性的基本活动之上的，人们与自

然的直接拼搏再现了最基本的显著的自我保护活动。 另一方面，战役

与迁徙把史诗共同体组织成为＂自律的单元”，它不得不重新通过他们

自己的手段，提供巳经丧失的、捣毁的或耗尽的一切东西。 因而 ， 如果

不是这个时代的现实的生产的话，在文字中能够寻觅到一些典型的生

产能力。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一开始有更多机会再现人类的生产能

力一—最基本的生产能力 。 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是一个典型的中

＠ 赫西奥德(Hesiod) 是—个例外，但是农民长篇小说重新建构了现代史诗祥式这边

的平衡。 的确，在存在领域，这种物质交换是独特的活动或者说至少是主要活动，每当我们

描写存在领域的时候，史诗的结构都按照这个领域来进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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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漂流记，在这方面，它证明小说较之千史诗的优越性并非其弱

点 。 黑格尔从夭体演化到集中单一主人公的史诗给我们优美地分析

了史诗及其发展阶段。 在这种意义上说，笛福的小说是中产阶级生产

能力的天体演化，同时也是具有单一主人公的史诗。 其相比原初的模 31

式而来的解放的优越性，本身呈现在上帝抛弃的积极性特征方面。 这

里，人只能诉求于他自己，他根据自己的力量进行自我创造的工程。

当笛福在无人孤岛重新创造他自已国家的偏见时，入们可能会嘲笑笛

福心胸狭窄的英国中产阶级特征。 但是从《鲁滨孙漂流记》到《精神

现象学》的道路是一条笔直大路，即使”鲁滨孙“模式被逐渐消除了 。

恰恰就是这种自我创造的理想赋予了笛福的小说一原则上所有小

说—一以纯艺术的优越性，较之于古代的相应的史诗来说。 这里，生

命的物质再生产只是次要的，尽管这是主人公存在的必然元素。 在小

说中，这种再创造要求能量最大化。 再现活动在升华中丧失的东西被

重新恢复，因为存在领域走向普遍的人性化。 此外，这在小说样式史

的 3 个世纪过程中并非是例外。 巴尔扎克的人物陇也是一种特殊的

漂流记 ，尽管其主人公只在第二自然腹背受敌之间驾驶船只。 然而这

个阁子中的人物与直接的自然物质交换的过程大多数只有牵强性的

关系 ，但是从巴尔扎克那里，我们 自然能够最清醒地领会这个方向，就

是在牢固建立的中产阶级帝国中的人类生产能力所采取的方向，以及

为鲁滨孙的史诗价值的普遍实现所必需的人类能力所采取的方向 。

我们已经指出了这个要点，资产阶级小说由于这点能够利用它自

已解放中的”提升＂的成果。 普遍地说，在巴尔扎克之后，甚至在他之

前 ，一种新的倾向在小说样式中形成了 。 在艺术水平方面，新的史诗

抛弃了酘基本的主要生活维度，理智地从它的再现领域排除了这个维

度。 人类生产的制度和过程已如此被物化，以至于它们与生命呈现的

原则看起来不调和，联结着它们的个体完全变得“没有实体＂ 。 尽管通

常愈来愈少，但直接的需要和满足仍然在小说中出现。 但它们只根据

金钱的传送作为特有职业的回报日益被表达出来。《小说理论》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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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地意识到伟大小说的主题是不适应社会而带来的失败。 这不仅意味

着小说已经失去了“主题领域”，再现的范围已经缩小了，而且意味着

主人公不再拥有牢固的基础。 下面的困境出现了：小说要么必须描写

事实上不再联系任何基本活动领域的人，要么必须把它的人物写得愈

来愈缭渺，只有在脱离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那些功能中展现它们。 这

必然导致虚假环境的创造。 这样的虚假环境在史诗中不存在 ：迁徙与

战争是面向自我保护的行为形式。 特别是在古代史诗中 ， “幻想的环

境对那时的人来说是完全自然的”，同样，神话是他的伦理学符号的一

部分，更新着他的荣誉感和国家控制 。 因而在史诗中，幻想与经验真

实之间的差别没有价值意义（这个问题在中世纪史诗中以稍微不同的

色彩呈现出来） 。 在小说王国中，虚假的与经验的”自然“环境的分别

具有显著的评价性意义。 它把通常的中产阶级存在和人类价值可能

实现的领域之间的沟壑赋予了生命。 这显然引起了巨大的艺术困境。

因为这要求不同寻常的艺术想象，来为这种例外环境创造一个人性的

氛围。 在这方面，小说也是悖论的。 在某种程度上，它脱离了直接关

涉存活的活动范削，它预示了——至少就可能性而言，可能实现

一种社会情境的氛围，在这种情境中，存活的活动已经降到背景，工作

本身已经结束了 。

我们能够在制度的再现与小说的关系中发现类似的倾向 。 首先，

在小说中我们发现了在经济和生产评价中相同的解放的高雅阶段。

黑格尔极其正确地看到这种史诗制度的存在，这种制度把宇宙视为脱

离人并与人性特征相对立的东西。 我们能够说史诗中的制度，同样 ，

它们可能只是一种先验性的、既定的和不可改变的“秩序＂，在奥林匹

斯山上的类比中可以清楚地见到。 正如卢卡奇在《小说理论》 中指出

的，这是英雄时代”重要性＂的另一方面，对黑格尔而言，这强调了史诗

主人公幸福的”被引导的存在＂的另一方面。 人在自然的公共体中拥

“有其自然的位置，这种事实实际上给予了他有机的维度 ： 随着赫克托

耳的死去，沉默的大众再次解放了，存在的结构始终没有改变。 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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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小说实质上拒绝每一位奥林匹斯神的权威性，不管人类创造的

制度是好还是坏。

因而，资产阶级的“史诗＂胜利地把其再现的可能性扩展成为准史

诗维度的宇宙9 它不仅能够理觥并权威式地拒绝封建制度的结构 ，而

且能够在历史小说中记录其自己制度的重要维度一一人类创造的维

度。 卢卡奇拒绝把历史小说看作一种特殊的样式，他是正确的。 不

过，就再现而言，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这个维度给我

们以史诗中仍然不可能的人类制度起源的全景。 在沃尔特 · 司各特

(Walter Scott)那里，这首先呈现为一个自然的过程。 历史小说的重要

性不在于一个崭新的“主题领域＂的征服，也不在千对作为个体的人类

性格更透彻的描绘。 巴尔扎克已经注意到司各特的女主人公是如何

无法确定的、没有生命的。 在司各特那里，我们能够谈及人类内心世

界的不容争议的萎缩，如果没有时代错乱地投射出一些现代心理主

义 。 历史小说以极为不同的方式提供审美快乐 。 每一次我们看到人

类制度明显由千人类独特的激情和行为被消解或形成，我们重新体验

到解放的经验、人类自已创造自己的制度。 除此之外，这些制度被人

类自己控制以及自然社会向纯社会的社会的转型，形成了历史小说的

主要领域。 这是此形式较之于史诗真正改进的源泉。 不过 ， 只要法布

里奇奥(Fabrizio del Dongo) 从滑铁卢回来，只要巴尔扎克被迫把司各

特的方式移入主人公的私人战斗，小说延伸的巨大过程就停止了，这

种运动就逐步逆转了 。 显然这与生产领域再现中发生的情况一样皆

非偶然。 中产阶级生产日益拜物教、日益物化的特征本身可以被视为

普遍特性，如同正常阶级社会本身是普遍的一样。 自我与外在世界的

分裂最清晰地呈现在那种再现的维度中，起初，这种维度最强有力地

表现出新史诗较之于旧史诗的优越性。 小说中的人物不再知道如何 34

处理他世界的制度，制度对他们自己的经验存在而言是日益超验的

（因而深刻地感受到卡夫卡的真理） 。 他通过纯粹地忘记制度或试图

忘记它们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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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借以观察的自我与外在世界之间日益增加的敌意的第三

个再现维度是公共领域被小说抛出去这一事实的结果。 这方面过分

简化，也概括了两个伟大时期之间史诗样式的对比特征。 优秀的分析

家能够把他们的起点定位于不可争议的市民社会的维度，这个维度无

疑能够被雅各宾人士以及马克思的伟大分析（《论犹太人问题》，Zur

Judenfrage) 所攻击：古代共同体公共特征的毁坏，中产阶级与市民的

分离。 结论过去是，史诗表达了人民的精神，而小说只涉及私人的逸

闻。 这是不可拒绝的。 然而哈贝马斯(J缸gen Habermas) 的重要著作

已经结束了这种过分简化的解释应他对比了封建和宫廷时期公共领

域的再现性特征与中产阶级兴起的第一个世纪中的公共领域：以家庭

的公共观点作为亲密领域的基础。 这种公共观点在理想的、人道的公

共领域建构中指向其集体的人道理想的普遍化。 当然，焦点的间题过

去是一个虚幻的公共领域。 立足于这种基础上的中产阶级个体是一

个“卷入商品和生产的私人个体”，严格而不协调地对立着市场中所有

的其他人，恰恰因为他只能以其他人的代价创造他自己的私人领域。

另一方面，直到市民社会普遍化，这种虚幻的公共领域才是真实的。

因为只有创造一种接受亲密领域的人性价值的公共观点 ，才有可能反

对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达到封建时期再现性的公共领域世界。

就早期小说而言，哈贝马斯从亲密领域的公共特征中得出了十分有趣

的结论。 为了我们的目的，他分析的主要元素可以做以下概括：

无疑，史诗的“显而易见＂的公共领域已经被捣毁，正如我们在以

后看到的 ，这使小说的创作极为困难。 考虑到它的起点，小说面临的

酘普遍的危险是，它面临若沦为平庸之物的危险。 甚至最乏味的史诗

35 也是集体精神的产物，整个人类群体能够在里面认出自 己的问题、经

验和命定。 但是小说始终冒着成为一个私人故事的危险，在最具贬义

的私人意义上。 不过，在理查森（凡chardson 汃哥尔德斯密斯 (Gold-

@ 参见他的 Das Strukwr1如ndel der Oeffenilichkeit, Luchterhand ,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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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血th ) 、青年歌德(Goethe) 和卢梭( Rousseau) 的小说中可以看到 ， 具有

其普遍化倾向的亲密领域的小小共同体所预示的，不仅仅是结构的修

正 ，而且是普遍历史的转折点 。

从小小的共同体的冲突与交互中产生的力量场域，具有高雅秩序

特性，因为它是一个比有机集体和同质性能更好地激励人类个体变化

的多元机制 。 显然，市民社会（因而也有中产阶级史诗）不能实现它自

己的动力 。 一方面，立足于商品生产的孤立主体之上的亲密领域只能

以虚幻的方式把人性的理想普遍化。 另一方面，恰恰因为其亲密性

质，它与对象化的世界形成了矛盾关系。 不过，这不是所有社会的问

题，只是巳经成为社会的那种社会的问题。

然而，在建构小说宇宙的亲密领域的背景中，有许多潜在的矛盾，

这些矛盾导致自我与外在世界截然分裂。 家庭是亲密领域的独特框

架 ，原则上这并非是必然的。 但是，市民社会的“经验”很自然地规定，

这确实如此。

在资本主义社会，家庭是最重要的一种分配而非生产的经济单

位。 同样，它从来不是一个政治单位：新社会的政治的微型集体模式

（显然，我们排除了准家长制的农民生活形式 ，这些形式持续生产在小

说兴趣的边缘之外） 。 这从对象化领域的活动中强化了小说主人公的

鲜明的超然性。 这导致了亲密领域价值的先验性局限，并导致了他们

在内心里不能适应把中产阶级公共领域所要求的人性理想进行普遍

化。 每一次小说要努力再现这些生产活动的存在层次之价值 ，就会迷

失在无助的祸狭之中，例如大多数所谓的农民小说就是如此，否则它

就不得不抛弃它自己的”自然”氛围和相关方式。 第二，这种家庭的虚

幻集体和公共特征 ，大多数是建立千它面对的可怕的外在世界所提供

的保护基础上的 。 在中产阶级兴起的过程中 ，这样的保护事实上被采 36

用了 。 在理查森或哥尔德斯密斯那里，家庭是遭受贵族专制与世俗主

义迫害之人的港湾。 之后，这种保护扩展到更加宽泛的意义。 在 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初 ，所谓的谱系小说呈现出对精心熏陶的家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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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认可，接纳中产阶级共同体，并成为中产阶级借以呈现为一个共

同体的唯一形式。 不过，一夫一妻制的中产阶级家庭的逐步瓦解是 20

世纪最显著和分析得最多的现象之一 虽然其结果到现在才彰显

出来 。 这个过程首先在家庭的经济功能的逐步消失或逐步下降中呈

现出来，结果家庭不再能确保稳困的终身纽带的地位。＠ 家庭的价值

甚至更深层地受到动摇。 在 18 世纪的小说中，家庭阴谋已经成为行

动的驱动力 ，这个主题成了 19 世纪小说的核心主题。 显然 ， 亲密的家

庭领域能够保护人性的理想，反抗贵族价值，但是不能防范外在世界

不断剧烈的竞争。 黑格尔已经清楚地把现代个体 ，小说的主人公视为

市民社会而非家庭的产物。 他的评论原则上具有更高的自信而不是

自暴自弃 ；他相信，家庭的微小共同体较之于整体化的教育和人性化

力扯是狭小而不充分的。 不过黑格尔之后，这句格言具有完全不同的

意义。 小说的主人公为了成为时代之原型日益被迫捣毁亲密领域的

价值。 狄更斯( Dickens)进行了重建亲密的家庭领域作为人性的避风

港这一伟大尝试，这时他的实验已经是特殊的 ，显得古怪而例外。

这里我们也能诊断出小说的悖论性 ：家庭纽带的断裂同时是人类

解放的阶段之一。马克思认为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对血缘纽带的毁

坏是普遍而积极的。 因而人类物种的意识只能从“人类动物物种的动

物学＂中被创造出来。 不过，一夫一妻制的资产阶级家庭本身具有伪

37 血缘纽带的类似网络，因而成为人类解放的障碍。 它不得不被征服 ，

因为在人类发展中有进步。 不管愿不愿意，时代都取得了这种进步。

脱离传统基础方式与遗留的体系，接着就是自由选择的微小人类共同

体的创造，这种情况很少见。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需要经历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也许可以被称为主人公日益丧失个性特征。 我们对这位主

人公的出生、家庭和过去懂得越来越少。 很惊讶的是，小说开始具有

个性化力址的名字，失去 f这种力觉，不再与名字所指称的人物性格

@ 恩格斯坦言，工业无产阶级尤论在哪里都没有一夫一表制的婚姻，只要娇姻不再由

继承财产所捆住，这些就普遍地被瓦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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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密切的联系。 最终当一个人物叫作 K. 或者 A.G. 的时候，这是长期

发展的结果。 这种匿名性使得 K. 或者”陌生入＂的身份不确定，它意

味着小说扎根于亲密领域的公共维度完全消觥了 。 在这种意义上，就

这种史诗的公共特征而言，存在着某种退步：只是后来一—并且通常

是具有否定的结果－一－人们才能够看到，这种匿名主人公的行为是否

具有深刻的人类意义 另一方面，我们带若积极的价值－内容达到了

“消解“过程的终点 ； 小说自已已经从所有的自然或者准－自然的链条

中解放 f出来 U 它已经撕裂了自由的假象，现在的间题是真正自由的

创造。

史诗的公共领域及其瓦解，必然影响另一种再现领域：小说对日

常生活的描绘。 史诗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困境。 既然有机共同体的

日常生活都围绕着集体原则进行组织 ，那么显然这两种生活层而的分

离是极为相对的 广 因而，就其同质性而言，它是描绘军官议会或是其

中一个主人公帐篷里的盛宴，这在史诗中都不亟要。 史诗的手段对这

些描绘同样是足够的。 在史诗中，氛阶、节奏、习俗体系和集体平件都

以同样的方式被规定，无论背景是家里还是公共广场。 相反，就小说

主人公而言，房屋 ，后来的公寓真的是一个使他与其邻居隔离开来的

堡垒。 因而，需要其他技巧来再现这个背景而不是所谓的公共场烘L

把日常生活等同千非公共的领域，以及把非日常生活等同千公共领

域，均是明显的粗浅的简单化。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亲密的中产阶级

领域是如何努力建构一种新型的公共领域的，就是通过把它普遍化， 38

使家庭的日常活动成为亲密领域的重要元素J 不过，双重的困难从这

里产生了，小说从来不能没有悖论地斛决这一困难 ，_, 「．业文明的诞生

客观地扩大了日常生活的圈子。 那儿产生了许多种行为形式，这些对

有机共同体中的人来说是不堪设想的 。 他们不依附于社会原则或惯

例，就可以建立无限多样的个体习性。 根据叙事诗描绘，这两个领域

再现了一个沉重的任务，这个任务为以前史诗所不可知 。 不仅必须展

示不明显的日常功能，而且更亟要的是必须展示更为复杂的个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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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小说很少具有像《鲁滨孙漂流记》那样的便利环境，日常生活本

身在面临自然的日常生活中不得不产生出来，由于奇特的悄景，多种

日常生活的形式及其戏剧性特征都具有普遍的人类意义。 普通地说 ，

有两种方法来解决这种困境：要么作者尽力包含无限延伸的生活咽子

（包括无限多样的习惯的描绘），这种情况下，细节在平实的描绘中急

剧增加，不可能被读者吸收；要么他抛弃所有再现的尝试，这就提出了

被描绘东西的逼真性问题。 当古老史诗的诗性混杂的所有元素都包

含着道德和人性意义时，这些元素都可能同样针对听众或读者。 但是

读者和批评家不断平息对小说的“不真实＂的表面性指控 ， 当我们更仔

细地看这些抱怨时，我们发现它们的标准是日常生活的套话。 自然主

义运动甚至做出纲领性的要求，小说要给出日常活动形式的完整而科

学真实可信的情炽 ， 以取代想象力的“非真实的” 和＂浪漫的“飞翔。

这种对比暗含着这种坚信，即“科学的”描绘比要达到“不可能的＂高

度的尝试更加忠实地唤起人类生命的本质。 假设这个问题可以提出

来，那么在古代史诗的世界里，它不能得到解决。 相反 ，在中产阶级史

诗中，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两极化把这种情况作为结构，这种情

况就是，这两个领域最终复制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对立。 排除了

两个领域更忠实地反映人的本质这个问题。 那些选择日常生活或＂逼

39 真性＂的作家，赋予了日常生活圈子以更加细腻的图像，但是减少了作

品的人类普遍性 ：被描绘的行为的范式性和公共性特征。 偏爱第二种

解决方案的作家们能够创造公共领坡，他们只要从置身的生存与再生

产活动王国中抽离出来 ，就能够赋予行为和习惯以公共的因而是普遍

有效的特征。

无疑，现代社会结构的客观性，整体地激发了资产阶级史诗中坏

的唯物主义与坏的精神主义的二元对立。 在这种意义上，这种现象的

呈现是“必然的“ 。 但是提出来的困境并非不可解决。 日常生活的成

功再现，二元对立的韶决从根本上说联结着亲密领域的命运。 如果已

经实现了中产阶级的原初希望，如果亲密领域的人类价值在理性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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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已经被普遍化了，那么，拥有社会普遍性的 H 常生活活动的组织原

则，就会从日常生活本身的习俗和习惯中产生出来。 在菲尔丁、哥尔

德斯密斯、奥斯汀、歌德或托尔斯泰的小说中，涉及纯粹“日常性＂场梨

中的情节具有这种重要的印记。 这种解决办法的再现显得不可能，因

为不能尝试把亲密领域的价值进行普遍化，这导致了无数价值中立的

日常习惯和行为体系 。 至多，仅仅是一系列冒险或历史事实的氛围可

以创造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 不过 ，这里小说本身也是悖论的。 一旦

我们回到“正常“生活，就形成了在征服异化的斗争中占据重要地位的

观念，即非日常生活的形式的实质性意义，是使我们以人道的方式组

织日常生活。《战争与和平》 (War and Peace) 的尾声虽然不是唯一

的，但也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 对在伟大历史风暴之后的别竺豪夫

( Bezukhovs) 家庭生活一瞥，暗示了人类的丰富（以及这种观念在托尔

斯泰那里暗含的所有问题），也暗示了为一个非日常活动的新阶段所

做的准备 。 悖论的另一面被戈德曼(Lucien Goldmann)所提出：中产阶

级小说愈来愈被”本真”和＂非本真＂的生活 (eigentlich心s und u,ieigentti

ches Dasein) 价值的二元论所支配，在这种分裂中，始终在非本真性领

域找到日常生活的“散文化＂ 。

戈德曼也把第二个问题提出来了 ：小说中价值的地位。 他的理论 40

立足千以下的思考：小说本身是巾被社会忽视的价值所支配的一个宇

宙。 它含蓄地把不存在的”本真＂价值表现为一种明显的现实庶 这

联系着这种事实，即小说形式和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交换结构是明显同

构的产 最后，戈德曼认为 ，发生了以下的过程 ： 只要交换价值把使用

价值局限在背景中 ，并使之隐匿，那么本真价值也被降到了小说背景。

在中产阶级现实和与之同构的形式之间，中介具有出乎意料的重

要性。＠

Q) Probleme.,; d'u叱 .1ocwwgie du roman,' Introduction', p. 232. 

(g) Ibid. 

QJ Ibid. , p.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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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想可以带来诸多反对意见。 首先我们能够注意到，戈德曼

术加批判地采纳了海德格尔的“木真性＂范畴。0 然而更重要的是 ， 他

那种把马克思经济观念扩展为普遍价值观念的方法。 只有无视在马

克思那里没有这种思考的基础这个事实 ， 戈德曼才能主张 ， 使丿廿价值

是本真的，交换价值是非本真的。 戈德曼所主张的使用价值的隐匿性

观念也是有问题的 。 马克思的确指出 ， 在交换行为中，被交换的东西

的具体特有的质性（因而使用价值）消失了，只有其数批被普遍的价值

尺度变为同质的，这种数拭才被着重考虑口 除此之外，就使用价值而

再，“隐匿的”这个术语的使用也是很尴尬的 ， 因为 ，如果商品不表露出

它特有的使用价值，那么它就不可能参与交换过程。 最后，在使用价

值和人类”本真性＂的呈现之间可能存在着什么样的同构呢？

但是，戈德曼的提问方式在两方面是重要的 。 虽然市场＂同构“理

论被夸大了 ，但是它在小说形式中指出了许多结构性特征 ， 这些特性

可能形成一种新的理论解释。 另一方面 ，这个理论第一次显示了价值

论与样式理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我们可以简单地表述这种关系 ： 每

一种特有的艺术形式不管是普遍的还是偶然的，皆联系着世界历史或

特殊时期，它的历史特征的一个标准恰恰是这种能力，即根据人类物

种的价值发展，去再生产其时代的主导价值等级的能力 。 这个标准甚

41 至更加准确地通过这种形式能够再生产的等级表现出来，以及在这种

生产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价值表现出来。＠

从这个角度看，人们同时能君见史诗和小说的世界－历史的和普

遍的特征 ， 以及它们完全的对立。 在古代史诗中，价值等级与有机共

同体的内在结构是一致的、占主导的，是牢固而稳定的。 这种不可改

变的形式承载着集体的伦理惯例(S叫吐keit) : 因而，伟人亚历山大按

照阿喀琉斯的楷模安排了价值等级。 偶然的个体能够修正习俗（例

介 戈德曼把他的发明归屈 F卢卡奇。 海德格尔可能纯粹是紧随后者的脚步

.~ 对此的阐述，参见 A即氏 Heller.'Towan:ls a Marxist LhL"Ory of \alu<>', In 人ine心， F'all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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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荷马给我们显示了作为野蛮的符号的嗜血成性，从英雄价值表中

消失了） ，但是甚至在这里，在既定的伦理生活而前，过去在叙述的当

下被唤起来了 。 对作品建构而言，严格以价值等级的结果就是，在史

诗中，只有少部分的比较好确定的人物类型才能承担组织中心的角

色。 黑格尔要求这种样式的角色是 ： 最英勇的、最英俊的和最聪明的

人才能完成这种使命。 人物的安排、史诗的结构秩序，永远立足千价

值等级。 小说激进地突破了这种传统，但是保留着价值再现的普遍

性。 这最重要地表现在，小说巳经以其形式的变化（因而不仅是内容

的变化）再现了中产阶级时代伟大的征服者：价值体系灵活而动态变

化的特征。 戈德曼说巴尔扎克是”这种“严格意义的中产阶级的价值

秩序的小说家 ，他肯定搞错了：他作品的建构、人物分配的安排始终唤

起了对适应于“一种“既定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当然有作者的选择）

的偏爱 。 开始，行动中的人是典型的英雄，鲁滨孙、流浪者，这些人都

按照历史行动炒 随着 1 9 世纪初期方向的变化 ，理智的斗争来寻求具

有价值内容的行为的可能性与意义 ， 而在堕落时期，活生生的体验

( Erlebris) 原则上比“非本真“行为更加皿要。 我们与不同时代的价值

等级的关系是变化的 ：我们能够轻易地责难天真而自信地相信中产阶

级行为的全知全能，也能轻易地责难对活生生体验的消极的、贵族式

的态度。 不过，我们几乎不可否认，固定的价值等级内爆以及代之而

起的不断变化的价值秩序的动力 ，也是小说较之于史诗提高了的解放 42

内容的—个方面，这是我们前面注意到的。 结果，小说原则上是

价值 － 多元主义的，它并非认可几种仅仅有限的行为模式 ， 仅仅几种

基本或独特的德性。 歌德评论说：＂只有人类的总体性才能再现人

性。”这可以成为每部小说的警句。 之后，在危机时期 ，这种值得称颂

的多元主义变为一种感伤的相对主义。 卢卡奇经常谈及许多当代作

@ 这是因为他能极早地听到对此的初次反对：寒万提斯的反对，他在行为中肴到价值

的坟菇；斯威夫特的反对，他的主人公从行为退回到顺从。 但是这些对立的观点也是对最主

导的框架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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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其主人公的虚伪的伤感，这与早期对主人公的自由解放的无情形

成鲜明对照。 在卢卡奇无情与感伤的对比背后，我们把价值多元主义

改变成为价值相对主义。 尽管如此，正是价值多元主义才是这种样式

的形式和结构的实质 ， 表达并激励了这个新时代的胜利者 ：个体的价

值选择。 同样，多元主义原则上允许丰富而大范围地描绘人类心灵 ，

这在史诗的严格的价值等级中是不可能达到的。 最后 ，戈德曼恰当地

强调（尽管他的结论不是极为正确的），小说的结构本质上是一种对立

性样式。 它具有这个特征 ，恰恰是因为它的价值偏爱。 即使小说对应

堵市场的结构，它也从来不接受市场的价值观念。 金钱在小说中发挥

普遍的交换手段的作用，但从来不能处于价值体系的顶峰 ： 它不能置

于那里 ， 因为这将导致”活生生“再现的可能性的摧毁。 由于商品拜物

教，人们之间的关系被物化，但小说必须 至少相对地一解构这

种像物的肌理，或者纯粹地捣毁这一虚假的形式。 这种“解构＂愈来愈

不成功 ，这是小说危机中的决定性元素。 不过 ， 小说恰恰不是同市场

体系的结构同构的，因为在主导的市场结构后面 ，小说把“本真的“人

类价值带出了水面一—这些价值尽管更少了，但是指向了“人类实体”

的丰富性。

像史诗和小说这些普遍的艺术形式，必须以某种方式再现普遍的

偏好的体系。 就史诗而言，这容易得多。 亚里士多德能够表达希腊人

千禧年经验和道德信条，宣称“命运的恩赐＂也是生命的道德平衡的一

部分。 在史诗中 ，这些奖赏是纯伦理德性的客观结果 ，每个王国反映

着其他的王国 。 因而 ，黑格尔用来描绘的显示史诗的客观生命力的操

43 作与消费的丰宫领域，绝不带有物化的标志。 对象和人类之间的”活

生生＂联系极大地被史诗情节、战争或迁徙的特有背景所强化。 根据

史诗样式的价值标准，从敌人或敌对自然中获得的物品，本身成为人

类完美的英雄的证据。

既然中产阶级史诗是一种对立性的样式，资本主义精神（正如韦

伯所概括的特征）从来不能支配它，它一开始就矛盾地呈现了这种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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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1 8 世纪的英国小说（笛福的绝大多数作品）仍然反映出炫耀的乐

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在人类发展语境中没有看见曼德维尔(Mandev-

i Ue) 观念的问题 ： ＂私人的罪恶 ， 公共的利益。“但是已经表达了抗议，

这不仅在斯威夫特和塞万提斯第一批伟大的异端者那里，而且在《艾

米利亚》 (Amelia) 的菲尔丁(Fieldi ng) 与“咖啡馆霍布斯＂的论辩中 。

就对比（“物质价值＂与伦理价值）而言 ， 小说的特征犹如马克思在道

德性的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道德之间阐明的冲突一样。 如果

我们根据小说的结构思考这一哲学格言，那么我们能够说，小说也是

进攻性的：如果它想再现具有道德价值（使用任何的伦理价值体系），

那么它就必须不断地摆脱物质商品与利益的宇宙世界。 这个过程到

19 世纪末被充分地实现。 已经谈到主人公的匿名 ，纯粹被这种事实所

加强了 ，这种事实就是，读者儿乎不知道主人公生活的客观世界，除非

描绘了环境以及创造特有氛围。 结果 ， 空间的再现不仅在广度意义上

（即作为维度）而且在强度上面都萎缩了 。 当作者排除了借以把握对

象的活动时，他应该抛弃他为人的亲密描绘所需要的实质性工具。 但

这里也出现了这种样式的悖论。 史诗世界的客观性作为人类的外延

是“第一位的直接性＂，它不得不内爆，以使生产的无限过程在长期拼

搏的基础上可以开始。 史诗世界与自然和敌对人群的关系一—后者

呈现为自然的一部分 属于“限制完成＂的王国 。 主人公一见到他

从外在世界夺取的物质商品时的满足，本身处于这样狭窄的符号中 。

此外，在有机共同体中，财富资源（财富、自由或依靠等）是由于出生 44

的偶然为个体所有 ， 因而也是由于这一决定，马克思认为这种决定比

个体和存在权力的偶然关系更为卑劣。 小说主人公非固定的、不和谐

的状态在三方面优越于史诗有限的和谐。 首先，小说主人公始终渴求

无限一无法满足的拥有新对象的欲望——构成了面向未来的社会

较之于封闭的史诗世界的人性的优越。 第二 ，甚至小说抛弃了与道德

价值相对立的物质价值的再现时， 它也仍然引入了富有成效的维度 ：

它思考对象世界 ，并强迫把对象的世界作为一个间题来思考。 真正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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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小说始终游动在物种意识层面 ： 它不仅懂得并彰显 出，对象化的

增加和拓展意味着人的力址的延伸，而且一部重要的小说也清楚地表

明 ，只要这些对象化作为＂外在的“、陌生的力员与人对立 ，那么它们也

就没有了价值 ，成为人类能力展开的院碍已 恰恰针对小说中的非本真

性和价值的堕落． 《小说理论》正确地把异化视为中产阶级史诗的核心

主题e 报后 ，在小说中，”命定的恩赐“是通过偶然个体的“技巧”和活

力获得的，这可以与出生的情境优势地位进行比较。 这代表了进步，

甚至在这种技巧与活力以令人反感的形式呈现自己的时候。 戈德曼

的声望还在千突显了当代｀｀充满问题的个体＂的讨论，这在五十多年前

被卢卡奇作为小说的主要特征加以分析。 考虑到《小说理论》的浪漫

的反－资本主义前提，它把现代个体与相应的文学样式即小说都描绘

成完全充满间题的 ， 这是内在一致的 。 在这困境的背景中，一方面具

有形式上自由个体的解放的事实，另一方面也有缺乏共同体的社会普

遍共有的价值冲突勹 如果我们要忠诚于我们的起点 ，我们就不能明确

地承认 ，史诗中人的再现的优越性或者小说主人公”充满问题的特

征" :) 史诗的和谐宇宙的广泛的狭窄性特别鲜明地表现在其主人公的

准个体性质上。 黑格尔和卢卡奇把史诗主人公视为集体的模式，超越

45 了纯粹的个体性C' 史诗中个体的这种集体质性意味着 ，每一位主人公

更多的是一个民族德性，很少是不能复制的唯一实体的表达。 马克思

反讽地拒绝这些观念，即根据唯一性来审视人的个体性。 他的反讽是

完全合理的 ：这种“唯一性＂儿乎类似于一片树叶的唯一性。 另一方

面，完全脱离任何个体性的古希腊瓶式绘画的对称，敌对格斗者（阿喀

琉斯和赫克托耳等）彼此变化 ， 比任何理论论证更好地显示出 ，史诗人

物只是有郫严地股行天赋分工中分配给他们的功能。 这里不可能有

超越自然的唯一性 ，并且通过努力T作塑造其自己独特“唯一性＂的个

体性 J

“集体的个体性”为史诗再现提供了巨大优势。 首先 ，没有私人化

的危险：阿喀琉斯的愤怒是私人的事 ， 同样是公共的事件3 第二，由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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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主人公的功能性和“非唯一性”特征，某些人如何能够完成如此任

务，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 史诗中提出的问题始终如下：有某人来完

成某种功能吗？只要愤怒的阿喀琉斯不完成他的功能，古希腊人就是

脆弱的当没有人完成赫克托耳的功能时，特洛伊就明显垮塌了 抛

开其他视角，史诗的直入本题的开端也具有更加深刻的个体意义：主

人公的描绘从不包括他的起源，至多是涉及他的谱系。 最后 ， 史诗从

来不触及平府，因为个体们是重要力散的集体的普遍体现，因而物种

与个体的关系是及时的、直接的C

我们从马克思关于现代人是偶然个体这个观念开始 ，能够理解小

说中个体描绘的优点与悖论。 这主要意味着，给主人公以名字或谱系

并非有助于我们对他的认识，情境不再提供他的性格和直接迹象。 只

有有机的共同体才能提供这种直接的印记，它确定其存在的必要功

能一一一瞥就能理解的功能 并规定这些功能所必需的人的类型。

这就是为什么在史诗中，行为与性格协调一致。 在古代的主要样式

中 ，这种经典格言是不适川的：尽管两人做的事相同 ， 但结果并不相

同 。 史诗主人公的行为从来不是相同的，这就是为什么其性格可以借 46

助他们的行为直接加以判断。 偶然的个体脱离这些巨大的集体整体，

依赖自己的唯一性 ． 至少获得自由的表象，随之他就成为小说严格意

义上的充满问题的个体。 对小说家来说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对成为主

人公过程的分析 ，甚至是这种分析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

因而 ，在小说人物的个性化中，我们拥有许多死胡同，这只能在这

里简单地提及。 在中产阶级史诗中，自我与外在世界普遍的二元对立

在人物描绘中经常会导致一种先验的枯燥乏味的选择。 当作者试图

从“客观世界＇＼从他的对象化中”推出＂偶然的个体时，结果他把性格

还原为一大堆的社会因素。 但是当作者设法描绘个体的偶然性格

时一一如此难以解释的朦胧实体一结果，他要么忽视要么违反“世

界”有效的客观自然，把他的主人公抛入偶然个体性的自由中。 显然 ，

史诗排除了这种二律背反 ，在那里，对象和人是统一的 ， 阿喀琉斯的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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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从主人公存在的角度加以再现。 另一方面，很明显，在小说中对

人的本真的呈现需要极为复杂的技巧和一种特有的个体的发现 ，特别

是，既然动机始终不确定、不清楚，无论什么时候，行为和性格都不协

调。 当小说家对主人公的描绘强调世界 ，强调客观的和社会的背景

时，现代读者一直对此加以反对 ， 因为这缺乏心理的真理，这纯粹指的

是 ：我相信这行为对应着社会力盘的相互作用，但是我怀疑，这对应着

这个特殊的个体。 另一方面 ，如果性格的偶然质性（在描绘中，这如同

他隐藏的行为动机）变成再现的焦点，那么他的事迹从人的角度是不

可信的，不再有趣。 最后，这一切导致我们早就从不同角度加以讨论

的结果：偶然个体的描绘需要一种虚假环境的创造，以便确保清晰的

个性化的条件。 《小说理论》的作者十分深刻地说，心理学（在现代小

说意义上）是替行为作假。 但是每一个虚假的环境如此必然 ， 以至于

47 现代作家被迫去创造 ， 以便消除他的作为偶然个体的人物的所有悖

论，并使这些人物看起来很自然。

另一方面，正是这些后果导致了成长小说( Bildungsroman, 又译教

育小说）的诞生，这是中产阶级史诗伟大的人道主义的战胜者。 这里

我们不仅仅谈及狭义的一种既定的小说类型，诸如 《汤姆 · 琼斯》

(Tom Jones) 、《威廉 · 迈斯特》 (Wilhelm Meister) 、 《绿衣海里希》 ( Der

grune Heinrich) 或者四部曲《约瑟》 ( Joseph) 的经典杰作属于这种类型。

这种小说不同于其他小说，仅仅因为教育过程本身作为行为的目标被

有意地提出来（歌德通过创造一种特有的“器官＂来强调这点） 。 这种

作品，甚至微小的作品，都在民主活跃、充满希望并在呼吁用＂新人＂的

创造以取代旧人的时期被写成。 不过 ，事实上，直到危机的开始，小说

一直描绘教育过程一一自我教育过程（这也适应后来小说不屈从于拜

物化的时期）——甚至其主题材料的直接意义是＂逆反教育＂，幻觉丧

失的时候。 这里，从小说历史开始，就明显出现的二元对立再次昭然：

鲁滨孙充满信心地学会了如何以中产阶级生产和消费的方式来掌握

自然，而格列弗 ( Culliver)在他教育旅行的结尾屈卑地理解到，他深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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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制度和道德观念与聪慧的马群的标准相比没有真正的人性。

不过，两者必须经历自我教育，原因有二。 第一，因为世界不是完成

的，不具有有机共同体的自然特征，而是处于持续的转型中。 当然，有

机共同体也有教育：每一个开始生活的个体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学会与

其自我保护相关的功能的实践。 但是每个人能够自信地利用对他一

生有效的知识：阿喀琉斯的价值抵制了时间的流逝，不能像堂吉诃德

那样令人吃惊。 中产阶级史诗的主人公必须学会有能力而不是现成

的知识，因为在其生命中，既定条件可能急剧姐变。 鲁滨孙在岛上不

得不面临和威廉 · 迈斯特或鲁班 · 鲁普雷(Lucien de Rubempre) 一样

不可预料的任务。 而且，作为偶然个体的小说主人公不断地超越存在

领域：社会各个层面和每种新的适应都需要新的能力。 这种持续的转

型不仅是小说兴起时期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幻觉的丧失是这种事 48

实所导致的，即青年一代在进入中产阶级社会的兴旺阶段时的伟大英

雄梦不可治疗地被呈现为幻觉；因而人们必须重新教育自已，以便继

续生活 。 从法布里热奥、拉斯蒂格纳克 (Rastignac) 到莫劳(Frederic

Moreau), 我们拥有了整代人的教育史。 日益增长的拜物化的中产阶

级社会更加难以理解，对某些人而言，它变得完全不可理喻。 狄更斯

最好的人物恰恰就是这些奢侈者，他们在黑暗中摸索，其谦卑的可怜

来自于他们完全不理解和漠视周围的世界。 在史诗宇宙中，也有不可

预测的因索，或者至少以前所不知道的事情 ： 奥林匹斯神灵或瓦尔哈

拉殿堂神的意志。 一个主人公没有神圣旨意的暗示，然而其他人知

道，通过预测事件自己就传递给他了 。 不过，即使神灵具有人的形式，

夭国的意志暗含着普遍的不可预测，这宇宙具有超越共同体的优越

性。 这是“有限的完成＂的世界自己必须屈从的事实，因为它的平衡与

和谐恰恰立足千其不能超越生活的领域 ，不过，在生活领域中无论什

么东西，都可以被所有人获得并认出来。 同时，卢卡奇在他的《美学》

中讨论的艺术普遍的拜物教功能，清楚地呈现在小说之中。 行为本身

只是一种向拜物教的世界特征的抗争，结果要么突破了拜物教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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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要么在它的墙壁前而绝望地偃旗息鼓。

由于世界及其在世界上行动的个体的内在结构，所以中产阶级史

诗要面临自我教育的问题，这是必然的 勹 就个体而言，自我教育涉及

一种漫长、痛苦而根本上可疑的运作。 在这个过程中 ，偶然的个体调

整自已，适应中产阶级社会的”自然规律”，找到他的出路，顺流而下或

是逆流而上。 而且，自我教育的曲线是一条堕落的曲线。 虽然在小说

史最初的几个世纪，小说忠实地模仿中产阶级进化论，以至于它把每

个个体视为事实上在双重意义上能够完美的，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

危机的几十年里，它形成了个体的对比，个体仍然能在一个他没有机

会这样做的社会里发展他的人格。 在 19 世纪后半叶，仍然流行的表

达逐步得到阐明 ：个体的偶然特征以及世界向“第二自然＂的转型都被

视为是确定的，不可逆转的。

49 尽管在其兴起期间自我教育主题堕落了，小说作为一种形式一

表达了一种观念，这种观念不能随着资木主义社会陷入危机~不

能被这样的堕落所贬损。 在马克思看来，“个体的偶然特征”意味着两

种完全不同的事悄 ：它用来暗示，个体通过竞争和拼搏的事件实现了

自己或者没有实现自己，但是它也显示出 ，在现实秩序或阶级中 ，在他

伟大或微不足道的整体中 ， 空间地位不再是他个人的质性 ， 而是他自

己活动的结果。 个体的偶然特征在第一种意义上是既定的经济结构

的产物，在第二种意义上它成为人性持久的结果。 当然，小说广泛地

涉及偶然个体的竞争性拼搏（巴尔扎克的陇子几乎涉及这些），但是它

的实质倾向是再现自我实现。 每一部名副其实的小说提出这个问题，

“人类怎么成就他自已呢？”尽管启蒙、激励或忽悠其作者的意识形态

也这样提出 。 答案也许充满希望 ，也许垂头丧气 ， 最终结果也许意指

人性的胜利或失败，但是过程本身，人寻求摆脱自己或迷失自已，创造

他自己或毁灭的过程本身 ，再现了一种人道化的价值，这种价值远远

超越了史诗所履行的功能。 而且 ，正是因为小说把偶然的个体以及虚

幻自由的主体作为起点，教育过程的结果才是悖论的。 不仅就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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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或是在原则上说，都是这样。 通过这种悖论，与史诗的预先注定

相对立的选择可能的观念进入了小说的世界观。 在陈述这种对立时，

我们必须避免现代的偏见。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再次允许把历史视为

一种可能选择的过程一—并且自从这种视角支配马克思主义学界的

一部分~不过，这种观

点视角不能毫无偏见地用于古代史诗。 当然，明显的是，当史诗主人

公接受他的命定时，他的命运、他的旅行是被预先注定的，不管他知不

知道这点。 但是，根据这种样式的拟人化宇宙的标准，史诗主人公把

自已提升到神的高度，并在那个宇宙确定了人的尊严。 原初的公众能

够按等级区别人和奥林匹斯神，但后辈不能够感觉这种区别，恰是因

为史诗再现的优点。 但是这种样式的氛闱排除了这种观念，即阿喀琉 50

斯能够成为瑟赛蒂兹 ( Thersi Les) 或者瑟赛蒂兹成为阿喀琉斯 ；就戏剧

性史诗而言，它的效果今天减弱了很多，它建立于一种情景，这种情景

那时看来很荒诞 ． 而现在成为我们喜剧图书中十分普通的技巧之一 ：

离奇与庄严被笸于现实环境中。 在市民社会以及小说中，个体根据独

立于共同体的选择进行发展的可能性经常导致一种质变，阿喀琉斯随

之降到瑟赛蒂兹的水平。 但是 ，甚至以此作为代价，人类有了“收获"'

囚为小说的人物转向了未来——他们自己的未来~而不是过去的

特殊视点，注入他们不可改变的存在境况中 。

到目前为止，分析的因素可以回答关千小说结构和写作的诸多间

题：经常提出来以便贬低这种新样式或显示其优越性的问题，这些间

题涉及形式的实质性理韶。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关涉小说中人际关

系的形式。

在史诗中，人物是潜在的或实际上的熟人。 这一方面是由于在他

们的生活领域始终极为稳固的血缘纽带，另一方面是对手在其中移动

的有限而明确的空间 ，最后是由千空间再现了有限的改变的”制度”或

”功能”这一事实。 在单一的共同休中 ，不仅因为个体彼此熟知，而且

我们只要看看瓶式绘画的对称就会明白，其他集体性活动都根据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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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组织，具有相同的典型的人类功能，完成这些功能的所有人即使

不熟悉也彼此知晓。

相反，在小说中，人际关系的起点是众多的中产阶级个人，这些人

居住在房里或公寓里 ，彼此隔绝，相互不认识。 最初，这种条件被从亲

密的家庭世界中建构公共领域的愿望所缓和。 不过，家庭中的联系从

来没有史诗中的血缘纽带那样普遍的影响力 。 黑格尔的评述是极为

重要的：个体不是家庭的产儿，而首先是市民社会的产物。 在史诗中，

祖先的亲密性记忆可以足够地避免人际关系中所有的摩擦或至少把

这些维持在有礼貌交流的习惯［参见格劳康(Glaucon) 和狄奥墨得斯

51 ( Oiomedes) 的事件］，然而在小说中，亲屈的提起纯粹只是显示现实的

人际关系。 而且，甚至家庭小说(roman.s de伈mille) , 也不能仅关注单

一的家庭，中产阶级个体彼此隐姓埋名 ， 完全决定了不同家庭之间的

关系。 开始，小说尽力赋予再现整个社会的幻觉，甚至在它后来被迫

限制其再现领域时，它也没有抛弃这种目的原则。 很显然，在以现代

社会为特征的空间扩展的单位中，人的彼此熟知是不可能的 ， 我还能

指出社会阶层和阶级的相对独立。

这些都是中产阶级史诗中和谐关系的冰冷而真实的障碍。 我们

已经给出了实质性的原因：不过 ， 个体的偶然特征揭示的仅仅是人格

的表层 ，而不是“实质性＂的人类特点。 只要一个共同体的归屈感也是

个人的实质性，那么这质性、人格实体就立即呈现出个人与他人的联

系 。 只有主人公有意想误导别人，如在《奥德赛》 ( Odyssey) 中经常发

生的，只有在这时才产生例外。 因而不可能获得任何人 ， 品个人的以

及最实体的存在。 咱们再次看看喜剧性史诗，当我们不再去寻找被英

雄光环笼罩着的阿喀琉斯而是注意到他最亲密的活动时，他在史诗中

就不再具有任何地位，只能以样式的滑稽模仿来处理。 无论布鲁姆先

生( Mr Bloom)说了什么，我们都不能说与他相同的东西。 在某些共同

体中，个人的实质的辨识借助于举止、习惯性姿态以及衣着的规范。

这一切意味着在有机的共同体世界，集体性活动以及集体性行为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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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始终揭示出人的实体性方面。 相反 ，在小说中，人们得努力去

获得这种实体的质性。 人们需要多次相互努力，才能在陌生人中间获

得相互的理解。 而且 ，小说不再倾向于呈现主人公的客观活动，这是

人际关系形式很难再现的另一个源泉。 我们能够以恩格斯对费尔巴

哈的反对意见，来概括人际关系的障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

（恩格斯说 ，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存在）不等同于他的实质。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 ， 小说发展了一种特有的关系结构：它以偶然

事件把自己强加到命中注定的人际关系的必然性上面。 小说以偶然

事件开始，然后取决于作者的意愿，因而这适合于私人的和独立人格 52

的描绘。 只有当两个主人公在街头事件、某种免费的邀请、无意评说

中偶然相遇时，才能最充分地概括出独立的私人个体的关系特征。 但

是偶然相遇必须从此开始合理地证明命中注定的必然性，换句话说，

它们必须暗示出主人公所走的道路不得不迎循既定的方向 。 这种命

中注定的必然性，几乎在每部小说结束时突出地自我宣称出来。 那

时，在理论上说，＂要不然也可能这样发生＂的悖论就被排除了，小说对

象的可信性通过可能王国中最可能变化的现实建立起来。

为了清理命中注定的必然性的意义 ，我们必须在这里讨论这个词

语的三种细微差别。 第一个在此词的哲学意义上不能被视为真正的

”命中注定的必然性＂。一旦人物被作者的专断建立关系，它就是指人

物”必须发生的事情＂ 。 必须在他们之间建立关系 ，要不然故事就会像

怀尔德(Thornton Wilder) 的习俗故事一样没有意义。 这纯粹是这种形

式的必要条件(conditio sine qua non) 。 （当然这种形式不像史诗，只能

产生于武断和偶然的避返。）第二种细微之处带有通常的拜物教内容 ：

每一个偶然事件的背后潜伏着严格的“宇宙规律” ，换言之，就是中产

阶级社会的自然法体系。 根据预先注定的必然性 ，小说开始就被赋予

的这种普遍的秩序，必须自我合理化。 第三种微妙之处类似于斯宾诺

莎称之为＂自我决定＂的东西 ：人自身影响着他是什么以及成为什么，

并且回过头来看，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喜欢，也是命中注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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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解可以适用于理韶爱悄故事。 想想科波菲尔德(David Copper

field)和阿格妮丝(Agnes) 之间的关系 。 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彼此紧

密地生活了儿年，没有察觉他们的暗恋，最终由于他们自己的行为和

性格的演变而结合在一起。 发生什么事，就取决于他们 ： 就是他们自

己的作为。 但是在其构建中，这件亦如此栦定，以至千它不仅能够呈

现为一种必然性，而且是命中注定的。

戈德曼关于小说形式与市场结构的同构理论在这里是最富有成

效的，因为它能够合理地解释偶然与命中注定的范畴。 市场上人们的

超返完全是出于偶然，在于它没有其他的“合理性＂和＂动机＂，只有交

53 换商品的欲望。 这种欲望不告诉我们有关人物的“实体＇＼起源或能

力，甚至就他们而言纯粹是偶然的，他们的存在也是不可预见的 。 马

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分析给我们提供了无与伦比的

自我与他者之间偶然接触与避适的现象学。 就相遇的人格而言，场合

与现象也证明是偶然的：人们不能从一个入的人格中推出他成为交换

行为的 广部分，他的产品成为商品、成功交换的对象的时刻，也不能从

中推出这种运作展开的环境。 相应地，当人们思考着一切－~人、其

存在、实体与资本主义”永恒的自然法＂，这些法律在每个方面看来对

个体的各种行为而言是不可改变的以及决定性的 它们证明是由

许多偶然的行为组成的 。 显然，当我们谈及市场行为与小说形式的结

构性类似时 ，我们想到的不是有意识的校仿。 马克思的分析指出，商

品拜物教首先在市场上实现，它以其自己的图像同质化了所有的社会

生活 ，也渗透了那些看似最亲密的领域。 因而 ，在艺术家作品中，这些

作为市场或商品的“普通的“现实力蜇即使没有出现，如果他根据商品

交换的结构，更准确地说 ，根据与之类似的艺术表达来安排他的人物

及行动，那么，这就是普遍化的拜物教和同质化力旦的结果。

偶然与命中注定的两极对立在某种程度上较之于史诗的预先注

定的“直线性“体现了一种退步。 一方面 ，偶然的东西只是私人的，因

而是平府的东西的再现，低于史诗的人类的普遍性。 另一方面，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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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身后实现他们自己的命定力岱的再现增加了“小说的散文性＂ 。 然

而就形式而言 ， 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新点：从偶然和命中注定的必然

的两极性中产生的行为张力 。 立足于不可预见性与期待元素基础上

的这种张力，来自这种事实，即我们不能预先知菹主人公的“偶然”相

遇 ，他们自已将和谁搅和在一起的命定，以及他们自己命运的本质。

在古代史诗中，在人的功能被执行了的地方，而且在命运给角色的分

配已经被流行的神话传递给读者的地方，读者看到功能被执行时，兴

奋感取代了从不可预测和期待中产生的悬念情感。 确定这两种印象 54

的等级，的确很困难。 但是，很显然，功能被执行时的兴奋是一种指向

过去的经验，正如史诗主人公的整个情感宇宙一样。 愉快感悄被这种

事实引起，即已经为读者所知的东西以一种个案的形式复苏了 。 这把

单纯的“认知”转变为捉惊，转变为自我认识，转变为自我审视 ，转变为

净化。 小说的读者虽然紧随主人公的脚步 ，但他也不在伦敦的烟雾中

模索，至少在任何重要作品中没有。 这里也最终是真实的，即从不可

见的聚焦看，小说的结尾把光明和阴影投回到其主人公脸上。 不过，

从读者角度看，这里不可能有预见，至多是一种以偶然遵适和偶然事

件朦胧地促成的预感。 它是如此预感，以至于读者在理论上有权质疑

（在结尾）作者终止他主人公旅行的方式。 另一方面 ，在特洛伊历史

中，在普遍流行的神话语境中，怀疑赫克托耳死亡的“合理性＂显然是

无意义的。 偶然的事件因而先验地引向未来 ，设计了选择。 在多部小

说中，这种可能性被预想的和拜物教的”自然法＂逻辑捣毁了 。 在作为

艺术作品的小说中，这个问题仍然保持着开放性 ：最终形成的普遍语

境是人物自我决定的结果，还是拜物教世界的自然法的坏的客观性结

果？相应地一一这也是一种选择-——从提高了的人类情感的预测中 ，

从读者体验这些印象以及在这些印象中丰富他的生活的欲望中能够

产生张力 ，但是正如缪塞(Musil)所注意到的，张力也能够下降到技巧

的层面，这纯粹以偶然的、矫揉造作的晦涩的语言奴役和迷惑我们，而

没有丰富我们的生活。 小说这种意识结构的创造认识到了选择，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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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可能性的选择。 偶然和命中注定的必然性的两极性是小说的结构

元素，其最深刻地扎根于时代中 ，最紧密地联结看市场社会：未来的史

诗形式将不得不超越它。 在每一个历史进步的时期能够再次呈现 ， 自
由的自我决定的史诗样式 ，将取代建立在拜物教必然性基础上的小说

55 结构，但是新的史诗仍然保持在原初模式的范围中 。 毫无疑间 ， 既然

人性不再是单一的有机共同体，那么，在主人公与其关系之间的纯客

观的相遇将是偶然的。 不过，在两个重要方面，看来可以超越小说的

结构。 首先，人类将迅速地脱掉笼罩在其他人周围的物化外壳。 结

果，入的实体，他们相互适应或独特的实质，将能够立即自我呈现 ，不

需要中介这将自动地消除偶然和必然之间的摆动。 第二，人类所有

可能性之一巳经被有效地实现了（我们所称的实现是自我实现），这种

可能性与纯粹已有的可能性相比，具有另外的价值和本体性地位。 不

管它是借助于主人公可能的命运平行展开，还是使某些潜能保持开

放，还是使用人物对照，那么，这些人物在自我实现中表达了另一种可

能性，这种新的史诗样式将能够比目前最伟大的小说赋予更重要的选

择观念。

这里就引入了小说时间处理的问题。 《小说理论》在这方面展现

了一种过分激进的方式 ：小说被视为和时间过程做斗争的样式，这种

斗争在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中达到了高潮，该作品发现了作为人类意

义的唯一”本真”时间的绵延 (duree) 。 这个概念同卢卡奇对小说概括

性的整体判断一样是值得争议的，而且是夸大了的，但是它的对比仍

然有效 ：在史诗中，没有严格意义的时间流，而小说与时间过程进行殊

死搏斗。 然而，甚至就史诗而言，我们必须避免文字上接受这种陈述：

每一系列行动本身都是一个时间过程，犹如从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

(Agamemnon) 之间的冲突伊始直到赫克托耳之死的过程。 不过，这种

连续性的特征是：我们与时俱进(tempora mutantur et nos mutamur in il

I心儿 卢卡奇细心地注意到，阿喀琉斯始终年轻，内斯特(Nestor) 始终

是年老而聪明的，海伦始终是美的，因为就作品而言只有在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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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意义的条件下，丧失的、逐渐消逝的时间力扯才在艺术性上变得

重要。 恰恰在史诗中排除了这种转变：命运是预先注定的，为未来执 56

行人类功能的人物的教育至多是一种背景性事件，如果主人公不能充

分地执行其功能，那么这种功能失误要么导致像骑士求爱这样的荒唐

的逸闻事件，要么是像在阿喀琉斯的例子中作为执行功能的一种过

程。 因而，显示人物不同阶段的开始和结束以及所有的过程（只要作

者安排角色的地方有时间过程），这些在理论上都与史诗结构相违背。

当歌德和席勒指出，所有与戏剧相对立的史诗形式强调了行为的方式

时，他们事实上发现了古代史诗的本质特征。 使用极其普遍的表达来

说，这种方式基本上揭示了我们称之为＂执行某人的功能＂的东西。 从

这个角度看，时间流仅仅是一个媒介，一个中性领域，人物在这里能够

采取命运赋予自己的一步步举措。 相反，小说的主人公是偶然的个

体，偶然和必然的两极性是这种样式的基本结构原则，这一事实把这

种形式推向未来。 因而，时间过程及其转变人的力量的价值和特征间

题，成为每次必须要加以解决的重要形式问题。

小说拥有许多模式来产生时间流的问题：我们简单地总结几种。

“倒叙" (flashback) 揭示了以往生命的时间过程，成长小说展现了生命

完成的时间维度，两者是时间流对立而相互补充的模式。 两者的共同

特征是，主人公不管是从开始还是在其生命中的某个时刻，他们总是

意识到时间过程及其重要性。 他们随之组织命运，至少对时间过程具

有评价性态度。 成长小说的模式普遍建立在这种事实上，即《汤姆·

琼斯》或《绿衣海里希》起初不知道浪费时间是什么意思，但是从对他

自己和别人很危险的这种条件被唤醒后，他就组织他生命的节奏。 我

们称之为评价态度的东西在小说演变的萎缩时期最流行。 卢卡奇说，

莫劳(Frederic Moreau)就是这方面的经典例证。 但是甚至通常那些只

记录其展开的空虚性的、对过去经验的消极狂热以及赋予特有的任意

选择时刻的价值，也促进了把时间流变为意识，并将之置于人类自我

意识的中心。 另一模式是历史的时间过程和个体生命节奏的变化，换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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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在过去几个世纪， 日益典型的经验就是 ： 在个体生命和历史过程

之间有一条深深的代沟。 这种悖论导致了小说特别丰富的起伏运动，

这种运动来自于梦，来自千不和谐的觉醒，来自于弥补失去的时间的

骚动的努力，来自于早熟的进步所导致的孤立，并来自于滞后产生的

心灵惊诧。 当然，小说中有持续的运动 ： 主人公犹如沿着他生命赤道

航行的航海家，从来不能达到与他开始时的那个相同的世界。 最后，

由于偶然事件和互作用的逻辑结果，某个瞬间在小说中具有决定性的

重要性，这是领悟或迷失机遇的时刻，但小说从现实行为退却到内心

体验的领域后，这个时刻取代了整体生命，取代了时间的飞跑，或至少

取代了现实行为的经验客体和原材料。

这些模式的共同元索是时间成了问题，换言之，成为一个不能完

成的任务 ，一项要人来解决的工程。 这就是在小说中，在所有小说中 ，

在这种形式本身中极有人性的东西，因为，这的确是因为，人从来不是

一个蠢钝的物种，用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争论的短语说，沉默的物种

(stumme Gattung) , 但是仍然有某种“蠢钝＂，以未加反思的和谐而消极

的方式表现极为狭窄的东西，阿喀琉斯、赫克托耳、西格弗尼里德

(Siegfried) 以这种方式经验了极有限的存在。 恰恰缺乏的是伦理问

题，感觉到人对他自已来说其实是一个道德问题，也许是要被解决的

一个谜。 相反，小说这种形式透露了人类生活的主耍伦理张力，时间

的缺乏，事实就是，我们的存在具有一个结束，因而我们不得不以这样

的方式使用赋予我们的时间过程，以至于得到瞬间的自我实现以及高

雅的人类发展的总体性。 虽然不同的小说可以给这种困境提供完全

不同的、通常是不清楚的或人性误导的答案，但是这种形式突破了消

极的和谐，因而支持了人类发展。

我们最后的结论建立在不平衡发展的历史－哲学观念的基础上，

这结论因而拒绝了小说的“充满问题＂的特征。 我们已经发现这种新

的史诗样式的悖论，在于它兴起千第一个“纯社会＂的社会（资本主

义），又依赖于这个社会，因而它在维护原初的结构并带来充分发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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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不得不同资本主义拜物化的所有间题做斗争。 与此同时，小说已 58

经创造了新颖的东西，这不能迷失在社会的社会中。 预先或尽力去勾

勒这种史诗样式的新发展不属千美学的任务。 但是从目前我们巳经

说的东西中可以看出 ，古典史诗的复兴之梦只是一种浪漫的幻觉；产

生史诗并传播史诗的有机共同体一去不复返了。 前方的路也在维护

中产阶级史诗的收获的同时进行转型。 结构的实质对应着一个功能

性使命：甚至在最拜物化的样板中，小说也强化了读者成为“社会的社

会＂的产物的意识，在所有非拜物教的例子中，小说给读者带来了认识

这种社会能够实现的最大人道化的可能性。 小说作为一种形式清楚

地显示了人道化在这个社会中可以拓展的范闱，对熟知的读者而言，

这是最有益的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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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三、超越艺术是什么？

论后现代理论

费伦茨 · 费赫尔

（一）

在右翼和左翼那里，“艺术终结”和”后现代性＂的讨论目前都是

理论话语的焦点少在这里我的意图井非是重新界定这些观念，这些

观念无论多么时髦，其概念内容往往是模糊不清的 。 我不是要去清理

它们的界定，而是要指出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分析某些生活综合征，正

是这些综合征使得这些概念变得很重要。

第一种悄结由质疑命名有效性的问题组成。 许多人追问，现代艺

术成为受人尊重、驯服的艺术，完美地整合到体制之后，还能继续称为

先锋派吗？如果不能，能够有比这种现代艺术更现代的艺术吗？（显

而易见，在名词前添加前缀＂新＂，称之为已经有点过时的＂新先锋

派＂，不会解决这个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相当重要的。 无论观察

者对现代艺术待何种态度，现代主义革命显然结束了 。 虽然先锋派没

@ 参见尤尔根 · 哈贝马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主义与后现

代主义》；彼特· 比格尔：《先锋派与当代美学》；安德拉斯· 哈桑：《探寻传统 ： 20 世纪 70 年

代的先锋派与后现代主义》 ， 皆载T New Cenn. 矶 Critique , 22 , Winter I 98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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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达到他们原初的许多目的 ，但是他们的确赢得了尊重。 不过，令人

尊重的先锋派在术语方面充满矛盾。 它引起的怀疑就是说 ，艺术和文

学迈上了穷途末路 ，普遍称为大写的“艺术”已经寿终正寝了。

第二种情结包含有关现代社会中的艺术和文学的制度化特征的 61

焦虑问题。 那些依赖大众社会、异化、拜物教与操纵（特别是大众传媒

的操纵）的社会学理论成长起来的人，总是倾向千把艺术视为一种社

会行为的网络，由于它深入地卷入重要的公共事件之中 ，所以完全不

能避免被制度化。 但是 ，正如马克斯 · 韦伯的细心读者所观察到的 ，

在这种社会中制度化是以合理化的符号展开的。 同时 ，这种形势主要

意味着 ，合理化是我们社会宇宙完全非理性的唯一港湾。 如果艺术一

方面像任何其他制度一样被理性化，另一方面它又呈现在世界包罗万

象的非理性面前，那么 ，它能够生存下去吗？

第三，这是绝望的陈述 ， 我们的世界令人害怕 ，接近千世界末日，

自我摧毁的社会潜能和技术潜能过于充足。 面临这些威胁，继续从事

大写艺术的生产 ，不是纯粹无意义吗？普通人就提出了这些问题 ， 但

这必然附和着阿多诺确切的表述 ： 奥斯维辛之后能够创作大写的艺

术吗？

最后，社会更不可能去区分＂高雅”和＂低俗＂、浅显和深刻、个体

性的有意味的艺术和大众生产的“浅显艺术”，尽管区分很重要。 这种

社会原则上不容忍精英人士，社会政治方面的两个极端都是工业设计

的标准化社会。 不用思考就可以知道，如果没有以上的区分，就几乎

不可能有大写的艺术，更不用说有艺术作品的评价了 。

所有这些理论 有的理论能够等同于某一个名字，有的理论在

千匿名的－集体的起源——始终没有清楚地预示“艺术的死亡＂ 。 但

是它们都是后现代性理论，因为它们皆没有再透视出早期先锋派运动

那种对乌托邦的自信。 相反 ， 它们皆直接地或间接地质疑继续从事

“艺术＂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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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比格尔 (Peter Biirger) 的“艺术制度" Q)理论是最清晰的、最连贯的

62 一种理论，它预示或者至少提示了有关艺术的衬会地位的决定性的结

构变化。 基本的观念就是 ，在所谓的历史性的先锋运动期间（其典型

是达达主义），艺术本身达到了清醒的自我意识，它把过去漫长的前历

史视为制度化的历史 。 比格尔把先锋派的决定性运动命名为＂历史

的”，因为它们第一次体现了真正的革命和突破 ，不过这种革命和突破

已经缩减到这种地步，它们非本真的承继者跟随其步伐，假装破坏偶

像 ，事实上心怀被博物馆收购的虚荣。

这里要理解的第—个范畴是主导风格庇护下的艺术发展的对比。

比格尔认为，在主导风格庇护下艺术的发展较之于脱离这些风格的新

的潜在发展而言，是漫长而异化的艺术前历史。 随着新的潜在发展，

艺术创造的所有“手段＂（动机、材料、技术解决办法等）逃离了以前使

用的特殊风格的束缚性语境。 在新时代 ， 它们能用千任何语境和任何

角色，只要有服务于理智设计人的蓝图 。 通过一个反例指出毕加索

( Picasso汃格里斯 (Juan Gris) 和布莱克 (Braque) 的拼贴是显然无用

的 ，在这里，甚至训练有素的眼睛一瞥，很可能轻易地把一个艺术家的

作品错认为另一人的作品 ， 因为当观众用艺术手段作为观察的基础

时 ，能够辨认出风格，但是辨认不出个体的艺术家。 理论的历史哲学

的自信不会被这种反驳所动摇 ， 因为风格首先就更接近于艺术制度的

重要观念。

在比格尔的理论中，人们找不到艺术制度的定义（这位理论家明

显认为，他的重要概论是自明的） ，而是找到了关于如何接近于情结的

极为详尽的说明。 艺术制度应该被理解为今天艺术的生产、接受和传

Q) Peter Burger, Die Theorie der A11antgar<ie, Frankfurt: Sulukamp,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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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三位一体，在艺术前历史中，这三方面都被制度化了，但是在不同

时期 ，方式是不同的。 下面，我将扼要地概括比格尔著作中勾画的艺

术制度的世界史 。

比格尔在艺术的世界历史中确定了三个基本的时期：神圣艺术时

期，这时间处于神权政治文化或者至少由宗教支配的文化中；归屈于

再现装饰宫廷仪式体系的艺术时期 ； 中产阶级艺术时期，作为中产阶

级自我意识表现的对象的艺术时期。 比格尔认为，三位一体的一个方

面一一传播在历史上没有经历任何激烈的变化。 在每个世界－历史 63

时间里，它牢固地被既定的特有领导的社会权力精英制度化。 不过，

生产和接受－挪用的情景与相互关系极不相同。 在神圣艺术时期，接

受和生产都是集体的。 在艺术作为宫廷仪式时期，生产是个体的，接

受是集体的，因为它由宫廷生活的框架或＂编舞术”组成。 在中产阶级

时期，生产和接受本质上是个体的。 不过，生产与接受仅仅是伪个体。

因为全面的异化贬低了创造或挪用艺术的框架中的每个特有制度，因

而也避免了真正个体性的生产和接受。 正是这种矛盾的情崇激发了

先锋派的造反。 正如比格尔所说：＂欧洲的先锋派可以被确定为对中

产阶级社会中的艺术地位的攻击。 被攻击的不是早期的艺术安排（一

种风格），而是超然于人的生活实践之外的艺术制度。叽）只有一条出

路：激进之路，捣毁艺术制度 ，完全实现非制度化的艺术和非艺术的生

活的融合。 这意味若艺术的终结。

以我之见，这种理论的主要弱点在于它没有很好地区分对象化和

制度化。 无疑，每部艺术作品是一种对象化，纯粹是因为它已经离开

了人类内在性王国（在这里设想其目的） ， 已经呈现为内在（认识的和

情感的）过程的最后结果，呈现为一种至少与某些主体间的规范和期

盼相和谐的一个产品，并具有一种可以借之用来进行主体间体验的形

式。 艺术作品的概念，以及它对接受者和其他对象化的影响，都具有

Q) Ibid. , p.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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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社会意义和预设。

这里 ，很适合回想起比格尔自已抛弃的一种重要的传统区分。 我

记得就是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 (Absolute Spirit ) 和客观精神(Objective

Spirit ) 的区分。 绝对精神包括宗教、艺术和哲学，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理

想的对象化，是制度和日常生活的组织中心，但它本身是不被制度化

的。 客观精神包括国家、政治和法律，人们现在还可以加上教堂和科

64 学。 客观精神本身属于制度层面，对黑格尔来说，艺术不屈千这个层

面。 我认为甚至在相当不同于黑格尔的哲学框架中，这种区分是重要

的、有效的。 也许两个层面的分化在原初形式上，进行了很鲜明的设

想。 人们可能以更为灵活的表述说，最少被制度化的绝对精神是哲

学。 因为，如果它是制度的，那么就丧失了原初意思和意义 。 最能被

制度化以及最多被制度化的是宗教，即使某些宗教派别强烈地拒绝合

适的奉献座位是教堂、是制度这种观念。 艺术处于两者之间。

为了理斛这种中间位笠，首先应该给出一个暂时的制度定义，然

后把这个定义应用于艺术存在的三个方面：生产、接受、传播。 除了呈

现于其中的“社会功用＂的必然元素之外（这元素普遍地与任何艺术

的概念相背），制度是一种主体间的建构物： (a) 它根据规则起作用，虽

然每个方面是如此有些理想 ，但至少日益如此 ； (b) 是规定的人类行

为，每个方面都是可以传授的 ，虽然有些不切实际，但日益如此； (C)倾

向于非个人的。 制度从来不会达到自动化的理想水平，但它们应该尽

可能地接近于这种理想。 现在，如果我们转向艺术（肯定完全被制度

化） ，从生产方面，我们立刻看到比格尔整体理念的某些严重的困境。

生产（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说是创作）艺术作品的过程很少是任何严格

的规则应用的结果。 即使人们应用普遍的规则，正如在建筑中 ， 在被

自然科学共同决定的艺术中，被决定的是艺术作品的技术，井非艺术

作品的形式。 唯一的例外可能是音乐，技术和形式大都重径在一起。

但是如果考察舞蹈或绘画，我们就会看到，在创作一部艺术作品中规

则的地位虽然存在，但在程度上日益减弱了 。 此外，当我们进一步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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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文学时，这种地位几乎降到零。 ”可传授性＂程度遵循若以前的模

式 ：在技术支配的地方，走向成功的行为规则就占据着支配地位。 但

是每一个音乐学校的明智学生都理解到，可以传授的是过去的音乐，

而不是未来的音乐，换言之 ， 不是他自已可能的音乐生产。 在每一个

技术发挥较少作用或没发挥作用的地方，这种制度化的第二个构成性

元素就在生产艺术作品中减少或失去了其作用。最后，就非人格而 65

言，艺术的对象化和它的制度化急剧分道扬镶。 根据韦伯的观察，虽

然现代性中制度日益非个人 ，但是艺术作品的对象化在这个时期更加

明显地带有个体性的印迹。

某些接受的前提条件始终被制度化。 最容易被制度化的接受方

面是接受发生的场合以及接受过程中艺术作品的公众反应。 但是可

以设想，在某种社会结构中，接受－挪用已完全屈从于规则，完全可传

授 ，绝对是非个人的，这种社会必定就是《1984》或《勇敢的新世界》

(Brave New World)所透视的社会。 可以承认 ，传播是三位一体中最容

易被制度化的方面。 豪瑟尔(Arnold Hauser) 已经令人信服地指出，在

任何社会语境中，艺术作品的自发性传播是一种浪漫的神话。 从最微

小和最同质的部落文化到我们时代庞大而异质的中产阶级文明，始终

有许多社会渠道或制度，提供艺术作品的传播，无论是个体创造的或

是集体创造的。 但是，假如生活在既定语境中的人们能够对这些制度

起作用的方式施加某些影响 ，那么被制度化的传播有什么错呢？

无论我们分析艺术的生产、接受，抑或传播，我们都将发现制度化

和非制度化的构成性元素，尽管后者多于前者。 因为，按照黑格尔的

标准，艺术的位登类似于宗教。 它属千绝对精神，也属于客观精神，在

整个历史中 ，它本质是制度的，也是非制度的。 （两个层面的差异是显

而易见的；艺术不会产生自我制度化的单一而特有的形式 ．然而宗教

是可能的。）因而，比格尔那种在艺术世界的危急关头捣毁艺术制度的

解放行为是一种激进观念 ，是文化革命一致性却误导的浪漫理论；的

确，是它的一种重要的版本。 它是一致的，因为比格尔最早攻击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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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作品，他试图以偶发或即兴的姿态废除自律艺术作品 。 这种即

66 兴是杜尚的雕像小便器，如果命名雕像不是对不再是对象而是行为

的产品的侮辱。 在弗朗斯(Anatole France) 的葬礼上，达达主义的聚会

也是如此C 同样，对比格尔来说，当即兴创作中体现的造反烟消云散

时，后现代时期就开始了，即便艺术作品是先锋的，它也被重新整合到

已过时的权利之中 。

我把比格尔的理论视为一种误导的文化革命理论，我不仅仅想到

的是在他的理论机制中呈现的不可根除的困境，我已经阐明了。 还有

两个特有的社会－道德方面内在于生活和艺术的社会理念中 ，我发现

这是充满问题的。 这就是生活的审美化和范式性艺术作品的消除。

生活的审美化主要是先锋派和后现代性世纪末(Ji几 de siecle) 的遗

产。 克里斯蒂瓦（灼isteva) 在作品中列举马拉美狂热的新浪潮绝非偶

然。 但是世纪末的唯美主义者从相反的方向接近这个问题。 虽然他

们不情愿颁布一个现代艺术的健康清单，但是他们的主要针对目标就

是中产阶级一技术时代的丑陋的、散文式的和非审美的（日常）生

活 。 他们希望，通过把丰富的艺术强有力地融入生活，以使这肮脏的

宇宙适宜于栖息。 相反，后现代主义者虽然也有生活问题，但主要关

注现代艺术，除了把生活和艺术融为一体之外，他们不希望挽救人类

敏感的生命之物。 在两种悄况下，真正的偶像造反者 、非马克思主义

时期的青年卢卡奇，早就对克尔恺郭尔及其所谓的“审美阶段”进行了

批评，这种批评可以适用于生活的审美化。。 卢卡奇强烈地反对生活

的审美化和“科学伦理学“即专家伦理学。 他警告，如果艺术变成生

活，那么生活就变为艺术，这意味着审美范畴不可接受地流入生活，这

意味着“生活的审美家“，天才与府才都将把同伴视为艺术对象。 现代

文学不乏这些生活的审美家，不过这是我们自己的个人体验。 生活和

艺术的融合意味着，生活的审美家可以对鲜活的存在者进行艺术实

@ 参见 Georg Luk6c s , • Esztf.Likai kullu1汇 (AesLheLic- culture ) , ln ljjukori muvek [ Earl y 

Wor伈] , Budape st: Magv如， 19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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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这当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题之一。 这意味着神圣的个人主

义、现代艺术的伦理学，施莱格尔 (Friedrich Schlegel) 称之为宗教的东

西，将亳不后悔地公开夸耀自已 。 天才诗人的个人主义暗示了生活就

是艺术，现代创造艺术所要求的恰恰就是这种道德性。 回到比格尔，

这意味着在生活和艺术的后现代融合中，在非对象化的偶然、即兴创 67

作取代艺术作品的过程中，生活将成为永恒的即兴创作。 正是这种生

活，这种连续的即兴创作，构成文化革命理论的方法论模式。

我的第二个反对，涉及后现代性理论对范式性艺术作品的消除。

这与比格尔的观念是一致的。 对千那些把客观化因而独立的艺术作

品存在视为异化的理论家而言，范式性的作品意味着更坏的东西，即

是对天才病态的狂热。 德国的后现代性理论家流露出对经典的歌德

发自内心的憎恨，这并非偶然。 虽然他们正确地认为，歌德是对艺术

家的自我几乎病态的狂热的最伟大的例子，但是他们都没有获得他的

有益的经验教训。事实上，范式性作品不是模仿的蓝图 ，而是指向新

的感受、情感和艺术经验的标杆。 如果缺乏这些，我们的生活就像没

有范式性人格一样贫乏，不过，这种人格不应该被视为虔诚的对象。

这最后的评论也许阐明了后现代主义者敌视范式性作品背后的秘密。

这里有一种巴布人 (Bahuvian) 平等主义的热情，渴望绝对的平

等，这种欲望不利于自律的艺术作品，因而间接地不利于这些艺术作

品中的自律的人类人格的可能性。 既然范式性作品是自律最终的浓

缩，那么我们可以在人类学上而不是在美学上来解释这种憎恨。 正是

这种专制的（人类的和道德的）色彩，致使后现代的激进理论问题

重重。

（三）

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理论的审美之维代表了第二种“艺术终

结＂的典型理论。 我想到的不是他死后出版的美学体系，而是他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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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理论，我认为这是他对艺术实质进行理论的历史的研究的核心。 阿

多诺的方法论模式是被人们不公正地忽视的韦伯的杰作《音乐社会

学》 (The Sociology of M因ic) 。 韦伯这部杰作具有一种极其简单的基本

68 观念。 韦伯把西方文明视为一种结构，这种结构由连续而彼此联系的

合理化领域构建而成。 他在这种普遍的体系中把音乐作为合理化体

系之一。 或者，换一种方式说，音乐成为西方文明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恰恰因为它是特有的理性化建构物，恰恰因为它是唯一一种通过最大

化组织和合理化而达到完美的艺术。 西方理性思维把音乐技术的所

有构成元素融合成为技术上可以控制和传授的结构形式。 音乐通过

同质化所有音乐结构因索，通过消除偶然的和多余的解决办法并创造

一种一致性的秩序 ，接近于数学的精确和完美。 对韦伯而言，到目前

为止，西方音乐中最伟大的人物巴赫就是当代的莱布尼茨 ，具有其特

有的和谐建构 (praestabilita harmonia) , 具有他的数学的理性，同时他

也是一位虔诚的清教徒。

阿多诺的理论－历史研究从这里开始，即音乐形式前进中的合理

化不仅达到了其辉煌的顶点，而且也第一次在音乐史上显示出这种逆

转的地方，即从晚期的维也纳古典主义那里开始。 对《庄严的弥撒》

(M issa Solemnis)或钢琴商锁体《作曲川 》 (Opus ill ) 的精彩分析是一部

哲学形态学，这是阿多诺奉献给托马斯 · 曼 ( Thomas Mann) 的《浮士

德博士》 (Doctor F attStus) 的形态学，这种分析以从未听见过的精确性

分析确定了绝对的合理化转变为无政府和非理性主义的时刻。 这种

令人愉悦的体系—直把声音组织成为一个秩序，一种集体的存在，它

突然呈现为对其个体性的压抑，因而激起了无政府的反抗。 数学上的

组织的音乐结构的宇宙，似乎是所有可然世界中最合理的一种，毫无

预见性地透视出潜伏在合理组织下面的非理性渣滓。 这恰恰是否定

的启蒙辩证法，从理性的高雅的希望和自傲的诺言转向理性工具性使

用，人们可以说是艾希曼 (Eichmannian) 的理性的用法，“理性“一词

在这里不再有任何严肃的意义，即根本没有道德的意义。 阿多诺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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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偏见的然而又不可忘怀地对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作曲家梅乐

( Mahler汃瓦格纳 ( Wagner) 、新维也纳音乐、斯特拉文斯基 (Stravin-

sky)深入的分析，就是立足于这种辩证法，即伪合理化的必然性以及

创造合理宇宙的不可能性。 只有这些作曲家同时把这种深层次的矛

盾情境转变为他们工作的基础，他们才能成功地创造真正的作品 。 这

些是真正范式性的艺术家。 同时，他们是有限的 ，必须是数拭上有限 69

的 。 在阿多诺敌视的呈现中，巴尔托认为自已已经在他所谓的新古典

主义的辉煌音乐表层下面 ，掌握了令人愤恨的无序状态 ，但是对阿多

诺而言，这仅仅是一种伪解决办法。 斯特拉文斯基假借着自律和创造

的秩序，培植不自由和非理性 ， 他同样走入了死胡同 。 几乎没有人能

够抵制现代普遍的反艺术倾向，这种倾向不可抵制地走向后现代性。

维也纳新音乐学派是西方作曲天才最后的伟大浪潮 。 之后，值得听的

音乐几乎不能出现了，“音乐终结＂的时代就必然降临了。 最后人们可

以看到，上面引过的阿多诺关于奥斯维辛之后创作艺术之不可能的评

述，不仅仅是粗浅一瞥。 而且，它有机地来自于启蒙堕落为艾希曼的

理性用法的理论。

对阿多诺的作为艺术终结时代的后现代性理论可以表达三种批

判的评述。

第一，整个理论，包括卢卡奇的晚年美学，是阿多诺所极力反对的

然而极密切地联系着的，它是一种历史－哲学的建构而不是从创作者

和艺术接受者的现实生活的观察中获得的合理预测。 就我而言，从－

种特有的历史哲学中推演出美学理论，并没有什么错。 从黑格尔到卢

卡奇的所有典型的艺术理论，或明或暗地依赖千从历史哲学中得来的

前提应 但是所有这些理论都是经典文化的热切支持者。 经典本身就

古典主义者卢卡奇而言可以是积极的，就绝望的阿多诺而言则是消极

的 ， 他坚持认为，艺术描绘了一种否定的辩证法，勋伯格(Schoenberg)

© 我（和阿格妮丝·赫勒）在这卷的第一章《 美学的必要性与不可改革性》中已经分

析了来自历史哲学的美学的必要性与悖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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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没有任何能够充分地面对严格设想的应该的规则 。 但是在这两

种情况下，理论家均草率地抛弃所有那些不适合他们的严格规定和经

典的新作品，并简单地把它们排除于他们的美学伊甸园之外。

我的第二个批判性评述是说出阿多诺艺术终结理论的伪理性主

义特征，就是从韦伯继承而来却未加批判地认同的伪理性主义 。 理由

是足够清楚的：这是阿多诺对非理性的纳粹之前的狂热艺术的不信

赖。 但是不论什么原因，这种夸张的独立性狂热抛弃了一大堆艺术的

新需求，这些需求展现在姿态中，而不是呈现在理性论证之中 ：即兴创

70 作、心理剧、叫喊等，不充分但是都表述了新需要的表现。 只要这些需

耍存在，人们，甚至艺术教育的裁决人就不能够合理地宣称新的创造

尝试提前就注定死亡。

第三种评价与上面的评述相连。 虽然比格尔的后现代性理论是

浪漫的渴求运动直接的和未加反思的表现，但是阿多诺的理论完全从

创造的世界排除了这种运动，以及与集体生活动力相连的接受者。 这

显然来自于他的《音乐籵会学导论》中听众的等级。 在儿乎应川于所

有听众的长长的贬义清单中 ， 有一个例外 ，这种听众类型被视为是本

真的 ， 即职业人士、专家 ，技术与理性的高雅牧师。 阿多诺理论的这种

不可根除的精英主义，不仅使他在大众社会中必然是悲观的，而且使

他对创造性成果备感惊诧，因为这些创造性成果纯粹不能从他的优势

地位中得到预见。

（四）

这里要分析的后现代性理论（或＂艺术终结＂）最后一种类型，几

乎不能联系名字，肯定不是关联所谓的名人。 它体现在言语、论文、散

漫的宣言与反文化的条目中（或者几种不同的反－文化中） ，在某种意

义上这愚钝地同化了比格尔的论证。 他们宣称，现代主义已经死了，

其中一些明确地说，现代艺术的代表人物已经成了叛逃者，已经向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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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收藏家和博物馆出卖了自已，而这些是他们早已激烈地批判的 。 但

是这种以后现代名义向现代性的宣战，绝不是怀疑的或绝望的，虽然

阿多诺自我挫败的合理性理论，甚至比格尔的对艺术制度不成功的造

反理论是这样的 ， 反文化的宣言可能大多数是表面的、浅油的，但是

它们只是挑衅的、乐观的和 自信的C 它们主要的设想是废除早期的贵

族时期区分＂高雅”和＂低俗＂文化的所有界线。 总之，其核心命题可

以概括为一种合谋的理论。 所有＂高雅”和＂低俗“艺术的区别是文化

领导权人为设定的产物，是被领导权丿」械所发现的，由补会渠道 ， 主要 7 1

是学院和大众媒介所传播的，是由这些领导权力掀所支配着的。 事实

七 ，＂ 高雅”和＂低俗＂的区分没有表达社会现实，而是表达了支配权的

急迫需要。 这种悄形的矛盾特征正如呈现在反文化的文献中一样 ，这

种特征被拉德洛蒂(S. Radn6Li ) 的重要论文《大众文化》正确地进行了

概括：

卷入高雅艺术的公众没有办法来界定高雅艺术本身 ， 除

非是否定地和排他地，通过拒绝大众文化来进行。 结果 ， 它

牢固地被势利小人的怀疑所包围着。 并且 ， 一方面 ， 高雅艺

术通过创造与其自己的共同体的不和谐以及与其他共同体

的不和谐产生，另一方面，文化工业 ， 通过为高雅艺术的有效

力量建立机制，共同地确保了 ，高雅文化的观众，作为趣味共

同体 ， 本身成为低俗， 更准确地说，成为大众文化的有机的构

成部分。＠

显然，这种定义牵强地诉诸康德的“非功利的愉悦＂ 。 自然，现代

性中所有审美的定义必定对抗着市场关系。 更重要的是，我们目睹了

两极彼此不相容，在早期文化中不是这样的。 所有主张对＂高雅”和

(I) S6.nJor Radn6 Li , 'M出沁 culture', chapter 4 of LI订 s volume, pp . 88 -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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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俗＂的等级持有牢固信念的文化 ，都把它们确定为“低俗的“东西 ，

视为是生活的必然组成元素。 高雅文化的人们分享着这种“低俗＂文

化，正如维克多尔的绅士们利用他们道德上谴责的妓院－样。现在在

文化史上第一次透视出两极关系成为不可调和的“敌视关系”，每一个

都希望毁灭对方。 前面我使用了＂合谋理论”这个术语来描绘反文化

对待某些＂高雅＂文化定义的态度。 现在还得补充说 ， ＂高雅＂文化的

人们不仅认为产生千侦探故事、通信报、迪斯科和大众媒介中的特有

文化是“低俗的”，而且认为是有毒的，将其视为某种如癌症肿瘤那样

应该从杜会有机体中割掉的东西。 我们清楚地面临若文化两层次的

战争状态，这种奇怪的形势需要加以解释。

基本的问题是，＂高雅”和＂低俗＂的区分来自哪儿？在所有自我

意识意义上的精英主义者和文化保守的社会中，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简

72 单的回答。 在神权政治国家 ， 正是社会的牧师阶层来界定文化 ； 在宫

廷社会 ，界定文化的人是统治者和他的随从。 文化中产阶级，著名的

文化中产阶级(Bildungsbiirgertum)不同千其伟大的前辈 ，不在千它更

少的自我意识，而是在千它更加宽容。 早期的文化类型只认为领导权

的文化价值和态度（＂高雅")是真正的文化。 “低俗＂的是非文化，但

是悖论的是，它又要作为生活的附腐物被容忍，在这种生活中，也要容

忍心灵与身体的二重性。 承认＂高雅”和＂低俗“都是文化的神圣王国

的让步，其精神类似于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解放犹太人一样。 但是 ， 这

种让步对文化中产阶级支配的社会的文化自我意识来说 ，是破坏性

的。 很快，这个新型的群体要求总体的平等 ，并通过其存在发挥着所

有需要的表现同质化和还原化的恐怖主义狂热。

尤其是两个因素促进了＂高雅＂与“低俗＂文化的自身意义和实践

之间的不合法则的关系 。 第一个是技术时代的充满问题的民主主义。

在这个时代，艺术作品离开了博物馆以及其唯一性存在的保护伞 ，走

向了表演场地 ，在这里它能够为成千上万的人所接触 ， 甚至只有被复

制时它才合法地存在。 这个时代的一个著名而热切的支持者，在本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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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著名论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看到了优点，几乎没有看

到新型创造的技术星座化中的缺点沙 就我而言，我愿把这种新时代

视为充满问题的，或至少良秀不齐的，因为这种完全削弱高雅与低俗、

浅显与实质、深刻与空虚的区别，是虚假地超越文化保守主义开创的

文化界线。 这种超越是合法的、激进的，因为它认可每个对自我创造

的平等的需求与平等的权利；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虚假的超越，因

为它把所有的自我创造的行为都视为是平等价值的行为－~这种观

点潜在地是专制意义上的集体主义。

促进＂高雅”和＂低俗＂文化之间的不协调的第二个因素可以在目

前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普遍标准之中见到。 准－宗教灵韵围绕茬逃到

诺尔－诺尔(Noa-Noa) 的高更，熟悉这种准－宗教灵韵的文化人，现在

带着尖酸的蔑视领会到，多亏有了通信卫星，在诺尔－诺尔的这些人

与亚利桑那的凤凰城里的人一样，一边啃着同样的肯德基，一边看着 73

同样的《无敌绿巨人》 （如 Incredible Hulk) 。 但是，这些蔑视地微笑着

的人易千忘记，这些平等化的倾向有可能按照统一性原则来选择和判

断这些产品，他们认为这些产品在全世界都屈于高雅文化。 即使在极

抽象的水平上，这里也不必要来分析统一的人类文化的优点。 我的问

题则相反。 审美理论常谈道，我们不再居住在共通感的世界中，在将

来的同质体中的确不再有这些共同体。 要追问的是，这些共同体根本

上还可能有没有？在这方面，有益的普遍标准及其生活－基础，即作

为艺术评价的共同基础的人类，反对而不是支待趣味的统一化。 作为

整体的人类不仅不可能变成单一的趣味共同体一一这的确会是一个

极权主义的疆梦——而且更重要的是，区域性趣味共同体的彻底消除

也将会消除文化中介，通过那些有益的等级化，每一个文化有共同的

价值判断的等级到现在已经形成，这种等级也传递给我们，即使我们

反复泣新思考它的特殊的判定，我们也必须接受那些有益的等级化。

(D ln 川uminaJ如心. tr. II叩-y Zohn, Fontana ,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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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是否接受或重新思考善与恶、低俗与高雅之间的传统阶级－

等级，仍然有一种等级的遗产，生活在文化真空、缺乏区域性趣味共同

体的我们，不会把任何这样的遗产传递给 大概看来——我们之后

的那些人。

但是，我绝不是想创造一个艺术上上帝缺失时期的新的浪漫的神

话，也不是设想我们现在面临着更多的生活形式的危机。 尤其是在文

化牛产、接受和传播生活中有两种冲突的倾向，我们还没有找到借以

能够协调它们矛盾的市场的社会渠道、制度。 一方面，有一种建立文

化的伪－民主主义，就是我上面分析的虚假平等世界的很有影响的倾

向 。 其支持者把所有有关艺术对象的等级秩序的价值 －判断视为是

创造权力领导权的尝试。 这是一种虚假的潮流，但是这种潮流保留着

把每个人普遍提升到文化世界的古代梦想。 非质性的自我创造的狂

热者要求，所有自我－创造的需要应该同样地被认可。 这无疑是一种

激进的需要。 另一方面，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在各种类型的人类活动

74 包括艺术活动中，有一种同样强烈而不可根除的倾向，就是去区别真

实与虚假、浅显与深刻、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东西。 这些基本的需要

类型现在处于冲突之中 。 但是 ， 对我而言，这不意味着“艺术的终结"

来临了。 因为我们处于后现代时期，具有这个过渡时期所意味的所有

的不协调，但是我们肯定不是处于后艺术的时代。

后记

我把这篇论文提交到一个研讨会之后，获得了对艺术不可根除的

需求的一个极意外的、强烈而令人信服的证据。一位极宽有敏感性的

妇女给我寄了—封信，我征得其同意发表了下面的一个长长的段落。

当然，一个人的文献仅仅是一种姿态。 但是姿态始终是需要的暗示 ，

这种需要是深层的。 事实上这是有说服力的 ：

你考察的命题 ， 即“艺术的终结＂，在我脑中回响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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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终结"、 “ 思想的终结"、"想象的终结＂ 。 只有核武器大

屠杀才能使之发生……就我而言 ， 艺术始终是我的日常生活

以及我与人们交往的极为实质性的一部分。 它拥有如此多

功能 ， 以至千我不能描绘得很全面 。 我的妈妈告诉我 ， 我小

时候在她的褽斗上烫焦了手指 ， 并通过说”秧鸡、秧鸡 ， 捕鸟

能手 ， 我巳烧焦了我的手指“ ， 抑制了抽泣，这说出来的东西

使得哭显得不必要，给我带来赞美和钦佩 ， 从那时起就作为

警告各种热的危险的家庭格言 。 我仍然以这种方式来处理

困顿。 我的姐姐去世时 ，我极度悲伤 ； 我儿周都有一种幻觉 ．

她在一个黑暗的童话般的森林里逃避我。 我尽力编织这个

故事 ， 但没有我可以写下来和表达的东西 。 那时 ， 我的父亲

找到年代久远的诗和寓言 ， 有效地抑制了我的痛苦 ， 我反复

吟咏 ， 我生活在其中 ， 正如在森林中的样子 ，但是有意义 ， 并

非强迫的 。 我少年时有强烈的有时是自杀的情绪 ， 倘若去咨

询医生是可以用药片治愈的 。 我的治愈直到现在是在我的

巨大的句子节奏和诗节模式库存中寻找这种情绪的节奏性

呈现。 我走过它 ， 跳过它 ，独自哼唱它 ， 正如某人心 中 的音调

一样，最后它通常充满了词语。 我一切骚动破碎之时，十四 75 

行诗这种严格而具有挑战性的形式自然就呈现了 ， 我的无意

识 ，并非有意识的心灵把将要考虑的一切事情反复地凝缩为

十四行诗歌这种极其灵活的形式。 我自己致力于这些诗篇 ，

不是作为我的创作来加以体验 ， 而是作为赋予我有助千我对

付 困境的东西 ， 它们的确极为成功 。 替代它的东西肯定会是

一个神经质的失败。 我最大的女儿处于青少年时 ， 有一段时

间 ，她问我几百种事情 ， 然而她似乎不能说什么 。 我的无意

识又来挽救 ， 很快赋予我以连续的 16 个故事 ，每天她放学回

来就急切地阅读这些故事。 这些故事不是关于我的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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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她的 ， 它们是有缺口的圆环 。 孩子们小的时候经常想听

有关我“小时候＂的故事 ， 我不喜欢把我的生活变成故事的理

念 ，特别是孩子们易于坚持说，故事从来没有变化，但我的确

为他们写作了故事系列，这些故事在一个虚构的背景中游戏

性地涉及我童年的事实 ， 他们快乐地辨识出什么是＂真实

的 ”， 什么是“编造的 ＂ 。 在这游戏的语境中，我能够给他们

谈许多事情 ，包括我儿童时的自已 。 孩子们有一种知道他们

的父母是谁的极其强烈的冲动 。 上周我写了两封信 ， 一封信

写给一位濒临死亡的我的至爱之人 ， 我不能立即去看望她。

我说的话必须具有最后诀别的充实的深度 ， 然而听起来是合

情合理的 ，甚至心情愉悦而不让她害怕 。 另一封信写给我因

某些原因不再给其写信的人 ，这是一位想要我写信但又不想

我解释的人。 在后面这种情况下 ， 我求助于梦。 它可以被轻

松地讲述－有些陷入疯狂一并且驶入一种语境中 ， 意咪

着整个事情，解释 我限制在这里一事实上任何需要解

释的事情 ， 而不直接地泄露什么或欺骗任何别的人。 在这两

种情况下 ，如果没有梦，我将是无助的 。 在某一个阶段，孩子

们和我都害怕永远地失去我们深深依恋的风景 。 在这种情

况下，我收集材料、布匹、纺线等，我们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

走过 ， 讨论什么才使之更加独特 ， 然后我坐下来为我们所有

人”制作” ， 即编织、打结、刺绣等等。 我可以不确定地以此方

式进行 ， 因为没有一天我真正不必求助于文学或艺术 。 我指

向的观众的范围和本质是变化的，当我为某人写作并且围绕

他的需求和环境创造了我表达的形式的时候 ， 我感到最幸

76 福 。 不过，在每种情况下，我都几乎意识到，这个人潜在地代

表了成百上千人 ， 他们犹如他一样欢迎这种“工作＂ 。 总而言

之 ： 文学对我来说是人类自由的表达和馈赌 ， 在我的生命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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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它是人类本质的真正核心 。 我自已过着生理上和精神

上受到限制的生活 。 我像如饥似渴地需要食物和饮料一样

需要文学 ， 从来不可能因为太多而不去探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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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众文化

山多尔 · 拉德洛蒂

艺术的合法性危机与自由解放奋斗是同一硬币的两面。 这种复

杂过程已经产生了现代艺术中高雅与低俗、流行与精英、府俗或大众

文化与真正艺术之间的二元对立。 艺术的自由解放意味着观看方式

与审美风格的动态多元化：选择的自由、艺术活动范围的扩大、标准与

价值自我决定的可能性不断提高以及对传统的批判性的阐述。 但是

艺术作品多样性存在随意地超越了规则，这种存在只有在同质的背景

中才是可能的。 这种多样性的形成涉及对统一的艺术概念的阐述c

因而在为艺术解放而斗争的过程中，两件事悄被融为一体。一是艺术

作品的特殊化：艺术的原创性成为艺术家内在规则的而不是外在规则

的一个功能。二是艺术作品被整合到普遍的艺术概念之中 。

以这种方式，不相关的领域从屈于统一的艺术概念，在这种过程

中，传统开始被重新解释。 18 世纪后半期，普遍概念逐步取代经典的

个体性的艺术、样式、惯例，也把所谓的美的自然性体系普遍化了 。 虽

然这些新的概念可以使精选的传统统一起来，声称为真正的艺术提供

唯一的界定 ， 但是它们也包含着一种内在的相反倾向，这种倾向就是

脱离特有的艺术作品 ，有时甚至超越这些作品，目的是获得更多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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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性。 现在，艺术作品的形而上学的使命是从它们形而上学的屈从地 78

位中斛放出来，这种使命要求艺术作品的自我决定。 这是巾每一部艺

术作品达到的，但它也是被艺术作品的哲学沉思所完成的，哲学沉思

必然用这种沉思的设想来面对它们 ，

德国浪漫主义是第一次艺术运动，在这里艺术的普遍概念整合了

几种异质的倾向，并变成一种独立的实体： 这就是施莱格尔 ( Ftiedrich

Schlegel) 著名的进步的普遍诗( progressive UniversaJpoesie) ., t, 在最初

的艺术哲学中同样可以看到艺术和艺术作品的解放。 谢林设想了天

才产品的自由，即他以个体艺术作品的自巾开始。 到最后，他不得不

创造一个排除了不自由作品的普遍艺术概念。 他这样区分审美产品

和普遍的艺术产品 ：

所有的审美创造原则上都是绝对自由的 ， 因为艺术家可

以被矛盾驱动进行创作，事实上只有被处于其自己本质的最

高领域的矛盾所驱动才进行创作 ； 而其他每种创造被处于实

际生产者之外的矛盾支持着 ， 因而在每种情况下有其自身之

外的一个目标。 这种独立于外在的目标是艺术的神圣性和

纯洁性的源泉，这走得如此之远，以至它不仅排除了所有纯

梓感官快乐的关联，后者主张艺木是野蛮人的真实本质 ； 排

除了功利的关联 ， 后者认为艺术只有在人类精神最高成就和

经济成就一致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 ， 它事实上排除了与关涉

道德性相关的任何事物的联系 。＠

＠对诺瓦利斯而言，诗是绝对的现实， 每 －个个体分享籽诗性的贞理＾ 当蒂克

(T虹k)把薄伽丘( 8o<'t'll<'Cio) 的作品整合到他的（幻觉》 (phantc,.s心）中时，后者就是前者的楷

模 但是这里，艺术作品作为个体性的碎片脱离了其参与者处于相互娱乐艺术作品而建构
的对话，同时这个框架本身不再是一个故事而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的艺术概念 ｀ 由于它的晋
遍性 ，这个框架用来展示更高雅的现实秩序。

® F. W. J. Scliclling, Sy.~tm1 of Tro心cendental Idea比m, Lr. Peter Heath, Charlotte,;.villP: 

Va. , 1978 ,p.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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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必然导致立足于自由基础上的独立的艺术概念。一种新的神

话学不能被单一诗人而只能被新的人类物种所发明，人类物种可以超

越单一的诗人。

如果一种新的有机的神话学，即伟大的浪漫主义运动的灵感可以

存在，那么自律的艺术作品与自律艺术的本体论概念将不再存在。 所

有艺术普遍的概念皆包含着自我消觥的维度和对自由的专制统治，包

含着主导或消除其他的艺术概念的欲望，尽管它们渗透的基本经验恰

恰是艺术作品的自由和多样性。 自由与多样性也意味着我们与艺术

活动的关系不再自明 。 解放的逆反一面因而是合法性危机。 普遍的

79 艺术概念被用来解决危机，确证艺术活动的合理性。 这个概念的现实

性是具有实际现实化的现实性，支持或者反对每部艺术作品与每种接

受行为。 但是每部艺术作品实际的现实化又同时支撑或反对这个概

念的现实性。 这就是为什么在既定艺术运动、传统或文化中，被视为

艺术的东西具有超越个体作品的某种前瞻性的原因。

这种“前－概念”，我称之为“向艺术的意愿＂，当然比它的概念化

和意识形态的构成、自然和普遍的艺术概念要宽泛得多。 但是 ，正是

这种构成，各种向艺术意愿概念的整合成为现代艺术最突出的特征。

这种普遍的概念即现代艺术的伟大的野心从来不能停止 ，其前瞻性从

来不能固定在任何一种形式上。 它始终不可能成为单数的。 就文化

史而言，这种普遍的概念只能以复数的形式存在。 在过去的二百年

里，固定的合法性巳经被动态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合法化所取代，这更

准确地被作为一种存在模式而不是—种危机。 个体的艺术作品主张

自由，不仅反对古老艺术的非 － 自律的地位，而且反对从历史哲学或

形而上学推演出来的所有普遍的艺术概念，并反对借以从传统、运动

或其他任何艺术作品中建构的所有艺术概念。 不过，这种独立宣言肯

定产生一种新的艺术概念，否则就陷入武断性和相对主义。 艺术概念

和艺术作品之间的争论不是理论与实践的矛盾 ，虽然通常被误韶，也

不是演绎解释和归纳解释之间的方法论矛盾，也不是意识和自发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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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一场斗争，而是在解放过程中美学的两种基本构成成分之间的张

力，这种张力内在于每一部艺术作品以及每一种解释之中。

这种动力普遍化涉及艺术接受结构的激进转型。 哥尔德斯密斯

(Oliver Goldsmi小）评论说：＂公众的惠顾已经取代了＇杰作的保

护＇ 。叨）过去的文化史证实了无限丰富的接受类型，每一种类型从社

会学的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可以确定的；相反，“公众＂的概念是抽象的，

它是异质的和变化的。 恰恰是公众对象的这种抽象性解放了艺术

家一—尽管不是以文艺复兴时期关于艺术家铁闻中讲过的英雄式的

方式 纯粹是由于公众定位的不可预测性。实际的冒险世界被可 80

预测性的理想支配着，这种理想作为艺术家和公众之间的调节器，本

身说明了他们之间的直接关系的消失以及日益抽象的特征。

这里我们可以方便地运用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的自由的工资劳

动者进行类比。 洛文塔尔(Leo Lowen小al) 从这方面分析了 1 8 世纪的

英国文化，描绘了文化市场的出现，文化市场伴随着作为生产者的艺

术家和作为消费者的公众以及中介制度的发展 ： 出版社、书商、可以借

书的图书馆以及面向趣味的杂志。 这种社会学的星座化在某种程度

上说明了艺术家对各种风格的运用和阐述。 在过渡时期，艺术家在公

众的惠顾和杰作的保护下生产作品。＠

艺术和公众的文化接受行为都是市场机制，其组织原则和市场原

则是完全一致的，都是抽象的，因为创作的和接受的主体都自巾地彼

此面对，脱离他们的传统语境而面临集中化的大众。 在资本主义之

前，公众始终出现在市场机制形成的地方。 文化市场和自由工资劳动

者也为艺术打开了不同类型的自由，包括不参与这种生产的自由 。 显

然，这种拒绝有助千艺术普遍概念的出现，这是通过区分的终极性艺

＠ 引自 Leo Lowenthal, 比er叩re , Popular Culture a,uJ Soc袒y, Englewood Cliffs, N. J. , 

1961,r.6 , 

@ 最显苦的例子是荷迦兹(Hogarth) , 弗雷德里克· 安塔勒 (Frederick Antal) 认为，他

持续保持杆变化的主题和公众的类型，有意识地从风格主义、巴洛克、洛可可和古典主义的

艺术库存中挑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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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作品及其与大众文化产品“生产性艺术＂的对立所实现的。。

现代艺术最盛行的图像是艺术家站在市场诱惑和他自己灵感的

十字路口 。 艺术家可以向世界说”不＂，因为他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把艺术作品视为一个“世界＂的理念是一个现代理念。 这是唯一的世

界一—－它是再现了被每个有文化的人掌握的千禧年的许诺王国、地球

上精选的很少的伊甸园，还是赋予法则和天才的独有领地－~回答在

方向和内容上可以有所不同。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对现存世界拒

斥的这个世界事实上屈于极少数人。 艺术作品作为一个独特的世界，

是一种新的世界观的预构，一种审美状态的预测或关于审美社会存在

的报告 总之，是人的乌托邦家园，是人类物种价值，是在民主意义

和贵族性方面可以确定的，甚至能够浸透于艺术家的人格之中 。

81 艺术概念的普遍化和艺术作品的日益个体化巳经建构了这栋乌

托邦大厦。 同样，艺术和艺术作品的宏伟的统一，包含着时代和人民 ，

以及个体作品的独立的总体性，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切断阐释的关联并

排除艺术作品的内在实体。 现代观念和现代经验认为，艺术作品是一

种形式，它的理智的建构能够大致从它的审美本质中推出来，而不是

从它的实质的定位和承诺中推出来，这种自由恰恰能够形成审美接受

的快乐，独立于意识形态的迎合，在这种意义上是非功利的 。 形式对

抗日常生活，正如席勒 (Schiller) 希望发生的，艺术呈现必须战胜现实，

其本身变成了现实。

@ 一方面马克思的批评注意到了艺术和文化屈从于市场的枷锁，另一方而浪漫主义

观念把艺术作为对市场诱惑的抵制，对普遍生活、府俗性和普遍的散文化的中产阶级生活进

行抵制，尽管后者具有精英主义倾向，但是两者并非激进地对立，正如某些学者所认为

的一例如，J 达维多夫(J. Davirlov) 分析了艺术与精英之间关系的哲学问题。经济学和浪

漫主义视角是互补的 。 这不仅在阿多诺、本雅明和马尔库塞那里通过最后两个传统的综合

得到了阐明．而且也在马克思的《剩余价伯理论》中得到了阐明：弥尔锁创作《失乐园》 ，他是

非生产劳动者 相反，为书商提供丁J广式劳动的作者，则是生产劳动者。 弥尔顿生产《失乐

园》 ，像蚕生产丝一样，是他天性的表现u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梊》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26 页。）即使自然的艺术活动的概念是古代的，使之与“社会的自然＂相对的

是完全浪漫的理念。 艺术是不能生产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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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自律的、普遍的艺术概念包含着审美宇宙的主张。 艺术所表

达的激进“否定“创造了一个深渊，这个深渊分离了艺术和现实，最明

显的证据就是存在若艺术作品和＂人工制品＂（作为“现实中的艺术作

品＂）之间的区分。 谢林关于审美产品和普通的艺术产品的理论区

分一早在 5 年前，施莱格尔对自巾的理性艺术和服务于需要的机械

艺术的区分（以＂功用的”和＂愉悦＂的形式）一都注意到高雅和低俗

艺术之间的鲜明对比。 两者都把这种对立的出现作为现代艺术的独

特性 。 施莱格尔写道：

完全漠视一切形式 ， 只渴求艺术材料 ，更加精细的观众

甚至只能从艺术家那里获得有趣的个体性。 如果某种东西

只具有强烈而新颖的效果 ， 那么观众就不关心它的方式和语

境，而是关心单一效果和完美整体的统一。 艺术的作用就是

满足这些需要。 然而在审美的跳蛋市场，大众诗 (Yolks

poesie) 和高雅诗 (Bontonpoesie) 均同时被提供出来 ， 甚至一

位形而上学家也不会徒劳地找寻适合其心情的某种东西。

那里有对北方神秘恐怖的喜爱者而言的北欧日耳曼民族的

或基督教的神话传说，有对诗有好感的喜爱者的食人颂诗，

有酷爱古代之人的古希腊服饰，有三寸不烂之舌的人们所喜

欢的骑士传奇，甚至还有德国腐才们所喜欢的民族诗 (Na

tionalpoesie) 。 但是你要从这些泛滥的各个方面搜集有趣的

个体性 ，这是徒劳的 。 传说故事的内容永远是空洞的。 每一

次快乐，欲望就更多，每一次欣赏，要求更高，最后满足的希 82 

望变得渺茫 ，越来越远。 新的变成旧的，唯一性的变成普通

的，魅力的刺激暗淡了 。、D

@ 片'riedrich SchJegel (1795) , Ueber 血s Studium der Gr比dii.fchen P位心e, In Seine 

Pro血SC加，1 luge, 心ichrift.en, Vol. I , Vienna, I 906, p. 9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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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征怎么不同于下面的呢？

但是既然观众有两种一一种是自由的、有教养的 ， 另

一种是由机械师、劳动者等构成的平庸大众一—－就应该也有

为第二种阶级的消遣而设置的比赛和展览 。 也有音乐来适

应他们的心灵 ； 因为正如他们的心灵歪曲了自然状态一样 ，

那儿也有歪曲的模式和不自然色彩的旋律。 －个人从对他

来说很自然的东西中接受快乐 ， 因而职业音乐家可以在低俗

观众前面实践这种低俗音乐。＠

首先的区别明显是平静地认可低俗艺术的存在。 但是这也许是

最无趣的方面，因为就亚里士多德的真正观点而言，这里的读者仍然

在黑暗中摸索；就在引述的句子前面，亚里士多德鲜明地拒绝容忍这

种类型。 但是这两种区分的结构是类似的吗？现代的公众、市场抽象

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一开始就被分割成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两个独

立的接受群体 ， 具有相应的不同的艺术类型。 在既定的例子中 ， 声

乐－器乐表演的歪曲变体对应着“府俗的大众＂，虽然可以认可原创的

艺术特征的扭曲，甚至自然的音乐规律。 在其他还没有文献保留的文

化史的故事中，甚至可以认为，在两个群体的“艺术”之间没有相同的

东西。 有教养的人不会认为未受教育的或陌生的野蛮人的平府娱乐

可能是艺术。

无论如何，亚里士多德没有一个艺术的普遍性概念。 他通过牵强

的类比使多种艺术一并非所有－~ 但是正是由于这种

原因 ，他绝非通过反思 正如伽达默尔所表达的反思 (Herau.srejlek

应r叨）一使艺术脱离内容的语境和影响的语境。 因而，在上面引述

中，音乐呈现于以快乐的方式“消磨时光＂，那种放松娱乐、熏陶消遣以

(I、 Aristot1七 ， Polit心, tr. Benjamin Jowell. New York, 1943, Vlll. 7. l342a, pp. 335 - 3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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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教育公民的语境之中 。Q)

只有在现代，高雅文化和指向大众生产的工具性的低俗文化才怒 83

目相视，作为一个概念统一体的分裂而敌视的部分，两者各自独立、自

我包含，然而也是彼此关联的复合体。 正如洛文塔尔所概括的情形：

＂大众文化的反概念就是艺术。飞）两者都是中产阶级时代的产物，其

中一个“肯定＂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机制，另一个对之加以＂否定” 。

显然，艺术普遍概念的意识形态的催生有助千各种现代艺术作品的诞

生。 无论在悲剧、弥赛亚、古典主义还是自然主义－教育的形式中 ，它

始终包含着社会乌托邦的王国。 的确，把内在于这种构建中的激进批

判和乌托邦的标准献给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解释学的重构，都是不可

取的。 ' 

然而 ，我愿意逆转解释的方向，回到我前面提及的观念。 根据这

种观点，对大众生产和文化t业的解释不能根据市场经济来弄清楚大

众文化的同质化。 这种大众的、封闭的统一体重新出现千每种新的定

义之中 ，它不能被市场生产所解释，因为这构成了一个总体的系统，市

场机制因而也被转变成为一个绝对的、理性的、社会解说原则。大众

文化的统一体的设想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也是市场的绝对普遍

化，它恰恰是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目的的需要：艺术概念的自我定

@ 显然 ，不可能概括出＂低俗＂与“商雅“艺术之间区别的前历史：文化史提供了无限

变化,, 甚至可以质疑我们是否在谈及“前历史＂，因为作品本身预设目的论和文化史的直线

演变，这些是我们不能找到痕迹的 在中世纪文化的各个不同时期．我们能称为“低俗”和

＂高雅＂的东西，也许指的是不平等的或独立的阶层的文化地位的相对界定，或者是根据不

同接受阶层的一种非分化的艺术惹愿；或者涉及无历史和记忆而留存的某种区域文化与那

时普遍散播的国际性的拉丁文化之间的一种对照。 但是所有这些观念都与现代低俗和窃雅

艺术的观念无关- 我们没必要去明确中世纪文化（或它的一个时期）是否是一个有机整体，

尽管它在许多特殊方而是；或者没必要去确定谈论两个或多个基本上彼此独立的文化是否

合法；没必要去决定中世纪文化是否统一了互补的（封建的和城市的．圣教的和世俗的）文

化，它是否有意图地整合或边缘化各种野蛮艺术 ， 无论如何，在这种文化（或这些文化）中，

特有的艺术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传统、祥式和艺术技巧却是不同的实体，没有包括一切艺术

的共同的艺术概念。 众所周知，艺术不是意味宥这样一个普遍概念。 在这个世界，没有单一

的艺术，仅有复数的艺术；因而，也就没有任何艺术的反概念。

® Lowenthal , 比erature,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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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 它呈现出一种反曲的乌托邦，积极乌托邦的消极的反面图像。 洛

文塔尔的名言也颠倒了：艺术的反－概念就是大众文化。

换言之，不仅艺术通过拒绝大众文化来解释大众文化，反之亦然c

根据前面引述的施莱格尔的段落，需要的实质丰密性与兴趣、娱乐和

欣赏的无限可能性，均遴循着相同的模式。 如果回想起文化工业在德

国 18 世纪末期还没有起作用，那时低俗和高雅文化之间的对比才第

一次得以阐明，那么，可以合法地主张，高雅艺术的概念不仅是资本化

过程中的文化理论的反映，不仅是对艺术商品化及其合理化的有关利

润的一种回应 即使它是这样——而且是这些机制的概念整合，这

种整合是＂自由的理性艺术”统一化的前提。

我们只得从这种假设开始，即正是高雅艺术本身使大众文化拜物

84 化，去思考高雅艺术和低俗艺术之间的二元对立的内在逻钜。 这如何

且为何能够发生呢？我的解释涉及动态社会的起源，甚至市场机制在

其中发挥的作用，但是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的。 我愿意回到这种论

点 ， 即现代艺术和现代艺术作品之所以开始发动解放之战，是因为艺

术活动的自明特征巳经消失了。 在这种形势下，自由的氛围有些稀沥

了 。 艺术作品在生活中的作用变得更加不确定，或者是多元决定性

的 ， 因而艺术家在生活中的作用变得更加抽象。 就我而言，来自于塔

科夫斯基(Tarkovsky) 的电影《卢布廖夫》 (Rublyov) 的一系列镜头，最

为显著地表达了艺术自明特征消失的悖论：其同时性的自由与抽象的

悖论。 在他脱离神圣传统的深层危机的极点 ， 《卢布廖夫》的反偶像画

家把仍然带蓿湿润染料的破布扔向白色的墙，这个地方就是为经典形

式的规定秩序中的神圣绘画而准备的。 在我的眼前，破布的无形式的

痕迹在空洞而自由的统一体中转变为艺术形式。

但是，抽象性没有在艺术作品的开放性中取代内容的自律，或者

接受与体验作品的多元主义的属性，抽象性也融入普遍的艺术概念之

中。 的确，这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始终是抽象的 。 文化使自己脱离了

物质文化 ，摆脱其原初的局部语境，再现那些可以被相对自由以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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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地选取的理智的价值的宇宙：它再现脱离直接的生活关系及其现

实的可能性。 文化、艺术和艺术作品变成自为的价值，文化本身与所

有以前的传统制度和所有的宗教文化相对立，变成主导的文化权力 。

在这种形势下 ，艺术的参照框架可以被质疑。 它不能从封闭的生

活语境和传统的相互关系中采取它的新参照点，而只得适应突破这些

关联网络的新动力。 艺术通过确定其自己的概念并在理论上区分自

已来成为它自己的参照框架。 新和旧、高雅与低俗构成了两组概念的

配对，在这种配对中，概念的区分与定义就出现了 。 旧等同千古代、古

老（民俗），等同于伟大的风格，它统摄夭真的和自然的一切事物。 新

等同于非实际的 ， 等同于探索、献身的追求、渴求，新将会发现或者不 85

会发现旧和永恒的艺术家囮的统一体。 这样 ，要么新把旧作自为的尺

度（形式上从简单的摸索到建立最普遍的形而上的尺度），要么它就只

满足低俗的需求。

艺术普遍概念出现的这种简单框架是从艺术自身材料而来的参

照点、标准以及反 － 概念的阐述，是现代艺术在古代之镜中的界定以

及艺术在伪艺术之镜中的界定。 只要这种框架变成动态的，那么它就

更加复杂。 并且，连续的艺术普遍概念开始建立在彼此的否定和再发

现的基础上。 但是在两对概念的相互关系中有一种早就存在的矛盾，

这种张力促进了动力的演化J 在真实与虚假、高雅与低俗的区分中，

主导的价值必定是原创性、个体性、新颖性。 然而另一方面，在新与旧

的对立中 ， 旧在某些方面必定是范式性的。 不过，后者也是新的 ， 因为

这种范式不是直接被提供的，而是通过一种选择的传统被提供的。 古

希腊艺术高贵的单纯性、基督教欧洲前拉斐尔时期的艺术的同质文

化、民间流行艺术、古老的民族艺术、原始艺术皆重新被发现了。

这些重新发现同时也是建构。 推行一种有选择的传统，始终比对

传统的直接而自明的继承更加是有问题的和暴力的过程。 在这过程

中古老的也许变成过时的，高贵的单纯变成“古典主义＂学院派空洞而

专制的规范，流行的形式和同质的文化也许变成一种非理性主义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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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席勒的天真变成心胸狭隘，自然的狂热变成为盲目地信赖科学制

造的自然主义。 普遍的艺术教义的接力赛继续发生，在这里，激进地

面对古老的东西的姿态变成自为的艺术价值和艺术的标准。

先锋派（或现代主义）的策略在这个词语被创造出来以及这个运

动的自我意识出现之前，就相当成形。 这种策略的一部分就是把任何

被视为过时的教义等同于低俗的、府俗的、大众的产品 。 大多数新的

艺术概念把它们直接的祖先推向反－概念，即大众文化，这种做法越

激进 ，就越能够提升它们的新颖性应同时 ，文化工业为最新的艺术创

86 新的大众生产而得以建立起来。 同样，时尚，一个比文化工业生产更

加具有包容性、更为基本的范畴，也成为最新的、原创的、艺术革新的

小贩。 在这种意义上，不断更新的艺术普遍概念找到了现成的材料，

它们借助这些材料自已呈现，只要它们把这些材料普遍地变成低俗或

大众文化。

过时与创新的这种交替以及以前高雅的艺术湮灭在低俗艺术的

领域［正如梯尼亚诺夫(Tinyanov)在《文学事实》 (The Literary Fact) 中

所显示的，甚至，以前低俗艺术也可以成为新的高雅艺术的基础］在过

去 150 年间普遍地、加速地发展。 在这种倾向中，我们能够辨认出一

种面向市场的方向，以及对新产品的系统性引入的需要。 新颖性在艺

术中变成如此重要的主导价值，以至于它已经支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排除了其他诸如美、和谐、比例、完满性以及客观形式这些价值。 不

过，走向市场不可能还原到这种事实，即文化已经变成经济的一部分。

有人设想，迎合大众消费的工业组织，部分刺激性强迫艺术家逃离大

众文化 ，使之沉醉于时新的东西，部分引诱他们冒险地实验新颖性 ，而

这种新颖性后来又被大众文化所吸收，这种设想是不充分的。 我不质

疑这种操纵的存在或可能性，我认为，任何还原到作为决定性因素的

Q) 是否拥有那些范围狭窄的或者众多的观众并不重要 ：拜罗伊特(Bayreutl1) 的粘英没

有把尼采的词汇转变成为拜罗伊特的乌合之众．因为那种公众的质性与数fi.l:已经随变化若

的判断而发生了变化，而不仅仅是因为尼采的艺术概念已经变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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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倾向，都是片面的。

人们也许会说，现代艺术表达的两种亟要的形式是艺术运动和独

立艺术作品 。 事实上，人们能够注意到，先锋派的所有批评都把伟大

的独立性的艺术作品作为其标准。 批评家建构起新与旧的对立，以摆

脱其传统语境的旧的独立杰作来与新的杰作对立。 只有那些现代真

正独立性的艺术作品才满足这个标准，因为它们“逆流而动＂ 。 根据这

种逻辑，现代主义先锋派也包括在主要“潮流＂即低俗文化的伪审关领

域的范畴。 这种低俗文化由那些无意地或有违初衷地服务于世界的

作品组成，这些作品并不与世界背道而驰。

如果不牵涉这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我想直接关注它和其对手共有

的结构。 不是在还原性经济定义上而是在整体文化意义上的市场 ，对

最独立性的艺术作品产生了影响，因为作品依赖于不为人知的异质的 87

公众接受，并且，为了达到艺术效果，它通过全球性地对抗任何其他显

在的或潜在的方案来区分自已。 对不为人知的公众的这种依赖变成

了艺术普遍概念的基础。 共同的价值标准可以运用到整个宇宙 ，为了

使价值有效以及为了这种共同的价值标准，普遍性以及超越封闭共同

体边界的艺术扩张和同质的观念范畴，都密切联系着共同权威性的假

设，这种价值标准可以与物质市场构成相互补充关系。 这样，人们可

以解释低廉的艺术和有价值的艺术之间的差异。 个体作品和运动作

为“财产”进入这种市场机制 。 原创性、独立的形式概念、典型的材料

的精选、一个新的艺术概念一一这些都是个体艺术家的私有财产，或

者是潮流和运动的集体财产。 ［正如魏勒 ( S皿one Weil) 正确理解的，

作者默默无名，这只能够在艺术没有自身价值即没有普遍概念的世界

秩序中设想。］在这个语境中，交换价值等同于普遍认可的新价值，虽

然这种交换行为相对立千物质交换，没有时间的限制；它可能是纯想

象的，并且没有普遍性的扯化标准。

正是从这种星座化中，我们才能理解新颖性的基本价值以及低俗

文化成为反概念的普遍化。 所有艺术作品依赖于接受者，这种期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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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本身的结构性元素。 我仍然认为 ： 中产阶级时代的艺术根据抽象

的（开放的）和自由的接受来得以估价，这种接受原则上能够整合完全

不同的文化－知识背景的接受者。 既然它想支撑起自己，那么这种抽

象化的估价只能否定地确定 ：通过它的非日常的特征、非此岸的特征、

古怪的特征、特殊性以及接受的失调性来加以确定。

每一部现代艺术作品产生了趣味和形式理念之间的张力。 这种

张力只能以艺术趣味和质性感知之间的历史性分离来加以恰当地评

定。因为一种新的艺术作品面对的不仅是一种趣味共同体，而且原则

上是所有以前的趣味共同体，所以每一种特殊的趣味共同体就成为自

律的艺术作品以及普遍的艺术概念的敌人。 每一种特有的趣味共同

88 体敌视主张普遍性的艺术作品—一作品从这种共同体中产生出来，因

为共同体抵制扩大。 这种共同体也是陌生的共同体，因为它们的传统

拒绝入1受。 因而，普遍化的主张显然不创造一种特有的趣味共同体不

协调（除非这个趣味共同体象征性地再现了所有其他的共同体）形成

的过程，而是在低俗文化的普遍范畴内部，统一了所有的特殊趣味共

同体的过程。 当然，特有的趣味共同体的弱化以及无趣味的世界共同

体的出现促进了这个过程。 但是普遍化倾向的敌人不仅仅是＂坏的“

趣味，其存在模式与所有的现存的趣味惯例构成了张力 。 这同一过程

的另一面则是，艺术作品变成与世隔绝的东西，变成一个宇宙、一个

单子。

如果我们要得出激进而合理的结论 ， 即艺术的普遍概念与趣味本

身相冲突那么这就涉及这种认识，即我们时代的高雅艺术不是创造

文化的艺术。 病态地支持文化进化的缓慢过程的因素是 ： 时新狂热，

艺术作品的孤立绝缘的个体性以及对纯粹维持价值或支撑价值的艺

术和艺术欣赏的贬低（正如在当前模仿或浅菏等范畴所营造的气氛所

表达的） 。 更加准确地说，如果现代艺术的存在模式真是产生和共同

趣味的不协调 ；如果本雅明的发现是有效的 ， 即波德莱尔期望被渴求

娱乐的漫不经心的、干扰的公众所接受，并因此利用了可计算的霖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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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如果真是在“传统与发明的漫长争论＂中（阿波里奈尔 ， Apo心

naire) 才诞生最伟大的现代艺术作品；并且倘若真是马雅科夫斯基

( Mayakovsky) 的格言“我们将要给共同趣味一耳光＂，仅仅是现代艺术

家典型行为的无情而极具煽动性的表述，那么，我们时代的高雅艺术

及其悖论的确是创造文化的艺术，因为它创造了它的对立面，大众文

化。 它产生了一种生活文化，以及在与其构成的张力中表达自已 。

卷入高雅艺术的公众没有办法来界定高雅艺术本身，除非否定地

且只有这样，通过拒绝大众文化。 结果 ， 它牢固地被势利小人的怀疑

所包围着。 并且，一方面高雅艺术通过创造与其自己的共同体的不和

谐以及与其他每种共同体的不和谐产生，另一方面文化工业通过为高

雅艺术的有效力趾建立机制 ，共同地确保了高雅文化的观众作为趣味 89

共同体本身成为低俗的，更准确地说，成为大众文化的有机的构成

部分。

至此，我已讨论了解放的高雅艺术及其自我解释，这种自我解释

根植于它的形式和存在模式之中。 这种自我解释，即艺术的普遍概念

具有两重性结构。 一方面，它是一种获得形式结构存在的倾向，联系

着向艺术的现代意愿，即处于艺术的生命中以及处千艺术作品之中；

另一方面，它是一种作为意识形态乌托邦的结果，这种乌托邦始终是

一种观念这种观念的物质现实化会导致自我矛盾。 到目前为止，我

把接受视为形式和艺术意图的有机组成部分。 不过，正如在实际接受

者中发生的，接受提出了新的间题。 讨论开始于艺术的自我解释，它

屈于高雅文化的领域。 不过，在此，问题产生了，除了这种自我解释之

外，还有没有把艺术王国区分为两部分的普遍标准。

在艾柯(Eco) 的论文《坏趣味的结构》中，他注意到了艺术的巨大

变化，并设想了先锋派与庸俗艺术的辩证关系 。 ”接受效果在以下文

化语境中产生平咐艺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艺术不被视为一系列多

样化运作中的内在技巧，而是被视为意识形式，这种形式由自为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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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创造产生，并有可能形成非功利的凝视观照。叽）坏的趣味和平庸艺

术的特征是被迫预制效果和竭力复制典型的艺术效果 ： ”当共同而流

行的文化不再出售艺术作品而是兜售作品的效果时，艺术家的反应则

是移向另一极端，他们自 已既不关心唤起效果也不关注作品本身，而

是注目千形成作品的过程。飞）既然如此，那么平庸艺术包含了艺术概

念并为艺术的出现做了贮备。 ＂革新设想与合理化的适应之间的持续

辩证法控制着大众文化的人类学情景；前者不断被后者所蒙骗 ， 因为

欣赏了后者的大多数公众事实上相信自己也就沉浸千前者的欣赏

之中 。，飞）

显然 ，我阐述的观念和艾柯的是一致的。 不过，他的注意力集中

于先锋派策略的诞生，这种策略是对获得牢固基础的平庙艺术的一种

回应，这种平席艺术是在市场经济对“艺术的谩骂＂的强力影响下产生

的 。 不仅先锋派和平庸艺术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而且它们相对的优

先性也是辩证的 ，这些都没有引起艾柯的关注。 这是对这个问题的有

90 些实用的限定 。 艾柯严格在大众文化中排除掉了信息的传播以及不

拥有艺术概念或不能称为艺术主张的一切东西，但是他只批评余留下

来的东西。

我们也许可以称后者为平庸艺术，正如艾柯所做的把它等同千坏

的趣味，但是在坏的趣味和无趣味性之间的极重要的关系问题仍然没

有得到解决。

一方面，艾柯的怀疑主义－现实主义观的概念框架排除了意在改

变大众文化无趣性的所有方案和理念，这种大众文化对趣味和精致的

文化极其漠然，而在精致文化中，日常生活的对象、“信息”和消遣都会

具有好的趣味和有目的创造的形式特征；另一方面，艾柯未加批判地

CD Umberto Eco,'La Strullura del Callivo Gusto• , In Apocalitt比i e lntegrnti,Milan, 1965, 

p.72. 

® Ibid. , pp. 74 - 75. 

Cl) Ibid. , p.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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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着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分离。 这是自然的，因为他是过去 10 年中

足有影响地总结两个世纪艺术为解放而斗争的经验的学者之一。 他

的著名的短语“开放的艺术作品＂［可以与歌德的“保持开放，永不封

闭" (oft gerundet , nie geschloss叨）相比较］，恰恰涉及这种现象，即现代

艺术作品拥有能力去砍断联系任何参照框架或接受者共同体的明晰

性的铁描。 古代的艺术作品在现代接受中也发生了相同的事悄，因为

接受的事实已经指向了开放性，更准确地说，用稍微不同于艾柯的表

述说，指向了”被打开的东西＂ 。 对于是否存在着评价低俗和高雅艺术

的普遍标准这个间题，恰恰只有古代艺术作品的现代接受才可以提供

重要的经验。

众所周知，一些经典作品变成了大众文化的一部分，降到了平庸

艺术的水平。 例如 ，阿多诺在他的研究《论音乐中的拜物特征与听力

的退化》中涉及这点 ，他涉及了某些贝多芬的交响乐。 艾柯的解释是 ，

在这种情况下，正式开放性不再有了 ： 接受的多样性不再彼此丰富，特

有的接受模式变成一种框架和普遍性，结果作品获得极度的清晰性。

由于这一过程，作品的风格式的“潜能”被耗尽了，被耗尽的东西呈现

出来就是平庸艺术。

这是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 不过问题是，我们是否就不能设想相

反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封闭的“平府艺术被打开了，作为艺术作品被

接受［例如，布洛赫(Ernst Bloch) "打开＂了梅(Kru·l May) 的作品，刺破

它的外壳，然后探究它，但是，他为＂大团圆＇＼地摊文学辩护］ 。 但是， 91

艾柯自已被迫否定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认为开放性不是一种主－

客关系而是一种客观的结构，一种在有证据的客观性中提供的潜能。

他写道 ， 明显”被耗尽＂的平庸艺术：

建立在惊讶和习以为常之间关系的基础上 ， 这种关系在

接受者那里唤起对诗性信 ，恩的特有结构的兴趣。 事实上，这

种交往关系现在面临着危机。 但是这种危机不预测关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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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结构的任何东西，这种结构从客观视角看始终没有改变 ，

如果消除所有的历史上确定的接受者的参照 。 这种信息必

定仍然包含着交往的潜能 ， 当作者想起一个理想的接受者

时，他就把这些潜能带入信息之中 。＠

不过，这是双重不可能的 。 历史确定的接受既不能从我们自己的

接受也不能从艺术家的“理想接受者＂中根除。 如果我希望在平庸艺

术、《乔康达夫人》 (Gioconda) 背景下”重新打开＂列奥纳多(Leon扛do)

的作品，那么我们不能从作为艺术作品生命的接受史中抹掉它，使其

变成平府艺术的系列事件。 （的确 ， ”事件”这术语已经是评价性的、

充满争议的，是一种选择性视角的表达。）无疑，在某种不同于艾柯概

念的意义上，还是有一种非时间性的接受，有艺术作品的复兴，的确 ，

随着时间的接受，其持续的生命，后者必定最终导致前者。 但是这种

非时间性义意味若一种客观主义上或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固定＂的先

验， 因为争论的并不是艺术作品起源的现实时刻的抽象困定 ， 而是作

品创作和接受者的生命之间流逝的时间的消除。 这种超－历史的方

式不能消除具体的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在这时间中，消除的行为本

身也在发生。 复兴这词暗指这点 ， 已经复兴的东西历史性地又流入到

艺术作品的生命中 。 可以以下面的方式简单地概括这两种接受方式

的特征 ：第一种是文化中既定作品的永恒的呈现；第二种是它的起源

个体性的重复（换言之，始终被重新解释并且被不同地解释） 。

开放和封闭 ：这些概念不可能具有普遍的评价意义。 作品没有被

某人“打开＂，它仍然是开放的。 艺术的解放逻辑必然导致这种认识，

92 即认为不存在艺术价值本身。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能够作为一种独

特艺术作品的价值是被设定的自为价值，这种价值预设了一种自为艺

术的普遍价值。 （因为艺术的普遍概念设想价值：它使自已与大众文

(I) Ibid. , p.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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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非价值构成对比。）两者由于个体自由的行为都缺乏它们的普遍

性，因为个体接受同样是自由的行为，并且它设想了其他的普遍价值。

如果艺术作品的接受史是它的生命，那么就不难通过揭示脱离接受的

某些客观的价值结构来确定接受是真实的或是错误的。 的确 ，从来没

有这样一种决定的东西，只有关于什么是低俗艺术、什么是高雅艺术

的争论。 艺术解放的整个过程仅仅是这种价值的论争。

这种论争达到哪个阶段了呢？最显著的因素是艺术作品不断增

加的开放性。 现在没有篇幅来讨论音乐、剧场、电影、诗或美术中开放

性的限制、参照物的消解、丰富性的减少。 不过，看来无疑的是，这个

过程本身就把普遍的接受自由有策略地整合到艺术作品本身之中了 ，

换言之，就是承认这种可计算的整合的不可能性。 艺术家甚至认为，

他自已与其作品的关系也可能仅仅是许多接受中的一种；他拒绝在创

作过程中发挥引导主要解释的独特作用。 这些新的潮流，有时称为

新－先锋派（或后现代主义），会产生一种伟大的风格，还值得怀疑。

无论如何，他们主张一种新的态度，批评追求宏大风格的普遍性，挑战

对反现代主义或新－先锋派的不准确或错误的规定。 理由在于 ， 这种

新的发展恰恰意味着，游戏性地、苦行地抛弃了现代主义先锋派倾向

于恐怖主义的能批。

这种能盐的抛弃在两个方面割断了艺术概念的普遍性。 第一，这

种观点减弱了对一个既定作品是否为艺术作品的兴趣。 游戏、实验、

实录和行为，作为自为的价值，挑战艺术作品的概念。 第二，与第一个

相联系，减弱了对这些自为产品的普遍性评价的兴趣，即对它们的普

遍可接受性的原理的兴趣的减弱 。 这与已经谈到的普遍的接受自由

的可计算的整合并不矛盾，它纯粹意味着承认接受自由，即许多人根

本不想接受一个既定的事物。 这种认识的最终结果也许是，艺术活动

和生活行为几乎是相同的。 这将会意味着，只有实践艺术的人才能成

为其接受者，生活方式的指涉开始取代艺术形式的指涉，这将会抛弃

对不为人知的接受者可计算的、有策略的整合。 这样一种偏执性的内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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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性特征已经呈现在许多现代艺术潮流中。 在这些条件下 ，艺术和生

活的自律、艺术和艺术的普遍概念都消失了 。 结果，低俗文化的普遍

化神话也瓦解了 。

那么，这就是低俗文化和高雅艺术的二元对立的解决办法吗？自

律的普遍艺术概念会被消除，艺术会被分割成无限多样、再现自明的

彼此漠视或彼此宽容的小群体和亚文化的艺术活动吗？假设在小群

体中最终的关系没有了等级，能够兴起一种创造的和生产性的审美自

由的宇宙，来取代普遍的艺术吗？立足于这种倾向基础上，每个人能

成为艺术家 ，审美领域不再独立于或超然地对立于生活而是一种内在

的民族精神，在这里这种乌托邦以及其内在的价值和标准是重要的，

但是不是普遍艺术的替代物。 我们不需要艺术的消除 ，而是需要改革

（或改革运动），这种改革将消除艺术和大众文化的对立性的互补性 ，

并且把小群体的审美的民族精神视为一种文化上革新的浅薄主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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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主义就其普遍的艺术价值的整合而言同样必须受到批评。。

总之，在下面的预想中，我自己的观点则是，现在有必要缓解艺术

的普遍概念，结束艺术解放之战。 卢卡奇晚年《美学》最后一章的题目

就是“艺术解放之战＂ 。 虽然我不再分享我老师的艺术哲学，但是我必

须回到他的范畴。 正如已显示的，我最主要把这场解放战争的存在视

为一个不能抹杀的事实，既然艺术在宗教宇宙中没有自为的价值，我

也承认，艺术的解放之战、它的自我解释、普遍化的张力主要是指向宗

教的普遍主义，至少在艺术起源方面是如此。 但是我认同卢卡奇的观 94

点，即审美的此岸性和宗教的超验性实质上如此矛盾，以至于如果我

0 为了有助于改革普遍的艺术概念，这种批评必须悖论地思考，创造艺术的小群体是
否真正抛弃了普遍的艺术概念或者说是否真的具有等级意识的新先锋派，结果，它们内在的

开放性和外在的封闭性（不是在贵族式而是在防御性 － 宽容主义上的封闭性）是纯粹的森
识形态的表象。 我正在思考两种批判的可能性。 第一，这些群体没有顺从阐述普遍的艺术
概念的主张，并且这祥的顺从事实上只是古老的动力的持续，断裂的新的循环，挑衅性地把

低俗文化的东西提升到高雅文化的行列之中。 如果批评说明事实真是如此，那么很清楚，高

雅－低俗二元对立再次被复制，虽然这本身对千思考若的艺术价值来说没有直接的意义。
第二，艺术的概念被抛弃了，但是尽管具有一种严肃而顺从的世俗精神，如我的普遍化的努
力没有抛弃。 这种态度也具有深层的根源。 让我谈及布莱希特，只有他的名字还留在黑板
上，那时，在戈达尔(Jean - luc Goclard) 的《中国姑娘） (Lo. Chinoise) 中，小群的无政府主义者

把利雅文化巨人之名字从黑板上抹掉之时，布莱希特发现，生活与幻觉主义艺术之间的矛盾
是不可容忍的，因而放弃自律艺术的慨念，支持在生活中的艺术作品的功用性和可运用性
他因此能够更加贴近大众文化；更准确地说，对布莱希特来说，意指低俗文化的不是原始寓

言 ．地摊小说，＂犯罪小说”，港湾、殖民、流浪者的异域情询，卡巴莱歌舞表演 (cabaret), 爵士

音乐，淫秽色情或者狂欢节和市场空间的“低俗艺术＂的逗乐而说教的效果，而是没有任何
生活戏义盲目地吸纳高雅文化。 对宜接生活的效果而非艺术效果的追求（当然在布莱希特

那里导致永恒的艺术效果）不可分割地联系若好战的教条，这教条拥有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导
方向的“坚实的知识＂，并且部分地想分享信息，部分地想以这个方向引导人民。 也是在这
第二种意义上，必然存在若某种教条的背景，一小群艺术家想传播和普退化的正是教条，虽

然他们抛弃了艺术概念。 他们完全拒绝高雅艺术以及过去的价值，把它们视为是对胜利者
的破坏。 （尼采关于文化本质是奴隶性的冷酷评论被瓦尔特 · 本雅明转变为文化批判。）马
尔库塞( He如rt 如1邱use) 在（论解放）（波士顿， 1969) 第 25一26 页中写菹：＂作为自巾社会的

可能性形式的审美出现在那样的发展阶段……在那阶段，审美价值（与审美真理）已经被垄
断和脱离现实的高雅文化弄崩溃了，并且消解于没有升华的＇低俗＇的破坏的形式中，在这
里，年轻人的憎恨爆发出笑声和歌唱，混沂若院碍和舞蹈地板、情爱剧和英雄主义。”这种解
放，结果是人类的解放不行不违背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和利益得以实现。 在小群体的文化革
命中，即在逾越它们日已边界的斗争中，自由的幻想变成其对立而－~事实强迫的幻想一一
没有保留看接受的开放性和自由的痕迹。 低俗文化与高雅艺术的二元对立的改革井非“浪
淆陌碍和舞蹈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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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注意到这种冲突，那么一些伟大的艺术时期在美学的主流中将是纯

粹的“反－运动”或“原始阶段＂，并且，“此岸性＂的某些本质内核可以

从但丁或乔托作品的超验的宗教躯壳中提取出来。 相反，我认为，我

们作为怀疑论者，在没有理念或宗教意识的共同体的情况下，能够成

为但丁或乔托作品的接受者，这是解放了的艺术深刻的特征和最重要

的成就之一。

而且，卢卡奇对现代艺术的诊断是，在现代主义先锋派中，审美态

度屈从于宗教意识（结构方向是宗教的，教义也是宗教的）和宗教需

要。 如果我们把这种思想线索的重点从先锋派转移开去，说”取代＂而

不是＂屈从＂，那么这种评价在某种意义上概括了整个解放的艺术战争

的特征。 卢卡奇在某处说，歌德和浪漫主义时代“是从面向客体的宗

教普遍性向局限于主体的宗教需要的转型的序幕＂觅普遍的排他性

艺术概念真正满足了宗教需要，提供了宗教的替代物，但是正如卢卡

奇所认为的，这不仅是艺术中某些问题倾向的特征，而且是在为解放

了的自律奋战中必要的能批－源泉。＠

宗教需要本身要依附的正是自律艺术的特殊性、乌托邦主义，更

准确地说，这种乌托邦主义部分地表现了普遍的艺术概念的准－宗教

结构。 康德把直接地挪用感性和审美现象的能力称为直觉理性，与推

论性理性相对，“从综合的普遍或整体的直觉移向特殊一—即从整体

到部分。 对整体的这种理解或再现不意味着可能要把部分综合力中

Q) Georg Lukacs , Die Eigenarr des Aestf四i.sc加n., Neu面oo and Berlin, 1963 , vol. 11, 

p.872. 

＠各种艺术的经典化遐循看自律的艺术规范的审美创造，并且被这种审美创造所取

代，因而解放了的规范－目的论的审美实体结构，在某种程度上重构了最高的目的论结构，

这种结构在过去的宗教文化中已经包含了整个世界本身。 这就是美学在古典和浪漫的德同

哲学中占据如此关键地位的原因，它作为一个调节器（康德、费希特），作为等级之顶点以及

普遍体系的研究方法（谢林），作为立足子体系的隐藏的结构原则之上的人类个体性和普遍

性（施莱格尔）的保证，正如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普遍的历史被自我意识的推理的辩证

理性建构，艺术作品本身作为一个被创造的总体性，一个有机自然有目的地建构的世界，成

为世界创选的模式或者剩余，但是无论如何是一个不同于既定世界的“他者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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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偶然性变成整体的圳定形式＂吼 这同样涉及神圣的目的论意识的

整体直觉，这种直觉已经安排了创造杰作的艺术天才的本性和目的意

识。 显然，艺术作品的直接的事实的”可挪用性“以及它的扭曲功能化

（即其日常功能和观点的悬置、多元化和开放化）是艺术概念的自律性

和普遍性的前提条件。

在艺术概念韶放过程中，艺术具有准宗教特征，并复制了恩惠、神 95

秘、神圣诺言、拯救、启示性期盼、揭示性与绝对性这些范畴。 勋伯格

在 1946 年给柯柯什卡(Oskar Kokoschka) 写的关千后者的追随者的一

封信中说：”不幸的是，像我自己的追随者也甚至更加钦羡亨德米斯

( Hindemilh) 、斯特拉文斯基和巴尔托一样，他也有许多神，克利

(Klee) 、康定斯基(Kandinsky) 等 。 然而＇你拥有一个上帝＇…．．．飞）我

挑选这个奇怪的文献，正是带有一种目的。 它清晰地显示了依附千艺

术的宗教需要的局限性 这些局限性随若需要本身而同时出现了 。

这些局限是其他艺术家把他们自己的艺术概念加以普遍化的自由，是

接受者熟悉并偏爱”其他神灵＂的自由，最后也是当年主张普遍性的普

遍化的情境特殊性。 正如在过去的 200 年里 ，艺术家必须把作品带到

精神市场上去，并考虑到陌生接受者的多变的语境化。 艺术多元主义

已经激怒了概念的一致化，它也阻止自已走向完美 ；换言之，它阻止任

何一个敌对的艺术概念取得最终胜利。

结束艺术解放之战以及达到这种解放的第一个条件，自从这场战

争伊始就在艺术概念中积极地起作用了 。 我指的是从个体性中形成

的普遍性以及在个体性基础上可以视为普遍的浒遍性。 如果这种演

化是一种解放的行为，那么，在这场战争中，自由的行为甚至专制就必

须经受自由的自我交往，经受马尔库塞的没有自我撤退的自由幻想：

自由地团结组合。 这种个体的普遍性，就其本质（并非其内容）而言、

(j) Lnmanuel Kant, 1'he C血Q匹<>/Ju1Lgm如， Ir. James C. M础ditb, Oxford, 1952, Part II , 

para. 77, p. 63. 

® Amolc.l Schoenberg , B屯fe, M吐nz, 1958, p.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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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着其他普遍性的个体”样本“以及个体接受的行为，它呈现的不是

审美普遍性的消除而是普遍性的弱化。 对抗着普遍性的无限性理念

以及艺术作品的永恒有效性和对立性，它强凋了有限性 因为在每

一个时代，在每一种接受行为之中 ，一些永恒作品的生命并没有继续 ，

而是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正是有限性和不断重新开始确保了接受

者共同建构的地位。

不过 ，这预设了进一步缩小范闸，拒绝把完美观念作为普遍性构

成元素 。 我在这里指的不是很久以前就抛弃了的经典的完美，而是认

为（以多种方式表达的），艺术作品的价值排除了它各部分的偶然特

96 征 。 但是偶然性能够从直觉理性建构整体之观念中被排除掉吗？接

受也许可以再现作品自我创造中的一个过程，在那里，偶然性可以在

结束的时候到来；在等级化的美学中，这可能称为高峰体验。 但是，由

于它的稀少性，这不能穷尽整个美学领域；由千其有限性，它也不能完

全凝固为永恒的客观价值的领域，而忽视事实上既定的接受者。这只

是某种程度上的统一性凝固，但它没有发生在现实的艺术接受中 。 在

现实接受中，艺术作品始终是一种现实的生活 ，不过在这里，作品把它

的生命事实上体验为以前的作品的蓄水池中：在文化中 。

这就把我们引向成功地结束艺术解放之战的第二个条件。 自律

的、普遍的艺术概念实质上只考察最高等级的艺术。 它希望，充分满

足艺术概念的艺术作品应该激起高峰体验，具有净化作用并改变接受

者的生命。 形成等级是合法的，正如里尔克 ( Rilke) 著名句子所表达

的乌托邦希望。 但是把等级的高峰和其他部分分割出来，这设立了高

雅文化、伟大作品集和低俗文化、其他艺术活动的同质化集合、最多样

特征产品之间的对立。 普迵的艺术概念的改革目标不应该把非普遍

的艺术（如非自为的艺术，区域性甚至狭窄的艺术，非对象化的艺术活

动，修饰的、娱乐的、本质上是说教的或功用的活动，意在维护和保存

价值的保守性模仿的艺术或者浅菏主义）排除在艺术概念之外。

这些实践艺术意愿的不同膜式不应该根据其缺乏个体性（如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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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调、连续剧、非个体的传统形式、一个主题的变体或模仿）或根据其

缺乏普遍性（如只涉及一个传统形式、共同体、群体或特有实体）从艺

术概念中被排除掉。艺术概念不应该排除缺乏趣味的任何自律观念

或形式的建构物，也不应该排除引导我们走向个体 － 普遍的艺术作品

的宽广的文化领域。 这再次呼吁保持一致—-要与人类对艺术的需

要保持一致，这种艺术需要潜伏在这些产品和人类活动之中 。

这种文化的重构，即艺术概念的扩大以及普遍性的弱化 ， 不意味

着有机文化特征的重构（即维护艺术从产生的传统的持续性的艺术偏 97

见）或者开始完全崭新地断裂传统的一种极其新的文化创造。 自然

地，这种论证不意味着是一种限制；它纯粹表达了这种理论理念，即两

者都是不可能的，所有试图在运用中保持一致将导致自我矛盾。 虽然

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裂痕不能胶合，但是这种裂痕会进一步被打

碎，以至千低俗文化的普遍性被去拜物化 ，艺术的普遍性也得到了

修正。

毕竟，结束解放之战不可能意味着抹杀解放之战的成就。 它不可

能消除伽达默尔所谓的审美意识的异化： . 

过去宗教意义上重要的文化艺术家都以这种意图创造

其艺术作品，他认为，他的创作应该根据它所说的和所呈现

的来接受，它应该在人们群居的世界中占有一席之位。 艺术

意识 审美意识一—汝台终屈居于从艺术作品本身中产生

的直接的真理主张之下 。 这样，当我们根据作品的审美质性

判断艺术作品时，我们颇为熟悉的某种东西被异化了 。 当我

们自已退缩，不再向控制我们的直接主张敞开时 ， 这种审美

判断的异化也始终发生着。 因而在《真理与方法》中我反思

的一个起点就是，主张在艺术经验中的有其权利的审美霸

权 ， 与使我们面对作品本身的本真经验相比较，表现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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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异化。。

我己设法思考这个问题，并设想生活与艺术距离的新的缩短如何

在理论上变得可能。 要消除这种异化在动态的社会中不仅不可能 ，而

且甚至是不合理的。 之所以不合理 ，是因为那种把归属世界作为认识

要求的独特性，会消除艺术作品批评世界的功能。 这种批评功能之所

以会被消除，是因为其审美特征的待续而普遍的东西（以及在每种接

受的新行为中）屈从千它的直接的真理主张，它直接掌握现实的需要 ；

最后 ，它能够吸收和整合时新的现实。 虽然艺术作品的价值界定不断

从接受实践中唤起，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界定在于艺术作品的结构

特征 ：它不提出关于获取了什么东西这种直接主张， 即是说，它的“经

验现实“是开放的或者可以被“打开＂ 。 这是艺术乌托邦特征的源泉，

这种源泉既存在于多元的动态世界最重要的艺术作品中，也存在于过

去的伟大作品中 。

但是在非普遍的和低俗的艺术中，也可以辨识出批评功能和乌托

邦冲动 。 它们内在于向艺术的意愿中 ， 内在于艺术的需求中 。 可观察

到的例子是在每种艺术创造性之中，在创造新的事物的形式，甚至在

退步的消费中 ， 在梦和草率的幻想、逃遁主义、节日性和礼赞、感性、美

的表象、大团圆的渴求、庄严、分配性公正、净化、游戏和力批之中。 当

然，不能忽视的是 ， 文化工业建立起来是为了所有这些东西的机械的

大众生产 ，并历经了许多类型的自我批评；并且，通过机械化的预制形

式，这些希望和意愿变成了需求。 大众文化的神话学由洛文塔尔以传

记的形式分析了，罗兰 · 巴特( Roland Ba,thes)用多个领域的例子阐释

了大众文化的神话学，这种神话学在这种语境中的确形成了 。 值得注

意的是，巴特使用了复数形式的神话学，这暗示了它们和古代文化的

单一的强有力的神话学之间的决定性矛盾。 这些新的神话学是微弱

(D Haris-Georg Gadamer, Philvsoph如l Hem1eneut心， tr. David E. Llnge, Berke.Ic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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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为它们不赋予生活以形式，而是作为一种补偿。 反对世界的高

雅文化与处千世界之中的低俗文化之间的对立，最终证明是没有根据

的，甚至低俗文化的大众生产也意在创造其他的世界。 它强调自己的

建构是幻觉，目的是以互补或补偿的元素同生活相对立 ，或者它把幻

觉融入生活之中 ，激励对幻觉的体验，作为现实生活的幻觉复制幻觉。

真正的矛盾处于高雅文化中的普遍的开放的形式观念和低俗文化的

普遍的（即整合的、拜物化的、神话学的、本身缺乏的）封闭意识形态之

间 ~ 但是低俗文化微弱的源泉正在于封闭性和普遍性之间，以及生活

方式和替代生活之间的持续而激烈的矛盾。 这种微弱性有可能使得

大众文化个体化，打破其普遍性，而不是捣毁低俗文化。 大众文化是

一种封闭的意识形态，而这种封闭的意识形态在每种个体性的接受语

境中可以被“打开＂，可以超越它的既定语境。

（费伦茨 · 费赫尔、约翰 · 菲吉德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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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论欧里庇得斯的戏剧

G.M . 托马斯

血淋淋的吸血之神，英雄的赫拉斯，郡光闪闪的军队 、尸体、陇鬼、

诗人的奥林匹斯之神 读者如杨树之叶一样瑟瑟发抖，像阿波罗摇

动的月桂树一样战栗。 结果最后，他迷迷糊糊地被放纵的古典的美人

、海伦所吸引 。 他最终受到这种超自然的钢铁框架力批的侵犯。 最后，

他俯卧于这种力械之下，这种力址数世纪已经被验证为仅仅是人性学

派。 读者说 ，这足够平等，足够宽恕我们的弱点和内疚 ， 我们对”之前

的与反抗性的东西＂厌烦至极，对规矩、例外和慰藉厌烦至极，我们讨

厌对意图和后果进行半心半意的评价 ， 讨厌理解，讨厌接受脆弱之缘

巾 ，讨厌阉割英雄，讨厌把真正的力批化解为没有力扯的证据。 我们

不再需要谨小慎微和中庸之道。 让山谷喷发大火，让森林犹如火炬一

样熊熊燃烧，让狂喜之精神渗透进我们的鲜血，让我们流浪在命运所

设定的道路上，让我们舞动起来，让我们不再需要任何中介 ！ 这就是

读者讨论的方式 ， 当他选择这样谈论时就谈到了尼采。

亚里士多德说，欧里庇得斯是最悲剧的诗人。 尼采说， 欧里庇得

斯是一位鳖脚的现代文人 在他之后所有那些羞于成为那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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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出现了。 同样，在尼采之后 ， 这是文化的判断，思想被悬笠了，尽管

人们还在思考。

那么，在这过程中，焦点是什么呢？

尼采在 1870 年至 1 87 1 年的法国－普鲁士战争期间写作了他的

著作《悲剧的诞生 ：来自音乐的精神》 ( The Birth qf Tragedy From the 

Spirit of Mu.sic) 。 此书希望，非基督教的艺术、宗教和折学仍然是可能 104

的 。 瓦格纳的异教－德国的音乐之声，叔本华那痛苦而优雅的觉醒，

对他来说就是这种可能性之证据。 即使在欧洲，非基督教的东西成为

可能 ，那么人道主义梦想也许可以实现：古希腊的东西能够得到复兴。

但是如果可能 ，应该忘却所有那些的确是古希腊却又导向基督教的一

切东西。 我们这个世纪伟大的异教神学家，西门 ． 魏勒(Simone Weil) 

清醒地意识到，一条如以西结 ( Ezekiel) 开辟的大道一样宽广的逍路，

从克利西安(Cleanthes) 的 《宙斯之歌》 (Zeus HJmn) 走向福音书。 不

过 ，尼采是基督教的对抗者 ， 他也较早地明白这点。 他评论道，苏格拉

底的庞鬼哲学已经用思想站污了艺术与宗教。 一种没有绝对真理的

宗教对启示来说是陌生的。 灵感对宗教和艺术同等重要。 当然甚至

尼采也没走得那么远，去说苏格拉底已经改变了古希腊宗教的意义 ，

事实上，《旧约》的教义流露着受难耶稣血液之气味，这种教义完全不

同千苏格拉底。

尼采认为，苏格拉底的过失是寻觅普遍的真理。 对每个人皆有效

的道德真理创造了平等的最低层次。 这适用于非突出或非有力址或

非例外的那些人的利益。 对古希腊而言，竞赛的支持者自已意识到具

有忌妒的原罪；古希腊把所有过度的和非中府的东西标为傲脱神明；

对之拒绝并加以惩罚 ， 最著名的傲慢是苏格拉底的傲慢，他已经为此

而受到惩罚 尼采认为 ，一种低俗的精神即是乌合之众的稍神 ， 它在

这种傲慢中表达出对优胜生活的忌妒，这种生活为死亡做了准备。 尼

采不介意说，正是民主一一通常等同千乌合之众之精神——置苏格拉

底于死地。 虽然他不憎恨民主 ，但在这一点上他与之是一致的。 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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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性(asebe囚）的哲学家只好被流放或者被毒死，因为就信仰而言，不

允许把人类的逍德规范应用于超越人类的、血腥的、放纵的、淫荡的神

之中 。 苏格拉底、怀疑主义者及其后辈、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皆相信，一

位罪恶之神不是神，而是充满幻想的打油诗人的纯粹捏造C, 对他们来

说，神正论——对神如何与为何承受此岸世界罪恶的回答 比残酷

105 而狂喜的信仰本身更重要。 根据这种神」E论，处于这个世界高位的罪

恶都是罪恶，正如神性本身是善一样，善不仅是纯粹的愿望，而且是宇

宙的圆满。

尼采认为，这种对善的信仰创造了弱者的规则、控制了强有力的

暴力 。 它也因此弱化了插入天国与公海之中创造神的剑之弧。 愚蠢

者、没有天赋者、没有灵感者、整脚者、杂种的忌妒使得准神、新贵者、

立法者名誉扫地。 沉思挫伤了行动。 生命的自然色泽被真与善的沉

思的苍白投射弄得支离破碎。 “克里托，我们应该唤醒医药神阿斯克

勒庇俄斯。“苏格拉底说 ． “我要死了 ， 我欠了治疗之神很多＂ 。 尼采解

释说，生命是病陇，死亡才是治愈。

那么，哲学是死亡之恶鹰。

尼采的目标（他认为是古希腊的）是：精神健全要从堕落、单调、曲

解中，从福音书的卑贱道德性和奴仆之忧郁中恢复。 虽然在《偶像的

黄昏》中，在他捣毁偶像之前，他不再相信不可表达的瓦格纳的音乐幻

觉，但是他对苏格拉底的憎恨没有减弱。 尼采认为，他看到了苏格拉

底面孔上尿卑微的、受压制的标志。 苏格拉底的对话是被扭曲的、净

化的色情主义。 但他在其他地方说，苏格拉底是伟大的色悄主义者。

这里，尼采肯定隐藏了什么，因而充满着明显的矛盾。 古希腊文化在

很大程度上是由同性恋打造的，虽然在尼采的时代，同性恋仅仅影响

到牛津和剑桥贵族的亚文化，普鲁士军官精英团体的亚文化。 完全可

以理解 ，生活在瓦格纳环境中的尼采在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

肤浅而悲悄的故事的影响下，把同性恋视为堕落偏见的正要形式。 无

疑，同性之爱在古希腊悲剧中没有占据实际性的角色，然而在抒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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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特别是在柏拉图对话中占有重要地位。 假如悲

剧真是起源于狄奥尼索斯的丰产的仪式之中 ，那么把具有吸引力的爱

搬上舞台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种起源绝不是确定的。© 正如我们所领

会到的 ，阿提卡的悲剧演出是群体－国家的行为。 正是因果关系和必

然性逻辑提出了普遍性的指引，虽然以特有的方式，但是严格的和统

一的。 不过，与道德哲学相反，悲剧中不只行为而且举止和情感以及 106

位置均有结果。 但是，只有在一种位登中，人类的自然悄景才具有－

种本体论式的结果：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 在《 旧约》和古希腊悲剧

中，婴儿因为父母之罪过要受到惩罚 。 的确，给予惩罚是由于过失 ，但

惩罚的原因纯粹是由于存在着父母。

如果人们相信虔诚的宗教信徒把这种安排视为是正确的，或认为

神把它视为是正础的，那么就会错误地认识宗教的实质。 道德逻辑始

终是可能的。 只有信仰悬置了判断，信仰陈述着物的存在方式；宗教

之人持续地信仰神。 信仰的真理一直是经验性的。 信仰者所沉思的

方式是这样的 ： 我看见了命运之物 它由神编制－－－命运是可怕

的－神是可怕的一一－但是他们是神——我继续我的职责。

男人不会和男人结合而怀上小孩，女人不会和女人结合而怀上小

孩。 在同性恋中，只存在着仅有的行为 ，这种行为产生激情，激情反过

来产生行为。 独立千两者的第三个生命是不可能诞生的。 尼采相信，

悲剧是色情的、宗教的，但是他错误地认为苏格拉底的哲学不是宗教

的 ，不是色情的 。 存在着苏格拉底的宗教和柏拉图的色情主义—一只

是它们不同而已 。 思考（道德分析）观照若行为 ； 宗教观照着存在。

”如此存在“的存在断言本身 ，就是一种宗教的设想。 尼采认为，宗教

对判断(epokhe) 的悬置等同于悲观主义。 在他《论悲剧的古希腊哲

学》 ( 1873) 的滋节中，他断言 ，还是苏格拉底首创了乐观主义，即非艺

术性的东西 ， 目的论（换句话说，是相信目的性），“抓住善之神”，借助

0) 参见 Ulrich ,,on Wil皿1owi1z - Moellen.dorlf, Euripi心s He咄les(1895), In陨ductio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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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然本能的认识和控制而成为善之人。 从悲剧世界观来看 ，德性的

可领会性的确是毫无意义的 。 悲剧之德性 (arete) 抛弃了普世性的标

准 ，它表现了创造(po比in) 的唯一性和独特性。 ”知道什么“不是人之

尺度 ， 而是宇宙之尺度，人不是依赖实践(prattein) 来评价，在实践中我

们向某人学习，在这里某人领会某物。

与埃斯库勒斯(Aeschylos) 的悲剧相反 ， 在欧里庇得斯的戏剧诗

中 ，宗教和英雄神话无疑被哲学宗教取代了 。 因而 ，在这诗性文本中

的神话变得模棱两可并且多样化。

107 即便尼采错误地判断了公元前 5 世纪的雅典哲学，但不用说 ， 他

很好地意识到，思想已经在艺术上建构起来。 唯一的问题是 ， 思想作

为反思的沉思的 ，是否可能是悲剧性的 。

尽管尼采有关古希腊的理念频繁地受到了批评，但始终是从古典

主义的角度、从魏拉默韦茨(Wilamowitz) 的激情宣传到乔治集团的冷

酷而令人尊敬的柏拉图式的批判抖 古典主义者——从莱辛和温克尔

曼到格奥尔格 ． 卢卡奇的《美学》 仅仅是通过感性媒介来思考艺

术作品；简单而言 ， 他们与尼采是一致的 。 古典主义试图分开思想与

感性，目的是造成两者的和谐。 尼采也是这样做的，或者他亦是如此

认为的。 要不然，文化将会蜕变为白色。 事实上 ， 尼采颠倒了欧里庇

得斯的成就：他把悲剧艺术精神植入到哲学中 。

思想可以是悲剧性的吗？肯定和否定回答的人们均同样脱离了

欧里庇得斯的剧本。 吉尔伯特 · 穆雷(Gilbert Murray) 在他精彩的、慎

重的而极为深刻的著作如中评论道 ， 现代读者被欧里庇得斯从怀疑主

义修辞学拿来的东西弄糊涂了，而古希腊修辞观念是追求清晰性(sa

phene卫），与现在称为修辞的东西相反。 欧里庇得斯打断了情节，其主

角吐露出智慧的格言(gnomas),追求娴熟的争论 换句话说，他们

CI> K. FlilJebrancit, Ni也SC加s Wettk,m1pf mil Sol.Tales und Plat o [ Nietzsche ' ,. Competition 

,, ill, Socrates and Plato 」 (1922 ) .

® Cilbert Murray, Euripides and Hi.s Age( 1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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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着训练有素的现代读者所做的一切事悄。 不过，后者不期望智慧，

而是期望浪漫的朦胧、迷惑、神秘。 对现代读者而言，艺术不应该太

狡猾。

但是，为什么现代大多读者与观众拒绝欧里庇得斯呢？他为何在

古代也被拒绝呢？因为欧里庇得斯在他的生命中从来不是“受欢迎的

热点＂ 。 咱们依次分析诸多缘由 。

这种拒绝在过去和现代都有一个共同根源。 人们普遍认为，思辨

是外在千行动的 ，而戏剧是关千行动的 。 到目前为止 ，一直这样认为。

但是，戏剧以何种方式关乎行为呢？按照主角谈及其行为的方式 ， 通

过对话准备行为 ，通过独白评论其行为 。 但这样的言语不得不创造出

拥有行为的样子，而不是言语特征。 这可以通过戏剧言语达到 ， 因为

这种言语暗示了神话，或者说暗示了后来取代神话的共识 ；也就是说 ，

这不是借助于创作这种印象来达到的，这种印象就是，言语说出了正

在发现的某种东西。

信仰所接受的感官资料的普通形式是我们所熟知的，这种资料只 I08

能是命运。 从另一种角度看 ，命运就是在神话的感性形式中呈现的我

们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感性形式与这种概念是一致的。 换言之 ，这

是普遍的东西，但又不可论辩 ， 因为没有命题可以断言 ， 只有故事可以

叙述。 当然，只要仍然相信神话，或假装相信，那么所有这一切皆是可

能的。 当神话的价值贬低时 ，非悲剧性的时代就降临了 。 正如一位现

代阐释学大师所说的 ，非悲剧时代也有悲剧。 在这里坐在观众席上的

观众抓获道德超验性的信息 ，这种信息从舞台传递到孤独的心灵中 。

在现代非神秘的悲剧中，舞台上偶然性事件是外在的（超验的），因为

它本质上始终是道德的 ，而非宗教的。 究其实质，它不是＂ 问题” ，虽然

道德论证是一个问题。 同一作者写作古代剧场 ，演出也是偶然的，是

宗教节日性意义的副产品 。Ci)

(l'I Hans - Gt>org Gadamt>r, • Ober die F'es山chkeit des Theaters'[ On the festive cit缸acter of 

小eatre ) , in Kleine Schrift.en[ E.1.1ays] , n(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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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且节日性的灯被关掉，神话就不再潜伏在一切事物之中。 不

过，欧里庇得斯解释说，不仅类似的行为 ，而且类似的语言行为却可能

是悲惨的（至少在言语发生的戏剧中），流血战役，同时伴随着最终的

冷漠；这不同千现代非神秘的悲剧，后者的舞台本身是崇高的沾满鲜

血的道德超验性，这也不像莎士比亚戏剧，后者的小丑特征预设了脱

离基督教幻觉的同有的修饰性的感性悲观主义。 首先，正如我们将看

见的，进入欧里庇得斯剧本的哲学本身是悲剧性的。 第二，就现代意

义上说，命运本质上只能在宗教崇拜性空间中才得以再现。 不过，在

古希腊 ，神话社会地位的裳颤并非必然地削弱了宗教崇拜本身。 因为

在雅典，宗教崇拜显然不是神圣故事的纯粹符号性重演，换言之，不纯

粹是仪式，而是严格意义上的崇拜 ；城邦的隐喻也是如此。 黑格尔在

其《美学》中说道，在古典艺术中，艺术家和诗人也是神的代言者和教

育家。 他们向人们宣扬和揭示什么是绝对的和神圣的。 悲剧诗人受

到崇拜，他们严肃要求从事教育。 甚至当激动的复兴的宗教神话力批

以及维系宗教信徒神话的必然性情感（必然性、迹象，”因此它是，并必

109 须是＂的情感）处于式微时，城市的崇拜仍然是宗教的。 其崇拜的功能

即培养和文化功能变得更加重要。 并不是每一种思想、每一种艺术理

念 ，都来自于历史和政治提供的经验教训 。

但是，不管道德判断的起源是什么 ， 都没有人可以回避这些经验

教训。正是判断在悲剧舞台上发生了 ， 在欧里庇得斯的舞台上，判断

经常发生 ，照亮了作出判断之可能性。 正是这种情况，在道德存在物

的类似行为的对话中呈现为悲剧 ［毕竟，除了合唱的音乐和卡门 · 橹

古波里(cai·men luguhre) 之外，欧里庇得斯的戏剧正是由这样的对话

构成的］ 。 因为这些道德存在物陷入非道德性命运之中 ， 这种命运不

再显而易见，不是确定和预先给定的。 欧里庇得斯说，罪恶之神不是

神，只有善良之神才是神。 然而，塞普丽斯 (Cyprus) 可以恶意地惩罚

希波吕托斯( H ippolytus) , 不是因为他犯了任何罪过 ，事实上是出于忌

妒 。 正如荡妇不可能忍受事先确定好自已身边的男人一样，阿芙洛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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忒(Aphrodi Le)被真诚的追寻者希波吕托斯也就是阿尔忒弥斯 ( Arte

mis) 的崇拜者所激怒。 塞普丽斯没有惩罚希波吕托斯 ，她以一种特有

的方式让他爱上他的继母，从而伤害广不幸的费德拉 ( Phaedra) 。 费

德拉和希波吕托斯皆是天真的 ： 恶晓的力蜇驱使他们干坏事。 他们臼

白地成为道德存在物。 非道德性之命运高高地支配着他们，这种命运

只能是恐怖的 ， 而不是令人尊敬的 。

查姆福特(Chamfort ) 正确地评价说 ，天命的另一个名称就是偶然

性。 不可预测的任意的又不确定的命运是对神圣秩序的断然拒绝。

因而道德性本身变得荒谬与“不可能＂ 。 良知没有用，它一直是对抗恶

魔的荒谬可笑的尝试c 悲剧性过失也成为相对的。 责任感被捣毁了 。

亚里士多德在一种特殊语境中 ，把这种相关问题与悲剧诗人之名联系

起来，这绝非偶然 ： 在欧里庇得斯的悖论性句子中是否存在一定程度

上的真理：

"' 我杀我母'——四个字讲述了一个故事。 ／ 两个皆愿意，抑或

两个都不愿意？”［阿尔克芒( Alcmaeon ) ] 

当干一件坏事时，一定是干坏事的人允许才可能。 如果没有干坏

事的人的赞同，那么他做了不公正之事，这是可能的吗？或者说，从来

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吗？其次，忍受错误之痛楚始终是自愿的 ， 还是不 110

自愿的 ，还是两者皆有呢？＠

在某种意义上，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就是思考这些问题。 不过，这

些思考又不是来自于作者 ，而是来自于外在因索。 主角 自已吐露出作

出决定的动机、决定之无能或决定的义务。 理解动机并把它与其他人

的动机比较 ， 来自于比较之不可能的不可理解和孤独，所有这些和神

圣意愿的乖讹以及神圣意愿与命运的乖讹－这些都是戏剧本身所

(D AribtotJe, 即心[ The Nicomachean ELl1ics] , 江. J. A. K. Thomson (Pe nguin , Bal止

more, Maryland, 1965) , Chapler 9, Book V, 1136a, p. I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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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 。

俄瑞斯忒斯( Oresl蕊）在《伊莱克特拉》 (Electra) 中询问，人们如何

辨认这些并作出判断呢妞菲德拉尖刻地陈述道 ： ＂我们领会和辨认

善的经验 ，然而实践时没有经验…... " ® 欧里庇得斯的剧本并非道德

小故事，其主角没有呈现出清晰的道德性。 而且，道德冲突，源自沉思

道德性的困境，在这里再现了主题，在某种程度上正与埃斯库勒斯的

作品一样，后者的主题就是表现先验形成的神话或者历史当下性的宗

教升华的经验。

我们能够不断在欧里庇得斯那里捕捉到怀疑主义的痕迹，一种悲

剧性思想。©公元前 5 世纪最伟大的怀疑主义者里奥提尼（比ontini)

的高尔吉亚(Gorgias) 巳经发现，语言是任意地操控人类存在的一种恶

糜力蜇。 当然 ，古希腊已经意识到 ， 说服 (peilho) 是一种真正的力晕，

但是高尔吉亚在为海伦的辩护中补充说，逻各斯因为具有本质性的双

重特征 ，所以它容易欺骗人，聪明人能够从正确中推论出错误来 ， 因而

词语和爱欲或者命运一样，皆是不可抗拒的。 对最广泛的对象而言，

人们都可以说出相同的和矛盾的陈述，每一条最终的真理皆是一个谜

语。 欧里庇得斯问 ： “那么标准尺度是什么呢？”怀疑主义者普罗泰戈

拉( Protagoras) 回答说 ： ＂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什么呢？既然人是万

物的尺度，那么人也是他自己的尺度 ，是他行动的尺度。 这种行为的

评价是针对他表达的词语。 逻各斯之前的平等尺度仍然是有效的，即

使逻各斯是悲剧性的，因为就算我们不行善也意识到善是什么。 同逻

各斯合在一起的说服能把我们引向真理，但是也可能是欺骗的手段。

甚至最可辨识的人也不可能是安全可靠的 。 人是尺度：是一种普遍的

非理性的尺度，因而也是野蛮的，妇女和奴隶都是人。 《安德洛玛克》

(D Electra, tr. Arthur 5. Way (London , Heinemann) ,p. 373. 

® Hippolytus, tr. Arthur S. Way (London, W. Hciriemann and C皿bridge, Mass. Han•ard 

University Press, 1921) , Lines 380 - 38 I. 

＠ 参见 M如o l1 ntersteiner, / sofati (1948) esp. V, 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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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mache) 、《赫克白》 ( Hecuba) 、《特洛伊妇女》 (T.加 Troja几

Women) 向我们显示出，海伦可能比野蛮妇女更坏。 《美狄亚》 111

(Medea)也是如此：一个野蛮人是野蛮行为的人。 “内在“与＂外在“、

“我们”和＂你们”之间的分界线发生了变化：这条线变得不再可见，如

果它不可见，那么它会是一种调节性原则，是一种对血缘逻辑设定的

秩序加以逾越的规则。 伊俄卡斯特( Jocasta) 向所有人说 ：

大自然赋予人类以平等的法则，

愈来愈少的，曾经的仇敌对抗 ，

伟大者，卷入憎恨之黎明 。

她颁布了人类之尺度 ， 即平等 ，

她规定了重量和数量的测定．

黑夜里那不可见的脸庞以及太阳的耀眼之光，

都年年沿着其轨道前行 ，

没有任何嫉妒的空间。©

咱们不要误解：不可见的秩序不是理性的秩序。人类在可见和不

可见的秩序中都是不幸福的 。 但是不可见的秩序更能够为诗人打开

心扁 ，甚至不可见之人也会被看见。 正是雅典人感觉到这种不可见的

秩序，然而雅典人追随其自己的血缘的部落之神 。 如果在这里，就有

民主 ；如果没在这里，就是专制 。 真的，维克多尔的英国不是更好的。

雅典使者要求，保持中立的米洛斯岛加入共同体 ， 否则就会占领这个

岛 ，杀戮岛上的男人 ，把妇女和小孩作为奴隶出卖。 米洛斯岛上的人

民回答说，那么神会……接下来雅典的答复同样简洁 ：我们将要冒险 ；

我们和你们同样是有宗教的。 然后，米洛斯岛被践踏在脚下。

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 的改革是用领土原则取代自己的血缘纽

Q) The Pl心•nicin11 Mai心n.t, tr. Arthur S. Way, lines 538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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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巾这条原则形成的十个”部落＂的代表轮流主持民主联合大会。

同样，一年分为十个月 。 市民辩论地点被放到城市的稍神和事实的中

心 ，群体和个体之间以及公共和私人之间的区别取代了神圣和世俗的

区别，这在那时已经很重要。 这种组织性的和城市的改革既是精神性

的又是政治的 。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雅典卫城置于中心 ，置于市民

112 辩论地点 ，这绝非偶然 J 空间和时间也改变了：由万神殿的十二位伟

大神灵所保卫的十二进制系统消失了，巾世俗所环绕的宗教崇拜空间

变成了精神性的，并受到簇动。 其中 ，悲剧的功能就是以城邦本身的

精神共同体来填补这个空间 。 悲剧把古代宗教狂热崇拜加以精神化，

把这种狂热转变为艺术和国家职责 ，换句话说 ，转变为世俗的义务，当

然也意味着可以自由地拒绝它。 文学和音乐的品质是没有用的 ，没有

对共识的呼吁。 欧里庇得斯徒劳地高谈阔论，显示爱同精神，反对斯

巴达 ，观众没有接受他崭新的新入性 ， 而是公开地宣扬宗教怀疑主义。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重新形成了城邦，这种城邦是根据精神原则形成

的 ，而不是赋予城邦以精神。

维尔南特(J. P. Vemanl) 在对古希腊空间概念0的陈述中说，雅典

市民与作为中心的市民辩论地点的关系是对称的和可以互换的

当然这是在克里斯提尼之后的情形。 （轮流执政系统和抽签决定的选

择依赖千此<) )人类关系的这种精神化强化了市民团结的情感和联系，

以至于如果雅典不是支配性精神，那么与外在于城邦任何生活的精神

联系就不可能被建立起来，外在的世界只是一种屈服性的肉体。 在联

合大会上，着迷的说服规则被激发出来；少数人的观点被认为是傲慢

的，并且要受到迫害。 精神不得不默默地在身体政治中发挥作用 ：由

千它已经被弄明白并得以表达 ， 所以它不再被辨认出来 。 苏格拉底、

欧里庇得斯、怀疑主义者体现了雅典精神，但是他们使之变得明晰，因

而他们必须为之赎罪。 阿里斯托芬讽刺 f雅典精神；在某种意义上，

(I) Jean - Pien~\lemanl, MJthe et pensil'ch已如 Crees(Paris, Mas严ro,197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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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讨厌它，因此他获得了成功。 他的讽刺指向这种关键点，即雅典精

神变得普遍的，这与城邦的自我主义相冲突，与男性的和女性的自私

相冲突。 这就是在阿里斯托芬那里女性主义者欧里庇得斯会变成为

憎恨妇女的人，他的高贵的母亲变成为普通的女人。 埃斯库勒斯能够

说出这种真理 ， 因为这就是乌合之众的自私而又崇高的真理 ： 它不会

延伸到其他人，它不关别人的事。 克里斯提尼和伯利克里的雅典真理

不可能说出来 ， 因为这种真理由于其精神的抽象性特征，能够为每一

个人所适用和主张， 自由的秘密成为国家的秘密。 在雅典联合大会

中 ，最嗜血的教育家克里翁 ( KJeon) 完全正确地说道 ，没有一个民主能

以民主的形式支配被民主压制的区域， 只能以恶陇的形式执行匕 这里

也可以得出结论——原则上一如果民主要成为民主 ， 它又必须让其 113

他州屈从千民主自已 。 不过，伯利克里已经充分地意识到，我们无疑

进人了错误的道路，但是倘若我们不再追逐这条道路 ，我们会有危险。

雅典人平静而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罪过，但是如果说这是命运的意

愿，他们会持续地犯罪，继续复仇，继续紧紧握住他们的长矛。

欧里庇得斯是其中之一。 他和他的同辈市民具有共同情感，但是

他也不赞同这种悄感。 不是轻埮而是同惜痛楚和广泛的不确定性支

配着他的激情。 当然，那里有善与恶之区别：恶要受到惩罚 。 差异存

在着，并且这是很重要的；那里没有回报 ；神是不公正的 ；命运是盲目

的 。 就最有智慧和哲学思维的悲剧诗人而言 ，词语不再是艺术的 ： 它

是不可思议的恶陇力批之一。 词不再是描绘坏的命运 ：它本身就是带

来不幸的。

在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的《俄狄浦斯专制》 (Oedipus TJrrannu.s) 

中，推理、逻辑、理性的词语被用来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在欧里庇得

斯的戏剧中，它们却用来提升命定的东西。 主角被他们自己的言语按

照命运的方向引导C 欧里庇得斯笔下主角们的生活充满许多对话、争

吵、辩论与吵闹 。 言语可以成为任何事物的缘由 。 第一次出现这种情

况，即悲剧作为戏剧的使用材料，词语用来体现超越词语之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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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变成为总体的 ：激情、偶然和自然均有逻各斯参与。这样就不再

有治愈了 。 欧里庇得斯许多的心理学专业知识受到斥责 ，这些知识反

讽地注定是反古希腊的，其目的在于唤醒我们 ： 富有同情心的、宽慰的

和安抚的言辞以一种本真的方式透露出丢脸的、残酷的和挣狩的灵

魂。 如果我们需要安慰，我们就必须接受可怕的酒神女祭司 ， 接受她

的愤怒所驱使的半癫狂状态，接受带来愤怒的可怕的和倒霉的谋杀

者。 悲剧变成哲学的，因而所有被理智所设想的东西皆可以包括在悲

剧中。 鲜血不仅仅从颤抖的手上滴落，声音、视野、灵魂也是有过失

的。 被压迫者知道他正渴望的激情是什么——只要他被压迫着。 克

吕泰默斯特拉(Clytaemnesu·a)是谋杀者吗？伊莱克拉特真是如此。 特

洛伊妇女们在床上呻吟，饱受谋杀其丈夫之人的压迫。 阳具 ( Phallos)

和利剑把胜利者的秩序铭刻在她们身上。 她们一心想什么？想复仇。

114 布莱希特有些类似于欧里庇得斯把戏剧哲学化、史诗化，他在我 ．

们这个世纪写作的《戏剧工具论》中说：

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剧场没有显示出社会的结构

（被舞台描绘的） ，这种结构是可以被社会所影呴（在观众席

上）的 。 俄狄浦斯违背当时社会的某些原则而犯下罪孽 ， 他

因而被惩罚 。 神灵们注意到 ， 这些原则是不能受到批评的 。

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些伟大个体 ， 怀着命运之星星 ， 四处肆虐 ，

他们毁掉了他们自已 。 不是死亡而是生命在其崩溃中变得

令人憎恨，灾难得到肯定。 到处是人类的牺牲 ； 野蛮的娱乐 ！

我们知道野蛮人也有艺术。 咱们创作另一种 ！＠

欧里庇得斯并非野蛮者。 不过，假使他以埃斯库勒斯的方式成为

海伦式的人，虽然他真正意识到这点 ，那么他也会成为野蛮者。 在埃

CD 13. 13邸如， Kleine.s Organonflir clcis T/1心aler [ 匕Ille Tliealrical Organo11 J , in Cesa11w1elte 

IVerke [ Col如叫 Works] . vol. 16 (Fmnkfurt - am - Main, Suhrk皿p, 1967),pp.676,33. 

114 



五、论欧里庇得斯的戏剧

斯库勒斯那里，宗教崇拜空间和剧场空间结合为一体 ， 因为剧场空间

是城市的隐喻：受害者献身于贪婪之神灵。 只要持续下去，那么神灵

和人性的东西就得到呈现，一切皆在那里被神圣化。 无论好或是坏，

宗教崇拜的空间都受到城市隐喻边界的限制，古希腊处于里面，所有

其他的处于外面一一并且只有这样才是重要的。 秩序普遍存在：判断

被置于里面 ，处千在家状态。 命运是可怕的，但是它并不陌生。 在欧

里庇得斯那里，宗教崇拜只是与剧场空间相交叉，神灵们不断地逃脱

剧本。 显而易见，它们在别处 ，也许在国外；我们与我们的神灵不在同

一空间中 。 剧场空间不再是城市的隐喻。 在内心里划出来野蛮与非

野蛮之间的真正的分界线，正如基督教让我们将精神与肉体划出分界

一样。 在可见的秩序里 ，男人、国王和富人占据上风 ，这种秩序纯粹是

无序的，因为正是善的、高贵的、有人性的人才应该占据世界之上乘，

而妇女、奴隶被神灵所辱骂C 这就是事情应该如何 ，但是欧里庇得斯

几乎没有希望这会发生。 不可见的秩序不能普遍传扬，恰恰因为它是

真实的。 一旦是真实的，它就没有时间普遍化， 因为它适应世界的无

奈，甚至赋予这些无奈以新的维度，它潜伏在可见事物之中并变成恶

庞似的。 阿多诺在论贝克特的文章中Q 写道，戏剧意义的显灵（神圣 115

的幻象）作为形而上学的内容是古代剧场的一条规则 。 在欧里庇得斯

那里，戏剧的总体意义的确在回忆中，作为一种缩写呈现出来，但是作

为不可确定的东西，分解成为剧本的任意性元索。 整个意义也可以呈

现为部分的 ，成为一种幻觉而不是神的显现。 萦绕在戏剧周围的思想

不得不成为一场游戏，这场游戏和思想均变得荒诞离奇。

使悲剧变得悄感枯竭的因素不是沉思的和分析性的理性，而是干

扰不幸的事件的理性变得可悲，因为它不能够摆脱这种干扰。一旦理

性不能完全保持于局外人位登，它就不能把毫无疑问的道德意义赋予

<D Th. W. Adorno,'Versuch, das Endspiel zu ve几tehen'[ An allerupt to undersland End 

Game], in Th. W. Adorno, Ges1,mme如 Sclirifien [ Collected Wor比] , vol. 11 (Frankfurt, Suhrku

mp, 1974). 

115 



美学的重建一—布达佩斯学派论文集

戏剧。 总体意义的最终出现 ，把这种道德意义变成一种反讽。 我们也

许会询问，如果这种总体意义在场景与情节展开的过程中不可能有所

裨益，那么它作为结论性判断有什么用呢？

怀疑主义传统为我们保存了怀疑性思考：“善要么是作出决定，要

么是我们根据这种决定来作出决定C叹1 在欧里庇得斯那里，善的选择

和选择的善却是悲剧性的，罪恶始终存在，因为时间在流逝，冲突与融

合之结果只能是捅苦的 。 罪恶可以从善中推出来 ，善不能从罪恶中推

出来。 当我们认真思考时间时，我们几乎没有了巧合。

《阿尔刻提斯》 ( Alcestis) 的女英雄决定不让死神拖住她的主人和

丈夫阿德墨托斯 ( King Adme画）下地狱。 阿德墨托斯的父亲菲勒斯

( Pheres) 能够以牺牲自已来替代儿子之死，他已经活够了 ， 而这位年

壮的儿子有用得多 ，但是这位自私的老人拒绝去死C 这就是阿尔刻提

斯所说的：

哦太阳 ， 白日的可敬的光芒 ，

然而乌云在滚动着的天堂的轨道上

永远地飘浮着。

阿德墨托斯是这样反应的 ：

他看见你和我，两个受难的人儿，

哪个神灵没有错 ，你应该死。＠

116 男人必须活若，女人必须为男人去死，这不是闲境而是灾难。 阿

尔刻提斯的告别很简单 ：

(D Sextus E:mpiricus, Hupoluposeis, ill. 183, in Scxtus Empiricus, Opera, rec. Hennunnus 

Mutschmann (el J . Mau) Lipsiae, in aedibus (B. G. Teubneri. l958 -1962), 3 vols, v. I. 

(g) Alce. 吐， tr. A. S. Way, Lines 244 -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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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 ，永别了：闪闪发光

你也许活得很久：——我祝福你

在你母亲面前 ，直到虚无消逝。

然而，阿德墨托斯的反驳是明显夸大的，因为他的态度是不诚

恳的 ：

我啊 ！ 因为你的言辞向我表达着痛苦，

故痛苦流过死亡的厌恶！

现在不要抛下我 ，我向神灵哀求你。

你的孩子会变成孤儿... . ..

阿尔刻提斯确实想到：

尽管如此

某神已来审判：应该是。＠

她的理解是，男人更重要，他应该活下来 ， 因而她准备去死。 阿德

墨托斯也是同样理解的，只是稍有些不同，即对他来说活下去更重要。

他指责父亲没有为他可爱的妻子去死，因为王后是他更需要的。 但这

位老人愤怒地驳斥：

我怯懦！这来自于你，懦夫，还不如一个女人

她为你而死 ， 为荣耀而英勇的年轻人心

(i) lbiJ. , 270 -275 ,297 -299. 

® Ibid. , 696 - 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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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主人公的价值等级是类似的，但是阿尔刻提斯的道德价值更

具普遍性，它是无私的 。 这个故事的寓意使欧里庇得斯缓解了去宣扬

判断的职责。 事实上，不是说根据阿尔刻提斯和阿德墨托斯，男性的

价值比女性更为高雅更重要，而是说同样的事情被不同地思考着。 因

为，如果男人比女人更有价值，那么他应该更加英勇，应该比女人准备

更多的牺牲。 但是，除此之外，相同的信仰意味着对一个来说是生，对

另一个来说是死。 思想是模棱两可的 ： 如果我们选择一种价值等级，

117 那么就可以根据这种价值等级来选择特有人群，我们也就不再拥有选

择。 阿德墨托斯最好能够为自己的不利来作出决定，因而恢复平衡。

不过，这意味着拒绝他们两个共同的价值等级。

克劳狄奥 · 帕都阿诺(Claudio Paduano) 观察到立在《阿尔刻提

斯》中感情(philia) 这个词语在何种程度上吸收了情爱(eros) 。 然而

激情和本能愈少，个人情感的恶魔就愈多：他引诱了阿尔刻提斯下到

地狱。 阿尔刻提斯的道德说教、阿德墨托斯的自私性弱点，都不是我

们通常视为悲剧性的激情。 然而结果是极端的 ： 阿尔刻提斯死了 。 赫

尔克勒斯登上了被上帝抛弃的舞台。 阿德墨托斯，温文尔雅的主人，

隐藏着令人悲恸的事件。 赫尔克勒斯在无人知晓的房间里酪酐大醉。

事实真相被揭露。 赫尔克勒斯自已极度羞愧，并从死神那里挽救了阿

尔刻提斯。 阿德墨托斯在阿尔刻提斯面前证明了自己的忠诚。 虽然

三天之内不准去接近死而复生的人，但这个故事最后是个大团圆 。

这里发生了什么呢？

为了捣毁以不公正的标准衡橄的道德性的罪孽，必然唤起什么样

的巨大力批呢？被誉为狄奥尼索斯的酪酌大醉的赫尔克勒斯，下到地

狱去和死神斗争，重新得到必须被涤罪的阿尔刻提斯，此后他向地狱

之神灵献出自己，然后她活过来了 。 当赫尔克勒斯面临王后和主人，

泊尔塞福涅 (Persephone) 和冥工 (Hades), 合唱队，他提到了奥菲士

CD Lafomi也inne ,tel 叩n.do 汕血g心 e poe缸o di Eu.rip心 (1968) ,I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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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pheus) 。 这位英雄与死神、坟墓、忘却有着亲密关系。三个必须下

到地狱，震撼地狱的柱子，唤起所有迷糊的恶质和被蒙蔽的记忆，以便

为英雄的同情达到非对称的、非克里斯提尼的道德性的核心。 这种野

蛮的灵魂将只能被宙斯之子从过失和死亡之中得到救赎。

宙斯和阿尔克梅尼 (Alcmene) 之子 不过其实质在克莱斯特

(KleisL ) 的《安姆菲特翁》 (Amphytrion) 中得到很好的理解 下到地

狱，战胜了死神，占有了阿德墨托斯的过失并救赎了他。 这个宙斯之

子从死亡阴影中挽救了单纯、脆弱而被欺骗的阿尔刻提斯，阳光沐浴

着她。

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狄奥尼索斯和奥菲士的轮廓，而且更像人类

的神的轮廓从赫拉克勒斯这个人中呈现出来。 欧里庇得斯把哲学的

思想引入了悲剧 ，神秘性得到了复兴。 这种新的思想，看来是极远离 118

悲剧的，促使古代元素吐露出异于寻常的言辞。

如果深度是沉默不语的 ，那么只有逻各斯才能使它言说。

（费伦茨 · 费赫尔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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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绘画中的审美判断

与世界观

米哈伊 · 瓦伊达

绘画与再现

不同的时代与社会具有不同的绘画。 我们现在可以回顾一下，在

绘画史上，复制可见的（自然）世界的尝试似乎只是在一个时代中产

生的 。

人们可能追问 ，绘画是否能够复制可见的世界，是否能够创造这

种幻觉，即在图画中可见的事物是＂真实＂ 。 这个问题是有价值的，但

是这本身不属千美学的领域。 只有我们已经作出先验的决定，即绘画

必须复制“现实＂，这个问题才能得以恰当地在美学的框架中提出来。

假如我们不把对可见世界的复制作为绘画的任务，假如我们不把绘画

的视觉领域视为可见世界的复制，而是作为可见的形态，这种形态依

赖于可见世界但是不完全与之等同，那么从审美的角度看，复制可见

世界就变成不感兴趣的事情了。 这个问题可以涉及感知心理学，即

“感觉欺骗＂的部分。

不过，除最极端的自然主义美学之外，这个问题丧失重要意义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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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什么？当然，这个陈述仅仅对另一种极端主义美学即纯粹行动

主义的支持者才可以被接受。 这些人采取这样的立场，即艺术作品之 120

所以是一种创造之物，恰恰是因为它没有复制任何独立的可见世界。

就这种情况而言，人们可以再次询问 ，是否可能创造出这种视觉领域，

人们不可能从中“读出＂其他的事物、独立千它的事物、我们在以前见

到的事物 。 这个问题也屈于感知心理学而不屈于美学。

从美学的视角看，这个问题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被重新表述，以追

问绘画的视觉领域和可见世界（外在于但又不必然独立于艺术）之间

的关系是如何阻碍绘画发展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美学之

间的区别不在于前者要求对可见世界的最忠实的复制 ，后者要求拒绝

绘画与可见世界的相似性。 现实主义美学认识到，图画不必复制可见

的世界，反现实主义美学也同样认识到，绘画在某些方面的确复制了

可见世界。

尽管贡布里希(Gombrich) 的《艺术与幻觉》 (Art and lllusion) 的精

致审美论证没有涉及严格意义上的审美问题 ，但是这种论证认为，在

美的艺术中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美学的基本原则仍然是修辞性的，

事实上是不能韶释的 ， 除非这些美学说明一在艺术作品、绘画类拟

中一~他们看见其理想被实现了 。 贡布里希的著作显示出 ，甚至我们

体验为最唯物主义的图画也不是~不能够——复制可见的世界（甚

至摄影也不等同于其对象！奶 ，尽管我们能够在—个抽象的框架中，

甚至在一点墨迹或一幅图片中读出现实元索。 贡布里希的著作尤其

@ 这项研究构成了更长的论文的一部分，其第一部分是讨论趣味判断和审美判断的

关系。 结论如下：一个审美判断（例如，”这图画是美的..)纯粹就是一个趣味判断（例如，”这

图画令我愉悦＂） 然而与主观的、个性化的趣味判断不同，审美判断具有某种“客观性＂，虽

然后者不是凌驾于人类和历史之上的某种东西，但是其根基在于确定的历史时期与人类共

同体的主体间性和社会－历史价值的偏爱。 趣味判断和审美判断的分离是中产阶级时期的

产物，在这一时期，具有共同的、公认的、与内在不可泼疑（缺乏历史意识）的价值体系的共

同体不再存在了 。 中产阶级时代的个体竭力形成了极个人化的趣味，同时也尽力使其个人

的趣味栈式化，作为被其他人认可的桵式，因而萌生的二律背反必然是个体割裂共同体期待

的世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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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视觉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并得出了颇为确信的结论，因此我下面

不必涉及这些问题。一件真正重要的艺术作品＂必须反映现实＂或者

它始终创造一个以前从未存在的新现实一~这两种明显截然对立的

观点都适用千丁托列托(Tintoretto) 和毕加索(Picasso) 的作品［甚至蒙

德利安(Mondrian) 的作品］ 。

但是，如果说丁托列托和毕加索的绘画均没有涉及一个独立的可

见世界，那么这将完全是荒谬的。 在绘画史上有一个时代，我们称之

为幻觉主义绘画的时代一—尽管不可能有完全成功的幻觉，尽管对这

121 种目的努力有些讽刺，有些讨厌。 我们可以按照下面的方式来表达这

些努力尝试的框架 ：艺术在这个时代竭力用这种方式来实现其目标

（除自然主义以外，这种目标没有成为对可见世界本身的复制） ， 以至

千最后的绘画应该作为可见的世界来理解，它能够从地面上接近眼睛

水平的一个固定视点，通过一个确定的”窗口”被观看。

我应该强惆，这种表述构成了现代欧洲（以及相关）艺术的努力尝

试的边界，并非共同的原则。 这些边界区分了现代欧洲艺术与其他社

会和历史时期的艺术 。 在美的艺术中，幻觉主义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古

希腊第一次萌芽，它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文艺复兴＂的前期形式。 尽

管我们对此很清楚，但这不影响我们把幻觉主义艺术限定在欧洲现代

性之中 。 根据我们的表述，如果我们认为幻觉创造主要不是特别的工

程而是作为不可超越的框架，那么我们对严格意义的审美间题的考

察，将不会受到可见世界与在平面上受到影响的对可见世界的“复制“

之间的关系的心理学问题的干扰。

人们不太可能去争论说，幻觉主义作为一个普通的框架，始终不

是艺术的特征，追求幻觉的努力仅仅是上述提到的那个时代的特征 。

不过，把幻觉主义——努力使绘画像可见世界那样可以加以图解—一

和对现实的再现或根本上是再现的要求等同起来，这是错误的。 再现

等同于对可见世界的复制这个观点，毕竞不是显而易见的。 在某种意

义上，任何绘画，甚至纯粹装饰性绘画都在再现，但它绝非始终再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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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世界。 必须提出这个问题 ，脱离开历史要求和条件 ，是否有一些区

别装饰绘画和再现绘画的方法呢？

就个体而言，要区分装饰艺术和再现艺术很困难 ，有时是不可能

区分的，因为正如卢卡奇所说： ＂许多种过渡形式不仅是由于历史的必

然性而且是由千审美的必然性而存在的 。“但是，他也立即补充说 ：

尽管通常很难在美学上准确地定位个体的情况 ， 但是我 122 

们仍然确信描绘理论边界的可能性。 这些恰恰是通过占突

出地位的抽象反映的作用而存在的 。 无论在哪里，只要外在

世界的具体对象被构建进入审美系统，那么第一，每件事物

取决于这些对象是根据其内在的独立结构被复制，还是在抽

象形式的意义中为装饰而形成 换言之 ， 它们存在的深度

是用来打开装饰的二维性，还是其原初的客观性被还原为现

实情境中必然有的实质的意指 ； 第二，现实的对象——－事实

上 ，在具体的反映中与其现实的环境不可能分离－~是否在

审美的构形中被再现为彼此联系的元素，抑或它们被撕裂了

这些彼此联系，以便被转变为抽象关系的抽象－装饰性

瞬间 。

既然这也是个体的情况 ，卢卡奇一开始就避开了有争议的问题界

线，即圣阿波里奈尔教堂(San Apollinare Nuovo) 梁柱上方的那排人物

形象是被视为装饰还是视为再现。 但这是那个时期特有的个案。 整

个拜占庭风格一不仅就不属于绘画的马赛克而言 ，而且就绘画本身

而言一—都唤起一种如何定位的不确定的感觉。 当然 ， 我们可以说，

无论它是装饰还是再现，仅仅是偶然的。 只有对我们来说才是艺术世

界，因为其原初的功能是用来作为东基督教的礼拜仪式的，本质上不

是审美的。 我们可以概括：在当时视为艺术的艺术世界之中 ， 明显满

足主要审美功能的“艺术作品＂的数扯微乎其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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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承认 ，美始终在人类历史上发挥作用。 人类不仅始终想赋

予他们多样化的对象化以美的形式，而且始终渴望用装饰来服务于各

种类型活动之目的，超越了任何内在于其纯粹功能性的美。 如果把陶

罐打造成为适当的尺寸，那么它可以与现代斜拉大桥一样美 。 如果这

123 个陶罐被配备“几何形的“装饰元素 ，或者如果这桥上的石质栏杆被雕

刻装饰，那么可以公正地说．这些对象化的制作者渴求着美本身。 但

是，装饰一无论是功用对象、崇拜工具 ，抑或别的任何东西 ，不论它

是“再现＂的或由严格意义的抽象形式构成——始终是装饰 ： 它用来提

升服务于其他目的的对象和对象化活动的美。 为美而存在、仅仅服务

于并实现审美的对象，在艺术史上是一个例外。

那么 ， 区分装饰或修饰与艺术作品具有合理性吗？这很难确定。

不过，毫无疑问的是 ，这种区分不是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被理解一

因为虽然人类始终进行美的对象化活动，但是只有在确定性时期才创

造美的对象化——并且，这些区分不应该与装饰艺术和再现艺术的区

分相混淆。

卢卡奇认为，装饰是＂抽象的形式＂ ， 装饰元素是＂抽象关系的抽

象 － 装饰性瞬间”，相反 ，艺术作品中被再现的对象”不能脱离其现实

的环境而存在＂ 。 但是装饰很容易是抽象－几何形的，也容易是“再现

的“——因而古希腊经典瓮之上的艺术是装饰性的，但是它也许比陶

罐上的纯粹几何装饰物更美 、更个性化、更有艺术性一—同样，艺术作

品或者绘画可以是世俗的，也可以是抽象的。

这里，我们要论及这个问题，即现代艺术中所谓＂抽象” 与“非形

象“是否是艺术危机的产物，是否是与绘画的实质相矛盾的充满问题

的历史现象。 我们必须承认，确实存在这种情况。 康定斯基(Kanclin

sky) 和蒙德利安是画家，并非“装饰工＂ 。 如果我们要把他们的作品视

为纯粹的装饰 为什么不可以？ 那么 ，论敌马上就会反驳 ： 最

终 ，甚至伦勃朗( Rembr扣1dt) 的绘画也是阿姆斯特丹富裕的中产阶级

之家的装饰物 ， 或者至少伦勃朗不会也不必反对他的作品满足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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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如果我们沿着这样的反应更向前一步，那么艺术和装饰的区分就

开始消失了 。 倘若我们认为每一幅画都是装饰性的——无论抽象的

还是再现形式的一一如果它用来美化物质性的对象化活动，恰恰能够 124

或多或少地履行独立于其上的绘画的整个功能，并且倘若我们认为每

一个对象化活动的功能是美本身，那么它就是一部“艺术作品＂，我们

就是在构建另一种区分，其“实际的”运用导致可怕的结果。

一方面，把绘画视为中产阶级家庭的装饰物看来是人为的 无

疑，这不是伦勃朗绘画的”自然”空间，尽管我们相信他的热忱的追崇

者不会把他的作品视为中产阶级家庭的装饰物，而是把中产阶级家庭

视为作品的自然空间 ； 为什么这些绘画最终不得不留在博物馆 ， 这在

什么程度上充满问题，这屈于不同的研究一但相反，要拒绝装饰基

督教堂的圣坛图画或者壁画是履行宗教的狂热功能的对象的装饰物，

这相当困难。 不过 ，对我们而言，最多样化的宗教狂热和崇拜对象的

装饰物无疑也履行艺术的功能。 举两个世俗的例子：马丁尼(Simone

Martini) 和洛伦泽蒂(Ambrogio Lorenzetti ) 在锡耶纳公共宫殿 ( Palazzo

PuhbLco of Siena) 的墙上所画的壁画是对建筑物本身的装饰，同时与

建筑物不可分离。

我们不会摆脱这种日益精致的然而“实际＂上说也是日益无用的

盘根错节的区分 ， 除非我们认识到，装饰和艺术的区分以及装饰艺术

与再现艺术的区分一一大家的确都竭力进行这样的区分 依赖于

一种特有的审美概念，依赖千对绘画任务的特有的表述。 奠定这个概

念的前提是，绘画的任务是再现世界。 如果正如卢卡奇在他的《美学》

(Aesthetics) 中所做的那样，把这视为我们的起点，那么在设定装饰／艺

术的对立时，我们就不需要考虑绘画的位置空间性一无论它是一种

独立的对象或是被放置在服务于其他目的的某个对象上——同时，装

饰艺术和再现艺术之间的区别就转变为装饰与艺术之间的区别 。

这种区别缺乏上面谈到的那种功能性元素；它立足于看似纯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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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基础之上。 不过，功能性元素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在这种内容区分

之中 。 艺术作品本身被视为一种功能。 审美领域在多种客观化的人

类活动中被视为一种相对区分性的领域 因而美不能够成为这种

125 美学的核心范畴——此外，人们认为，这种对象化领域具有审美意向

性特征，即独立的艺术领域区别于其他类型的对象化活动，它也是创

造纯粹理想性对象化的认识领域的一个分支。 最重要的是，艺术是认

识，是对世界的复制，而不是对世界的创造 更准确地说，创造从属

于复制 。

这些美学把我们称为伟大的绘画幻觉主义时代视为其理想。 当

然，他们并非认为 ，在绘画中对现实的再现等同于现实世界发生的事

情。 但是，他们根据类似卢卡奇的原则区分装饰与再现的时候，他们

最终把对现实的再现和对幻觉的追求等同起来。 毕竟，即使是哥特风

格的绘画，也没有像下面这样再现对象，即像呈现于我们眼前的“根据

其独立的内在结构进行复制＂或像他们“不可能脱离其现实的环境”

那样再现对象。 他们并没有“突破装饰的两维性＂ 。

当然，这有多种原因 。 如果提出一个直接的解说一具有自身结

构的可见世界，在哥特式时期为人们，至少为画家而存在着，它完全等

同于我们自己的时代，但它不是画家希望再现的，因为他们的艺术不

同于我们的艺术 那么我们的描述首先看来是极为武断的。 的确，

对不可改变的事实也许有无数的原因，每一个社会事实上具有绘画大

师，他们的绘画如此不同，以至于稍有实践经验的眼光就会立即注意

到他们决定性的风格差异，而且能够辨认出一幅绘画作品起源的时间

和地点。

在下面的关键点上，我们可以寻找这种现象的具体原因：

(l)所有社会的画家都努力创造幻觉，但是在不同社会中，人们的

观看是不同的，甚至在具体的生理学意义上也是不同的。 既然他们的

幻觉是不一致的，那么，在一个特定时代，对可见世界的完美复制所经

历过的东西，在另一个时代就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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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有社会的画家都努力创造幻觉，但是现实社会所认可的幻

觉的手段根本不相同C

(3)绘画努力创造幻觉的时期具有例外情况。 大多数社会根本不 126

认为＂复制可见世界“是绘画的使命。

(4 ) 所有社会皆努力复制可见世界 ，但仅有特有的社会才能够做

到这样。

(5) 绘画努力复制可见世界。 问题是，它希望复制可见性的哪些

维度和方面呢？

我相信，除原因 ( 1 ) 之外 ，人们可能为其他儿个原因列举合理的论

据，而且，原因 ( 2 )—( 5 ) 尽管在某些方而彼此矛盾，但是都在艺术构

型模式的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川。 关于视觉生理学变化

的设想是荒谬的 ， 因为自从人类起源以来 ，人类的视觉器官没有经历

重大的转型，更不用说在过去的两百年间了。 但是如果设想同样的视

觉器官能够在具体生理学意义上不同地观看，那么我们提出的以下观

点是合理的。

咱们问一问现代画家 ，面对两个产生在现实时间和空间里的摄影

和绘画，哪一个更接近千固定时空的观众可以看到的可见世界？这位

画家会说，摄影显然更像世界，但他立即补充说：他作为一位画家为何

要去纯粹地复制自然（更准础地说是一个既定的自然片段）呢？如果

某人为了一些特殊目的需要这样的复制品，他可以从摄影师那里订购

一个，这比找画家画画好得多。

开始分析上述原因之前，我们需要面对目前截然不同的反对意

见L 我们一开始质疑装饰与再现艺术区分的可能性 ，更准确地说，我

们认为，这种区分本身不是建立在客观区分基础之上的，划分这样的

区分的尝试始终隐藏着一种关于视觉艺术的特有的、基木的审美立

场。 我们主张，再现与装饰彼此不可分离，再现的尝试只是一个有限

时期绘画的要求。 因而，我们的反思很容易允许我们把不同于现代欧 127

洲艺术的尝试同样视为是再现的 ， 相反，如果装饰和再现艺术作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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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一对（根据形式，并非根据功能），那么再现将始终意味着是对可

见世界的再现。

卢卡奇面对“照相式的自然主义”观点的指控并没有显示软弱，他

的确反复体验了印象主义充满问题的特征，因为后者最终成功地把自

然主义的原则推向了可能性的限度，然而任何读到前面卢卡奇区分的

人就会发现 ，卢卡奇最终也把再现理解为对可见世界的最可能的忠实

接近。 毕竟，倘若不这样来理解再现，那么拒绝装饰的再现特征的根

据在哪里呢？甚至最抽象的装饰元素也能够被视为是对某物的再现 ！

如果有任何人寻求有根有据的、精确的和多方面的证据 ，来对这

种观点进行实质论证，我们建议他去读读《艺术与幻觉》 。 这个文本是

令人信服的，它限制自己，不去提出审美的间题。 贡布里希的论据极

为明晰，一个既定的形象是否被视为某个现实对象的再现，这涉及心

理学并非美学间题。 我既不想重复贡布里希的论证，也不想清理”心

理学问题“该如何理解（无论这与历史问题怎样互相联系着） 。 我们

只需要弄清楚这个“非美学问题“是什么意思 ： 它不局限在具有“艺术

主张＂的形象与再现物。 当—个小孩用火柴摆出的形象”再现“肥胖

的男人时，没有人把这形象视为艺术的或装饰的 ，任何人都说，这个毫

无疑问的抽象形象真正再现了肥胖的男人。

这里涉及的是意指和再现之间的关系。 对这个关系的反思必然

得出下面的观点 ， 即我们不仅不知道 ， 而且原则上不可能在借助于线

条（素描）或颜色对某物的意指与对这种事物的“再现”之间划出一条

128 严格的区分线。 结果，每一种装饰均可被视为一种简化的再现（的确 ，

多数装饰事实上最初并非是＂抽象的") ' 并且 ，每一种再现，甚至照相

式逼真的再现可以被描述为＂抽象的”，并非是可见世界的翻版，而是

这个对象的纯粹意指。 的确 ，原初的可见世界本身就其真实性方面不

可能被任何其他东西翻版，除非是通过它的原初的“完全真实的“空间

模型。

不过，我们还没有对卢卡奇区分的第二个关键点加以反应 ， 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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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对对象的处理脱离了其环境，而再现作品没有使之脱离现实的环

境， 但是问题在于：对象的范围是什么呢？咱们举例如下：以一片树

叶为模型的装饰与再现一片森林的风景画。 这片树叶（其抽象程度不

再占据我们的注意）无疑被脱离其环境，它从树上被摘下来，这个对象

自身是突出的，不再处于其原初的环境中。

那么这片森林呢？它也是一个对象，并且它也脱离了其环境！这

个图画框把这个被｀＇再现＂的对象拔出其环境，想象力自巾地建构这片

风杲，围绕这片森林片段或者草地、村庄、城镇想象出更多的森林。 就

这个图画而言，想象力要承认一并且只要这被承认，那么图画就被

视为一个图画而加以理论化 这图画已经使这个被再现的对象脱

离了其现实的环境，只是因为这图画没有再现整个宇宙。 贡布里希与

尼采皆认为，再现自然就意味着再现无限的东西。

如果我们仍然想进行装饰与再现性图画的区分（不关涉功能），那

么我们可以在卢卡奇的两个基础标准上提出第三个标准。 这将依赖

于对被再现对象的复制与单一性。 早先我曾在提及圣阿波里奈尔教

堂的马赛克时，就想到了这个方面。 毫无疑问，那一排现实主义构造

的形象具有装饰性特征，这使我们感受到，实质性的东西是装饰而不

是再现，因为这些形象一瞥就显现出类似性。 在此，只有“一瞥＂才显

得重要，因为最抽象的重复性形象只有在“一瞥＂中才呈现出相同性，

甚至两片＂抽象＂的树叶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 不过，借助于我们选择的

＂技巧＂，我们还是很容易消解边界。 例如，没有人会认为马丁尼的作 129

品《尊严像》 (Maesta) 本质上是装饰性的，虽然其形象也是极为一

致的 。

我极有可能是以夸张的例子分析，也许过分强惆了我的关键点。

我的意图的确是这样。 同时，就这点或以后而言，我也承认有区分这

两种类型的艺术的可能性。 我想＂证明＂的是，这样一种区分和作为

“现实再现＂的普遍意义的再现概念是不一致的，区分的基础（除功能

性之外）是把再现艺术等同于努力创造幻觉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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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了这些“证据“，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考察绘画风格变化的原

因。 我们已经说过，不必预先就认为绘画是在某种意义上再现现实，

或者认为绘画从来不是再现现实的。 两种观点均是可以接受的 ，并在

某种意义上都是＂真实的“一—尤其最终只有在画布上涂抹的画作才

能去梦想整个世界，照片是如此忠实于现实，结果还是需要在其中梦

想某种东西，以把它建构成为一个世界。 因而，如果现实与再现的概

念逐步削弱到这种程度－—－这是两种对立性术语互补的基础——那

么就没有道理从一开始就排斥解释风格变化的(2)一(5) 这些原因 。

不过，在依次思考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回答另一个问题。 从

根本上可以把绘画“风格变化＂的历史设想为绘画与可见世界的变化

关系的历史吗？更准确地说，只假设能够与可见世界即与幻觉创造相

联系的这些原因 ，是合法的吗？匆匆（或者是草率）地肯定回答的东西

就是说，绘画严格来说只是联系着视觉，正是其独特性与视觉感受相

联系，才构成绘画和所有其他艺术的区别（除马赛克之外，这种艺术能

够＂合适地”被视为绘画的分支范畴 ，就这种艺术而言 ，高层次的抽象

要求作者不去体悟艺术技巧） 。

只有音乐联系着听觉感受，同样绘画是另一种“纯粹的“艺术样

130 式。 即使雕塾同样要用眼眙来欣赏，但是雕塑不只关联着视觉。 我们

可以诉诸触觉来欣赏雕塑作品 。 除了我们标记“禁止参观者触模展

品”之外，我们不借助于触觉可能干的事就是，视觉能够在几乎每个层

面具有触觉的功能＂ 原则上 ， 盲人可以欣赏雕塑，无须语言信息可以

获得雕塑再现的准确意识，但是盲人不能欣赏绘画，他们只能间接地

形成绘画的观念G

不过，绘画只关涉视觉，这意味着它必然与绘画之外的可见世界

不可分割吗？正如上文提到过的，这是被极端的艺术行动主义支持者

所否认的，这些支持者认为，虽然画家必须在画布上创造某种视觉领

域，但是这不——或者不必一一－关涉在绘画之前并独立于绘画的可见

世界。 我涉及行动绘画，并非抽象或并非不形象， 因为抽象合并了与

130 

. 



六、绘画中的审美判断与世界观

可见世界关系的元素 ，它是从可见世界的“抽象”，譬如，甚至非形象的

东西也不必然是对可见世界的拒绝，因为它尽力把颜色看作是可见世

界的一个关键点。

我们简单地看看(2)一(5) 这几点，从(5) 开始，它是真实的 ， 因为

它预设了要加以证明的东西。 它把绘画的一切都视为可见世界的复

制，即它挑选出与绘画世界相应的可见世界，并非是充分地翻版可见

世界的绘画手段。 如果每一个奇怪的图像都由可见世界构成，如显微

镜下具有自身细胞群的水滴由可见世界构成，那么事实上，每一幅画 131

皆是可见世界的翻版，即便画家没有察觉这点。 针对这种情况，批评

家的任务就是唤醒处于画家纯粹｀｀下意识＂的东西 ，来说明绘画中客观

的图像＂源泉”在哪里并以何种方式存在。

某些现代艺术理论家的确借助于这种论证，有一些人借此想＂拥

护“现代对可见的日常生活的“抛弃＂ 。 由于现代欧洲绘画到 19 世纪

中期或者下半叶尽可能地获得了翻版日常可见世界的能力 ，所以绘画

被迫实验其他种类的可见世界，在画布上获得心灵深层或者科学仪器

中展现的”视觉”，这些导致了我们视觉器官功效的多方面提升。 我不

想否认这种艺术实践的正确性，也不否认这些因索对某些现代画家或

在现代画派发展中也许发挥了作用。 但是当他们在普遍地解释现代

绘画发展的原因时 ，我发现这些解说不能令人不满意。 之所以不令人

满意，是因为它们本质上是维护性的 ：它们希望有效地接受现实主义，

尽管带有某种内心不真诚性，通过这种接受来逃避具有现实主义要求

的系统控制 。

(2) 和(4) 是紧密相连的。 它们体现了同一事物的两极表述。 我

们已经提及，不可争论的是，除了我们称之为艺术行动主义的现代潮

流之外，每个社会的绘画都与对可见世界的复制相连。 无疑，在两维

平面上对可见世界的复制不可能从来是完美的，因为原则上不必然按

照以下方式来作画，即观众从两个不同角度观看一幅画的时候，他不

可能必然注意到，他正涉及的是一幅图画并非“现实木身＂ 。 这种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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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完美，还因为绘画必须是被限制的应 因而 ，既然这种复制不是完

美的，那么什么东西能够视为对可见世界的充分接近 ，在某种意义上

仅仅是惯例的问题。 因而，什么东西是或者什么东酉不是创造幻觉的

绘画，这事实上依赖于社会共识。

不容争论的事实是，绘画不是由纯粹任意的标记构成的 ，一些人

把这些标记视为对可见世界的意指，有些人则不这样认为一一绘画毕

132 竟不是语言表达。 无疑，只有现代欧洲绘画由于完善了绘画手段，才

尽可能地从一个固定点通过确定的”窗口框＂接近可见世界。 贡布里

希的书对这个主题的客观层面进行了彻底的多维考察，对此我没有什

么可以补充的。

不过，我认为 这儿从赞同转向责难一贡布里希不仅仅限制

回答审美问题，而且不能提供这些答案。 不是因为他作为艺术心理学

家不具备能力 ， 而是因为他不能决定一个策略性问题 ： 他应不应该把

绘画历史视为一个关联性的历史，一个展示日益完善地去掌握可见世

界的过程的历史呢？有时他根据我们提出 (2 ) 的精神作出反应 ： 可见

世界不可能完美地复制 ；有时以一种方式接近，有时以另一种方式接

近；最终不值得追求这样的复制 。 有时他们更倾向千(4) 提出的解决

方案 ：人类不断完善复制可见世界的手段。

我认为 ，他不能作出决定，因为他不承认普遍的可见世界的复制

与绘画中的可见世界的复制是相联系的，他认为两者应该区分。 严格

地说，他创造的不是艺术心理学而是对可见世界进行复制的心理学 ，

这是一种幻觉主义再现的心理学。 的确 ，人类日益完善其手段。 一个

埃及“绘画艺术家“不能够做现在任何人做的事，即使不具有任何艺术

天赋 ， 只要他能够画得很好：根据直线透视法则再现可见世界，我认为

这是可能的。 但是埃及人可能从来不喜欢这个。 如今成为普遍的、日

常的、技巧的东西，已经在艺术中通过持续要求对可见世界的再现发

＠这里所表达的意思是，绘画以形式构成了自己的限制范围，而可见世界是无限制

的．所以绘画的复制不可能是完美的。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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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起来。 （这种要求不仅关涉艺术而且涉及许多其他社会因索，但

这是另外一回事）在这种意义上拥有历史的东西，不是艺术而是人类

的实际能力 。

通过(2) 和 (4), 我们形成了艺术风格变化的极为牢固的理论描

述。 这不会让任何人惊讶 J 在某些具体历史解说的帮助下 ，这样的描 133

述对每一种转型来说都是有效的。 我们可以将如下事实视为我们的

起点 ： 当人类“开始＂作画时，他就画他所看见的，尽可能好地理韶如何

画 勹 最终在一个确定的社会 ，就把什么视为“正确的“再现而言 ，存在

着某种共识。 因为每个人从别人那里、从更熟练的人那里学会再现，

一代人从其他代人那里学会再现，所以一个社会的（艺术的、非艺术

的）再现基本上是相似的。 当说和做确实如此时，稳定的社会在上千

年的过程中 ， 以基本一致的方式勾画和绘画，如果它根本上要变化 ，那

么其艺术变化也是非常缓慢和有机的。

不过，在两种情况下一在整个人类历史仅有两次一发生了－

些事情 ：在古希腊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风格突然地、非有机地被转型

了 。 有些事情（暂时排除解说 ， 因为即使我们不能解说事实依然在那

里）推动着人们突然去追求对幻觉日益完美的接近。 首先在雕塑中

（古希腊人立即把这个任务推向完美） ，然后在绘画中（幻觉的创造是

相当复杂的），手段日渐完善，现实主义日益形成 ，这将会产生出日益

遵循先验和谐规则（比例、组织结构、颜色关系）的艺术作品 。

我们不打算去梳理欧洲中产阶级时期的特有发展历程。 但是 ，毫

无疑问的是 随着某种突然停顿，带着革新艺术家有时悲惨的内心

挣扎，绘画此时此地跳跃到欧洲，抛弃所有以前的“偏见“一一绘画日

益开始接近可见世界、“日常生活中的可见世界＂ 。 这在每个方面都是

如此 ， 不仅主题日益世俗化，而且日益对线性透视法则进行成功的阐

述，相关的还有与颜色的透视效果相协调。

就形式而言也是如此，例如 ，甚至基督神话的财窃、盛大场景的描

绘可以被视为从画家自己的时代抓取的在世的日常场景［不再有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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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或《圣母怜子图》(µ叫<l) 中的彼岸世界的任何东西。一个共同的

观察结论是，甚至文艺复兴早期也不再能够描绘耶稣升天 ， 因为其手

134 段已经不适合再现人类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只要其再现的世界在其

他方面也不同千我们的此岸的日常生活世界，那么这样的事悄只能是

信仰性再现］ 。 在日益有意识的绘画作品的意义上 ，任何事物都可以

成为艺术创作的对象，的确如此。 “任何事物”自然是一种夸张的说

法。 这里，我们正是从主题层面总结出原则上不可能复制”这个“可见

世界 ：绘画从来没有贞正容忍每一个主题。

甚至在发展的终点 ，即 自然主义时期一印象主义绘画把再现的

本质视为对可见世界的最忠实接近，这仍然是社会共识的元素。 （最

终，甚至最自然主义的构型仍然是对既定的历史上产生的框架的极完

美的修正 ；贡布里希正确地把再现能力的进化视为这个框架的不断精

致化。）印象主义被人们抗议，不仅在于它违背了几个世纪以来学界判

定为神圣和强有力的和谐规则，而且因为这一时期的观众内化了作为

对可见世界忠实再现的规则的学界规则，印象主义绘画对他们来说没

有呈现出现实主义的东西。

当今，每个人都赞同，印象主义绘画是对可见世界的真正接近。

对这样的接受，存在着一个较好的基础 。 在文艺复兴建立的再现的灭

点(Vanishing - Point) 和绘画空间的明确的要求条件系统内，印象主义

是真正的完美的韶决办法 ， 同时也是消解的伊始。

立足千(2) 和 (4 ) 之上的这种建构 ，将会与 (3) 提供的描述即只有

某些例外的时期才努力去复制可见世界相矛盾吗？绝不会矛盾。 可

以确定，这样一种努力尝试 ，对恰当手段的发展来说，具有决定性的益

处，并且旨在改进手段的努力，反过来又加强了绘画的幻觉主义要求。

在我们解释－审视可见世界的复制最具＂自然主义＂的意义上 ， 的确只

有例外的时期才努力地创造幻觉。 这并不与在其他时期发生的情况

135 相矛盾 ，在这个时期，在某种意义上把我们看来远非如此的东西视为

可见世界复制的悄况，或者说这并不与其他时期发生的情况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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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纯粹不具备创造现代欧洲绘画幻觉的能力 c

在研究绘画风格变化的原因中，我们首先就明确地拒绝一件事：

设想用观乔校式的生理学转型来提供支配绘画的要求的变化原因的

描述 。 我们应该坚持这点。 但是根据我们对(2) 和 (4) 的讨论，可以

肯定地认为，只要再现的要求已经改变——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

会，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 那么观看的模式在其宽泛意义上没

有改变吗？跟艺术构型的变化相类似，人们已经以不同的方式看世界

了，这难道没有一点点真实性吗？如果再现的要求系统发生姬变，再

现本身就随之变化了 勹 并且，如果再现变化了，再现的要求系统变化

了那么人们就开始以不同的方式观看了 L

只有在 20 世纪，我们才能够看到塞尚 (Cezanne) 或凡 ． 高 (Van

Gogh) 的自然风景画。 这是从塞尚、凡 ． 高，或我们的视觉中产生的

吗？为了避免任何神秘化，人们很容易地说，很自然，只能从塞尚和

凡 ． 称那里产生，人们跟随这两个天才的脚步，看他们并密爱他们，学

会了按照不同的方式观看。 但是这种回答比相反的答案真的具有更

少的神秘吗？这种相反的答案是 ： 人们开始以不同的方式观看，塞尚

和凡 ． 高这两个构成性的划时代的天才恰恰在于他们懂得如何按照

新的观看方式作画，并在于他们结束了新的观看方式与陈旧绘画之间

的矛盾，这种矛盾是自从巴比桑画派以来一些重要画家努力然而徒劳

地去实现的 。

第一个答案的神秘性涉及塞尚和凡 ． 高的天赋本质。 什么东西

对他们如此直要和伟大，以至于欧洲人在他们之后＂缺了他们”就不能

够观看，是什么东西必然使得人们把他们的画布视为风泵画和批界

呢？为什么他们碰巧成了新的观看方式的人，并且在绘画中什么东酉

强加千他们呢？然而，从“现实主义”或是“反现实主义”视角看，每个

人都承认，在现代绘画发展史上，他们是最初的两位伟大人物。 第二

种答案的神秘性涉及被赋予视觉变化的意义，两个天才的才能对之进

行了表述－表达：如何解释人们的观看方式的变化？无论我们是占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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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更具有行为主义的反现实主义的观点 ，抑或是喜欢第二个，更 136

现实主义的立足千“反映＂的观念，我们都必然遇到至今没有答案的

问题。

一个不想相信泄界精神”而面向经验的理论家会更喜欢第一种

回答。 他吏愿意停留在我们上述(2) 和 (4) 基础上概括的模式 ： 人类

一开始就画画和涂画。 有时，他成功地制作一些他们视之为是对可见

世界的复制的东西 ， 他逐渐喜欢他的框架，很快他不再把它视为框架

而是在这框架中再现出了世界。 他仍然可以在这方面改进某种东西。

既然一方面不存在着完美的框架 ，另一方面每一个框架性提纲都会被

视为再现 ， 那么就有无限作画的可能性。 正如高拉松 (Gabor

Ka咱tson )合理地谈道 ： “只有整体的绘画才能表达＇我们视觉的世

界＇ ，人类之眼能够· ·· · ··绘画逐步地实现视觉之可能性。 ”

我们几乎大都倾向千对这种回答感到满意，因而拒绝多种黑格尔

式的理性主义与各种对“世界精神“信赖的过分紧张的特征。 咱们恰

当地面对这个问题 ： 马克思关于固有的尺度的观点，卢卡奇关千合法

性的现实主义的观念，如果更狭窄些 ， 还有其继承者福勒普 (Lajos

FoJep ) 对“艺术和世界观＂相统一的信赖 ，拉斐尔 ( Max Raphael) 的观

点即在美学中确定其整个理论的活动，以及认为观看不是抽象的 ， ＂而

是非常具体的，并被既定历史个体又被（尤其是）文化态度所决定＂的

观点——所有这些观点缺乏在贡布里希清晰逻辑的理论过程中的自

明性，也缺乏我们在他的观念基础上形成的模式的自明性。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马克思的簸言 ： ＂人懂得如何运用固有的尺

度...…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 "®这种固有的尺度是什么

呢？它存在于人类的物质性对象化的功能中吗？最适于储水和倒水

@ 英文为： I'll七m knows bow lo employ the inheren t standard and therefore he also creales ac

corrling lo lhe laws o「 beauty 。 中文翻译为：“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井

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千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参见《马克思恩

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 63 页。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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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陶器也是最美的陶器吗？最适合的东西才是最美的吗？我们习惯

于把最适合的东西视为最美的吗？或者说，美本身拥有一些在对象的

比例中找得到或找不到表达的某种柏拉图的理念吗？包含下功能中 137

的尺度提供了美，还是美的规律显示出固有的尺度？

我们已经注意到 ，在普遍意义上提出这个问题 ，是不能够被回答

的。 毕竞我们看到的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正如拉斐尔所说 ： ＂我们正

在涉及对象的一个类型，这种对象整体上是我们认识上不可能接近

的。”如果艺术或既定时期的艺术、一个艺术家的作品集或一部艺术作

品 ，根本上是超越其自身的－我们的确相信这点 那么它纯粹是

超越的( points beyond) ; "其不得不说出的东西“只能以其自身的语言

来表述。 不然，如果它能够被其他表述，那么就不会有艺术的“需要“ 。

但是如果其陈述只能以其自身的语言来达到，那么事实上不可能提供

一个时期和一部艺术作品之间的彼此关联的解释。 后者构成了观看

世界的方式 ， 这个世界在作品中找到表达或者被作品构建（这不重

要） 。 这两者——时期与艺术—一不可能以同样的语言来解释。

跟随可见世界的关系的变化就是真正使绘画具有＂历史”特征的

东西 的确，这是其意义。 可以用不同原因来解释风格的变化

不同时代的人把不同的东西视为对可见世界的复制，在一些时代里邮

家和委托人、欣赏者或观赏者，都不认为复制可见世界是其任务 ；然而

也有一些时代人们则认为是这样的。 只有一些例外的社会才能够复

制可见世界，至少被某些明确的规定所限定，在不同时期人们希望绘

画复制不同的可见世界。 但是，因为我们正在探究绘画的任务，所以

我们严格地说是在探寻”这些原因＂中的原因，并且我们想准确地知

道，究竞是什么原因使人类以许多不同方式涉及可见世界及对它的

复制 。

不容争辩的是——没有一种可行的方式来争辩一只有欧洲文

明才成功地达到幻觉主义绘画的“顶峰” ，并且只有这种绘画在可能性

的框架内最充分地复制“可见世界＂ 。 对此不可争辩，即使我们知道我

137 



美学的重建－布达佩斯学派论文集

们还很不清楚这个可见世界是什么，我们还不清楚对这个可见世界的

138 完美复制是什么 。 在这里 ，能够并必须说出的，已经被艺术心理学（更

准确地说是被视觉感受和视觉知觉复制的心理学）说过了 。 真正的问

题或者至少与美学和历史哲学有关的问题则是，为什么碰巧是现代欧

洲文化追求对可见世界的复制 。

直到 1 9 世纪结束 ，人们才可能对这个问题进行明确的回答：因为

只有现代欧洲文化才有能力这样做。 能力产生要求，文艺复兴时期最

初的成功使画家和画之观众为之陶醉，并唤起他们火焰般的激悄来创

造总体的逼真，在画布的二维空间中产生三维空间 。 “即便故事不是

真实的也是美好的" (Se non e vero, hen trovato ' ) 是关于乔托(Giotto)

和契马布埃(Cimabue) 的一则逸闻 。 据说，乔托在契马布埃工作室的

时候 ，有一天在契马布埃作品中的一个人物的从子上画了一只苍蝇。

这位大师回到工作室时看见了这只苍蝇，并几次努力去驱赶它。 直到

他贴近这绘画后，才发现自已闹了笑话，然而，当今谁会把乔托的苍蝇

视为是活鲜鲜的苍蝇呢？相反，我们现在知道，完美复制可见世界的

可能性与能力始终绝不会产生现实化的要求。 20 世纪的绘画所喜欢

的，完全不是复制可见世界。

绘画幻觉主义与中产阶级的审美判断

在绘画史上，幻觉主义是确定的时代的特征 这个时代的“普

遍的“甚至”规范的“趣味判断 ， 只认可幻觉主义边界之内的绘画 ，并

且，美的理想尽管有时空的变体，但是始终处千幻觉主义的框架之中。

幻觉主义的接受或者拒绝能够并且应该通过联系趣味判断和审美判

断之间的区别来加以处理， 就是像审美以与绘画的其他具体风格、画

家的作品集或者单个艺术作品的关系相同的方式加以处理。

自然 ，这种幻觉主义的关系——既然幻觉主义不是一个画派而是

一种边界和范围，一幅单独的绘画作品或者画家或画派不会把它凌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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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漫长的历史时期之上一没有划定任何具体的趣味或者任何具体 139

美的理想。 由于幻觉主义是艺术史上较为明确时代之内画家和画派

的努力尝试的不可超越的框架，所以它也能够从接受的角度被视为当

时最多样性的艺术趣味和美的理想的框架。 如果观众——美学家和

批评家，他们在美的理想的构建中具有重要作用，或者一个“普通的“

平常的艺术欣赏者一一不想或者不能把超越幻觉主义框架的任何东

西视为真正的绘画，那么这是（或不是）涉及纯粹主观的趣味，同样这

与绘画的关系普遍上是（或不是）涉及纯粹主观的趣味。

不可争议的是，有一个绘画时期，任何人不可能把超越幻觉主义

框架的绘画视为重要的艺术作品 。 也许我们认为，就这框架而言，这

个时期对以前社会时代的非幻觉主义艺术是极为轻视的，同样对这些

时代以后的其他构成性趣味和美的理想也是轻视的。 正是随着 19 世

纪后半叶幻觉主义及其构成性趣味和美的理想的瓦解，欧洲艺术趣味

的类型开始非常普遍地接受其他社会和时期的艺术，换句话说，现代

趣味开始变得极为普遍 ，这绝非偶然。

毫无疑问 ，幻觉主义、趣味以及美的理想已经倾向于把不直接是

自已创造的视为其自己的东西。 幻觉主义是一个纯粹的框架，在这个

框架之内 ，我们碰到比以前艺术更多样化的可能形式。 幻觉主义的瓦

觥则进一步走向更多样性的创造的存在，同时，就艺术趣味和美的理

想而言，这是进一步走向从以前社会和时代以来的宽广的或者说也许

是所有艺术光谱的接纳（作为艺术接受的对象，如果不是作为例子） 。

看来 ，毋府置疑的是 ，艺术上能够被接受的领域自从中产阶级社会的

发展以来，始终比能够视为任何既定时刻的艺术的领域更为宽广，但

是同样亳无疑问的是，这两个领域是同步扩大或缩小的。 这个问题需 140

耍进行详细的历史研究，我在此不能涉及，但是我认为这对阐明此论

文问题的复杂性是重要的。

无疑 ，我们时代的绘画已经超越了幻觉主义的边界。 无论具象或

者非具象，无论哪种“主义＂哪种渴望正在得到实现。 不容争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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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绘画几乎毫无例外地显示出不想被理解为可见世界的愿

望。 虽然，任何”主义”，无论是理智的还是完美地仰赖于感觉（甚至

拒绝容忍以它所产生的套话来作为解释） ， 可以被纳入与上述意义可

见世界的关联中，但是它从没有想到去再现可见世界。

这种艺术倾向发生在自从印象主义式微以降的一百年左右的时

间里，这是危机的产物，正如许多人所主张的，抑或标志者新时代的艺

术，一种可以被接受或抛弃的艺术（立足于趣味 ： 它使人快乐——它不

使人快乐 ；或建立千审美判断 ： 它是美的-它不是美的） ， 它虽然不

可能割裂现代社会，但是必须视为我们时代艺术的可能性选择。 对这

个问题深感惊讶，无疑是正确的。

虽然读者将会沿若思想链汇聚在这点，但是作者现在支待第二种

选择。 审美判断立足于趣味判断基础上 ， 我们时代的艺术趣味（近一

百年之后来质疑它是荒谬的）已经逾越了幻觉主义的边界J 我们不能

主张说，20 世纪的绘画已不能“满足其自己的趣味＂ 。 不过虽然有些

人仍然把幻觉主义绘画视为一种（不可接近的）模范和榜样，并且有一

些人把当代绘画作为一种危机现象（纯粹因为它不能满足幻觉主义绘

画框架中设立的使命，无论这是否得以明白地言说），但是我们必须探

问：是什么导致对幻觉主义绘画的需求，又是什么把它推向了终结？

在尝试回答此问题之前 ，我觉得有必要说明这个问题的合理性。

我认为，就中产阶级之前的艺术而言 ，为何某种特有的艺术特性是一

个特有社会的艺术特征，这一问题是毫无意义的。 我主张，虽然所有

的风格特性均能从这个时期的各种遗产中推论出来 ，但是面对艺术联

系着既定的社会这一不容争论的事实，这一推论就那个时代的成员和

141 后来时代的艺术世界而言又没有价值。 这样，就幻觉主义与中产阶级

社会的关联而言 ，两者彼此联系。 原初产生幻觉主义要求的东西是完

全不重要的，其他意义是什么呢？

几个因索奠定了这个问题的合理性：

l. 幻觉主义纯粹是许多风格和流派存于其中的框架。 的确，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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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框架之内，中产阶级绘画每天努力去创造一些新的东西。 求新的意

愿为什么没有解构这个框架本身，或更准确地说，它为何又暴露了这

个框架？

2. 幻觉主义并非封闭社会的艺术或者艺术框架。 儿个世纪或儿

千年中以同样的形式再生产自己的社会，也有机地再生产艺术；社会

和艺术在其意识中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相反，中产阶级脱离

了共同体的有机纽带。 对他而言，并非在事物的本质中，存在的东酉

可能只在于框架之中（为了预想我们的结论），正是这些框架为他确保

了脱离共同体的可能性，但是也以这种方式来确保其存活！

3. 这个时期的反思意识与时代本身具有一种距离关系。 就艺术

而言 ， 正如就所有其他方而一样，它不断尝试把要做的正确的事加以

合法化；它试图质疑它自身的活动，通过战胜怀疑进一步确保其合法

性。 为什么这时期的美学（现代主义的美学存在正是这种反思性的结

果）没有提出绘画是否可以超出幻觉主义框架这一问题？换言之，为

什么视觉艺术中的装饰和再现彼此严格地分离呢？

那么，是什么东西萌生了幻觉主义绘画的要求，又是什么东西把

它推向终结？

我坚信，中产阶级时期的艺术与以前时期其他社会的艺术一样，

与世界观、一种基本的态度是共生相连的。 但是中产阶级时期也许是

唯一一个艺术与其整个世界的图像的内容不可分离的时期。 产生艺 142

术幻觉主义的这种态度或世界观正是中产阶级的理性主义，这种世界

观或图像也产生了科学。 因此，我们的世界是牢固统一的、可以限制

的，对象世界在运动中被客观的规定严格地限制 。 如果我们希望尽可

能自由地生活，那么我们必须懂得这个世界，这个可见的自然世界，以

及其他存在但不可分离的规定性，我们的自由等同于对可见世界之

（不可见的）规律的认识。 艺术的任务（包括绘画）正如科学之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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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认识可见世界，揭霹偶然性中的实质峦 他们的手段自然彼此不

同，但是任务则一样。

当然，认识不能把世界整体置入完美的领域，可见世界始终包含

着我们知道是威胁我们的事物＂ 但是一—这里，在认识的能力中存在

着自律之人的可能性－－－他能够完美地为自已确保自己的有限领域，

他能够逐渐地懂得这样做，因而他能够极其安全地在这个领域中

游动。

在上述中 ，我综合地使用自由这个空间 ，绝非偶然。 我确信，只要

认识就是自由这种信条仍然存活，那么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框架中仍有

可能产生重要的艺术作品。 一旦这种信条丧失了，一旦人类对这种达

到的而封闭的对象变得陌生（甚至他对自己的产品也变得陌生），一旦

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感到自己的自由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认为自由是

决定性的东西是一个谎言，那么就不可能创造出伟大的艺术。 用卢卡

奇的话说 ：

中产阶级不得不放弃这种意识形态 ， 或者把它视为对立

活动的遮羞布 。 就第一种情况而言，最终是理想的缺失，伦

理的困境 ， 由于它在生产中占据的位置，中产阶级不能生产

出除个体自由之外的任何其他的意识形态 。 就第二种情况

而言，中产阶级正面临其内在谎言的伦理破产：它被迫不断

地逆着意识形态而行动 。

0 为了避免误解，让我说得准确些 。 我的明确观点是 ，艺术（包括绘画）不是认识（即

不是对外在于艺术的某物的复制），而是生产、建构，或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是＂世界的建基＂

{ i\ufstellung einer Welt) ,, 复制的元素作为一个次要的关键点始终出现在生产中，在这方面

不重要 ｀ 艺术作品之所以是艺术作品，在于它始终是从虚无中创造，即便某些元素（主题材

料、主题）在它之前就虽现出来了 。 毕竟．一旦这些元索是艺术作品的构成＇， 部分”，它们就

不再是之前的东西。 在这里．我只想评论说．绘画幻觉主义时代的特征就是 ， 每种艺术把门

己一一在所有关于艺术的哲学－审美反思之前一视为认识，视为对世界（即可见世界）的

复制 这时代之前或之后的绘画郘不是这样的，即使当代的形而上学没有质疑认识在根木

上的复制特征。（这是八到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为止整个欧洲形而上学的本质特征J

142 



六绘画中的审美判断与世界观

幻觉主义绘画是被中产阶级意识形态赋予生命的从这就是它如

何呈现在画家以及理论家和美学家眼前的。 卡拉松( Kar6tson)令人钦

佩的表述是 ： ＂中心透视的玻璃盒……有效地表达了中产阶级的世界

观，同时催生了中产阶级 它犹如一间封闭的、安全的房间"""对中产 143

阶级而言，这是中心透视法的熟悉的房间 ，与外在自然界的不确定性

截然相对照 。”对范 · 爱克 (Van Eyck) 描绘阿尔诺尔菲尼夫妇

(A mo]fini Couple) 必定想到的东西，卡拉松给予了清楚的表达。 这两

个人站养的小世界是完全明白的（镜子 ！ ），即使它并没有超越它自已 。

人自由地在这里面游动 。

不过，所有这些都包含着产生幻觉主义本身的意识形态、世界观。

中产阶级意识形态 其古典时期的特征是在对立的变体中 认同这

种观点 ， 即不论世界的形式是什么 ，都是既定的，自由意味着在既定的

世界中学会游动一一提供了这时期绘画必须承认的框架。 这个框架

选取的艺术可能性的探索为许多根本不同的幻觉主义绘画风格开掘

D 现作，我不可能再同意把自然主义的合理主义和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等同起来 首

先，我不把＂中产阶级”一~脱离有限共同体的肪带的个体一和剥削的资本主义者等同起

束 我也不相信．中产阶级杜会正在走向一一或甚至倾向千一一各种共同体的悄解 ［参见

我的《现象学和中产阶级社会） ，战瓦尔登菲勒(Wald叩fels) 、布洛克嫂(B咄kmau ) 、巴热宁

( P必anin) 编《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第 3 卷，《社会节学》，法兰克福 ， 1978 。 ]朵后，我逐渐认

识到，如果我重视个体性的成就——中产阶级世界的伟大成就－那么我就必须承认 ．一个

人过主义的术来并不意味芍用某种永恒的群体和谐来取代中产阶级世界的悖论性结构

（参见我的论文 ' Mancism and E母cm Eumpc: a sort of letter lo my friend»', 刊载千我的著作

The S皿e and 沁奴/ism : Political Essa)•, London, 198 I 中）我应该从这些观点中得出这个主

题，即绘[[Ell 与世界观的关系的结论 但是既然这选集的目的是汇集以前布达佩斯学派的美

学著述而不是反思这个学派以前的成员的最近的产物，所以我不能修正此文本勹 这样做无

论如何都不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我的判断中，这个文本形成 r一种关千绘画的立场，这种

立场在某种意义上预示了我恪个立场的转向 以我目前的观点来看，不仅必须对绘昢的幻

觉 E义的消韶持养不同的立场，而且我能使我的思想链更清晰、更少才盾。 现在，不需要再

把现代绘画视为拒绝整个中产阶级世界的某种公有未来的乌托邦的载体 、 公有的时刻恰恰

呈现在＂中产阶级＂世界中，在绘画以及其他宽广领坡的心灵生产王国中所显示出来的时代

性姐变并作对中产阶级世界的拒绝而i是对儿不可超越的二律背反特征的承认 今天，对我

来说这种承认是人类未来的可能性的 一种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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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机迵所有想把图画描绘为对可见世界加以韶释的人都拥有共同

的观点 ，每一个元素都属于这个框架之内的绘画任务的范围。 不过 ，

这种共同的观点已经能够包含最多样的世界图像 ， 并能允许最多样的

绘画风格的发展。

总之，在幻觉主义中形成框架的东西就是中产阶级世界观，是割

裂了共同体期待的人们的世界观。 在各种幻觉主义风格中，各种世界

图像现在承认这种世界观的框架并完善它（至此以不是每个方面可以

用语言意译的方式），但现在这些世界图像在某些方面与之相冲突 。

在幻觉主义框架里开始出现的不同风格中所呈现出的美与和谐，明显

地说明，那个时代画家所拥有的具体的世界图像真正和谐地契合中产

阶级世界观的框架，完全与之一致；的确，决定因素与自由在某种意义

上不是对立的。 （用阿格妮丝 · 赫勒的话说，由于没有单数的自由，只

有复数的自由，因而很明显，各种形式和类型的自由是一个过程，而不

是一种状态，决非决定因素和自由的荒谬的调和。 在这里不可能进行

这个哲学问题的分析。 ）

144 只要中产阶级世界观的幻觉开始暴露出来，那么就不可能实现对

可见世界和谐而优美的再现。 （最后一次这样的实现是列奥纳多 ·

达 · 芬奇的绘画，尽管后来现实这点日益充满问题。）更准确地说 ： 对

和谐的再现的追求是错误的一—一方面是墨守成规，另一方面是矫揉

造作。 美的形式的创造一一或者美的形式的接受一一愈来愈只有通

过干扰和谐的技巧才得以可能。 （我们只需想想从米开朗琪罗、丁托

列托和伦勃朗以来的任何—位伟大艺术家，更准确地说是想想那些进

步的世界图景可以被今天接受的真正伟大的艺术家。）愈来愈多萌生

的东西是一种新的生活图像或感觉，这不再以可见世界的形式没有中

介地记录或者采纳。

不过，我们可以有趣地乔到，一条曲折的路线跟随着，一直到幻觉

主义艺术有效地走向崩溃。 19 世纪画家发现，根据学院艺术的规则，

强迫形成的和谐是不能被接受的。 然而对可见世界加以拒绝的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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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验是复制一种“非有机的”可见世界，把幻觉主义推向了极致，即

试图确信，绘画不仅应该被理解为可见世界，而且它应该真正复制可

见世界本身 ，这就是自然主义－印象主义的实验。 那些发现我们的论

证是有说服力的读者 ，将会承认这种观点，即在自然主义和印象主义

中获得形式的那种世界图像 ，还没有与认识和自巾等同的世界观直接

构成冲突，但是不再能够把中产阶级生活的狭窄的物质世界视为可以

实现的自 巾世界。 绘画带若日益脱离形式义务的”自由“再现，但是它

不再想或不再知道如何占有—个位置。 结果，正是由千它不想占有一

个位置，绘画最终明显地成为意识形态的 。

自然主义热悄地努力让世界真实化 不去散播墨守成规或萌

生矫揉造作中呈现的某种不真实的信条 它最终捣毁了自己的艺

术。 用费德勒(Komad Fiedler) 的话说 ： ＂它能有力地拒绝过去世界观

中带有真理的错误、隐藏或装饰的一切事物，这种拒绝同样使得它把

最终现实的虚假化的东西视为现实的图像。“我认为，对现实虚假化的

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 不过 ，幻觉主义艺术可能性最大化的实现， 145

是复制可见世界方面最大的逼真性，包含着与现实清楚的关系的”表

述＂，这种表述为一种 只有一种－—一世界图像最终提供了支持，这

种图像是对承诺的完全消极的回避。

自然主义的历史命运是奇特的。 我确信，甚至在今天，许多人会

有一些怀疑，甚至明确地反对我关千自然主义和印象主义的清楚的分

类一在这些人看来 ，相对于自然主义，印象主义支持某些新的东西

（我没有涉及技巧的细节） 。 不过，艺术世界日益重要的一部分包括著

名专家开始感到，我们称为“现代的“东西，第一次突破幻觉主义（正

如我们所界定的）的艺术并不是印象主义，而是突破印象主义的绘画 ，

特别是塞尚、凡 · 高、商更、修拉等人的绘画。 毫无疑问，印象主义在

很长时间被认为是现代艺术的开始。 如果我们现在知道，这不是真实

的，印象主义不是一个开始而是一个终点，是幻觉主义时期的终点，那

么，事实上它真正能够开创一种新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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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觉主义的消解，意味若＂技巧“最大可能地实现，也意味若黔驴

技穷 ， 但这并非在纯粹技巧性的意义上。 的确，在某些方面 ，不再可

能从幻觉主义绘画中生产出某些＂新＂的东西 ；人们必须尝试别的东

西， 但是从绘画内在技巧发展过程中，没有产生新颖性的需要 ， 也没

有超越幻觉主义的需要户 幻觉主义艺术的明显的消解，事实上 ， 在艺

术层面是可以感触得到的，这在 19 世纪欧洲社会中的其他许多领域

也感受得到：资产阶级世界观不再作为与世界进步关系的框架或者作

为任何进步图像的框架。 （我不会马上就认为，新形式与其无限多样

的变体包含看资产阶级世界的理想的有些神秘现实化的具体化。 但

是从我的思想过程中可以得出结论，真正不需要神秘的具体化，以及

在艺术幻觉主义的违背过程中为一种新态度找到表达。 毕竟 ， 艺术家

和观众一起构建绘画 。 ）

146 正是巾于这种原因，不可能把现代艺术视为一种危机。 大约一百

年之前，绘画被”主义”所统治着。 这些主义反映了中产阶级世界观的

危机吗？能把这个世界视为绘画不能找到恰当表达手段的世纪吗？

我不那样认为。 中产阶级世界观的危机不是在幻觉主义的解构中显

示的，而是在幻觉主义的框架中显示出来的，这个框架对资产阶级世

界观是完整表达的 ， 它被耗尽了，不再能够提供实现艺术观念的可

能性＾

”后幻觉主义”（意味着形象和抽象，同样包括多种“主义") "表

述“开始表达并创造了新的图像 ， 这些图像至少希望超越中产阶级的

世界观框架，不能再容忍中产阶级世界的框定。 读者应该清楚，我不

仅不知道如何，而且不想解释这具体的“内容” ，这些图像的语言”陈

述＂ 。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绘画要求并创造一种新的世界图像。

它是在每一种呈现以及每一种派别之中吗？当然不是，但为什么现代

绘画不会带来坏的、意识形态的作品和倾向呢？

我同意弗朗开斯托 ( Pierre Francastel) 的观点，尝试把绘画的”语

言“翻译成为口头语言，这是现代欧洲在语言化的影响下存在的偏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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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必须与他作品的观点展开激烈争论 ， 他的作品所暗示的 ，新现

代的”后幻觉主义”绘画的诞生及其自己的语言宣告了一个新社会的

诞生。 艺术的”语言“没有谈及社会的整体。 艺术表达创造者和观众

同世界的关系－当然可以理解为 ，这种关系本身是世界的一部分。

倘若我们这个世纪的画家不再能够像过去几个世纪的画家那样做 ，倘

若他们已经摆脱作为框架的幻觉主义的秷楛 ，那么这就“告诉“我们，

我们时代的精神精英们，由于没有能力或感到鳌耻就以某种方式不再

容纳中产阶级世界观的框架。

但是我们自已不应该盲目 ：这真在只是一个精神精英的问题。 在

群体社会中 ， 艺术 ， 包括绘画 ， 是整个社会的事业与“语言”，与之相

反，中产阶级社会的特征却是这样，＂真止的“艺术成为一小部分人的

私人事件。 中产阶级世界中的普迵个体的生活没有艺术 ；最多是“消

费”一些劣质的艺术伴随物9 就绘画而言 ，这些劣质物品至今大都仍 147

是“幻觉主义＂的！观看世界方式的转型，的确标示或者可以标示世界

的转型。 但是 即使我们局限于绘画也很清楚——普通人的世界

图像还是儿乎没有改变

我们也应该注意另一件事 ：正是最多样化的平庸绘画形式创造了

视觉环境 ，这个环境形成了个体的世界视觉 ，这些个体在普通的环境

中成长 ， 具有普通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个环境形成了孩子们的世界视

觉，在未来，孩子们将按照自己的特殊性来生活。 世界各地的孩子们

所学习的课本中的绘画，尽管具有不同世界观”命题“内容 ，但是都在

泄输中产阶级看世界的方式。

绘画的转型不意味着世界的转型。 确信这点就预设了技巧与艺

术的极度非中介性的统一c 当弗朗开斯托反对把绘画和普遍主义的

艺术视为理想的呈现时 ，他忘记了某些东西。 他是正确的 ， 因为艺术

的柏拉图化的概念，真正使得不可能理解与我们的期待相陌生的任何

艺术，例如，它使得喜爱文艺复兴之美的人不能接受现代艺术。 但是

他忘记了，“理想＂具有两种意义 ：不仅指悬在人类和历史之上的超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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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念，而且指呈现在现实个人的昭然举止中的可感知的理想。 如果

绘画不涉及这个，那么它只是纯粹的游戏或业余爱好

当然 ，现代绘画－至少就其大多数而言一一与幻觉主义绘画相

比较具有更多的游戏性匕 这种游戏性有助于说明这样的事实，装饰性

与再现不再被彼此分割，这就是那些把绘画的使命定位在某些严肃的

声明中的人回避现代的一个原因 。 但是这种游戏性并非一种纯粹游

戏。 这个对象一一通常也许真正是画家游戏的创造欲望的产物

具有美的”意愿”和提供美的能力：把它提供给现在仍在萌芽状态的崭

新的共同体的能力 。

（加拿大特伦特大学约翰 · 费克特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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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唐磺·乔万尼》

格拉 · 弗多尔

克尔恺郭尔 ( Kierkegaard) 写道 ，感性作为一种原则、一种力橄、－

个王国的感官色情被基督教世界创造，因为它被精神所摒弃，因而被

视为一种对立性的原则应 莫扎特(Mozart) 的《唐琐 · 乔万尼》 ( Do几

G妞vanni)再现了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光。 这部歌剧以 D 小调缓慢的序

曲 ， 以不可预料的精神回归开始。 这个纯音乐性的构想是最迷人的音

乐文学的幻想场面之一：一个真正的幽灵。 属音（音阶之第五音）和弦

的主体部分是随着内在不和谐而形成的，整个交响乐队以 D 小调奏出

的主体部分激起了不可言传的意蕴，就是所谓的雄伟。 音调是凄冷

的：阿贝特 (Abert) 把它与美杜莎(Medusa) 的头相类比并非无稽之

谈。©但是音乐突然变化。 刚才沉重而集中的声音变成升华的、透明

的，几近缭渺。 同时它变得更易于清晰表达。一方面，一种意义丰富

而持续重复的节奏获得了形式：

心 Kierkegaard, Either/Or, vol. I ( Pa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 J.) , pp 

59 -60. 

® Abert, IT'. A. MoztLrl, vol. 11 (VEB Breitkopf & Hlirtel Musikverlag, Leipzig, 1956) , 

p.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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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l

JjiJji 

另一方面 ，管乐器和八度音阶一一－这些巨大的然而是轻飘的精神之音

级一一获得了一种纯粹的时期性。 因而这个幽灵变得更加不真实 ， 同

时也变得更加具体。 现在 ， 内在动力发展的活力开始了 ： 第一批小提

琴演奏一段旋律，而第二批小提琴的 16 分音符的拨动创造了烦躁的

1 5 1 震额。 因而解放了的活力消耗在令人恐惧的突强音符之中，立即中止

了。 这音乐仍然正确地向张力之顶峰进发。 的确，两个近似火山的爆

发声，证实了一种不可抵制的力最的呈现。 接着是像缓慢后退的东

西~我们前面注意到的节奏

在低音中进行，同时长笛和小提琴（渐强 ，钢琴渐弱）的音段通过它们

奔涌与后退、威胁与退缩的模棱两可的姿态干扰着。 最后，主要的危

险过去了，所有悄感向内转向，基本节奏的跳动与泊泊的震音吞没与

吸纳一切，这种张力在最后的节拍中实际上消失了 ， 这个幽灵被撕成

了碎片 ， 随之响起的弦乐器的锐利之断音便烟消云散。

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剧通常以寓言式的复仇人物开始，这人物宣

称，过失要受到惩罚 。 这只是奠定戏剧的基调，然后就靠边站了，不去

干扰行为的过程。 然而正是它展现着每件事悄，观众只有通过它才能

看见事件。 也是在这里，随着缓慢的泛音的引入，一个幽灵出现了，可

以让普遍的戏剧再次上演，精灵离开世界，感性进发了出来。 然而，聆

听了这首音乐的观众感觉到，这不可能完全是真的n 在这首 D 小调音

乐中呈现出来的力批不是感到世界不再是其自己的力扯， 而是莎七比

亚的“烦恼＂的”精灵＂ 。

此歌剧的基调是不可忘怀的，霍索 ( Hotho) 合理地写道 ： ”这种心

痛的、深层的、阴森的庄严让我对唐琐 · 乔万尼的命运，即他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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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运，产生一种警告性的预兆。 "Cf不过，这纯粹是观众的预兆。 随

着幽灵消失，世界舞台被感性王国所占据，完全无视预先的警告。

D 小凋行板乐段持续音的终点，标志着极快的 D 大洞的导入。 这

里没有两个部分之间的过渡，而是一个突发性的转换器，第二部分是

单纯的交响乐的运动 ， 带着其自己的单纯的意义，这是对活力、生命力

盐、感性和生存之乐的真实的、非反思的表达，把其他的一切驱散出

去。 所有内在的分化、矛盾与解决、张力与释放、一切形式，均发生在 152

这种同质的表现中 ，成为其持续不断的形式 ，成为其激情与情感持续

变化的性质。 这种快速 D 大调是感性王国的音乐表达C

《唐琐 · 乔万尼》的序曲的两个部分立足于两个根本不同的建构

原则之上。 第一部分是一系列的音乐斑纹 ，没有发展为一个主题。 可

以感觉到的连续性只有通过其内在加速的一致性来再现——这种一

致性是真正的统一趋势，从开始的 2 分音符到最后的 32 分音符。 这

种缓慢引入的基本特征在于二重性 ， 在这里，细节一个接一个按主题

规则排列，转变为情绪的有机主义。 这种结构的怪异恰恰表达了第一

部分模棱两可的特性。 没有戏剧的人物被勾勒为主体 ；严格意义上的

行为也没有开始。 对我们而言，这个幽灵 像对霍拉旭 ( Horatio) 、

波尔娜多 ( BemaRdo) 和马西勒斯 ( Marcellus) 而言的哈姆雷特的鬼魂

一样一纯粹是“一个可怕的精灵＂ ， 一个“幽灵＂，一个”自命不凡的

人物”，一种幻象。 ”这个精灵，我们对其一片茫然”，他由他的外表所

暗示，他在听觉方面呈现给我们的是通过音乐的结构性矛盾呈现的。

相反，第二部分是完美而包含着交响乐的乐段 ，它借助千一致性

的主题孕育为现实。 音乐世界忽略了外在于它的一切事物，其独自持

立，表达其内在的多维潜力 。

因而，序曲联系着截然对立的两个世界 砐内在的是在作曲的

方式上。 换句话说，我们面临着世界分裂的两个对立的极点。 这个重

(i) I lotl10, l'orst叫ien.几r Leben imd Ku瓜t (Stullgart und TuLingen, 1835) , p.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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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交响乐开场白允诺了一个世界的戏剧。 这个序曲随看 F 大调弦

乐，保持着开放性 ，音乐的序幕拉开了 。

随若第一次引入，我们发现自已不是处千普通的戏剧之中，而是

在诙谐歌剧(opera buffa ) 中：里波锐罗 (Leporello) 表达了对仆人命运

之义愤。 著名的“白天黑夜累得要命" (no tte e giomo fa tic釭）主题是 18

世纪真实的诙谐歌剧的陈腐主题，然而它认同具有唯一和象征姿态的

个体。 这个主题被进行实质的解释，被孕育的态度赋予许多重要意

义，但主要是被人物和音乐发展的总体性中所表达的具有特征性的空

间赋予的。 里波锐罗自已渐渐进入真正狂怒的状态。 他已经满足了

他的心理需求——一个有效地支撑的 B 大调以后 他也满意地暂

1 53 停了，似乎在欣赏他自己萌生的愤怒 ，然后他沉溺于语言的禀赋与狂

热中 ： ＂我要成为一位绅士。 " (vog l io far il gentiluomo ) 我们确信，我们

所听到的在里波锐罗的全部本领中屈于：造反的义愤之极点变成没有

厌恶感的羡慕 ，甚至更重要的是成为他的主人的回音。 这由管弦乐队

（主要是小提琴、双簧管和大管）正确地加以表达。 此刻，里波锐罗的

形象变得极其朦胧 ： 看来他的抱怨与羡慕是同一事实的表达：他是他

主人的着迷的性格 ，而不是他的奴仆。 因而他处于人的维度 ， 联系若

唐琐 · 乔万尼和里波锐罗的不是地位关系而是生命纽带。

只要这首音乐开始表达这种关系，它就导致了诙谐歌剧框架的问

题。 在心理和风格上 ，莫扎特皆考虑让这个维度细腻而准确地被人们

感受到。一束奇异的光芒一瞬间闪过情感的波澜，但仅仅是一瞬间 ，

因为在随后的几小节中，里波锐罗的怒言退回到普通的空间中 。 这个

过程开始停止，仅仅在某种不同的情感层面重复。 现在，尖酸的反讽

取代了自我萌生的义愤。 我们能够感受到，这是里波锐罗喜欢的另一

个思想主题。 它开始于一种轻率的优越感的气氛（ 由管弦乐队演奏的

一种巨人的姿态），然后是反讽的、朦胧的认同，变得愈来愈尖锐，最后

陷入隐蔽的自我同情 ： ＂我是一名侍从。 " (ed io far la sentinella) 里波锐

罗的尖酸刻薄处于低谷，只有借助于重新爆发的愤怒一—－一种朦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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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一他才能够去克服他的刻 t肌这可以解释前一部分的重复 ）

里波锐罗的形象实质随着这种蜇复就揭示了，不仅在细节上而且在总

体模式上 ： 他对唐琐 · 乔万尼的矛盾性的依附。 在某种意义上，里波

锐罗是唐瑛 · 乔万尼的另—个自我 ( alter ego) 。 因此 ， 他和他主人的

关系的特征是削绕自己的圆圈的某种奔跑。 他的造反从来不能达到

道路的实际分离点，因为它转变成为对决定性时刻的羡慕 ，最后它又

陷入屈服状态。 然后这个过程又开始了 。 这个圆阁能够重复，有时圆

阔大一些，有时小一些 ，带有不明的情感态度。 因而 ，里波锐罗的音乐

场景是直线型的 ，是一个连续的不相关主题的片段。 这里没有主题或

母题的发展 ；原则上，内在独立的片段之链能够无限地持续。 甚至就

它们组织的角色方面，不断出现的事件也强化了这种效果。

在音乐里，一种无限循环的感情，一种无止的旋转，在里波锐罗的 154

场景中被首创了出来。 只有借助于外在的事件，行为才能摆脱这个圆

圈 。 这样的事件就是安娜( Donna Anna) 和唐琐 · 乔万尼的出现。

安娜和唐琐 · 乔万尼的场景与前而的诙谐场景构成鲜明的对照，

不管莫扎特赋予诙谐风格以多么丰富的意义 ，这个场景与安娜的宏伟

的主题相比都相形见绵：

例 2

尸一写 :: 1 r v亡下了r-产，于亡一气气二
Jon 叩e-rar. ~e non m• LJC' 一 <·i - rli, c-h'io ti la -~c-i fug -即r mai. 

旋律的结构加强了比例与平衡。 弧形按照接近黄金分割率被分

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断音节奏，犹如一阵叫喊 ， 另一部分是旋律式

的八分音符。 这个旋律是真实的女主人公的实质。 安娜出现了 ，是在

戏剧的悲剧呈现与确信的行为举止充满张力的高潮中出现的。 但是

我们可以明确观察到，这个旋律是如何突变为唐琐 · 乔万尼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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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

，
一-- _, 

Donn a fol - lt>,indar - 110 gri - di . <'hi son io tu non 1-u - prai 

唐琐 · 乔万尼扭曲了安娜的旋律，干扰了其结构、比例与和谐 ， 突

破了其弧形。 好像创造过程的对立面发生了，好像第一个仍然是朦胧

的、令人犹豫的，原初矛盾＂脱离”了最终的结构。 安娜旋律的纯洁英

雄主义被还原为强有力的然而不是原初的情感主义。 这种转型表达

出他们的关系，它集中千安娜和唐瑛 · 乔万尼之间的关系的实质。 阿

贝特已经指出这种事实的蜇要意义 ， 即与作为直接源泉的贝尔塔蒂

( Bertati ) 的《唐琐 · 乔万尼》相反，不是唐琐· 乔万尼而是安娜打开了

场景。＠

极为重要的是，不管歌剧中前面的事件，即两者之间的戏剧关系 ．

155 安娜却是挑衅的主角，而唐瑛 · 乔万尼完全是处千防御地位 唐琐 ．

乔万尼承袭（并扭曲）安娜的旋律 ，没有表现他的引诱技巧 ， 没有表现

他对待妇女的本能；相反，它显示他总体上的无助，他迷惑的脆弱，映

衬若安娜的坚决。 歌剧关键的事实之一体现在安娜和唐琐· 乔万尼

的场景的第一场音乐交流中，即安娜打碎了唐琐 · 乔万尼的不可能抵

挡的能力 。 我们可以设想这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悄。 因而这戏剧以

决定性的命运转折开始。 在安娜和唐琐 · 乔万尼的关系中，这种事件

转折是不可挽回的。

他们的场景被分成两部分，并从安娜主题的两重性特征中得到发

展。 第一部分被切分得像叫喊一样的主题支配着。 两个主角细腻地

彼此校仿：两个都既是挑衅者又是受害者。 安娜的性格与情境的矛盾

显而易见。 当我们在女主人公那里辨认出几乎为她的困境泪流满面

的时候 ，这正是极具启示性的时刻。

(II Abe.rt , Mozart , p .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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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

1 一心卜 「 「1 1-r _v~ 「 ~-IF ! 
Gen - tc, scr 哑 v1 , al t r2 - di - to - re ! 

显然，在作为一个人的安娜和她的困境之间存在着矛盾。 从根本

上说，她是要求英雄主义的情境中的一位纯洁感情的优美存在物，她

能够提升到这种要求上来，但是存在着不充分性。 安娜的内心戏剧开

始于这种矛盾。 唐琐 · 乔万尼，即歌词中的挑衅者在音乐中成为防御

性的。 这没有被这种事实所改变，相当早的时候他的角色是连贯的，

被清楚表述着，但是他的自我确信的音调不能让我们忘记音乐的过程

是被安娜支配的，这位姑娘看见没有人来帮助她，就征服了她的瞬时

的弱点，更以不可动摇的决心面对着唐瑛 · 乔万尼。 似乎，在第二部

分，身体的搏斗会产生道德的义愤。 这里主体并非具有更少的激情，

然而更多的是旋律的、精细的。 具有特征性的八分音符模式来自于安

娜第一个旋律的第二部分 ：

例 5

1仁 P IU L气上 LJ7 「 f
Co•m'c fu· na dis• pc - ra - ta 

唐琐·乔万尼追随着、模仿着安娜的角色。 长时间的场景 ， 具有

势不可当的动力，包含着独特的矛盾。 它描绘了两个缺乏任何共同交

点的对立性格的冲突。 这两个人的确没有相同之处。 在安娜眼里，唐

琐·乔万尼作为—个男人是完全让她感兴趣的，作为对手又是残酷的

敌人。 在唐琐 · 乔万尼眼里，安娜纯粹是不可理解的。 因而在这场斗

争中，两方彼此衡拱，但彼此不相适应。 他们的冲突不是共同命运 、共

同戏剧的一部分，而就具体而言是他们各自命运、各自不同戏剧的潜

在开始。 这种矛盾准确地被场景的虚假主题建构表现了出来。 虽然

莫扎特从单一旋律中发展了整个宏伟的场景 ，但是我们在这里没有发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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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根据奏鸣曲原则而形成的戏剧性的主题延展。 唐琐 · 乔万尼的风

格是模仿，是合理的模拟。 莫扎特天才的标志，就是努力通过共同主

题的使用来阐明两个人总体内心的他者。 显然，莫扎特的目的是对极

为剧烈而外在的冲突的近乎象征性的抚平。 里波锐罗叽叽喳喳地强

迫而入的悲剧斗争的可怕的诙谐喜剧声音加强了这种目的 。 歌剧的

第二个场景也被一个外在的事件终止了：代理圣职的出现。

在下一场景 极为精简 甚至直插要点 三个男低音的

交互联系，即代理圣职、唐琐 · 乔万尼和里波锐罗的声音是最为重要

的。 这个场景由代理圣职奠定基洞：他的奠定极为简单而重要。 克尔

恺郭尔正确地陈述道：＂他的诚挚太深邃而不是一个活人的诚挚，他是

他死亡前的精灵。叽）唐琐·乔万尼以自己的方式用相同的语调继续，

虽然他保持若简洁的风格，但是他的反应自然更具旋律，是自由的，甚

至很放肆。 显然，在这骑士般的冲突中，他最后重新获得了他的真实

自我 ，他以前的尴尬－一一被优雅举止精心隐藏的——已经消失了 。 代

157 理圣职和唐琐 · 乔万尼的简短对话创造了一种独特性气势。 突然地，

维度被扩大了，一切事物获得了显著的呈现，甚至很愿意偷偷溜走的

里波锐罗也带着如此戏剧性的庄重，混合着恐惧宣告他的意图，他达

到很高的境界。 一切事物逐步显露出迷人的轮廓。 唐琐·乔万尼占

据眷，重新占据着里波锐罗的声音。 但是，正如他以前处理代理圣职

的声音那样，他又重新解释里波锐罗的声音。 看来＂害怕地蝇缩起来＂

的里波锐罗的旋律”垂直地立在“唐瑛 · 乔万尼的声音中。三种声音

交织，彼此吸引与痉挛，这可以被细腻地表现出来。 唐琐·乔万尼用

半音(mezza voce) 唱出的“颤抖" (misero) , 以同样节奏但强有力地在更

大音段里，被代理圣职的“懦夫" (battiti) 回复所响应，这又被唐瑛 · 乔

万尼的“颤抖”更强地(piu voce) 回应，使得代理圣职的八度音程，甚至

他自已以前的五音音程压缩到三音音程，那看起来描绘出因愤怒收缩

(D Kierkegaard, E汕er/Or, p.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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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睛形象。 这场景中的三位演员也采纳了彼此的尺度 ，形势紧张到

了白热化，已经达到了的平衡趋于崩溃。 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的休止

＂强调" '这种形势不可能支撑住。 现在 ，唐琐 · 乔万尼颠覆了这种形

势：＂颤抖，因为你必须死 ! " ( Misero , atlendi , se vuoi morir ! )阿贝特正

确地陈述道：”这八个小节与休止 ，是整个序曲的高点 ： 男主人公的命

运实质 ， 带着它呼唤的悲惨恐惧一样的程度呈现了出来。叨）这个场景

如此迷人的东西，是这三个人在相同的基调领域如何能够明确地彼此

区分。每个人如何能够说明其自己的实质性的自我。 这与其说是冲

突 ，不如说是达到标准，每个人物根据相同的问题来勾画各自的世界

与行为。 不过，这没有缓解张力。相反，从三个基洞分离的不可挽回

的宣言中产生了这个场景独特的核心情绪。

在这个场景剧烈的张力后，决斗的音乐作为一种可以确证的缓解

到来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场暴风雨的到来。 但这也仅仅是一瞬间，

音乐又回到自身，与外界隔绝了 。

决斗之前的场景持续着，但是处于完全不同的气氛中：之前“纯

粹“不可挽回的东西 ，现在变成了绝对必然的。 真正命运的意义由唐

琐 · 乔万尼的低沉之声承载着，超越了代理圣职的痛楚以及里波锐罗

惊恐的滑稽之音。 霍索在别的地方已经指出，唐琐 · 乔万尼的声音是

嘲弄性的，散发着对胜利的喜悦 ，无意识地被恐惧抑制着。© 唐琐 · 乔 1 58

万尼自已正确地联结着两件事 ： 安娜的抵抗和代理圣职的不幸，他的

声音对安娜愤怒拒绝的旋律的暗示是极为明显的 ：

例 6

严，「； l口亡它呈气干
Ah g山 ca - de ii scia·gu·ra - to 、

（对比例 5) 唐琐·乔万尼可能有意地想说 ：看看你们两个愚蠢的

(D A加rt, Mozart, p. 396 

® Holho, Vorst叫ie11 ,p.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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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然的但应受的结果。 然而，看来他说得更多；他的声音透露出一

种预警：在安娜那里，唐琐 · 乔万尼的力扯已经被消解了，从那时起，

一切事物具有不同的色彩。 对他来说，一切事物被重新安排，形成了

一种陌生而不可理喻的关系，这就削弱了他存在的根基。

这戏剧以超越个体宇宙和形而上学的宇宙之间的边界的两重性

的姿态开始。 唐瑛 · 乔万尼在其力痲崩溃的时刻踏入舞台，这时“感

性之天才”在一个姑娘的个体性面前破产了，他剥夺了代理圣职的原

本生活，但把他转变为精灵世界。 形而上戏剧与现实世界戏剧的两重

性领域是互相联结的。《唐琐 · 乔万尼》序曲的悖论而又宏伟的戏剧

就来自于此。

安娜和奥特塔维奥(Don Ottavio) 一起回来了 ， ［宣叙调 2 和 D 小

悯二重唱：＂上帝啊，在我眼前多恐怖" (Ma qual mai s'offre) ; "离开

我 ，永远离开我" (Fuggi crudele) ] 。 她看见一个身体躺在地上：管弦乐

表达了感知的恐惧。 安娜越走越近，认出是自己的父亲：前面的管弦

乐高了 3/4,描绘了认出时的恐惧。 她绝望地对这个受伤的人说话。

前面两个乐句听起来是受伤的语调，第三个乐句是爱的声音。 这里，

安娜的基本情感域是显而易见的。 莫扎特描绘了一个诚挚的缄默的

性格的震惊时刻的情感动荡，他忠实地记录了语调的柔和与紧张，每

一细微而压抑的表达都传达出巨大的内心挣扎。 代理圣职的确死了，

159 安娜不可挽回的辨认被管弦乐队侄镕而断续的敲击所记录下来，这位

姑娘很节制地哀悼她的父亲，伴奏 更准确地说，管弦乐突然插人

的类似呜咽的母题一就管弦演奏与和谐配制而言，是一个完全新的

特点。 这是爱之痛的声音，安娜向她的父亲鞠躬的一瞬间，那声音能

够消融千其自己的悲枪的疼痛中 。 但的确仅仅是一瞬间，是爱的自我

欺骗的希望的瞬间，然后绝望又萌生了，开始是强烈的，然后义趋于柔

和 。 这种不可减弱的情感波动最终以微弱终止，这通过管弦乐以几乎

是生物性的真实性再现了出来。

安娜几乎跌倒在地上，但是一个不完全中止的管弦乐暗示了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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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维奥抓住了她。 奥特塔维奥以一种比安娜更自巾的、更流畅的宣叙

调风格言说。 甚至他为未婚妻的到来而说出的实际要求，听起来像是

对这位姑娘的体贴。 这些实际的要求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转向昏厥

的安娜，怀着一种更像是发自爱的忏悔一样的激情。 但是他突然束手

无策 ，跟着强音域的语段：“我担心她的痛苦是致命的。 " (il duolo es

tremo la meschinella uccide) 他必须做一些事情 ：他的声音又变得更加

实际，草率而生硬 ，但是只要代理圣职的身体被搬走 ， 他就会回到对安

娜的迷恋 ， 回到他的爱。

二重唱本身以安娜开始，她从昏厥中恢复过来，迷迷糊糊地认为，

谋杀者就站在她的面前。 安娜攻击奥特塔维奥 ，她认为他就是唐琐 ．

乔万尼 ，在莫扎特那里 ，这是最重要的 D 小调基调之一 ：

例 7

I仁厂—、「) Ji 「「|「 J
Fug - gi, cru-de - le. fug - gi、

这个主题的节奏式的、旋律式的特征也是很重要的 ：

例 8

(eJL二~.J~ ) J J I .J .J 

安娜戏剧性的感叹式的 D 小调消融于奥特塔维奥的流畅的抒情 160

的 F 大惆之中。 同时，他的声音下降部分的表达 ，在某种意义上是他

音乐的名片，后来在关键时刻、在不同的背景中还会出现 ：

例 9

｀上「口心 I,·F I 」 j
guar - <U m1 un so - lo i - 叩· te,

这极其简单的旋律乐句浓缩了奥特塔维奥性格的实质 ：饱满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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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亮的男高音，定调于 G,是开放而坦率的体现，均衡下降旋律的明净

而纯洁的感情确证了真正的忠贞 。 奥特塔维奥想消除安娜的错觉，他

想被真实地分辨出来。 他以这种旋律的乐句的确表达了他的本质

存在。

安娜的确分辨出了他的真相，在 1 8 世纪熟悉歌剧的乐段中让人

知迫了她对奥特塔维奥的感情：

例 10

勹 「 了e
安娜和奥特塔维奥之间的本质在这简短的交流中展开了 。 他们

的爱是相互的，他们分享着他们共同生命的视角 。 奥特塔维奥对安娜

的爱是痴情男主人公的无条件的爱，对他来说，在这世界上没有别的

东西存在着，他的人格精神充满于这种爱的奉献之中 。 安娜不知道无

条件的痴情之爱的本质。 她的感情同等程度地依附于两个男人 ： 她的

父亲和她的未婚夫。 父爱和情爱在她那里是完全和谐的，这两种情感

和谐并存、互为条件，这两种情感的和谐是她人格的平衡的自然结晶。

这种和谐被外在的暴力打破了。 由于父亲的死，安娜在情感中创造了

极度的虚无，这不能由情爱来填补 ，然而这种虚无的填补无条件地需

要她的情人来完成。 因此在这关键维度，安娜和奥特塔维奥是迥然不

161 同的人r 不过，奥特塔维奥不能领会这事实的充分意义。

安娜认出她的未婚夫并相信他是她所爱之后 ，她回到了她在生活

中没有解决的问题 ， 就是打破她内心平衡的问题： 她父亲的丧失 。 奥

特塔维奥友善而焦急地匣应：

例 1 1

申 ＿ r—- 1 r r -
scia, o ca - ra, 

1ir~ ~r r I ir r 
la n 寸ncmbr:an - z:a a - ma - r:a •.. 

前面引述的安娜的 D 小调主旋律的节奏在这个乐段中又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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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暗示出，奥特塔维奥真实地认为，他的未婚妻应该放弃的不仅仅是

血缘记忆，而且还有整个感悄世界。 奥特塔维奥带着他真实感清的全

部的美表达出 ，安娜应该把她生命中没有解决的问题封闭起来：＂一个

父亲，情人，全部。 " (hai sposo e padre in me) 

莫扎特带着令人吃惊的敏感回应着伟大的痴情之爱的问题之一 ；

无条件的绝对的爱既是人性的，又是非人性的。 奥特塔维奥的举止是

完全人性的：他不仅想安慰他的未婚妻，而且从根本上使她摆脱自已

的过去，把她的人格引向未来，引向他们的爱。 从原则上看，这无疑是

比安娜更成熟的态度。 然而，实际上，这种态度对安娜是非人性的，不

仅仅因为奥特塔维奥的要求在谋杀之后几分钟就焦急得难以置信，而

且因为他不能或不愿意感受安娜的丰满并且具体的人性。 他在她那

里看到他的痴情的理想。 在奥特塔维奥形象中，莫扎特阐明痴情之爱

的全部之美，同时也阐明了其矛盾的本质。 安娜的冲突是 18 世纪典

型的个人问题之一，即是一个出生于其选择的关系之中的冲突。

客观地说，从人性的视角看，在安娜和奥特塔维奥之间已经形成

了极为复杂的冲突。 不过，这种冲突从来没有在音乐上被明显地表

达。 安娜没有给这种冲突赋予表达，她仍然竭力带着她的问题找到走

向奥特塔维奥的道路： 她愈强烈地谈及父亲的丧失，似乎在寻求帮助。

为了回应 ，奥特塔维奥甚至更坚决地亟新讲述他以前美的然而残酷的

视点。 安娜应该很清楚，奥特塔维奥不接受她对父亲的依恋。 在这点 162

上，她能坚强地摆脱这个痴悄的场景。二亟唱中止了 。 生活的问题不

能在他们的真实的现实中陈述，但在矛盾的情感中变得显而易见，这

些问题在惯例之中最终找到它们充满问题的形式，就拿安娜来说，以

骑士惯例的术语而言 ， 重塑她心灵的平衡，就叫作复仇。 决斗在序言

中占据着象征力蜇冲突的地位，这决斗被贬到对一个内心问题的半心

半意的解决，这个问题找不到一种充分解决的方式。

决斗、复仇有机地屈千代理圣职的世界，因而它们对安娜来说是

自然而然的手段，在打断二重唱的宣叙悯中，她以非个人的声音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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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塔维奥复仇，这种复仇不容忍对立，她的未婚夫当然没有反对，但

是复仇宣誓的音乐透露出他不可征服的日益鲜明的勉为其难：

例 12

t 「 冒 '
Lo giu-ro .. 

i 了 L『 I 「「i't t-「 I 「 v r~ 勺
lo giu• ro . . . lo 炉u - ro agl'oc·chi 

1, ~Fi 「) • • 
ruo- ,. 

丁「 L!F飞f 门·r
lo g,u - ro al no·nroa-mor . 

音乐情绪的剧烈转换、第二部分内部的强调、情感的淡化，这些清

楚地表明，对奥特塔维奥而言，复仇官哲仅仅是一种隐秘的清爱表露。

另一方面 ，这也显示出，巾于他无条件地爱着，他必须满足安娜的要

求。 这对清人同舟共济，虽然他们受到完全不同的东西的激励。 的

确，正如霍索所说 ： ”可怕时刻的共同折磨牵系着他俩。词）复仇均不是

他俩内心的焦点 。 但是代理圣职的谋杀在他俩那里造成了冲突，在他

们的形势下，复仇必然是这种冲突蔽脆弱的解决办法。 虽然他俩被不

同动机驱使，但他俩都意识到他们必须进行复仇，即使这不是他们间

题的解决办法。 我们已经在序曲中看到，在安娜人格及其形式之间存

在一种矛盾。 她自命不凡的英雄主义具有内在张力，这种英雄主义现

163 在是充满悲剧的。 同时，奥特塔维奥现在也卷人了这种矛盾，并且巾

于他人格及其整个世界观极不同于骑士道德规范，所以对他来说复仇

的义务是一种更悲剧性的强迫 。 决斗的持续来自于这种共同的悲剧 ：

安娜再一次尽最大努力提升到英雄姿态，而奥特塔维奥以充满痛苦的

声音重复着他的复仇誓言，通过隐藏的变化音 (chromaLics) 进行，没有

修饰。

唐琐 · 乔万尼和里波锐罗正准备进行一次新的冒险，但是闯进来

的可能不为人知的女人就是爱尔维拉 (Donna Elvira) , 就是店琐 · 乔

万尼抛弃的悄人之一。 她从降 F 大调中的 #3 咏叹调萌生的人格延伸

(I) I luLlio , Vorstudien, p. 98. 

162 



七、《唐琐·乔万尼》

到整个三连音。 “啊！我如何找到" (Ah! chi mi dice rnai) , 进行直接

的评价很困难。 语言部分开始之前是一个相对长的管弦乐的引子，这

引子本身具有严重的悖论。 前四个小节被视为音乐的矛盾（强烈的 －

钢琴曲），接着是典型的老套表达，这个乐段开始高音上扬 ， 然后令人

心焦地阻塞一—这乐段通常用来表达爱尔维拉致命的内心颤抖。 这

种还不清楚的自然冲力在管弦乐的激烈而强大同音的断断续续的扭

曲中达到高潮，之后就是一种重新对照，即是单簧管、大管和小号明显

下降的钢琴乐音主题。 语言部分本身是十分古怪的，其特征是宽阔的

音阶、切分的节奏和动态的爆发。 在这激烈的充满活力的旋律中，出

现了一个主旋律 ， 正如罗斯克(F. R. Noske) 所显示的度这在此歌剧中

发挥着主导主题( leitmo面）的作用 ：

例 13

串
' man-co 年di fe? 

罗斯克把这种降 E-A- 8 的表达式称为＂欺骗＂乐旨 。 无疑，爱

尔维拉的咏叹调描述了愤怒的激情，受骗情人对钟情的憎恨。 不过 ，

在一出 18 世纪的歌剧中，这是极为含混的，这个被抛弃的女人一被

抛弃的类型 是一个令人同情的喜剧角色。 莫扎特没有消除这含

混性，事实上，他简化了 。 咏叹调的每一个元素都是老套的、普通的，

它们合并在一起，产生极端的效果。 音乐不断地接近陈旧的风格主义

的界限 ，它几乎贬低其自己的有效性。 然而，火山煤发式的激情呈现 164

在这些惯常的元素与整个音乐过程之中，其陈旧的特征提升到庄严 ，

风格主义被转变为格调，包含着真正的伟大，歇斯底里具有了悲剧性

的成分。 古怪的含混性进一步为音乐情景所扩大：爱尔维拉的语词部

分加入了唐琐 · 乔万尼有时是嘲弄有时是引诱的歌曲 。 还有里波锐

(i) F. H. Noske, Musical 4jfiniti心 and Dramatic StruG'ture ( Studia Musicologica Xll , 

Akademiai Kiad6, 1970 ) ,pp. 196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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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的评论，， 表面上的喜剧情景强化了喜剧效果 ，虽然爱尔维拉的角色

始终完全无视这种效果。 但这种新的矛盾几乎不能被视为是喜剧的。

咏叹调结构的效果机制是复杂的 ，其最终的秘密无疑在千爱尔维拉的

古怪性。

里波锐罗想通过揭霹他的主人来安慰爱尔维拉，使之醒悟0 #40 

大调咏叹调“亲爱的夫人 ，请看这份长长的名单目录" ( Madami na ! TI 

caLalogo) , 是所谓的”目录＂咏叹调 ，这是歌剧中关键的人物关系之一 ，

因为里波锐罗包含着唐琐 · 乔万尼的实质 ，也包含着他自已与他人的

关系 。 无疑正是克尔恺郭尔最深邃地理解这一咏叹调。 他认为，＂目

录＂咏叹调是唐琐 · 乔万尼的史诗。 在唐琐 · 乔万尼那里，感性呈现

为原则 ，色情呈现为引诱。 唐琐 · 乔万尼实质上是一位引诱者，因为

他的爱是感官的 ，感官的爱是极其不忠的 ， 因为他不是爱某人，而是爱

一切。 感官之爱存在千此时此刻 ，但是此时此刻是无数瞬间的拼合。

因而我们再一次触及引诱者的概念。 然而扂琐 · 乔万尼的不忠实是

纯粹的重复。 就感性的察赋来说，这无疑是克尔恺郭尔最伟大的洞见

之一。 他从逻辑上推论出来，并坚决主张唐琐 · 乔万尼最显著的成功

看起来是一个优点，事实上是一个缺点c 就唐琐 · 乔万尼而言，瞬间

不是充满内容 ，而是充满丰富性 ；就他而言 ，一切事物都是过度的 。 唐

琐 · 乔万尼认为 ，观看和相爱的确是同时性的 ，但也是同时消逝的 ， 因

而可以无限地重复。 因此，体现在唐琐 · 乔万尼人物中的感官之爱

是一—用黑格尔而非克尔恺郭尔的表述一”罪恶的无限性＂ 。 克尔

恺郭尔正确地说，一位诗人不可能写作一首＂罪恶的无限性＂的史诗，

因为他不得不追求多样性，因而从来不能完成他的工作。 克尔恺郭尔

的典型化特别完美地适合＂目录＂咏叹调的第一部分。 莫扎特在这首

咏叹调中，通过颠倒传统的缓慢－快速表达惯例 ，让人耳目一新。 第

1 65 一部分（快板）仅仅看似典型的诙谐风格。 如果仔细地加以考察，我们

注意到 ，莫扎特以如此之方式建构起传统的材料，以如此复杂的单纯，

如此优势来组织这材料 ， 以至于他在其动力、剧本、管弦乐化、音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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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以及极其普遍的对比效果方面增添了某些崭新的情绪和质性一

正如阿贝特所说是“感性生活力届的不可逾越的基本意象”见 这音

乐懂得没有休止的点，一切事物处于持续运动中，主旋律简直是彼此

追逐 ，

在咏叹调的第二部分（活跃的行板， andante con moto) , 这种追逐

缓和下来了，音乐更具描绘性，因而其他关系开始呈现出来 小步舞

曲，旋律的乐句的升降曲线，个性化的细节现在用来呈现唐琐 · 乔万

尼这个个体，里波锐罗再现他主人的方式透露出他和主人的关系 3 尽

管克尔恺郭尔把这种关系称为色情的，但是这可能有些夸张。 但可以

确定的是，里波锐罗的另一个自我在这甩完全呈现了出来。 因而克尔

恺郭尔正确地说道，里波锐罗作为一个史诗叙述者不仅复制了他主人

的生活一一那即是说，他没有用客观态度来对待他的叙述对象一—相

反，＂他被描述的生活所陶醉，他自己意识到在讲唐琐 · 乔万尼”雹

里波锐罗是一位普通人，但是他对感性天才怀有直觉式的同悄，他的

人格、他的生活不可抵制地受到吸引，他密切地联结着唐琐· 乔万尼

的生活与命运。 他作为一个人物是极其悖论的 ， 因为他同时以多种姿

态竭力去满足恶糜的道德冷淡和平庸的虔诚要求。 所以 ，他的悄歌尽

管始终是喜剧的，从来不是严肃的，但是仍然被危机所笼罩。

热琳娜(Zt"rlina) 和马塞托(Masello) 是订了婚的情侣 ，被引入的G

大调合明＂你们当中想若爱情的姑娘" (G iovinelle che f; 斗e all'amore) 

中。 正如莫里克(M如ke) 所说，具有民间风味的 6/8 歌曲的旋律是

＂单纯而幼稚的，始终闪烁着兴奋之情＂ 。 其重要性在于类型化的模式

以及作为新的主旋律的起承转合的结构功能。 它描绘了自然状态的

情侣 ， 描绘了他们的惯常的规范性，这与他们以后的命运形成鲜明的

对照。 这里浮现的基调的重复的转型将完全关涉于此 ，并关涉整个歌

剧的核心问题。

Q) A licit, Mozart. p. 405. 

® Kierk宁rd, Either/ Or , p. I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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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瑛 · 乔万尼和里波锐罗出现了 ，正如霍索正确地认为，“一个人

166 盯着热琳娜，唐琐 · 乔万尼被这位充满魅力流谣着欲望的人物的生机

勃勃的自然性所折服»(D。 不过 ，这吸引是相互的 。 热琳娜瞬即屈服

于唐琐 · 乔万尼借助感性之力腐而散发的欲望。 克尔恺郭尔说 ，唐

琐 · 乔万尼并非有意地根据一套公式，不是借助言辞或谎言来诱惑，

而纯粹是通过感性欲望的冲动，以感性的天才来引诱，这唯独音乐能

够表达。©

首先 ，马塞托不得不被一种联合的力证挤出去。 当然，这位农村

小伙子目睹了正在发生的事悄 ，并以 眙F 大调咏叹调表达了他迷惑的

感情。 马塞托是歌剧中最平常的人物 ，具有“我明白 ，先生 ，是的" ( Ho 

cap ilo , Signor, si) 双重意义。一方面 ，在关于唐琐 · 乔万尼众多剧本

当中，只有他是一个平府之辈。 莫扎特没有扩大其性格或使之更复

杂 ，不过 ，这不是由 于艺术缺陷所致 ， 这是计划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

也是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说，马塞托没有理解他周即发生的事情。 他是

一个普通的 l:l 常人物 ， 没有感性天才的意义，他看待莫扎特的唐琐 ．

乔万尼的方式 ，接近于布莱希特看待莫里哀笔下的乔万尼的方式 ： ＂伟

大的引诱者不必被想象为在色情领域能够提供卓越的艺术表演的人。

他作为引诱者的成功是通过他的衣着（以及穿衣的方式）达到的 ，他的

工具是他的社会地位（以及他对这种地位的谩骂轻蔑） 。 他的财富

（或储蓄）也是他的工具 ，尽管也有其声望（这种臭名昭著所孕育的信

赖感） 。 他是伟大性感之人的代表。唱）马塞托和唐瑛 · 乔万尼的关系

也是含混的，他造反，然而他知道他的造反是完全没有用的。 这咏叹

调是一杰作 ， 因为其建构完全建立于这种含混性之上，通过决定性的

开始及其消解的两重姿态的重复，以各种方式呈现出来。 旋律的形

式、动态性与管弦乐的对比都是这种不断出现的喜剧的含混性的表

(!) Holho, Vorstudien,p. 103. 

®Kierkega叫， Either/Or, p. 100 

®B. Brecht, Stilcke, Xll (Au!bau - Verlag, Berlin, 1962) , p.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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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如果里波锐罗在某种意义上是低水平地复制唐琐 · 乔万尼，邢么

马塞托则义是里波锐罗的微弱的模仿。 对他而言 ，甚至这极令人同悄

的造反也不是真正内心的问题：它纯粹是外在的、实际的事情。 这密

切地联系着他的整个色情力址的缺失。 他最终以否定性的对比来强

调唐琐 · 乔万尼的重要性。 恰恰通过他的差异 ，马塞托间接地涉及歌

剧的核心问题。 从这种关系中萌生了这位真正爱着其未婚妻的诚实

而正直的男人的无助琐碎以及连续的喜剧本质。 当马塞托一他对

唐琐 · 乔万尼的猛烈的爆发达到了顶尖一一转向攻击热琳娜时，在咏

叹调中超越了上述的对比，喜剧性到达了顶峰。 167 

当里波锐罗最终成功地排挤掉马塞托之后，热琳娜被留下来，单

独和唐琐 · 乔万尼在一起。 他们由清宣叙调 (secco recitativo) 和随后

的#7A 大调二重唱组成的场景关注他们初见遵适时刻的关系的实际

发展。 再重复一次，引诱和折服的过程不能够加以描绘 ， 因为它不发

生在时间之中，它是同时性的，剧本必须直接地表达这个。 随后发生

的一切都暗示着这种事实的直觉辨认。 （下面，“引诱”这个词始终意

味若发展，意味蓿关系的建构与组织。）这里我们主要讨论根本的相互

理解。 阿格妮丝·赫勒正确地写道：＂扂琐 · 乔万尼这个男人不仅仅

是用其美和风度引诱许多女人。 唐琐 · 乔万尼不必征服其个体性的

对手……他必须征服的是内疚的情感n 他引诱女人流露出她们的情

感，她们走向超脱的内疚感，或者引诱她们无视这种悄感而展开行动。

他的敌人不是反感 ，而是良知和良心的责备。叮）就此，遇上了安娜之

前，唐瑛 · 乔万尼始终是胜利者。 就热琳娜而言，他还是占上风。 他

独特的不败的征服之谜是什么呢？（这时我们不考虑他遇上安娜的失

败） 。 克尔恺郭尔极为正确地观察到，唐琐 · 乔万尼欲望的对象是感

官的 ，仅仅是感官性的产 他欲望着，这种欲望诱惑地行动着。一般来

CD Agnes Heller, A kier; 坛gaardi e它Ml如 ls <t 沈ne. E成k ti Wrtt!nelem [ Kier, 如gaardian Ae.1-

如如叩l Music. Vi心比 and hisrory J ( 即铲Clo, 1969), pp. 351 -352. 

® Kierkegaard, Eil妇r/Or, 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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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渴望着每个妇女的女人性，这就是他的色情理想化的力挝所在

之地。 因此，涉及主要的欲望一一女人性本身，一切差异均已消逝。

唐琐 · 乔万尼的不可抵挡与无条件的征服来自于他对女人性的持续

渴望r 他也能够辨认并捕获女人性的自身绝对的唯一个性。 在这场

景的宣叙调部分里，莫扎特作为唐琐 · 乔万尼阐述了这个过程，本能

地以及确信地适应了热琳娜的内在门我。

当然，这个文本－正如任何一部关于唐琐 · 乔万尼的剧本－

样 呈现了论证与反驳、邀请与问绝的轨迹。 但是声音直接地表明

了真实的过程两人探寻、协调 ，并发现了彼此。 在整个宣叙调中，店

168 琐 · 乔万尼本能地寻找正确的音调 ， 适合于热琳娜的音调，有可能是

共同的音调。 我们目睹了一个几乎是艺术性的创作过程，宣叙调是著

名的二重唱的一个初步性研究。它慢慢地成形，然后诞生了令人满意

的音洞。 在宣叙调最后的重复中，唐琐 · 乔万尼已经暗示了二重唱的

迷人旋律 ：

例 14

1 少「「1 「1 「1'v~v
Q I . uc ca-s1-nct-toc m1-o; 

在乐段＂你看见的房子是我的" (quel casinello e mio) 中，二重唱完
全没有敌意的开放旋律已经潜伏着了 ：

例 1 5

L1> ,,s v 「tg.r P IV 「 1r:Perr:1r
La ci da-rem la ma-no, la mi di -rai di SI , 

这种配对是由本能找到的语词音调决定的，并非由婚姻的承诺来

决定 。

二重唱的基涸是极为简单的 ，雅恩 (Jahn ) 在这里欣赏这种轻快的

由色情愉悦激起的温柔之情，明净阳光中的高雅而甜蜜的热悄的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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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应 但是阿贝特强凋了这种“诱惑之音＂的色情的奔涌，并指出在

其单纯性方面，这种基调甚至是贵族的基调产 的确，这是一种极为讲

究而坦率的单纯性。 绝对的直接性无疑是唐琐 · 乔万尼的重要特征

之一 ，如果不是最重要的。

唐琐 · 乔万尼犹如自然现象缺乏反思J 他所有的姿态具有自然

力址的直接性特征。 这使得甚至究其单纯性方面也使这二重唱如此

令人神往。 晶莹的单纯的旋律被精美的节奏所强化。 唐瑛 · 乔万尼

没有激情表演着，然而事实上具有诱人的感性。 例如，类似于《费加罗

的婚礼》 (The Marriage of Figaro) 中的二重唱 #1 6 ,其数拍子的语词乐

句的轻快奔涌的色情，完全迷失在他的声音之中 。 然而数拍子的声音

不是诱惑性的 ，这几乎是令人恐惧的 ，那时他没有限制地、没有顾及他

人情感唱出自己的感悄。 数拍子不能够抓住苏珊娜 (Susanna) 的人 1 69

格，他没有强加一种强烈而具有转型的影响力 。 相反，唐琐 · 乔万尼

的声音恰恰表达出热琳娜所欲求的东西。 在唐琐 · 乔万尼的人格中，

这种基调纯粹是恶糜的感性的完美呈露，然而对热琳娜而言，正是这

种恶糜的感性才是她能够涉及的。

正确地寻找恰当音调的能力是唐琐 · 乔万尼的真正的色悄天赋。

在语词方面，热琳娜拒绝她的引诱者的邀请，然而在音乐上她接受了 。

她拥有了音调，接纳了唐琐 · 乔万尼的旋律乐句。 她感到她被俘虏

了，她日益朦胧（色情而自我意识的）兴奋，恰恰通过支配着她答复的

丰满的 16 分音符表达［出来。 这里，热琳娜仍然控制住自己，她小心

地避免沉醉其中，避免出现不规矩的举止 ， 管弦的休止的断音如一个

屈膝礼一样结束了其答复 。 从这个角度看，唐琐 · 乔万尼基调的另一

个意义也清楚地呈露了出来。 赋予热琳娜涉及的恶庞的感性音调以

声音，这意味着他正通过一条敞开的道路让她走出自己的世界 ；他把

(.1) Jahn, IV. A. Mozart . vol. ii (Druck und Verlui; 1·011 Br咄kopf und ll iirtel, Leipzig, 

I 867) , pp. 362 - 363. 

。， 心crt, Mvz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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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提高，超越千她自已 。 音乐中色情的理想化可以清楚地识别出来，

唐琐·乔万尼抓住和推动力址的方式，现在完全定位于热琳娜之中，

催使她超越自已 。 热琳娜的语词乐句已经从唐琐·乔万尼那里获得，

这乐旬不再是＂单纯而幼稚的，完全闪耀若兴奋之情＂ ，我们听到她在

#5G 大调合唱中唱过。差异是质性的，并非性格的。 当然 ， 唐琐 · 乔

万尼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他直觉地意识到此时的质性和内容。 又一次

新的进攻更猛烈，更富千激情。 旋律乐句的活力不断加强，调性的活

力也是如此：前面 A 大调被 E 大询取代。 热琳娜矛盾的兴奋也加强

了，她的答复愈加短，愈加慌乱，32 分音符的运动接继而来，重复的管

弦乐的伴奏不再如以前那样均匀。 它不再是没有修饰的断音，而是热

烈的、敏感的 64 分音符的小提琴的构建。 因而，热琳娜更加兴奋。 唐

琐 · 乔万尼可以看到，这种兴奋将被他自己的动力所提高，将导致完

全的折服；那儿不需要提高进攻的速度 ，保待这种速度就够了。 他重

复着他以前的句段。 相反 ，热琳娜愿意表达她自己的回复，但是旋律

170 乐句没有成形，正如阿贝特正确地说道，它转变为一种绝望的旋律的

挣扎，＂犹如笼中的一只鸟儿”饥 良知的力拭，她对马塞托的忠诚把

唐琐 · 乔万尼的色情的吸引降到了次要地位。

但是唐琐 · 乔万尼不满足于热琳娜没有察觉到的纯粹折服的事

实。 他需要完全信服，以不可挽回的坦率陈述出来。 他的挑战在单纯

性方面是辉煌的 ：

Q) A加rt, Mozart, p.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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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6

Vit -ni, .. 
VIC - OI . 

卜
－

7 

渴望的欲望和冷酷的计算：这声音，4 分音符的休止，在 D 的顶点

加强，具有热烈而不可抵抗的效果，同时它记录并卷入了满意的效果。

这个乐段最终不可挽回地决定了这场挣扎的结果。 唐琐 · 乔万尼也

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不可挽回性。 看来他还要回到二重唱的开始。

事实上，在这重复中透视出来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悄，是他们不断发展

的关系 。 唐琐 · 乔万尼开始唱坎蒂莱那 (Cantilena) 抒情曲 ： 他完全知

道热琳娜自已会接续。 的确她是这样的。 文本是陈述的、回避性的、

拒绝的，然而这旋律成为日益自由的迷恋的邀请。 但唐琐· 乔万尼现

在想听到容纳于影射之中的公开答复。 他的旋律逐渐地抛弃原初的

坎蒂莱那 ，旋律把引诱作为一个问题表达了出来：

例 17

I 牛t:•." ff pr: 「 v I r 
la mi dj 会 rai di si, 

热琳娜好像被这个问题的突然的直接性所吓倒了，她踌躇了片 171

刻 。 唐瑛 · 乔万尼感受到了这点，他的声音几乎不可感知地变得愈加

强有力、变得愈加热情

171 



美学的重建－布达佩斯学派论文集

例 1 8

1 几8 ! µw 『 V ri1r 
p正tiam, 比n mio, da qu·,. 

和以前的变化相比，初始的乐段更加热情 ，这更让热琳娜害怕。

她再次抵制唐琐 · 乔万尼和自己的欲望，“但是" (ma) 被坚决地表态，

以最高的音节延续，现在达到了她的旋律乐句能够达到的音度（升 F

凋） 。 然后，她的声音微弱地颤抖，兴奋的 32 分音符暗示着折服的神

魂颠倒。 唐琐 · 乔万尼感到 ， 这场游戏接近尾声。 他的旋律乐旬，以

前是一种邀请，现在作了一个陈述：

例 19

乃• C重厅 r 行口「
Vie -ni , mio bel d i - let - 10: 

I 91••• vµp ;· ~I v 「量
Vic -ni, mio bcl di· le尸 to:

以前 ，他唱的是＂跟我来＂；现在他唱道 ， ＂你已经知道你会跟我

来，可以来干什么飞音乐中的欲望已经被一种陈述取代。 热琳娜以

前的挣扎重复着 ， 只有此刻才是更加绝望地、更具有批判性和更加无

助地监复。 热琳娜的挣扎变成了纯粹的屈从 ， 内在挣扎已经被决定

了，不能再持续，马塞托和整个世界已经退却到不可测量的九霄云外，

只有唐瑛 · 乔万尼的基木感官的吸引力呈现着。 唐瑛 · 乔万尼说得

极为简单：

例 20

I :J: lgffµ 卢 t f I 片
An - diam an - diam I 

172 在这两人所在的世界 ， 在超越人性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永远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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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耍求：“过来 ! " (An diam ! ) 

但是当唐琐 · 乔万尼将要把热琳娜带进房里时，爱尔维拉又突然

出现了 勹 她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 在 #8D 大调咏叹调＂啊，远离这骗

子 ! " (A h, fuggi il traditor ! )中，爱尔维拉当着这位农村姑娘，揭开了唐

瑛·乔万尼的而具，并把她自己视为一个令人恐怖的例子 ：

我就是前车之鉴
. 

请相信我的话

对他保持戒心吧 ！

一般可以认出，这咏叹调的风格是陈旧的，回响着巴罗克 ( ha

roquf') , 更准确地说是韩德尔 ( Handel) 音乐的余音。 然而莫扎特如此

坚定地、严肃地挪用这喜剧性的过时模式，他充满着火山般的激悄，其

效果是令人感动的。 碰巧发生的事情与爱尔维拉的咏叹调中发生的

事情是相同的，但是这次不是在悄境层面，而是在音乐风格层面。 这

咏叹调的实质恰恰是形式中内在的矛盾，爱尔维拉迷人的古怪性。 爱

尔维拉并非通过揭发影响了热琳娜。 我们在以前的场杲中看到 ，在音

乐中 ，唐瑛 · 乔万尼并非用谎言 ， 并非用婚姻的承诺来扭转这位农村

姑娘的心思，而是热琳娜这位女人不能抵挡唐琐 · 乔万尼的激情，即

感性的力爵。 对欺骗的控诉不影响感性的天赋，不能影响被它浸透过

的人。 热琳娜、唐琐 · 乔万尼和爱尔维拉的戏剧发生在不同的维度

中 。 热琳娜没有被爱尔维拉的揭露、控诉所影响 ， 而是被咏叹涸的音

乐，即被她的独特命运所影响。 热琳娜必定感受到了某些实质，感受

到了爱尔维拉古怪信息的意义。 智如 ， 开始怀疑的不仅仅是欺骗的痛

苦，她自己必然醒悟的痛苦，而且具有史深刻意义的悲剧 ：不可缓船的

孤独 ，脱离人性世界，脱离社会，偏执的强迫症。 当然 ， 这一切不必根

据惯例即丧失荣带的女性来理解 ， 而是根据原则来理解。 自然地，这

又意味着热琳娜可以非常明白地看到爱尔维拉的间题以及她自己最

主要的命运 。 她从爱尔维拉的音乐中感受到的是，她遇到了她不可理

解的可怕的命运，这使她陷人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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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事实上，说到醒悟的早熟 ，这有些夸张。 随后的行为将证实这一

点 。 热琳娜纯粹弄糊涂了，但是她的困惑具有存在的意义。 另一方

面，爱尔维拉准确地知道她自已古怪的秘密，她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已

存在的问题。 她也完全懂得唐琐 · 乔万尼的爱之后是绝望，以及试图

根除绝望的无助而强迫性的尝试，根除永恒的爱的狂热性一憎恨和

没有希望的希望。 爱尔维拉知道，失去了唐瑛 · 乔万尼，她的生活变

得亳无意义，然而这是她可能的生活 。 为她的自我实现而打开的绝望

之路，就是不断地解释她命运的例子。

然而爱尔维拉的古怪还具有别的意味，雅恩称之为＂屈从的抱怨

之声"<D ' 这音凋没有揭露她具有极端姿态的煽动效果的秘密，反而是

用表白的直接性表达了她的秘密。 这旋律仍然坚定地抵制理智的匿

名者，不可争辩的悄感确定地、沉默而绝望地寻求理解。 当爱尔维拉

不期而归，发现陪伴着安娜和奥特塔维奥的唐琐 · 乔万尼时 ， 这就是

她敲击的音调。 她的宣叙调在 #9Il大调四重奏＂噢，不要听那些迷人

的音调" (Non Li fider, o misera) 之前，以罗斯克称之为＂欺骗＂乐旨而

结束 ， 当然这四重奏本身开始于“默默抱怨＂的表白音调 ：

例 21

中仁 厂飞 v·Jr J, Ir 们， t~ 1 l 打「） 1
Non u fi-d工, o mi• se•r.t, di qud n • bal - do 

孛
cor, 

尸： Ft 「 fi I 「「f r t I( ((1 「 } 1 「
me gia trad, qucl bar • ba• ro. <c vuol tra -d, - rc- .ln•co r. 

在最后的乐段 ，我们再次辨认出＂欺骗＂ 乐旨 。 这里 ， 乐旨的普遍

化，其意义领域的扩大 ， 已经在我们自己的听觉中 ，在我们自己眼前发

生了 。 在宣叙调中，它仍然表达了唐瑛 · 乔万尼的欺骗，他的 自欺，具

有共同的意义 ： 不管如何，在爱尔维拉歌声的末尾 ， 乞求着理解 ， 它关

注那些不可能解决的生活问题的总体性，被欺骗的后果。 现在一个挣

(D Jahn, Mo立rt ,p.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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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开始渗透进这乐旨的核心 ，它秘密地隐藏其中c 奥特塔维奥和安娜 174

感觉到，这位悲哀而高贵的女人具有一个悲惨的秘密 ， 它涉及唐琐 ．

乔万尼。 爱尔维拉最后的乐段在管弦乐中待续回响着，它的声音恼人

地纠缠看他们 。 他们不能再排除它 ．被同情和芍敬触动的声音再次在

其中鸣响 。 这乐段紧紧地笼罩若整个场景一使用雅恩的比喻，＂像

一句隐藏着谜底的钥匙的篮言一样＂矶 爱尔维拉、安娜和奥特塔维

奥绝望地、竭力地去表达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谜语，尽力使之成为他

们自己的，尽力去理解，尽力在这旋律中解开这个谜。 用阿贝特的话

说，这旋律真正犹如”被唐磺 · 乔万尼践踏的妇女的普遍哀悼＂＠。 显

然，对普遍意义的唐琐 · 乔万尼而言，爱尔维拉事实上是很危险的，因

为不仅她的挑衅而且她的绝望，皆是对唐琐 · 乔万尼原则的揭媒。

唐琐 · 乔万尼本能而正确地感受到这点，他以无耻的优势贬低爱

尔维拉的悲剧以及整个悄境。 伴随迷惑的“簸言”乐旨，他追求一个看

似“巨大的“游戏 ：

例 22

—－尸－ 卢 f '「 Ir l f勹仁「. (!.tr .fj I 」
for· 父 s1 cal - m~ · ri, for·5c·s1 cal ·me 千 rii ! 

这种粗昝的嘲弄完全激怒了爱尔维拉，她竭力带着焦虑的绝望让

人理解自已 。 她的声音开始具有其通常听到的古怪特征 ， 因而证实了

店琐 · 乔万尼的胡言乱语。 但是，安娜和奥特塔维奥不再能够被误

导，他们没有误解爱尔维拉的情感状况。 他们被大蜇的“无名的痛苦”

(igno to tormento)所感动，并尽最大努力去理解其秘密。 现在问题极为

尖锐：安娜和奥特塔维奥几乎迷糊地认同爱尔维拉（两个渐强的暴风

雨般的三连音符的跳跃），尽管爱尔维拉绝望地感到不可能真正地被

理解（歇斯底里的类似尖叫的旋律） 。 当他们更大限度地接近爱尔维

1,1) Jal111, M也a.rt ,p . 358. 

® A如1, Moza几 p.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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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时，她就更远地离开他们 。 安娜的和音现在重新回响着深深的同

悄，不仅被仁慈而且被爱尔维拉秘密承载着某种与她自己命运的不为

人知的关联这一洞见所激励着 ：

) 75 例 23

~"=-f~~i 于 r才 If 『4 「｝ 一 勹
che mi di·cc per quell' in·fe·Ii·ce 

在这之前 ，我们听到安娜几乎丧失了的声音，在序曲里，在她与唐

琐 · 乔万尼的斗争中，她寻求帮助（见例 4) 。 奥特塔维奥也具有安娜

的变化音，他以前从未对爱尔维拉怀有如此多的同情，然而他不能建

立深厚的关系 ，他偏执地不断重复一个简单而空洞的情感乐段。 任何

真正的理解已变得不可能，每个人强调了并独自宣称“不＂ 。 多亏莫扎

特艰难的重大发现 ，爱尔维拉现在表达了她的绝望 ，其旋律是简单的、

屈从的、干扰而回旋的、无形式的、永远运动浒的、语言上可触摸的。

这无尽的旋律由纯粹的自我重复组成，本身再现了爱尔维拉生活的荒

诞性。 拆解这秘密的斗争是无用的 。 在正常的被引诱的人与后来被

抛弃的人之间，不可能建立起一种关系，一个相互的理解，这是刚绕唐

琐 · 乔万尼而形成的世界的最伟大悲剧。

莫扎特在这里证明，他自已是音乐剧技巧和效果的无与伦比的大

师。 安娜、爱尔维拉、奥特塔维奥和唐琐 · 乔万尼的四重唱在严格的

戏剧艺术意义上是戏剧性的。 然而，在貌似戏剧斗争的过程中，日益

明显的是 ，这斗争并非是身体的，而是精神性的。 斗争的焦点是不可

言说的，不可界定的。 音乐借助其自身的理智的匿名和情感的明晰

性，能够通过持续的犹如姿态的重复来唤起不能表达、不能界定的

东面。

慢慢地，这戏剧卷入神秘的抒情氛围之中 。 当这种虚无的神秘的

氛削不可能渗透时，对手们就撕裂了自已，重新划出戏剧力拭的清晰

而客观的线来。 戏剧高潮几乎在眼前 ，然而真正的冲突仍然不可界

定，不可言传，是非客观的，因而在关键时刻戏剧又转变为抒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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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氛围。 但是 ，这种不可界定性、怀疑与不可解决的氛陨变得如此浓

厚与不可承载，以至于每个人一四个舞台人物以及观众一一都能够

感受到这氛围的张力和浓度不能支撑了 。 最不可预料的事悄，一个离 176

题的闪烁 ，将充分地创造一种爆炸。 甚至瓦格纳也不能接近这种集

中，这种情景戏剧的浓密性。 在整个歌剧史上，其他任何的不祥的 n

我挫败时刻不像这四重唱结尾的整体休止的瞬间 。

爱尔维拉绝望地消失了，她离开了舞台 。 在安娜和奥特塔维奥的

意识里，在他们的整个感觉中 ，萌生着一种厌恶感 ，一种不可界定的不

适 ，他们不会脱离也不能征服这种感觉 唐瑛 · 乔万尼没有把这种氛

围内在化 ，但是感觉到这种氛削外在的危险，他希望自已摆脱这种情

境。 他作为一位贵族的冷静的基调 ， 惯常的宣叙凋为安娜提供服务，

然后匆匆离开了 。

例 24

圭a - m l - Cl 、
者ad · di - o. 

罗斯克在这种离别表达式中注意到了＂欺骗＂乐旨（升

E - A- B ) 。＄ 正是无意的口误，唐琐 · 乔万尼的自发的自欺，不可预

见的闪耀之星成了不可避免的爆炸 ，对安娜来说 ，这种谜在基本力拭

的内爆的光芒中变得明晰了 。 更准确地说，这谜的意义之一被暴露

了：认出了她父亲的谋杀者。 # 1 0 宣叙调和 D 大调咏叹调［＂唐 · 奥特

塔维奥，我迷糊了" ( Don Oltavio, son morta) ; "你知道是谁夺取了我的

荣誉" (O r sai chi l 'onore) ] 以 C 小调中的极准确的和表现性的管弦乐

的对比开始。 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的语调乐句，激起深深的犹如山峰一

样的波浪，这乐句描绘出安娜整个存在的焦虑 ， 这种把她抛向虚弱之

极的厌恶感几乎在身体上可以感受到 。 但是就算仁慈，她也不是一个

健忘的人。 恐怖的声音通过管弦乐有力地喷出 。 重要的是，这厌恶感

(1) Noske , Musiml 灶伽ities, p. 20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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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膨胀，这恐惧的喷发，独独地联系着谋杀者的辨识 ，绝不关联这感官

或色悄的领域。 这辨识是最终的 ， ＂他就是我父亲的谋杀者" (q uegli e 

il carne-fice del padre mio) 之后的完全休止暗示出，这不再是怀疑而是

确证。 奥特塔维奥敬畏地注亟安娜的言辞 ，她所说的东西是如此不可

预料 ， 听起来如此奇怪，以至于行起来是陌生的而不是恐惧的。 奥特

177 塔维奥的爱让他只接受温柔的情感 ，而对安娜创伤的经验 ，他是不理

解的、无助的。 安娜把那晚的事情和他联系起来。 她的声音 ， 开始是

平静的描绘性的，后来变得愈来愈焦虑。 当奥特塔维奥领会到他的

所爱也处于危险之中时，他也被悄感制伏了 。 他整个生活充满了他的

爱，它界定他的世界观，以及他如何关联它的方式。 他也只能够体验

直接涉及他的爱的东西 ，他根据其欲望改变现实。 因为当安娜涉及她

自己的审判时，奥特塔维奥最终真正地同情她，他真正地动摇了 。 但

是当安娜关涉事件，她就日益变得悄感性的，好像她正在复活它们，当

她唤起求助之声时，恐惧之声从管弦乐那里产生了 。 似乎被这缓解

了她又以更平静的音凋继续她的故事：没有人来帮助她，不为人知的

袭击者强有力地拥抱着她，她想 ，一切却丧失了。 奥特塔维奥现在真

正骚动了，几乎绝望地爆发。 也许现在 ，安娜才感到情境的严重性，她

厌恶地涉及她的绝望的挣扎和逃跑。 这描绘也揭示了 ，安娜是完全默

然于唐琐 · 乔万尼的感性力虽的，她的绝望只是由于她体力明显的不

平等 ，而不是由于对色情天赋不可抵抗的经验。

只有正在这里，在安娜的咏叹词中，传统复仇的咏叹调一一联结

对立人物的音乐形式一—积极的、挑衅的与消极的、痛苦的——才成

功地（可能在歌剧作品中仅有一次）表达出个体性的本体论间题。

事实上 ，这种复仇咏叹调不断出现自我矛盾。 上述提及，安娜想

为父亲之死复仇，奉行骑士惯例是她的基本职责 。 既然她知道并认出

了谋杀者，那么她的信念将带若新的强度进行更新。 她的违抗感觉突

然转变为热切的复仇欲望，咏叹调的开始一管弦乐可怕的轰隆声和

暴力的姿态表达，语词乐句的巨大的音调和切分的节奏 带若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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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而惯常的音调准确地表达了她瞬间的盲目激情c

不过，就安娜而言，代理圣职的谋杀实质上只具有一种后果：她生

命中的情感和依恋的基本王固没有了对象，因而她人格的平衡被打破

了 。 安娜等待着在完全新的基础上重建和重新安排她的生活 。 不过，

正如她所不能理解的，这个过程不能从外而加以促进。 无疑对安娜而 178

言（她自已懂得这点），奥特塔维奥的爱再现了她生活的方向 。 然而，

这种认识在瞬间没有解决什么事悄。 安娜必须认识体验她曾建立起

来现在被打破的世界的完全坰塌，只能在她自己需要的基础上得到帮

助，来辨认依恋和感悄，这就是歌德在他给夏洛蒂(Charlolle von Stein) 

的著名诗里所称的他们之间的”真实关系” 。

这里，莫扎特的程序在艺术上是充满问题的。 内在千歌剧样式中

的要求是，音乐剧和舞台是一致的 ，在音乐发展中的所有细节都应该

在舞台上演出的剧本里找到其相应的戏剧部分。 在《 费加罗的婚礼》

中，莫扎特在歌剧史上唯一完美地解决了这一任务。 不过，安娜的咏

叹凋不能充分地在舞台上发生。 这就为整个作品提出了新的问题。

音乐剧和舞台剧的维度被混淆了 。 极为典型的是，女性复仇在唐琐 ．

乔万尼的戏剧中没有发挥真正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被引诱的女性形

象始终有些模棱两可。 以伪装和欺骗实现的引诱就其显著而原始的

残酷性而言既是愤怒的，又是可笑的。 其唯一的功能就是强烈地押击

唐琐 · 乔万尼，虽然对被引诱女人的后果超越了戏剧再现的范刚 。 这

可以从每一个唐瑛 · 乔万尼戏剧那显而易见的前提中推出来：唐琐 ．

乔万尼并没有一个真正属于人类的对手。 人物性格的模式也相应地

被描绘出来。 原则上，这情景也在莫扎特的歌剧中产生了。 在音乐

上，莫扎特按照这种精神描绘安娜的戏剧。 这位人物的矛盾性格、复

仇的巨大欲望的补偿性本质，透视出她内心的弱点，她比不上唐瑛 ．

乔万尼。 不过，在舞台上 ，这种矛盾性消失了 ，含混呈现为复杂性 ， 个

人弱点的补偿看起来是真正优越的。 安娜咏叹调在其实际的现实化

中是绝对英雄的，因而舞台人物的音乐形象看起来更巨大 ，安娜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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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琐 · 乔万尼的平起平坐的对手。 这种印象不仅对立于作品的核心

理念，而且很快在舞台上站不住脚。 没有在事件中实现的、热切的复

仇欲望，在舞台上是极有问题的 ， 而且也是喜剧的。 不过 ， 在这歌剧

179 中，甚至一点喜剧的暗示也不能投射到安娜的形象上。 因而在咏叹调

的英雄质性和安娜的无能之间存在着一条裂痕 ，这不能在舞台上沟

通。 自然，这些问题在音乐中被解决了，但关键在于，安娜的音乐剧不

能符合逻辑地退回到舞台上。 正是在咏叹淜中，我们首先面临这种现

象——在《费加罗的婚礼》 中还不为人知的——音乐剧和舞台剧的一

致性被打破了，两者的状态被搅和在一起 ， 音乐本身逐步地脱离了舞

台的基础 。

这个问题不同于下述事实，即莫扎特的音乐不断地超越剧本的限

制，音乐行为始终不同于剧本中安排的戏剧框架 ，在莫扎特的歌剧中 ，

只有音乐再现才具有审美的本真性。 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但是

正如我们以前所说 音乐再现和舞台再现的一致性，音乐完美地转

变为舞台，这是这种样式的内在要求。 毫无疑间，在《诱拐》 (Abduc

tion) 中 ，莫扎特巳经激进地超越了剧本的可能性，然而音乐观念自然

能在舞台上实现。《费加罗的婚礼》是唯一性的杰作，恰是因为这点。

但是在《唐琐 · 乔万尼》 中 ，这种内在的原则本身成为问题。 这不仅仅

是瞬间的，安娜的 D 大调咏叹调并非是一个例外。

奥特塔维奥的再现也许更有问题。 不过 ，这里，音乐和舞台的一

致性按照相反的方向被打破了 。 舞台上人物的意义没有贴近其音乐

的慈义。 我们已经看到，奥特塔维奥是一个痴情的主人公 ， 他整个存

在，他的生命只充满着爱，他能理解和体验的是直接地涉及他的爱的

东西 ，他无意根据他的欲望改变现实。 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态度具有

极为矛盾的后果 ：一方面，那儿有他的无条件的奉献 ，作为一个个体的

本真性以及他自已，他提供安娜的未来生活；另一方面，它导致某种误

解以及实际行动的羸弱无能，这就形成了两者之间也许是下意识的不

可言说的张力 。 对戏剧呈现的方式而言，这一切都使奥特塔维奥这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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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颇有问题。 在以前分析的场景中，当揭露了唐琐 · 乔万尼之后，奥

特塔维奥的心理的问题性的层面就凸显了，他的形象戏剧性地丧失了

精神境界。 我们可以看到，他不理解安娜的真实问题，当她反复讲述

她的故事时，他每一次情感表达都是担忧未婚妻的命运或是缓解心 180

情。 甚至在安娜的咏叹调之后，他以惯常的宣叙调，几乎有礼貌地吐

露出他强烈要求复仇的义不容辞的愿望。 当然，这都同样来自于奥特

塔维奥的性格，不过，这也就是他的性格是非戏剧性的缘由 。 但是，奥

特塔维奥不是以反讽来定位的。

奥特塔维奥形象的问题完全展现在随后的 #1 1 G 大调咏叹调“我

依赖千她的幸福" ( Dalla sua pace) 之中 。 这咏叹调的戏剧性因素包含

着奥特塔维奥形象的渺小的身材和他音乐的伟大问题之间的矛盾。

但是就莫扎特而言，我们不能完全从片面的戏剧艺术的视角判断这一

矛盾，然后偶然地、宽恕地承认这音乐的美。

奥特塔维奥的 G 大悯咏叹调的美是如此得到重视，如此重要，以

至于需要对之进行更仔细的考察。 恰恰在咏叹调伊始，G 大调的弦乐

和音以及把和音的内在结构展现为旋律的男高音，听起来具有古典音

乐的双重意义的基本概念 ： 同质的大调和音与三和弦 ， 达到总体的美。

奥特塔维奥借以有效地确定自己的整个旋律 “借助于修饰与破碎

的和音自发地展现出来＂也

例 25

1,• 「 v J 1 It..; r 
Dal - la s-ua pa - ce 兰m1a 

亡l
D 

。

在首句的第二部分，奥特塔维奥的“调号＇＼下降的音阶也出现了

（见例 9) 。 乐句表达形象的实质程度由这种事实来产生，即它再次在

他另一个眨2B 大调咏叹调中表达出来：

(D Bence Szabolcsi , /\ melodia tortinele (The History· of Mel-Ody) (Zencmiik iad6, 1957) , 

p.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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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6

－ 气—－一日月」 」 I f:--v 「 寸「 IE!t 「工「 匡干＿
e de! bcl ci - glio ii pian - ro ccr • Q - 1c - di • - 江IU • gar, 

主音积极的声音涂上了一种亲密的、精美的、梦幻的音色，这旋律

181 催生下一句押韵的旋律乐句。 前两句押韵句子的表达是完全和谐的 ：

它明确界定了包罗万象的单纯的奉献之爱情。 但这里很显然 ， 奥特塔

维奥也体验到创伤。 顿时，他痛苦地意识到安娜的悲痛，无助的同情

之声音痛苦地响起来 ，最后突围出来 ：

例 27

1 心 ' · r fiF: . 1 已门 t
quel che le in - ere - see 

然而在顶峰戛然而止，它没有产生行动，休止的空虚吞没了情感。

痛苦内转，一切生活变得是没有目的、空虚的，如果安娜内心和平没有

重新恢复 ， 如果她没有发现自己处于爱河之中 ，那么对奥特塔维奥来

说，这意味着死亡。

例 28

mor tc m i da, mor• 比，

p 
., . 二

rr rsc. 

~ 

这不是纯粹的空间的乐段，并非好高跻远的宣言。 莫扎特的音乐

没有给人留下怀疑的空间，根据奥特塔维奥生活的逻辑 ，这结果是不

可避免的。 第一乐段决定性的单纯，下面是弦乐的渐强的声音，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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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号的坚强的鸣响，昭示着不可避免的和不可挽回的结果。 不过 ，

不可避免与不可挽回的经验消除了决定性 ，尽管它激起了恐怖的绝

望：在"morte"这词之下，以几乎不能听的恐怖歌唱 ，在日益上升的变

化音的弦乐句中 ，借用乌伊法鲁西 ( J6zsef Ujfalussy) 的话说，呈现出

“冰凉的、日益增加的、恐怖的、真实的音乐形象”觅 咏叹调第一部分

的情感逻辑在人性层面是完全一致的与本真的。 莫扎特能够以不加 1 82

修饰的 17 个小节概括奥特塔维奥以及痴情主人公普遍存在的潜能 ，

更准确地说，他的生活变为荒诞的过程。 奥特塔维奥忠实于自己 ， 没

有装腔作势，他体验并思索他的命运，在他的命运中 ，不存在摆脱出来

回归世界的可能性。 假如奥特塔维奥失去了安娜的爱 ，那么他完全会

是回忆性的，将处于危险之中 。 他的存在只能在替代性的爱情中、在

安娜那里找到现实的满足。 咏叹调第二个 G 小凋部分就讲述了这点。

奥特塔维奥意识到 ，他只能同情地涉及安娜，只能在完全认同这姑娘

感情的过程中寻觅到自已生命的潜能。 这种认识对他来说现在很自

然，音乐借助于弦乐的平稳的断音以及木管乐器的叹息声的模仿带入

了平衡 几乎过多的平衡。 奥特塔维奥的声音也充满着绵绵的多

愁善感。

但是这情绪的缓解仅是暂时的 ，正是同情自身的动力接续了这种

缓解并将之推向日益焦虑的情感。 管乐队中不断下降的铜管乐、弦乐

颤音 ，逐渐流露的内心骚动，然后双簧管、小提琴、低音管和中提琴敏

感（下降的和上升的）有色的表达 ，这些准确地描绘出愤怒和哀悼的现

实。 这种认同的经验赋予奥特塔维奥以一种全新的向度，的确对他产

生了净化的效果，确定性——“我分享她的悲痛、她的希望和她的恐

惧" (e non ho hene , s'ella non I'ha )——被转变为显著的积极性 ：前

面下降的铜管乐开始飘升，弦乐两个渐强音和颤音变得更加注目 ，音

乐、内心妞变达到最高点。 这时，无形的激情风暴被幻想的神秘之光

<D J6zsef Ujfal心sy, A 叫妞g zenei kepe [ The M呻·al lnw.ge of Reali.Jy] (Zcnem曲ad6,
1962) ,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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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照亮，奥特塔维奥的调号乐旨出现了，转到 B 小调（比较例 9 和例

26): 

例 29

,-i· r II~He.Jr I Ji-;11 
t non ho bc - ne, 

这乐旨和咏叹调起初相同，也有差异。 它表达了相同的心理状

况相同的存在意义，但开始呈现的是对天真无视世界的存在，是一种

183 认同自己的自发情感 ，而现在激进地陷入世界，是他自己、他的爱和整

个世界的最终结合。 认同另一个人，作为存在唯一的可能性，这种感

悄的直觉体验产生了音乐表达的浓度和绿渺的质性 几乎可以视

为舒伯特的预示。 的确，这作为生命潜能来说是悖论的，那儿存在着

某种荒诞的东西。 似乎奥特塔维奥也同意了这一点。 情感逻辑无意

地又一次极为接近：

例 30

. 
^ 

c non-ho be· nc, s'd · 13 nonl'ha! 

cresc. 
rt 

在声音部分的最后乐段中很容易辨识出＂我之死" (morle mj da) 

的乐旨，在铜管乐迅猛加强的音段（见例 28) 中可以再一次辨识出心

理的凝重。 因而，隐匿的循环就形成了。 咏叹调第二部分不再是一种

机披的亟复 。 奥特塔维奥通过两条道路重新思考了他存在的可能性，

并开始认识到，安娜的不幸福意味着他的毁灭。 这种确定性使他摆脱

了所有的恐怖与死亡的害怕 。 同时，简短的结尾，开始是微弱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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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音（长笛、双簧管、低音管），最后则是内心荷服的欢乐的音乐（整

个管弦乐队） 。

这段咏叹调远远胜过“感伤的意大利咏叹询的完美典型”，它不仅

仅是＂温柔爱悄的流泻＂，不独为“莫扎特最美的爱情咏叹调之一＂ 。

它借助音乐－戏剧情境的手段，是内在于其中的本体论问题的准确而

一致性的画卷。 形式的实质是丰富的美以及感伤态度的危急状态。

美最直接地由旋律来传达。 奥特塔维奥完全生活千他的旋律中。 正 184

是在他的旋律中，莫扎特在歌剧中找到了旋律最个人化的呈现。

这种比例恰当的均衡结构，就乐句和音色而言是同质的，这种犹

如真正自然现象一样的构型就是美声唱法 (bel canto) 的产物。 美声

唱法被萨波奇(Bence S组bolcsi) 恰当地称为一种世界观沙 这世界观

的实质就是美本身，但不是在抽象的艺术意义上的。 美表达了人类的

结构。心 美是天真的、可感知的，然而也是道德和谐的表达以及人类人

格与生活方式的风格。 雅恩指出，在莫扎特那里，意大利歌剧的男高

音已经变为“人类爱与温柔的媒介＂＠。 更宽泛地说 ， 他把整个美声

（美的歌唱）创造为美的个人即人类关系的人性实质的音乐媒介。

歌德在研究温克尔曼过程中讨论古代友谊时，他提供人类关系和

美之间的关联的细腻分析。 这种关系的特征是：

爱的义务的激情实现，在一起的快乐，对另一个人的奉

献 ，终生的坚定的体贴，无条件地白头偕老。 即使对友谊的

深切要求的确创造和形成了其对象，但是对古代心灵来说结

果只有单方面的道德幸福 。 外在世界几乎没有提供相关的

<D Ben(;e Szabolcsi, Mozart(Dick Ma116 Kiad知切， Budapest, 1921) , p. 49. 

(2) G. Lukacs, 1\z e立扣kum so.jato怼c!ga, vol. I ( The Specificity of A<'Sthetics) (Akademiai 

Kiad6, 1965) , pp. 280 - 28 1 . G. Luka cs, Goethe: F011..~t 心凸ukin He/ye a 面lagirodalom.b皿 (A

V心girodalom I. C. l1111ulmanykotetben) [ Cof'lhe'::l Faust and Pushki n' s JJI从ce in world lilemlure 

LIi World literalure, Vol. I ] (Gondol111, 1969 ). 

® Jahn, Mo玑rt ,p.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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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的需求和满足，一个对象似乎还没有出现。 我们思考

着感性美的需要 ， 思考着感性美本身 ： 因为自我增强的大自

然的最后产物就是美的存在 。 不过，它只是偶尔地创造出

来，许多环境对立着其理念 ， 甚至全知全能也不能长久地保

持着宪美状态 ， 使创造的美永恒，因为我们能够说 ， 严格地

说 ，美的人只有在瞬间是美的 。

奥特塔维奥人格的重大意义可以被音乐艺术的整体和谐在其自

身有限的性格中表达出来。 不过舞台上的情境是不同的。 那儿只出

现一个心胸狭窄的羸弱的人，在批判性和戏剧性情境中，他不是做有

价值的事悄而是长时间歌唱，尽管很美。 不过矛盾比雅恩或阿贝特所

185 感受的尖锐得多，普遍得多。 问题不在千，奥特塔维奥的咏叹凋没有

任何大的瑕疵。 但是音乐－戏剧本身日益脱离歌剧舞台，似乎新的戏

剧关系、新的关联正在音乐中形成，然而这不能在舞台上被表达出来。

在音乐戏剧中形成的结构性价值 － 兴趣不能转换到舞台上 ， 这些价

值－兴趣只能够被扭曲 。 这些问题已经被我们讨论的奥特塔维奥的

咏叹调以及其后的唐瑛·乔万尼的咏叹调提出来了。

所谓的“香棕酒＂咏叹调并非仅仅是唐琐 · 乔万尼本质自我的表

达，而且是戏剧关系的载体。 首先，它关涉以前的唐琐 · 乔万尼性格

的表现。 此外，我们已看到，在序曲第二部分， D 大调活跃的部分，感

性王国 即他的第一次作为力掀的诞生，不是作为个体的唐瑛 · 乔

万尼一被音乐直接地全部呈现出来了。 唐琐 · 乔万尼第二次出现

于里波锐罗所谓的”目录＂咏叹调之中，在第一部分更加普遍，第二部

分更多的是作为个体，但完全是喜剧性人物。 只有现在他才以真实的

面孔令人注目地出现在舞台上。 因而“目录＂咏叹洞和“香棕酒＂咏叹

调密切联系，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呈现出另一自我的矛盾关系。

其次 ，莫扎特把唐琐 · 乔万尼视为关涉现实性的一个理想。 莫扎

特再现了唐瑛 · 乔万尼的道德冷漠，把这种冷漠视为他在这神秘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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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对安娜、代理圣职、爱尔维拉以及热琳娜所犯的罪孽。 在咏叹调一

个最暴露的时刻中 ，唐琐 · 乔万尼无意识地袒露了自已 ，正如罗斯克

已经注意到的，他说出了＂欺骗＂乐旨 ：

例 31

l 守上~F -- 1 「
tr . 

|「口 1 「
Ah 

这乐段，由长笛和小提琴和谐地伴奏 ，带着其恶魔般的颤音，预示

了韦尔迪(Verdi) 的著名的无赖之徒：依阿古(Iago) 和阿尔比安尼(Pa-

olo Albiani ) 应审美的冷漠是唐琐 · 乔万尼而非莫扎特的特征。 186 

最后，“香殡酒＂咏叹调也直接地关联着前一部分。 阿贝特把最初

的布拉格的歌剧版本视为本真的，他强调安娜 G 大调咏叹调和唐瑛．

乔万尼咏叹调的精湛对比乒不过，似乎引入奥特塔维奥 G 大调咏叹

调，产生了更丰富和更有意义的对比。 这里不仅是对比性的情绪 ， 而

且形成了对立观念、价值的直接对照。 司汤达(Stendhal) 在论恋爱的

书中，巳经对照了唐瑛 · 乔万尼形象和维特 (Werthe1汃圣 ． 保罗

(S扣nt - Preux), 即痴情主人公。 唐琐· 乔万尼的模式更大、更辉煌，

但他是一个恶棍，以罪恶为幸福（可能与司汤达的假设相反） 。 奥特塔

维奥形象更渺小，更苍白，是一个被置身于舞台背景也置身千生活的

人物，然而他并非是恶棍。 较之于唐琐 · 乔万尼，对奥特塔维奥的爱

情的描绘在莫扎特作品中既不枯燥，也不感兴趣。 两个人物在道德和

非道德爱情的力拭方面体现的美不是那么不平等 ， 而是说，他们的不

平等具有历史意义。 阿格妮丝 · 赫勒——根据司汤达的论证 清

晰地表达这点：

CD Peter V如如， A心比kok Verdi operaillak nl'gat加 1ipi.zaci6j6如[Additon.s to the Negative 

TJl欢心血g in Verdi• s oper心] (Magyar Z叩ne , 1966/5) . 

® Abert 、 Mo凶rt, p.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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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或圣 ． 保罗都是正派的、极其敏感的，甚至多愁善

感 ，具有爱心的、体贴的市民 。 然而不能战斗、不具有英雄主

义、不能为嬴取他所爱的对象而进行斗争。 他们和唐磺 · 乔

万尼 ， 其时代的忠实的代表自然针锋相对。 诚实而可爱的资

产阶级小伙子，其心灵远远地摆脱复仇，从来不用手枪指着

任何人，与贵族的憎恶世界没有任何共同点，他至多与自己

作对。 有尊严的市民和有爱心的人很容易屈从－这不是

奥特塔维奥的形象吗？奥特塔维奥难道不是启蒙运动时期

著名的感性主人公维特或圣 ． 保罗的双胞胎兄弟吗？

唐磺 · 乔万尼更强大、更确信，甚至更伟大一但是这种伟

大没有考虑到他者。 这是非道德的自私自利的伟大。 维特、

圣 ． 保罗、奥特塔维奥是平庸人物，但是这些人可以值得信

赖，因为他们更多地考虑到他人，更少考虑到自已 。 所以，奥

特塔维奥这种人物既不是莫利纳 ( Tirso da Molina) , 也不是

莫里哀 ， 而只是莫扎特特有的人物。 这人物被启蒙运动所创

造，是笫一个不确定的然而也是新型的中产阶级纯粹代表 ，

187 他许诺一个更安全的道德秩序 ， 不是通过他的行动，而是通

过他的纯粹存在 。 正是奥特塔维奥这个人物把具体的唐

琐 · 乔万尼的死亡转变为唐磺 · 乔万尼主义的死亡。。

事实上，就莫扎特而言，奥特塔维奥的形象和唐琐 · 乔万尼的形

象一样具有诗性 ，这具有核心的意义。 它触及歌剧作为音乐－戏剧的

核心。 我们想到的是，在音乐上，在奥特塔维奥的 C 大惆咏叹调中 ，第

一次在行为的过程中强迫地呈现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这个因素将改

变命运的途径，它只有这时才得以独立地表达出来，然而过去潜伏在

音乐 －戏剧的行为中：道德性，这是＂唐琐 · 乔万尼综合征＂的此岸感

Q) Heller, Kierkegaardian A心1/ietics , pp. 356 -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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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天赋的对立原则。 我们看见过，序曲承诺出形而上的世界－戏剧，

即在精神与感性之间的挣扎。 然而在戏剧的开端，唐琐 · 乔万尼的恶

鹰般的力撮已经被一个个体、一个道德存在的抵抗弄破产了 。 从这里

开始，有效性并非道德的世界秩序的力批，用日益增强的艺术性进行

再现。 因而歌剧中命定的问题在三种力戴一形而上的精神、感性和

现实－世界道德性－－—之间的关系中被提出来，这几方面是不对等

的。 不过，音乐－戏剧要回归舞台日益困难。 道德的世界－秩序因为

其静态的特征，它不能在舞台上表达出来，因而其有效性不能呈现在

歌剧舞台的审美潜力中 。 莫扎特的《唐琐 · 乔万尼》原则上只是一部

以音乐为媒介的本真的艺术作品，它不能充分地在舞台上实现。

“香棕酒＂咏叹调之后，歌剧的焦点再一次转向舞台。 在唐琐 · 乔

万尼宫殿的花园里，热琳娜正努力安慰着马塞托，她为其清白辩护。

用雅恩的话说，从 #13 大调＂鞭打我吧，我的好马塞托" (Balti , balti , a 

bel Masetto) 开始，明显的是她＂与引诱者的避适在心灵中已经萌芽，形

成并改变着她与马塞托的关系”饥 乐谱透露出 正如阿贝特正确

地指出－—－热琳娜从唐琐·乔万尼那里领会了许多。© 最重要的是，

她已经领悟了引诱的炫目的声音，柔和乐句的谄媚的、催眠的和谐，安

慰人心的三度音和四度音，运用手段和效果的技法。 但是这种技巧不

是冰冷的有意的操纵。 如果热琳娜更自由、更自信地对待马塞托，那

么这不意味着，她已经领会了“交易”，而是意味着她作为一个女人日 188

益自由与自信。 我们已经看到，唐琐 · 乔万尼帮助她辨认出自己的潜

力 。 热琳娜意识到，这些潜力就在她自己的生命中 。 因而咏叹淜描绘

了双重的过程：通过日益不可抵抗的内心解放和实现的感情，她欺骗

马塞托的成功获得了价值意义。 对热琳娜而言，这咏叹调是真实的自

我 － 实现的迹象。

但是热琳娜只有通过唐琐·乔万尼才能被唤醒到她的女性、自已

<D Jahn , Mozart, p. 364. 

® A加rt, Mozart , p.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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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真的潜能。 不过，在这自我实现之前，她具有一种来自于爱尔维拉

咏叹调的、困惑的、警惕唐瑛 · 乔万尼的经验。 这种警醒使她回到她

的未婚夫那里。 然而现在，她作为一个完全新的人涉入到他们的关系

中 。 她比以前更成熟、更丰宫。 她公正地在咏叹调中以自己、以她感

性的解放而狂喜。 有关热琳娜极为有趣的事情是这种同化感性的解

放、她女性潜力实现的能力 ；但是她能以适应日常生活的关系丰富这

种能力 。 从外部因素，从唐琐 · 乔万尼的存在，莫扎特阐明，热琳娜那

些真实的人类需要具有某些合理性。 同时，他也说明了唐瑛 · 乔万尼

存在的人道主义意义的局限性。

因而，热琳娜扩大和加深其潜力后 ， 幸福地回到她自己的生活之

中 。 但是当听到遥远的唐琐 · 乔万尼的声音，她就害怕起来 ，不仅因

为唐琐 · 乔万尼 ，而且因为她自已。 她感觉到她不能抵挡诱惑，怀疑

这一事件会给她带来难以想象与不可弥补的伤害。 她只有一个念头：

逃避。 当然，马塞托根本不理解热琳娜的真正的动机。 他相信，热琳

娜为清白辩护只是一个假象，她现在害怕面对。 恰因为这点，他不会

让步。 这就是终曲 #14 第一幕的悄境。 终曲的笫一个场景再现了马

塞托和热琳娜之间屈从而激烈的争吵，他试图揭露她，她渴求逃避 ，这

两者之间的冲突也得到再现。 通过对比马塞托忌妒的顽固执看和热

琳娜绝望的挣扎，莫扎特忠实地阐明了这位男人致命的感性迟钝和精

神的宪美与他未婚妻的丰富感性之间的差异。 这场景不单单本身是

189 有效果的，其重要性不仅仅是舞台场景序列的联结点，它所阐明的人

类不平等，以直接的形象力员指向整个框架的核心。

这一场景形成了与终曲音调鲜明的对照。 随着戴着面具的奥特

塔维奥、安娜和爱尔维拉的到来，气氛变成了悲剧式的。 简短的弦乐

形成后，就过渡到 D 小调 。 长笛、低音管和双簧管同音的下降钢琴乐

旨的音调，使人回想起前面引述过的爱尔维拉的降 E 大调 #3 咏叹调

的乐段转折，并唤起类似的精神。 这里也引入了爱尔维拉的部分，以

显著的 D 小调基凋开始，以前被安娜无意识地表达过（比较例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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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2

~,b Ji I V } p p I Fi V 
Bi - so-gn.a 小 ver co - r1g -g10, 

这里的基调意在指出，被凌辱的人决定要揭露唐琐 · 乔万尼。 阿

贝特让我们注意到这场景的一个关键元素 ：

正是一个微小而娴熟的细节由爱尔维拉引导着 ，在细节

被凝结为一个完整的演出之前 ， 并且她在旋律上拖长了奥特

塔维奥，同时，安娜追随着她自己的乐句 。 但是她没有按复

仇的咏叹调的意思做，虽然日益贴近她生活的真正目的 。 她

仍然因真实女性的怯懦而害怕做出决定，特别为未婚夫

担忧 。

这种新的感情以基本的力量在安娜的 D 小调旋律中喷发了 ：

例 33

pa.~ ·so e 

但这音乐不能承载，变成了 G 小调。 温柔的爱与非人性的焦虑在

安娜的旋律中表达出来：

例 34

~F W 「)1 「「= I 卢 tr fi I 「「 上「i
tr - mu pcl ca · ro spo·so. pcl c2 - ro spo-so, 

这被动的痛苦不能转变为行动，因此找不到释放。 感悄的动力走

向完全迷失的经验；声音瓦解了，它是孤立的L 在第 26 小节里 ， 安娜

命运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被再现出来。 只要她不是把复仇作为要求

而是作为直接的任务表达 ，那么她就必定意识到 ，复仇的危险与复仇

191 

190 



美学的重建－~布达佩斯学派论文集

的意义比起来是多么不成比例 她必须马上体验到 ，她对复仇是陌生

的，这不是她的真正生活目的，在另一方而，她真正地爱着奥特塔维

奥 之 安娜现在意识到，她正借复仇的愿望把爱情严重地推向危险之

地勹 有了这种意识，她的悲剧性意识从各个角度得到了强调 ： 安娜能

够在她心灵中平衡爱，复仇对这种平衡来说是一个必要的然而并非充

分的条件。 然而复仇也许会牺牲掉她爱人的生命，她所有的努力都与

目的背道而驰 ， 因而她的迷失感具有现实的基础。 这些事件转折蔽悲

剧性的是 ， 当安娜最终知道奥特塔维奥对她意味着什么时，她的情境

变得更加精糕。 有了这种认知，她没有解决这种存在问题的希望，从

客观角度看，这个问题对她来说只有唯一一条真正的出路。 好像在这

时，安娜以不可抵抗之努力走向命运的低谷。

不过，莫扎特就此以一种强烈的对比打破了这场心理剧。 从宫殿

传来的可以听到的小步舞曲声，里波锐罗发现了假面舞人，主人叫他

邀请他们到舞会。 这个邀请、邀请的思考及接纳，完全适应小步舞曲

的步态。 这个邀请构建于矛盾性原则之上。 惯常的平稳而中性的媒

介奏出最宫变化的抑扬效果。 舞会的欢乐、唐琐 · 乔万尼的粗心的优

雅、假面舞者压抑的情感和困惑、里波锐罗的笨拙的礼仪以及奥特塔

维奥的高贵的风度都表达了出来。 这场看似简单甚至平淡的场景，具

有持续波动的情绪，它经历着不断的折射 “音乐外交的杰作＂，雅

恩也可能谈及这点。＠

19 1 里波锐罗离开舞台，小步舞曲听不到了，接着是另一个亚要的对

比。 假面舞者在进入宫殿前再次面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目的，为达到

目的，他们寻求着上天的保佑。

阿贝特已经指出，这个 B 大调慢板是终曲的内心行为的核心。＠

自从霍索开始 ，音乐学家已经把＂假面舞" =:连音一致性地解释为一个

复仇的三连音，尽管有时愿意承认奥特塔维奥、安娜和爱尔维拉之间

(j) Jahn. Mozart , p. 264. 

岔） A坎rt, Mozart-, p.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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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甚至语调也表达出极为细微的差异：

安娜和奥特塔维奥：夭啊，保护我们的道路

真确地引导我们！

爱尔维拉：我要向他复仇

我所有的希望被他摧残

安娜和奥特塔维奥要上天来保护他们的心理追求；爱尔维拉希

望，她被欺骗的爱情要得到复仇。 莫扎特的音乐以细微的心理学阐明

了这种差异。 如果我们仔细地聆听安娜和奥特塔维奥的音乐，能够感

觉到正在听一曲爱情二重唱。 他们的声音以美化的感伤高扬着，这声

音似乎从此刻预示了《女人心》 (Cosi Fan Tutte) 的情感的成熟，这种效

果明显借助于管弦乐伴奏（主要是弦乐的处理），如小夜曲一样得到提

高炒 这种加强的和谐之音、旋律性乐句、音阶与音惆的伤感的转折，

日益无拘无束，它们表达着平衡的情绪，体现出安娜歌唱所绽放的幸

福，这些都表达着这一事实，即爱情的相互表达消解了所有的张力，和

谐而愉悦地实现了两个人的存在。 最后，在安娜的声音中引入了一个

高贵的感伤的乐音，恰恰完美地适合经常谈及的奥特塔维奥感伤的

＂调号“乐旨。 （比较例 9 、26 和 29)

(j) 正是 B. 萨波尔奇在音乐学院的溃讲注意到这部分和莫扎特以及那时普遍的小夜lilt

的明显关系。

193 



美学的重建一—布达佩斯学派论文集

例 35

中「)'已尸旮口已飞一月一片
ii ze• lo del mio co r ! 

192 这种乐旨首先被低音管，然后被双簧管，最后被单簧管和长笛重

复，逐渐变得崇高而有意义。 B 大调慢板的突然响起在《女人心》甚至

《陇笛》 ( The Mag比 Flute) 中，在氛围和乐旨方面暗示了某些瞬间性的

高尚悄感。

这里究竞发生了什么事？是什么引起这独特的瞬间释放 ， 引起如

此深的具有吸引力的和谐？几分钟前 ， 安娜感到完全迷失，她即将陷

入她的命运低谷 ；很快她进入唐琐 · 乔万尼的宫殿一她完全知道这

一步也许是致命的。 然而看来，音乐没有涉及离开世界（正如阿贝特

所想的） ，张力的消解与和谐不是宗教的 ， 它们不是来自 于超验的经

验。 安娜的希望还是来源于亲密性，这是人类关系在爱情中实现的亲

密性。 在她的生命中 ，这意味着她已经找到了回归世界的道路。 B 大

调慢板的特点基本上被安娜支配，因为这是她已经确定地寻觅到世界

的音乐。

然而，正是巾千此，它的结构颇有问题。 这个问题类似于奥特塔

维奥 G 大调咏叹凋的问题，但更为尖锐e 安娜的个人发展更为复杂，

比她在音乐－戏剧总体概念中扮演角色所要求的前进步伐更缓慢。

从她的人格中得出一一－当然也从唐琐 · 乔万尼挑衅的干预中得

出一她只能通过缓慢而充满危机的过程实现自己的生命。 然而 ，在

音乐－戏剧的总体概念之内，日益要求用安娜的生命去面对唐琐 · 乔

万尼，好像生命已经实现了 。 人的现实化再现的动力与生命潜力的有

效性的动力彼此交织。 这里就产生 [B 大调慢板充满问题的本质 ， 当

然也产生了其深刻性。 我们可以说，这部分不仅是终曲内心活动的中

心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整个歌剧的神秘高潮＂ 。 作为奥特塔维奥 G

大调咏叹调和“香嫔酒＂咏叹调对比的结构主义的持续，爱情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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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在安娜和奥特塔维奥之间的关系中得到神秘而不可逆转性的描

绘。 尽管唐琐 · 乔万尼具有至高无上的优势性，就人性的本真性而 193

言，唐瑛 · 乔万尼综合征巳经完全丧失了战斗 。 如果人性完整的爱在

这个世界是可能的 ，那么唐琐 · 乔万尼巳经走到了尽头。

场景的变化在音乐行为中意味着一种新的显著的对比，音乐在唐

琐 · 乔万尼的宫殿中导入了舞会欢快的骚动。 6/8 节拍的支配性旋律

具有与 #5G 大调合唱的结婚曲相同的风格，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是欢乐

而闪耀的，然而在这里，在唐琐 · 乔万尼的基调中，它不是＂幼稚而单

纯的”，虽然热琳娜、马塞托和农民们是这样的，相反它具有基本的力

批，它不是不可抵抗的、横扫一切的。 但是 ， 当三位假面舞者进人时 ，

贵族式的音乐取代了民间风味的开头。 降 E 大调的 6/8 拍被打断了 ，

一个有效的休止之后， 2/4 拍 C 大调重要的庄严乐段 ( maestoso)那种

兴奋而典型的音凋响了起来。 唐琐 · 乔万尼、里波锐罗、奥特塔维奥、

安娜和爱尔维拉（他们已经把游戏的规则视为战略行动）带着赞美诗

的感伤欢呼着解放， 这种“自巾万岁”引起了许多思考和晦涩的解释，

尽管它明显地指向假面者、匿名者所获得的自由一以阿贝特的话

说：伪装者的自由 (die M asken freiheit) Q)一—更准确地说是指向自由 。

司汤达完美地把唐瑛 · 乔万尼对意识形态意义的态度加以特征化 ：

唐磺 · 乔万尼丢掉了他对同事承担的一切义务。 在他

的生活大事中，他犹如一个不诚实的商贾 ， 一直购买但从不

付钱。 平等的观念激怒他，犹如水激怒风暴， 这就是为什么

出身名门的自傲如此恰当地适合唐琐 · 乔万尼的性格。 正

义的理想也随着平等权的理想消解了，更准确地说 ． 如果唐

磺 · 乔万尼出身贵族豪门，那么这些衣民的理念从来不会接

近于他；我公正地认为，我们更想要一个历史之名的载体，而

(f) Abert, Mo::art , p.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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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想要在煮鸡蛋时烧掉整个城市的其他任何人

阿格妮丝 · 赫勒对司汤达的思考补充如下： ＂与其他人无关的造

反，个体的造反是精英主义的，并且他自己本身必然带有非道德性。

唐瑛 · 乔万尼｀永远的生活韶放＇是没有平等和兄弟悄谊的解放的礼

赞。 ,, (i)恰是巾于这种原因，这关键的舞厅祝酒不仅是有效的插曲，而

且处千歌剧概念的核心之中 。

194 随着唐瑛 · 乔万尼继续邀请跳舞 ， 一系列场景出现了 ，这是由无

与伦比的舞台艺术华章建构起来的。 舞台上，随着三个连续引入的管

弦乐，三个独立的然而也是相连的舞台就形成了。 奥特塔维奥和安娜

跳着第一个管弦乐的小步舞 ，店琐 · 乔万尼和热琳娜跳着第二个管弦

乐的逆舞，里波锐罗强迫马塞托跳着第三个管弦乐的德国舞。 虽然在

不同的音乐舞台上发生着不同的行为，但是每个人都留心着别人。 演

员彼此评论 ，事件塑造若每一个人。 最对立的力世通过简洁而强有力

的连接创造了日益增强的几乎不可承受的张力 。 唐琐 · 乔万尼比以

前更激烈而焦急地纠缠着热琳娜，这位姑娘知道了，甚至说，她有些恍

惚。 同时，普遍的张力已经变得不可承受，丑闻显然＂普遍传扬＂ ，就如

只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才可能感受到的一样。 最后，热琳娜的

求助之声结束了这种不可能存在的事件状态。

热琳娜害怕什么呢？明显而平府的回答为他们提供了这个夭真

问题的解答。 咱们更粗俗地问间 ：她期盼什么？这个问题不是如初次

提出来那样粗俗 ，原则上并非没有意义。 的确 ，热琳娜也许已经感受

到某种意想不到的事情 3 唐琐 · 乔万尼的每一个情妇最终都是无尽

的孤独，从来不会找到内心的平和。 这正是莫扎特歌剧中爱尔维拉的

命运 ) 爱尔维拉的 #8 大调咏叹调已经以这种命运提醒热琳娜。 最

多，这姑娘可能巳经被音调困扰了，她没有理解其意义。 这种警醒在

CL Hl'ller. Kierkegaardfo11 ,ll's1/ie1归， p.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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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日常生活中，为她充分地找到自己甚至展现（她自己，摆脱了唐

琐 · 乔万尼，摆脱了直接的引诱 ， 然而保护她去反抗随后的攻击是不

能被充分地理解的。 唐琐· 乔万尼再次出现，扫除了她以前的困惑的

记忆，热玵娜不可能抵挡。 不过，现在在实现的时刻，她必须从唐琐 ．

乔万尼本人那里懂得色悄天赋的恶糜爱情的真实本质，一切对她来说

顿时清楚了 。 爱尔维拉的命运、她密醒的声音、唐琐 · 乔万尼恶魔的

木质和她自己的未来成为一个直觉的联结点，热琳娜单纯、清醒而正

常的存在最终自发地反抗这个恶陇 ， 这几乎占据着她的命运 。 在歌剧

和现实生活中 ，唐瑛 · 乔万尼的力匮第二次被一个个体、一位妇女的 195

抵抗打碎 f 。

因而热琳娜绝望的求助打断了尴尬的寻欢作乐，且闻出现了 。 快

板曲 ( aJlcgro assai)表达了巨大的号叫 。 热琳娜逃走了 ，而唐琐 · 乔万

尼扮演了一出傲慢无礼的闹剧 ： 他说里波锐罗是引诱者，他从里波锐

罗那里成功地挽救了热琳娜。 店琐 · 乔万尼展现了没有任何矛盾的

自信的风格主义的报有效手段；慢板、管弦乐充满活力的姿态、剧本的

切分音节奏的骑士音凋，以及最后的有威胁感的额音 ，都带有同音的

弦乐的伴奏：

例 36

f ry~· r·~I 」

这种颤音在唐琐 · 乔万尼的语词部分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它

表达了他的贵族的优越性和歧视性 ，另一方而表达了他不受束缚的卑

鄙。 它始终呈现在重要的揭发性时刻，也因而在“香棕酒＂咏叹调被引

述过的例子中（见例 3 1 ) , 出现千终曲的开始 ，处于极为类似的情景之

中，但是面临马塞托后，它在多种场合具有重要作用 。 它的意义具有

细微的区别 ， 不过始终具有矛盾性 ：这种微小的自发的姿态直接揭露

了这个个体的真实本质，事实上也泄露了他。 在“香棕酒＂咏叹调中，

观众必须直觉到其真实意义 ，在终曲开始 ，恰恰是马塞托必须理解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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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意义 ，在这里必须是所有客人群体对其有所真正的理解 ..,

现在揭发时刻就在眼前，奥特塔维奥结束了这场闹剧。 他的声音

是明确而坚定的：

例 37

1 行「i r. 「 I 「, ri , - 1 r·ri !J ri~v .tu':4-尸-I 上
Nol sp~•ri -te, not spc - ra - If! L'cm • pio c飞d, con 叫 fro - de 

整个人类的世界的代表正在勇敢地对抗唐琐 · 乔万尼 。 现在攻

196 击以快板开始，在整个演出开始的动力弧形（钢琴－渐强－强） ， 这种

能掀显露了出来；这样一种势不可当的力蜇甚至使唐琐 · 乔万尼更为

困惑。 对立阵营的烦恼情绪愈来愈激烈地翻腾，唐琐 · 乔万尼完全闲

惑了 。 不过，此时发生了十分意外的事情。 战斗最大限度地膨胀，酘

终势不可当，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也倒空了自己 ，其重要性时刻只是

一个欺骗性假象。 从不断高涨的斗争链条中，明显的是，力拭的表达

及其效果是逆反地联系在一起的。 夸大威胁的外在姿态遮蔽了内在

的脆弱。 音乐包含着这种矛盾，呐喊达到了其顶点 ：

例 38

飞 r rr I br·r . i-• 「
ii suo ful · mi ·n r 

芦
心 ·dra ! 

然而并非外溢转变为行动 。 相反，整个过程重新开始。 最初，唐

琐 · 乔万尼不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然后他慢慢地明白了 ，用这种势

不可当的力蜇来对抗他 ，事实上是无川的。 因而这个过程再次被完全

重复，但没有达到以前的顶点。 对手阵营逐渐失去了力保 ：

例 39

1£ ~- v I 「「) rµI 「
, I suo fol - ml - nc ca - dra! 

此刻，唐琐 · 乔万尼能够清楚地看到他对手的内在失败，他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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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0

七、《唐琐 · 乔万尼》

了气－二r, f' v l 「f
Ma non man 在 ca in m,: co - rag - gio, 

命运发生了转折。 唐琐· 乔万尼掌控了形势。 他主宰了最后的

加快(piu streuo)结尾乐段的节奏和语词材料。 对手阵营以为正在进

攻，但不明智地被迫陷千防守的地位，并且被唐琐· 乔万尼所控制 。 197

在这种音乐悄景中，唐瑛·乔万尼的逃离不是英雄的，而是一个简单

而及时的离开，有一点闹剧色彩。

当然，这种喜剧的情景深深地影响了唐琐 · 乔万尼 。 我们可以

说，这里有特殊的意味，串实上是感性王国必须＂逃之天天" (ta ke Lo 

his heels) 。 但是这种悄景喜剧的实质对对立阵营更为残酷。 优势力

屈减弱，在其自己的呐喊中耗尽了力歉，这不可避免也是窝剧的。 然

而他们的态度始终保持着严肃和正当 。 这种解释当然很明显：甚至显

强大的人类力址在面对恶糜时也是无助的。 不过 ，这里的问题是对这

种事实的再现、可能的再现。 联系安娜的 #10D 大调咏叹调，找们已经

讨论了每一出唐琐 · 乔万尼戏剧的基本设想，即唐琐· 乔万尼没有一·

个此岸的真正匹配的对手。 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也不可能是其对手。

不过，在莫扎特以前 ， 这只能够残酷地加以表达。 这种彼岸的干预在

过去不是被感受到的恶庥力鼠，而是被人的日常的脆弱和唐琐·乔万

尼的恶行来合理地证实的。 蒂尔索(Tirso da Molina) 和莫里哀均没有

让唐琐 · 乔万尼面对整个对立阵营，这绝非偶然。 在戏剧中，只有这

种形式的两条出路：最原初的欺骗戏剧或者一种奇迹 。 两者均不适合

唐琐 · 乔万尼戏剧的普遍概念。 不过，在歌剧中，存在着另一种解决

这种悄景的可能性，它在于音乐：直接地表达不可抵挡的恶糜力屈去

对抗巨大的人类力炽: c• 然而莫扎特没有选择这种情景。 更准确地说，

莫扎特不是直接地表达恶魔力批而是间接地表达其后果，对对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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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俀的效果 然而通过这种间接表达方式，艺术的实质性丧失了，再

现成了问题。 因为唐琐 · 乔万尼的失败和迷惑，描绘出了对手的强大

力显 ， 又描绘出了对手的脆弱。 这种矛盾被莫扎特表达出来了－正

如在安娜的咏叹调中一样一不是借助于音乐的结构而是以其实质

性，以走向虚无的音乐过程表现出来的。 这些都再次产生了音乐维度

和戏剧维度的混乱 ：唐瑛 · 乔万尼不可抵挡的力址不能直接地川音乐

加以表达 ， 对手阵营关键时刻的音乐的内在矛盾不能找到戏剧性的表

198 达。 然后就产生了悲剧和喜剧的杂交，即同质的容纳一切的悲 － 峉剧

气氛，这在后来的六重唱中不能得到发展 最后，一切问题来自于唐

琐 · 乔万尼的恶庞本质不能直接地通过戏剧来表达。 唐琐 · 乔万尼

纯粹是戏剧主人公 ， 这个主人公就其声望而不是就其代表的原则来

说，不同千《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伯爵。 然而这种再现一导致难以克

服的艺术间题－－－来自千唐瑛·乔万尼原则，《唐瑛 · 乔万尼》作为音

乐－戏剧的概念。

如果我们仔细地注意音乐过程，那么我们看见，唐琐 · 乔万尼变

得慌乱并非在千他采取巨大力址的策略的时刻，而是在早得多的时

候。 对立性力械爆发所产生的威胁只是增加了他的困惑。 肖 (Shaw)

正确地看到这点，从他们”使他而临自己的恶行“开始 ，唐瑛 · 乔万尼

就被打败了 ， 困惑了 。 并不是说这会在道德上动摇他。 店琐 · 乔万尼

辨认不出道德性，因而他不能逾越道德规范。 不过，在舞台上，他无条

件性的力械本质第三次破碎了，这次是很明确的匕 在安娜那里 ， 他遇

到了总休的失败 ；热琳娜最后造反，现在一切被组织成为联合的行动。

店琐 · 乔万尼迷惑千他们同类联合造反的纯粹事实，而不是迷惑于这

种事实的潜能。

不过，这里存在着再现的二分法：只有困惑的个体才直接被再现，

然而看来不变的现实 ， 不可匹配的形象只能间接地被感知，只能反映

在对立力屈的脆弱之中 。 这种统一性的艺术视角的描述 ，可以追溯到

B 大调慢板，这种慢板中具有一个类似的主题 ： 戏剧事件从属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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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休的概念。 但是倘若此目的具有共同的根源，那么它的方式是直接

对立的。 安娜－－一即对伤感爱情的反感－要求净化的和风格化的

表达，然而唐琐·乔万尼的失败要求坚强的、类似生活的和现实的再

现。 这两个充满问题的终曲与第一幕不可分离，甚至就其风格对比而

言。 虽然它们是同一个音乐 －戏剧命运的一维性表达，但是是从不同

角度吞到的。 唐瑛· 乔万尼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重要的美学问

题，就是构成每部艺术作品的基本要求应该从同一角度观看和再现。

我们巳经看到，这种统一性在舞台和音乐关系中不断被打破，并且在 199

第一个终曲中，我们注意到音乐－戏剧中出现的两个破裂的时刻。 就

B 大调慢板而言，这种过程的直接性被丧失了，然而在最后场景中，这

种直接性则是戏剧各种力益关联的直接性。 这个过程的真实意

义——在这里相互关联一~只有通过对乐旨的回忆性重构、解释、理

智的中介才能够获得。 音乐剧给 1 8 世纪歌剧施加了一副几乎不可承

受的重负 。

在第一幕开始，序曲中，里波锐罗在# 15G 大调二重唱“走开，你

这蠢蛋" (Eh via, buff one) 中模仿唐琐 · 乔万尼；在第二幕开始，唐

琐·乔万尼模仿里波锐罗 。 唐琐 · 乔万尼最富有特征的唯一性的快

乐，对所有那时未被他引诱的人而言，是最放肆的嘲弄，一种傲慢的淫

乱。 也许没有意义去追问，风不吹的时候它在干什么，但是就唐琐 ．

乔万尼而言，即使我们把他类同于自然现象，也有理由询间他不干引

诱活动时他在做什么 。 答案是肯定的，在这些关系中，唐瑛 · 乔万尼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粗俗的、卑鄙的、无情的。 这些间奏的音乐之声

是诙谐剧的简单的、悠扬的，类似朗诵调的旋律。 在第一幕中他似乎

没有使用他的声音。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的B 大调四重唱中，他以

这种风格影射了爱尔维拉，他在终曲中和仆人一起使用这种音调，在

舞会上，在农民中间再次使用，这是表达他的闲惑的音乐语言。 在第

二幕，这种风格将更频繁地使用，在和里波锐罗对话中呈现出最富特

色的东西。 初看，它意味着，唐琐· 乔万尼在风格上把自已贬低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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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人的水平 ， 他以自己的语言向仆人说话。 事实上，情境复杂得多C

里波锐罗与唐琐 · 乔万尼的联系不仅仅是矛盾的，而且他们之间的对

立也是矛盾的。 唐琐 · 乔万尼和里波锐罗这两个形象之间的深刻而

相互的音乐相似性，第一次在二重唱中很明显。 对唐琐 · 乔万尼而

言 ，这种关系不仅仅是主人和奴仆的地位关系 ， 而且是他们生活相五

依赖的关系。 唐琐 · 乔万尼显然需要他强烈吸引和他所支配的亲密

的仆人。 无条件的占有、无条件的拥有是他普遍的需要。 但是在他与

200 里波锐罗的关系中，感官理想化的主题是完全缺失的，这样，他的自我

主义本质以粗俗而残酷的方式显露了出来。 对里波锐罗而言，唐琐 ．

乔万尼不是色悄的天才，而是打败同辈，更重要的是从同辈的不可招

架中获利的残酷的强权者。

唐琐 · 乔万尼和里波锐罗现在互换了衣服。 店琐 · 乔万尼正准

备引诱爱尔维拉的侍女 ，他认为 ，作为仆人进行自我介绍更具可行性。

但不可预料的是，爱尔维拉出现在窗口 。 在 # l6A 大调三连音”啊，让

不安的心平静下来" (Ah, taci , ingiusto core) 中，爱尔维拉的基调不是

古怪的而是表白心意的。 在自然的表达中 ， 孤独瞬间彻底缓解了，但

这种缓解只是瞬间的。 表达的东西没有缓解，一旦被表达， 它就持续

在意识中产生令人心焦的问题。 一旦它被实现，心理过程的动力就会

超越缓解，她就会愈来愈焦虑。 管弦乐引言的两小节主旋律重复着 ，

在语词部分之后，音值被缩减 ，好像爱尔维拉的心跳加剧了 。 事实七 ，

语词部分的第二个短语是第一个短语更强烈的表达变体 ；亲密的诮求

变成激悄的哀求。 现在她弄清楚了问题所在：＂他不忠诚，他是骗子。 ”

（七 un empio, ~ un traditore)在她面前 ，一切不可挽回 ，一切是令人焦虑

的事实，她自己的情感思想逻辑再次把她推向古怪。 乐段中的两个中

音与前面的钢琴特征构成鲜明对照，但是小提琴的情感构形甚至更具

启示性。 管乐与弦乐对比透露出爱尔维拉情感的矛盾，前者表达了亲

密，后者表达了焦急。 爱尔维拉强烈地体会到，没有回头路 ，过去发生

的事情不能被感伤的宽恕的态度消解掉。 她不能征服店琐 · 乔万尼

202 



七、《唐磺·乔万尼》

现象和她生命中的问题，语词部分涂上了歇斯底里的色彩 ， 在奥拉塔

维奥 #ll G 大调咏叹调中呈现的不断提升的变化音乐段，随着词语

＂死亡" (morle) (对比例 28), 以管弦乐形式表达了出来 ：

例 41

凸~石召石~I J 
. 

CTt'SC'. 

这种死亡乐旨标志着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 第一个终曲不仅带 201

来唐琐 · 乔万尼而且带来包括爱尔维拉在内的所有演员命运的批判

性改变。 她在面对唐瑛 · 乔万尼时所经历的绝对无助的经验，把她生

命的问题置千一个新的视角，一种新的光芒之下。 以前，在她每一次

热烈的激情时刻 ，她能够直接地认同自已 ， 由于总体的激情，她存在的

荒诞现实没有妨碍体验她的生命。 不过 ，现在，随肴绝对无助的体验，

她不能再这样了 。 从现在起，在她自我耗尽生命的每一刻，死亡就无

意识地、不可避免地处于“每种思考中＂ 。 因而，在三连音的前 13 小节

中，莫扎特极为精确地以克制的形式，以更为娴熟因而甚至更加不可

解决的形式 ，展现了爱尔维拉整个生命的问题，其戏剧的动力几乎接

近于死亡。

此时在街上，可以听见里波锐罗和唐琐 · 乔万尼的对话： 唐琐 ．

乔万尼命令仆人穿着贵族衣服站在他面前，他在他背后做了一种“爱

的表白＂ 。 唐瑛 · 乔万尼完全直觉地崩得爱尔维拉。 他不必寻找正确

的音涸 ，他不必如在热琳娜例子中那样试着去逐步迎合别人，他立即

能够完美地说出爱尔维拉的音乐语言。 以三连音开始的音乐表达 ，现

在回归到 E 大调，高了五度。 从唐琐· 乔万尼和热琳娜的 #7A 大调

二重唱中，我们已经懂得这种 A 大调一E 大调的强度。 在两种情况

中，日益提升的音乐活力表达了更为激烈的、更为热烈的进攻。 但是，

这里激情的温度一开始就很高，因而调的变化也具有强烈的效果，在

E 大调部分莫扎特阐明了两种不同的效果。 他从观众视角极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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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塑造了唐琐 · 乔万尼的角色，然而在语词部分描绘了唐琐 · 乔万尼

对爱尔绯拉的影响 。 这两种效果并非是同时性的。 唐琐 · 乔万尼引

诱之歌日益变得更为基本，更不可抵挡 跟随克尔恺郭尔的步伐，我

们已经讨论了，离开门肖琐·乔万尼，爱尔维拉就没有容身之地了，她

只能在他出现时摆脱绝望，或者通过表达她的憎恨和绝望，或是通过

希望去竭力征服这种绝望。 这些情感以更加克制的方式，也许比以前

更强烈地显现在＝连音之中 ＾ 在引言结束时，爱尔维拉处千致命的绝

望的最低谷。

202 正是在这时候，下面说话的音调隐约地传入她的耳朵，然后她认

出是唐琐 · 乔万尼的声音。 憎恨和绝望之情立即占据着她全身 ， 以前

富有情感的小提琴形象和动态的波动转回到管弦乐 ， 她的歌唱日益充

满激悄。 但瞬即她感受到 ，唐琐 · 乔万尼正在引诱地表演。 所有的否

定情感立即消失了 。 这时发生了非常独特的转折。 爱尔维拉在＝连

音中以最克制的声音咏阳，伴随着里波锐罗和唐琐 · 乔万尼偷偷摸摸

说话的咏唱 ： “天啊 ， 多么奇异的闲惑 ！ 现在搅动着我的心。 " (Numi, 

che slr职o aff etto mi si risveglia in pelto) 这里的艺术动机具有多种意

义，都是残酷的。 最重要的是 ， 它意味着 ， 情节已经成功安排，爱尔维

拉巳经陷入罔套。 这也表达了人类被困入的维度。 对爱尔维拉而言，

陷入隙套的感知和主体的总体屈服的感知是瞬间的事。 但是这屈服

又是在得意扬扬的希望、大扭的激情之爱与情感的风暴中实现的 。 通

过延续相同的旋律，爱尔维拉可能以歌剧中最粗俗的姿态屈服了 。 莫

扎特完全清醒地阐明了她的爱的本质。 现在，里波锐罗成了她的音乐

伴侣 。 相同的旋律表达了爱尔维拉尤拘无束的情感和里波锐罗惊讶

的模仿。 唐磺 · 乔万尼巳经表达了直接的目的 ： 爱尔维拉巳经屈服，

她将犹如无助的愧偏—样遴从他的意志，三连音不如结束算了。 里波

锐罗能够摆脱爱尔维拉r 然而这不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音乐被转到

C 大调 ，唐琐 · 乔万尼开始了一种令人恼怒的坎蒂莱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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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2

凇 4U I叮 r r r 1 「) r- t . _}t +G 
Dis·ccn 畴 di,o g10·1i bcl·la, 0 g10 1a 

- r , ~ 「) 1 r~r r r 1A了
bd · la ,,t·dr~i chC'cu sci qud • la, 

C 大调部分突出来了，似乎照亮了整个场景，音乐闪光了一”空

间点亮了声音＂ 。 在这歌剧中，色情天才以前从未以这种火光、以如此

大的强度说话 。 但此刻，没有任何戏剧目的，这为何发生呢？店琐 . 203 

乔万尼直接的目的是使爱尔维拉疯狂地迷上他，然后抛弃她而走向侍

女 作为一个女人，她不再为他而存在，她不再是色情理想化的主体。

然而唐瑛 · 乔万尼不是按照诙谐歌剧的方式处置这事件，而是把这事

件提升到他生命中的音乐高点之一。 这里 ，唐琐 · 乔万尼是矛盾的：

这是恶意的感性唯一一次完全放纵地呈现，并且也是他的主动性唯一

一次缺乏任何色悄的意图 ., 费尔森斯坦(Felsenst ein) 的典型概括 ， 行

来错过了与“香殡酒＂咏叹调有关的标志，这种典型概括与 C 大调部

分完全对立：＂歇斯底里的梦想，回忆起过去的东西，应该有的东西，以

及不可能再拥有的东西！”这种经验连接着爱尔维拉，这种事实具有极

深层的意义。 不是因为爱尔维拉是一位出色的女人 、 克尔恺郭尔合

理地拒绝了这种解说。 更准确地说，这种深层意义所联系的不是爱尔

维拉女性的出色本质，而是她存在的普通本质的出路，， 爱尔维拉已经

分享了恶吸精神，已经被唐琐 · 乔万尼引诱。 这个恶庞在实现自己之

前必须衡掀自己，调适自己去迎合他所欲求的对象，这个恶意能够透

视自己所有的放纵力批。 但比这种联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事实，即歌

剧中唐琐 · 乔万尼力橄的无条件本质只能回顾性地再现，即通过爱尔

维拉来再现。 唐瑛 · 乔万尼只能在与爱尔维拉的关系中体验到他自

己未受干扰的存在绝对性，在他不再和她相联系时更是如此。 在整出

歌剧中，三连音 C 大调是唐瑛 · 乔万尼最不可抵挡的引诱音乐，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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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它结构上的确定性、戏剧的无目的性、其插曲的回顾性特征表达

了歌剧的核心问题：唐琐 · 乔万尼综合征的终结。

当然 ，爱尔维拉没有怀疑这一切，引诱对她而言是直截了当的。

正因为如此，场景变得日益尴尬，日益令人可憎。 听到唐琐 · 乔万尼

的坎蒂莱那．爱尔维拉完全确信了自已，最后完全控制了她受伤的激

情；她相信，她傲慢的抵制会强化唐琐 · 乔万尼的爱。 唐琐 · 乔万尼

继续表演。 他的虚假的绝望乞求爱尔维拉的宽恕。 爱尔维拉、唐琐 ．

乔万尼和里波锐罗之间完美的然而无意的非人性的相互联结 ， 是被命

中注定的。 恶陇与调弄恶晓的那些人之间的关系是没有任何人性的

204 滑稽模仿。一瞬间，一个可能的世界喷涌而出，在虚无的空间只能听

见不可抵挡的禁欲的笑声。 爱尔维拉和里波锐罗被这个可能世界吓

到了 。 幸运的是，唐琐·乔万尼对这种喜剧感到厌烦了。 音乐转向 A

大调，随之回到三连音的开端。 这是内省、反思的时刻 ：唐琐 · 乔万尼

心满意足地感到，他已达到了目标；在爱尔维拉身上 ， 一切是问题疽

重 ；在里波锐罗身上，点燃了对爱尔维拉的同情。 后两者的语词部分

连接在一起，虽然唐琐 · 乔万尼远离了他们。 然而爱尔维拉没有背

叛，里波锐罗没有改变忠诚，他们结合的可能性太小了 。 他们只是在

一瞬间被吓住了 。 这就是为什么这三种声音能够在颠裂行为的基调

中遵适。 因此，爱尔维拉和里波锐罗揭露了他们内心的忠诚，尽管重

新恢复了仇恨，但是最终爱尔维拉以三个旋律的姿态屈服于她的命

运。 管弦乐两次强有力地奏响死亡乐旨。 然而，这里的意义是不同

的，比三连音的开端更为残酷 ： 它表达了爱尔维拉屈从的视角 ，不是她

的自我耗尽，不是追求希望的爱的视角 ， 而是爱的想象性的实现的视

角 。 不管爱尔维拉的生命会怎样地演化，但是从现在伊始，死亡的确

处千“每一种思想中＂ 。

阿贝特较为合理地涉及了三连音中戏剧和音乐的令人佩服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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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 然而这种完美构想的音乐行为不能轻易地转变为圆满的舞台结

构。 从外面看，行为是一种琐碎而粗俗的诙谐歌剧场景：唐瑛· 乔万

尼向爱尔维拉唱引诱之歌 ，藏匿于装成贵族人的里波锐罗身后，虽然

这位仆人遴从主人的命令，像一个被人拉着线的木偶，以恰当的情人

姿态伴着唐琐 · 乔万尼；最后 ， 受欺骗的女人被引诱了 。 这场景只能

在舞台上演出 。 但是舞台演出的直接的喜剧性质必然贬低了音乐－

戏剧过程象征的和悲－喜剧的意义。 但是除了这普遍的困境之外，在

舞台上忠实地利用 C 大调部分的可能性 ， 坚守其定义，这看来也是有

问题的。 正如早些时候所讨论的，音乐本身儿乎具有一种准舞台的效

果，要求突出地呈现出来。 这种 C 大调音乐不会容忍爱尔维拉和里波

锐罗的呈现，这里只有唐琐·乔万尼，仅仅有感性之天才犹如一束高

高飞跃的火焰一样存在若 然而舞台呈现的逻辑，扮演最终立足于交

往角色的人物基础上的场景要求 ， 与这时的展示是相矛盾的 。

因而，爱尔维拉盲目地追求她的命运 ，匆匆走入街道，幸福地死在 205

装扮成店琐 · 乔万尼的里波锐罗的怀抱里。 现在，唐琐· 乔万尼向她

的侍女唱着小夜曲。 随着小夜曲，一件新的事悄，像和热琳娜一样的

事情又开始了 。 在音乐上，莫扎特通过避免演出艺术的重复晖峻 ， 以

小坎佐纳(canzonella)概括了这种戏剧上决定性的事实。 由于外在事

件的原因 ，店琐 · 乔万尼的歌曲只是一种很“消退的小夜曲”，但是其

中暗示了一种音乐－戏剧的可能性，其所有结构是必要而充分的。 小

夜曲消退了，因为马塞托和一些农民出现了，他要找唐琐 · 乔万尼报

仇。 唐琐 · 乔万尼正穿着仆人的衣服，因此把自己视为里波锐罗，并

提出建议在哪儿并如何找到和辨认这个贵族。 #18F 大调咏叹调”可

怜可怜我吧 ，先生女士们" ( Meta di voi Qua va<lano")是具有多种意义

的角色扮演。 首先 ，它对应着所谓的”目录＂咏叹调 ： 府琐 · 乔万尼消

解了里波锐罗的人格 ，但是既然他把自己视为里波锐罗，所以他消解

(1) Abt-rt , Mozart , p. 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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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里波锐罗的人格，也正如里波锐罗消解唐琐 · 乔万尼的人格。 而

且，在 #15G 大调二重唱中，他更稍确地发展和再现了两方面的问题 ，

二蜇唱产生了第二幕 ，在主人与奴仆之间相互的深层的音乐对应。 那

里表达的是平等、相同的倾向，而这里主要是不平等。 唐琐 · 乔万尼

以颇具喜剧的性质创造了里波锐罗和他自己的漫画 ，然而带着如此优

越的精湛技巧和有趣的自我投入，以至千我们能解释，马塞托因为缺

失心理洞见不能辨认出他来。 无疑，马塞托让他的同伴离开，让扂

琐 · 乔万尼韶除了自己的武装。 府琐 · 乔万尼现在轻易地痛打马塞

托，并扣押了他

正是热琳娜发现了呻吟的未婚夫并竭力安慰他。 她的 #19C 大悯

咏叹调＂听，我将找到爱" (Vedrai , cari no)是一个概括乐段，阐述了个

人发展所导致的结果。 这是很明显的 ， 我们把它和#1 3F 大调咏叹涸

进行比较，发现它们具有许多共同特征。 两者的氛围基本上是色悄

的 r 然而，第一个是很不受约束的，但这一个是如玫瑰般的、亲密的 。

当然，差异来自于悄境和间题的多样性。 以前 ， 热琳娜为她犯的过错

而补偿，现在是别人的过错了 。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 ，这是热琳娜作为

总体的人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这位姑娘对爱惰的态度以及她的

伴侣的丰富人性，在 F大调咏叹调中礼赞了她的解放，这种态度与丰

206 富性已经固定下来。 这并非自然的结果，而是热琳娜最终调节人际关

系的结果口 对她而言，＂唐琐 · 乔万尼事件”完全结束了 。 她拥有从唐

琐 · 乔万尼那里解放出来的所有的女性潜能，现在她极为讨厌唐琐 ．

乔万尼现象 J 她爱马塞托 ， 感到他适合自已。 这 C 大调咏叹调透视

出，她能够在自己和他的关系之中和谐地展现整个存在的感性和丰窜

的情感。 咏叹调的第一部分创造了强烈的、同质的、平衡的色情氛围 。

这种严肃的色悄主义是由管弦乐精美的、缓和的、温柔的旋律，但主要

是由平稳的节拍，巾整个音乐乐段的节奏唤起的。 它完全缺乏 F 大调

咏叹调的疯狂。 一种平稳的悄感流泻更加真切，这是强烈的、真诚的。

在第二部分，由千管弦乐器的构拟 ，音乐变得兴奋 ，舞台上行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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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唐琐·乔万尼）

按要求下降了（热琳娜把马寒托的手放在她的心口上），感性的冲动是

显然的 ， 这进一步被富有调性的心跳的明显效果所加强，然后被她那

唱着延长音的激动而高扬的声音所加强。 最后 ， 从爆发的管弦乐的后

奏曲产生的（在整个咏叹悯中唯一的强音）激情浪潮 ，高过演员而走向

结束。 音乐缓慢下降的动力没有缓解张力 ，而是平静而烦抖地暗示了

自我实现的到来。 在这个咏叹悯中，色情主义不是赞美诗，而是生命

的自然流露，蕴含着悄爱和温柔 在她前面的咏叹调中，热琳娜已经

找到了自已 r 在这里 ， 她已经找到了一种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一种

规范的共同生活 9 如果它不是最辉煌的咏叹调，那么也是热琳娜音

乐 － 戏剧命运中的最有意义的瞬间 。

同时 ，在安娜房屋的前厅 ，爱尔维拉和里波锐罗找到了他们自已 。

里波锐罗直到现在才感受到极不舒服，并想要逃离。 他在黑暗中离开

了爱尔维拉 ，这位不幸的女人恳求他不要离开她 ：

例 43

Ii~ 「i J.f重` 上v v t 
Ah non la -sciar-mi ! 

这种清宣叙调结束的表达恰是＂欺骗＂乐旨 。 它所讲述的东西超

过了恳求本身。 它表达了这种事实，即在这刻，爱尔维拉已经感觉到 207

她最近又被欺骗。 #20 六重奏”一个人独自在这黑暗里 " (Sola, sola in 

bujo loco) 的音调来自于这种感觉。 好像是同情乐旨的变体 ， 以前两次

联系着爱尔维拉，这种变体在起初的小节中会听得到 。 此时，第一组

小提琴演奏的兴奋的、高贵的音调重复加入了进来，明显地，音乐的作

用仅仅是把文本转变为自己的语言 ：

一个人独自在可怕的黑暗里 ，

我的心多么惶恐地颤抖，

我不能掩饰我的警觉 ，

我感到死期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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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维拉的旋律忐忑不安 ，但没有歇斯底里或古怪，好像"loco"

的由 "C"到 " D" 的七度音和它的第一次渐强的强调，只是流觉她的深

度的焦虑。 为了表达爱尔维拉的剧烈的心跳，管弦乐呈现了脉搏搏

动，同时语词部分表露了气喘吁吁的状态。 恐慌吞噬着她 ，我们很容

易在第一组小提琴的突然下降的音阶里，辨识出小提琴的构型，以前

已经多次这样表达了爱尔维拉的焦虑。

最后，表达死亡的恐惧时，管弦乐再一次强有力地奏响了＂死亡＂

乐旨（比较例 28 和 4 l ) : 

例 44

仁 J 

cresc. 

然而，音乐不仅是翻译文本的语词，它也不仅仅是“黑暗空间”产

生的焦虑、恐慌和陨梦时刻的一而镜子，而且是真正具有一种象征的

过程。 13 个小节开始了六重唱，这些小节重新在感知的瞬间，突然地

208 然而也是精确地在一个新的情境中，表达了爱尔维拉命运的问题。 当

生命中偶然的、微小的而不重要的瞬间，根据突然间内心的澄明凝聚

为不可断裂的相互联系之物，汇成不可改变的和强制性的命定时，这

个瞬间就呈现了极为核心的戏剧转折点。 因而爱尔维拉不仅”在黑暗

中感到害怕＂－—-甚至用“预警折磨”这术语也不能充分表达音乐过

程的意义。 对爱尔维拉而言，她的命运逻辑之中，＂死亡＂乐旨、毁灭、

来自千对欺骗乐旨的感受，这听起来好像是带蓿三段论必然性的清宣

叙调的结束的乐段。

六重奏第二部分与第一部分构成鲜明的对比：它是一个处于诙谐

歌剧音调之中的场景。 在黑暗舞台上的某个地方 ，里波锐罗跌跌撞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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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唐琐 · 乔万尼》

地带着喜剧性的渴求，正在寻找出口，但是错过了出口 。 现在炫目的

对照接踵而来。 手拿火把的仆人簇拥着安娜和奥特塔维奥出现了 。

舞台与音乐突然明亮起来。 从 B 大调到 D 大调的等音转换构成幻想

的灯光效果。 当然，这种变化主要是由千火把的出现，但是音乐表达

出更多的、更深刻的意义。 音乐向 D 大调的转变不仅改变了亮度而且

改变了场景的特征。 首先，喜剧的轻蔑被高贵的热烈的辉煌所冲淡。

跟随偷偷摸摸钻进黑暗中的人物，演员们勇往直前，公开地呈现。 但

是这种对比具有更为深刻的道德意义 。 六重奏第一部分发生在黑暗

中 ，由两个人的情节组成，他们的生活与存在不可抵挡地受到非道德

性吸引 。 不过 ，安娜和奥特塔维奥在道德方面是不可挑剔的、高尚而

高贵的存在。 这场景不仅被火把而且被安娜和奥特塔维奥光芒四射

的纯洁性照亮。 因为在这种音乐对比中，超越了感性意义，在其最初

的资产阶级生活范阶之中，我们已经发现了光明与黑暗对比的象征

的、道德的意义，我们再次发现，这是《魔笛》的主要原则 。

奥特塔维奥以高贵的、感伤的坎蒂莱那曲安慰安娜 ；他的音调是

高贵而真诚的，剧末回响若来自 《诱拐》 (Welche Wonne , dich zu fin

den ) 四重唱的贝尔蒙特(Belmont ) 文本 ；看来这几乎是必然的，即很快

可以听见奥特塔维奥的“调号“乐旨的感伤变体，下降的音阶走向（比

较例 9 、26 、29 、35 和 37):

例 45

雪
o· mai 

申 气 ::P· I J ~ —— 

gc - ni - to - re 

在奥特塔维奥的坎蒂莱那曲中，我们注意到一个重要而典型的特

征。 正如已经谈及的，第一个终曲改变了歌剧中每个人物的命运，结

果就必然提出一个人性－艺术的问题 ，并且以前的问题现在得到不同

的审视。 但这个陈述要求某种限定。 对奥特塔维奥、安娜、爱尔维拉、

马塞托而言，面临恶陇而产生的绝对无助的感觉已经成为需要同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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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对每个人而言，它在命运中关键转折点的程度取决于他们是如

何接近这个任务的 的确，他们是否准备根本韶决这个任务。 我们

巳经看到，就爱尔维拉而言，它导致完全不可能认同她自已，几乎接近

于死亡 ；而热琳娜永远激进地结束了整个唐琐 · 乔万尼现象。 相反，

马塞托没有抓住事件的真正本质，还继续把唐琐 · 乔万尼视为共同的

恶棍。 更有趣的是，奥特塔维奥的态度没有变化，似乎对他来说脆弱

不是单个人的原因 。 在丧气、绝电、困惑或者拥有广泛的否定性经验

的声音中，他没有了迹象。 他带着同以前相同的亲切而顺畅的感情安

慰未婚妻。 他只关心安娜个人；对他而吉，唐琐· 乔万尼现象本身不

存在 ，它的影响没有给他留下任何标志性的东西。 唐琐 · 乔万尼和奥

特塔维奥是两个封闭的世界；一个不了解另一个。 奥特塔维奥的典型

特征就是所有痴悄的主人公所具有的，他具有的根据欲望而改变现实

的典型特征在这里得到了其最成功的表达。

不过，就安娜而言，这些事件具有更严肃的后果e 我们已经看到，

在第一个终曲的 D 小调部分，她把复仇视为直接的职责，她体会到自

已形势的完全的无助：她只有在内心平静时才能生活和相爱，然而她

内心平静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复仇。 不过，复仇又威胁着她的爱人并因

210 而威胁着她维持的唯一的人性关系 ， 这些是用来支撑她存在的东西。

不可能和谐地解决她生命中的问题 ，她采取的每一步骤不可避免地充

满问题，并产生新的冲突 。 安娜震惊地意识到这点，她被迷失感斥得

喘不过气来，迅速地陷入命运的低谷。 不过，我们看到，莫扎特以相对

有争议的方式( B 大调慢板） ，带着相对艺术性的合理化立即阻止了这

一过程。 她和奥特塔维奥进入唐琐·乔万尼的宫殿，他们的挑战被制

服了 。 然而他们的失败完全具有不同于安娜预想的性质。 他们不是

在英雄作战失败之后，而是在吓住了的脆弱的不幸场景之后，在尝试

了一种他们个人不能执行的反抗之后离开了宫殿。 这种失败的本质

现实只能被安娜体验到 。 她必定部分地辨认出可怕的真实情况，即这

里不仅没有对她生命问题的和谐解决办法，而且他们太弱小而不能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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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点解决办法 ，他们不能继续艰难的步骤。 她现在知道，不必为爱

人担忧 ， 因为他侥幸活过了危险，但不是因为他的力拭或好运，而是因

为尽管他英勇，但他是如此脆弱以至千不能成为唐琐 · 乔万尼的页正

对手 ， 因为他甚至不能构成危急形势的真正力批。 所有以前看来是她

生命中悲剧而现实的问题和冲突，现在突然变得虚幻 ，不值一提，正如

她整个生命现在看来是不真实的一样。 另一方面， 面对唐琐 · 乔万尼

时，安娜一在歌剧中她一一充分强烈地在自已生命的破败中体验到

人性世界、道德世界的功能性破产。 因此，她迥然不同于爱尔维拉。

爱尔维拉被自己强烈的热情所耗尽，虽然活得孤单 ， 但她可以继续在

世界流浪。 安娜在她自己的脆弱中体验到整个世界的脆弱，但是她既

然不愿放弃对世界和自己的要求，所以她就失去了世界，也失去了自

已 。 她们对死亡的接近也截然不同 ，爱尔维拉苟且活着 ，好像生活在

恐怖之中 ，（她自已感受到这点）死亡的旋风依附于她。 她所有的思考

是富有生命的 ，然而“死亡处于思想之中＂ 。 而安娜愈来愈有意识地使

自已远离生命，她选择了死亡。 因而对安娜而言 ， 对抗唐琐 · 乔万尼

的失败是命运真正的悲剧性转折，是总体人类的失败。 她开始不可逆 21 1

转地迅速降到她命运的低谷。 她在六重奏中达到了低谷。

光明的 D 大调朦胧地转向 D 小调 。 由于开始的旋律习惯性地透

视出 ，我们在歌剧中听到了前面两次出现的相同的 D 小调基调（在安

娜和奥特塔维奥之间的二重唱 ， 以及第—个终曲的 D 小调部分）（比

较例 7 和 32) :

例 46

1£'' r j •r. I f 勹 r O Ii i 
La ·scia, al · · men :i• a m1a pe - na 

她不再处于攻势，不具有复仇音曲的直接印迹 ； 她只是诉说着不

可慰藉的 、不可消解的痛苦一“亲爱的，死亡将结束我的痛苦，我现

在可以死在这里 ! " (Sola rnorle , o mio tesoro, 11 mio pianto puo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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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自从巴赫时代以来，只有在这种不加修饰的儿个小节中，才能

如此强烈地表达出用死亡意愿来缓解生命的折磨。 在进入高潮之前，

激情似的紧张的音弧伴随着神秘的华丽音乐，我们可以两次听到这种

真正音乐的”死亡之花＂：

例 47

J - I尸「．「山J=J
so . - l.1 mor- tc . 

“只有死亡＂，她以这种明确的独特性宣称出来，以至于她自己必

须休止一会儿；为奥特塔维奥做点什么？安娜现在强迫自己做最后的

残酷的惩罚 。 她感受到，她知道，她爱着奥特塔维奥，只爱着他，但她

更强烈地感受到并确切地懂得，这种爱、这种关系、她整个生命的所有

积极性，跟普遍的人类的清感贫乏相比相形见绵 。 安娜不能也不想生

活在一个她不能实践自已价值的世界。 爱只是一个抽象而遥远的潜

能，它不能为急剧的惨败提供支柱。 第一幕终曲中 B 大调漫板的爱之

212 和谐只瞬间再现了作曲家的而非命运的馈赠。 然而，现在她发现了，

这个脆弱的仍可行的纽带把她系在世界上，她的声音突然柔和起来：

例 48

I~~~~ 「)「·1;1r~-r
o m10 te• so - - ro, 

这是 18 世纪歌剧所熟悉的清爱旋律表达，我们在歌剧开始的二

重唱中，安娜转向奥特塔维奥[ ,, 我的爱人" (mio bene): 比较例 10] 时

听过这旋律。 音涸与那时一样是诚恳而坦率的 。 但那时是鼓励性的，

而这里是放弃的。 的确，这仅仅是最后道路上的瞬间休止，一种温暖

而友好的告别之一瞥。 然后 ，接着是充满激悄地走向死亡的冲动。 语

词部分挣扎着向上，带着浪漫的几乎是瓦格纳的强度，好像要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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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9

萨 己 I~「兰「：『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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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顶峰上，她失去了力气，她激情燃尽，可怜的要求淹没在

痛苦的号叫之中：

例 50

冷占 r c.r ,1, 厂口r 1l 「飞 f I 「 「『「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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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流泪的变化音旋律第三次出现在安娜那里。 在序曲中第一

次听到 ，女主人公内心呼唤的小姑娘形象就被揭示出来(" gente ser

vi" : 比较例 4),然后在四重唱中，她感受到自己的悲剧和爱尔维拉的

悲剧的类似性（见例 23) 。 现在是第三次，同悄淹没在泪水中，不是小
姑娘被揭示出来，而是成熟的人类正在忍受着极端的痛苦。 安娜已经

在自己的命运中达到这点，即至今只有一种可以采取的、唯一的、致命

的、最后的步骤；她唯一的选择就是回去。

焦点再次改变了 。 爱尔维拉寻找装扮成唐琐· 乔万尼的里波锐 213

罗，后者仍然设法躲避她。 这两个订了婚的人没有注意到他们。 短短

的九节场景当然与安娜音乐之后的场景形成对比 ，然而这种对比并非

是生动的 ，而是有些矛盾的。 当然，就音乐材料的实质而言是矛盾的 。

下面的主旋律直接地表达这点 ：

例 51

中i Lli-.lf'l-n互~ 言下耳仁立_tt rij、r

主旋律的二重性勉强地可以比喻为《里格勒托》 (Rigoleuo) 中的

著名旋律，我们可以在那被迫的笑声里，听见一个人绝望而折磨的

抽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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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52

心 r仁Ll勹 、二 了 1勹仁干
不过，在莫扎特那里，同威尔第歌剧中更残酷和直接有效的场桀

的二重性相反，表现出细腻得多的、更普遍的、象征的悲－喜剧元素。

这种氛闱在六面奏中缓慢地建立起来，这种日益不能被破坏的氛围笼

罩着演员们。 我们已经看到，爱尔维拉场杲的真正悲惨的基调带来了

六重奏。 不过，这构成鲜明的对比 ， 随之而来的是里波锐罗的喜剧场

景。 从悲－喜剧的对比中带来了潜在的转折，但仅是简短地，安娜的

音乐陡降到其悲剧之低点勹 但是我们也可以听见 ，音乐在这点上获得

了象征的意义 ： 因为在这里， 18 世纪的歌剧已经在艺术上和谐地发展

为完满的世界－戏剧。 在随后的场景中，悲－喜剧元素第一次在音乐

中公开地表达出来。 以前 ，这种有意义的矛盾情绪只是给予了隐匿的

表达。 在矛盾的、二元的主旋律中不自然地融汇若认同与异化、无悄

与同悄、反讽与悯怜，这种主旋律只在爱尔维拉的形象中被发现。 它

214 表达的不是她的人格，不是她的不同的心灵维度，而是她整个情境，她

在唐琐·乔万尼戏剧中所充当的角色。 这种音乐暗示出，爱尔维拉在

玩弄她的优势权力的支配下，追随着自己的不为人知的命运，盲目无

助地追随着。 就此而言，这部音乐戏剧产生于更大范围的世界－喜剧

的框架。

当热琳娜和马塞托阻挡去路时，里波锐罗和爱尔维拉正要离开舞

台 。 这是＂辨认”时刻 ，这时奥特塔维奥、安娜、马塞托和热琳娜最后发

现了＂唐瑛 · 乔万尼＂ 。 唐琐· 乔万尼再次面临养道德世界。 是的，店

瑛 · 乔万尼自已而对着这个世界，不仅因为他们都认为里波锐罗是唐

琐 · 乔万尼，也不是因为他们错认唐琐 · 乔万尼的策略。 在某种意义

上，当爱尔维拉转向他们时，他们两个人现在才面对真正的唐琐 · 乔

万尼 。 人类世界、被欺骗的世界本身被分裂为二。 两度被欺骗的爱尔

维拉不是通过她的错误而是通过她的决定、她的选择把真正的唐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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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万尼、唐琐 · 乔万尼的问题带入现场。 在四位险恶的先进人物形象

和乞求宽恕的爱尔维拉形象中，道德世界和冷漠的非道德世界彼此而

对。 当安娜、奥特塔维奥、热琳娜和马塞托认出爱尔维拉时，整个场面

一片程惊0 (这种＂揭穿”由连续引入的缓慢音乐所表达。）他们所震

惊的不是爱尔维拉应该成为这种欺骗的当事人，而是意识到在这种世

界里爱尔维拉能够做这种事情。 非道德的世界存在着，只有现在，这

种事实对他们才是有意义的。 在第一幕的终曲中，他们已经直接地而

临另一个世界，他们不知道这个陌生的力量，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真

正地解释这种新的经验。 这种事实、这种经验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加以

说明，但其本质是不可能被决定的。 他们能够以不同方式解释恶庞对

他们产生的影响，但没有人理解影响的秘密；他们不可能解释。 不过 ，

现在，爱尔维拉的角色在他们所有人那里提出了哈姆雷特面临他的母

亲时所提出的间题 ： ＂罪恶不是什么／因而蒙眼人欺骗了你" (Whal 

devil wasn't / That thus halh cozen'd you at hoodman - blind ?) , 不可言

说的半截问题包括这种设想：这样一个“恶鹰＂存在吗？这种恶糜根本

上真正存在吗？首先 ， 只有热琳娜才能感受其真实的实质，因为事实

上，只有她目睹了感性天才的道德世界的成员，因而只有她理解这个

秘密，理解爱尔维拉处境的致命性。 变化音旋律第一次在安娜和奥特

塔维奥那里听到，那时在四重唱中，他们感受到和爱尔维拉具有共同 215

的命运（比较例 2趴例4 和例 50 中安娜的哭喊的基调），那就是小提琴

乐旨的矛盾的悲－喜剧的悲剧性变体，这种旋律现在呈现在热琳娜的

语词部分中：

例 53

［ 心上=~ .. ~(-上、「 ~1 」) I Ai j ] . F: • 「 『. r I 
quel · la ch'io ve• do, ap• pt • na 11 

t 心 r-~~r~r-- ~ ~」 Ji [1 I ffj J 
ere - do, ap- pe - na 11 ere -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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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四人朦胧的怀疑没有形成最终的辨认，他们的娱惊没有减

弱他们的决心。 但这恰是“悲－喜剧的逾越”，是悲－喜剧杂鞣。 音乐

清楚地暗示了这点，至今还联系着爱尔维拉部分的矛盾的小提琴乐

旨 ， 现在又萦绕着这四个人。 的确，这场景的悲－喜剧本质在下面达

到了高潮：安娜、奥特塔维奥和马塞托宣称判处唐琐 · 乔万尼死刑 ，没

有任何上诉的可能。 爱尔维拉卑微地哀求唐琐 · 乔万尼活下来。 在

他们那里，等着的是冲突的结果。 里波锐罗哆嗦着。 无疑，这是整个

歌剧最可怕的场景。 所有歌剧中的“纯粹“人性的人物一道德的与

非道德的一—都在挣扎和痛苦，他们都被欺骗了 。 共同的喜剧情境显

然是象征性的；音乐、戏剧和舞台以和谐的整体 ， 生动而忠实地阐明了

唐瑛·乔万尼综合征的实质，所有人不是有意地而是＂自然地”被欺

骗。 莫扎特残酷地让爱尔维拉与其他人四次发生冲突。 奥特塔维奥

准备杀死＂唐琐·乔万尼”，里波锐罗绝望地揭露了真实身份。 里波锐

罗被死亡的恐惧真正吓得瘫痪了 ，他的恐惧由下降的变化音吹管乐旨

生动地表达了出来 ；

216 例 54

电e\ tl竺，荨竺「
这个基调重复了六次，看起来像是上述死亡乐旨的逆转（比较例

28 、41 和 44) 。 莫扎特再次把辨认时刻描绘成“不可陈述的点” 。 安

娜奥特塔维奥和马塞托惊呆了 ＂里波锐罗＂ 。 正如霍索所说：

“惊讶、羞耻和痛苦都被这名字表达，它们交织在一起向他们袭来。喷）

＂里波锐罗 ”一一在认出的瞬间， 当他们说出他的名字时，动力就突然

减弱了，显著的内心骚动仅仅在第一部分小提琴的快速拉动中表达出

来 。 然后爆发出兴奋点。 这对比是更高一级的音的重复。 随着这完

(i) Hotho , Vorstud切t,p.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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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没有方向的极度表达，矛盾的悲－喜剧的小提琴乐旨重复着：通过

仔细辨认和隔开距离，同情地与无情地、遗憾而反讽地阐述了一种更

具优势的力量正在玩弄这五位演员 。 他们惊呆了 ，不可理喻地”窃窃

私语": ,, 然而就是他！我不能否认? " [ Stupida (stupido) resto l Che 

mai sara?]在第一幕终曲，当他们面对唐琐 · 乔万尼时 ，他们已经感觉

到这个恶糜的可怕力批，但他们不能解释它，甚至他们不能质疑它。

现在，当爱尔维拉转过来面对他们时，在他们心灵中形成了问题迷糊

的轮廓，但是在能够作为一个有意识的问题加以表达之前，这些问题

赋予他们一个不能理解的有害答案。 之前，强烈地渴求死亡和痛苦地

叫喊，意味着安娜命运的低谷，而现在缺乏理解的麻木再现了歌剧的

低谷以及整个人类世界的脆弱与无效。

不过，不可预料的转折随之而来：六重奏第一部分的慢板之后是

第二部分的快板部分。 这以真正的诙谐风格开始。 里波锐罗慢慢恢

复过来，至少充分地说出了他的困惑。 这样做，他唤起了其他人内心

的习惯，释放了他们的激悄，安娜、奥特塔维奥、爱尔维拉、热琳娜和马

塞托的愤怒以基本的力榄喷涌而出 。 这甚至使里波锐罗更加绝望、更

为困惑。 这情景具有奇特的喜剧性质。 就基调性本身而言，里波锐罗

的声音是喜剧的。 然后 ，其他人的爆发是极为认真的，但爆发的指向 217

是唐琐 · 乔万尼 ，并非里波锐罗 。 然而这些人不理斛这点 ，他们认为

他的目标是针对唐瑛 · 乔万尼的。 当他们对唐琐·乔万尼的愤怒增

加时，里波锐罗自己也更加焦虑了 。 这种误解本身是喜剧的，但是由

于语境，它变成了一个悲剧的－~至少是悲－喜剧的 情境。 随着

不断深化和强化，风格的和气氛的张力就增加了。 场景在诙谐歌剧的

框架中开始，但是由于其内在的动力，它突破了这些范即，张力和矛盾

情绪的共振创造了场景唯一的风格和样式。 当他们都突然感觉到悄

境的致命的本质时，这就发生了 。 这标志着人类世界命运中另一转折

的开始。 从不理解的麻木到超验的灵感的自我启示，没有一条逻辑性

的道路，只有一条主观的道路。 当里波锐罗困惑的表达唤醒其他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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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惯性时 ， 这种表达沿着这条道路无意识地驱使他们，他们已经在

情感强烈的暴风雨中走过这条路，突然，所有以前的不理解、猜测和疑

心都被一种强大的确定性取代 ： 他们知道正要面对一个恶魔的强大

力批。

面对不可言说的、不可思簸的东西的经验被音乐突然变化，被前

面讨论的氛即的突然变化忠实地表达出来：诙谐歌剧被颠覆了，动力

的下降、管弦乐伴奏（立足于大提琴和低音乐器的音调重复）下降到极

点，一个悖论的可怕的敬畏在低音的语调部分再度响起来 ：

例 55

Che im pen - I s.i - ta 

Che im pen - sa - ta 

在物理世界中，小提琴突然下降的音阶似乎产生颤抖。 里波锐罗

的恐惧不再是喜剧的，从深处升起的变化音乐段回应着“死亡＂的乐旨

（比较例 28 、41 和 44 ):

218 例 56

星 ~J =」 I , =」」上「 'F l{ ---r 
Mil - le tor - bi - di pen - s,e - n 

里波锐罗也被这种超验经验所触动，在唐瑛 · 乔万尼那里，他一

瞬间感到自已被任何直接危险更大的东西所威胁。 在第一幕终曲，当

他的主人让他成为替罪羊时 ，或当他和主人一起绝望地沮丧地被对立

阵营包围时，里波锐罗非常害怕，但那种害怕是个人的、个体的 ， 他担

心受皮肉之苦。 不过，在第二幕三连音中，他不仅在非人性的阴谋诡

计中是主人的伙伴，而且他联系着一种原则上是人性的力屈。 我们已

经看到，里波锐罗和唐琐 · 乔万尼表演的三连音已经被这种力掀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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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并且当他听到自已不负责任的笑声时也是如此，现在 ，一见到这公

然的证据 ，他被真实的恐慌耗尽了 。 里波锐罗仍然担忧皮肉之苦，然

而随着对手们所承受的危惊，他 日益被＂存在的“恐怖所征服 ，这种恐

怖动摇了他整个存在的基础。 里波锐罗变得歇斯底里，同时其他人被

这突然的“洞见＂惊呆了 。 安娜、奥特塔维奥、爱尔维拉、热琳娜和马塞

托等继续重复一个音 ， 静静地，以拉长的像梦一样的节奏重复着。 突

然，降 D 大涸和弦从这噩梦般的降 E 大调部分爆发出来，以阿贝特的

语词说，这是“恐怖的突发＂＠。 现在，里波锐罗进入真正的袁惊状态 ，

并绝望地向世界呼叫，好像这是最后的“辨认" (i n verito) 。

但是里波锐罗并不孤独，安娜也几乎疯狂，恐惧的声音溢入强烈

的几乎不可控制的女声花腔(coloratura) , 超越了平常表达的范即 。 唐

琐 · 乔万尼的追逐者，所有主导他们感情的人完全闲惑了 。 闲惑的感

悄的骚动延宒了戏剧的发展。 重复的主旋律开始由安娜和奥特塔维

奥吟咏。 在他们心烦意乱的意识中，奥特塔维奥＂如调号“音阶乐旨的

变体，回忆起以前决定的然而不成功的行为（比较例 37 、从26 、29 、 35

和 45) :

例 57

,, 山「「
Mil - le I ;",. [ ~··~ 『上 . I }, . ~ 

他们都采纳这乐旨，形成了一种不吉祥的声音风暴，当然里波锐

罗再次害怕了 。 整个过程被重复着，开始是悲－喜剧的误解 ，直到令

人反感的恐怖。 但这次他们不能控制自己 ，重复没有导致以前的困

惑 ，而是导致一个宏伟的尾音。 这尾音的确再现了升华：从深处中的

提升，人类世界在六重奏的第一个慢板部分的结尾已经陷入这深处

了 。 里波锐罗唤醒他们的惯性时，命运开始转折，在他们的“洞见”时

CD Al:><'n, Mozart, p.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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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 ，在他们对恶魔的直觉或经验性领会中遇到了危机，现在这种转折

具有了新的终极方向。 即使人类世界也许太脆弱而不能对抗恶陇，但

是它看来是够强大的，从废墟中亟建自己的世界，从其他欺骗而谦卑

的价值中创造出一种新的道德秩序。 在瘫痪、焦心、昏睡或困惑的初

次体验之后，这尾声表达了歌剧中至今史无前例的心灵与道德力屈的

融合。 在第一终曲中，由受辱群体设想的威胁力拉与这完全神奇的力

扯融合相比，相形见绵。 音乐上，主要在这种事实上表达了出来，即以

前力批被基调呈露出来，而在这里 ， 力簸由构建与各部分的复惆性呈

露出来。 阿贝特正确地说 ，这种风格显示了宗教的清绪。 莫扎特的音

乐创造是多义性的。 在 18 世纪，人类世界面对唐琐 · 乔万尼的撒旦

似的自我主义 ，能够共同地建构其自已人文道德的秩序 ，但最终只有

在“上帝的帮助下”才能建构。 卢梭极为清晰地表达了这个问题 ： ＂好

人根据所有人安排他的生活，恶人只为自已安排。 后者把一切集中于

他自己，其他的东西根据他来评价并处于边缘。 因而他的空间决定了

上帝的共同的中心，决定了他创造的事物的核心。 如果没有上帝，恶

人是正确的，好人只是一个俊子。,, (i)极为重要的是，恰恰在这点上，文

本没有包含什么宗教的内容，莫扎特正确地阐明了一种宗教的经验。

220 这并非像反思忏悔那样的、通常处于困境中人们那样的祈祷者，而是

来自于最深邃的宗教需要。 宗教经验把一切融汇为一体，这种经验赋

予了“善“的道德联盟以形式，那是人们反抗＂罪恶＂，更准确地说是反

抗道德冷漠的罪恶的联盟。 首先，这联盟是真正联合的和包罗万象

的：打开尾声的复调部分包含若所有演员的角色。 这意味着爰尔维拉

和里波锐罗的转化。 的确 ， 不管这两人多么矛盾，不管他们被恶陇力

雇吸住多少，他们不能超越人性，他们自已不能成为恶魔。 他们每个

人都在这决定性时刻接受他们的人性，尽管立足于不同经验。 对爱尔

维拉正是欺骗，对里波锐罗正是突出的危险。 爱尔维拉离开天堂，由

(i) J. - J. Rousseau , tmile , 臣. B. FoxJe~( London. Denl, 1965} , p.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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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唐琐 · 乔万尼选择了世界，并且他欺骗她时 ， 她也失去了世界。 唐

琐 · 乔万尼为她保留这唯一的而又不可能容身的地方，她只有在他出

现时才能逃避绝望，或者用她痛苦的叫喊压倒绝望，或者通过希望。

在希望中，她幸福地相信唐琐 · 乔万尼会回到她身边，她追求不可能

的东西，并想相信这点，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因而，爱尔维拉的本质被

幸福的轻信所表达，对她而言，这就是自我实现。 但事实上，唐琐· 乔

万尼再次欺骗了她。 这次的辨认揭露的不仅是唐琐 ·乔万尼，而且还

有爱尔维拉一她存在和生命的荒诞性。 事实清楚如昼，实际上是盲

目的。 爱尔维拉不能够再次面对她的自我欺骗。 因而她离开了以前

的自我 ，毅然地回到了世界和天堂。 在这时刻，她感受到，她已经再次

获得了清白的心性 ，对她自己的悖论也无动于衷了。 另一方面，正如

我们已经看到的 ，里波锐罗开始以他的各种姿态，想满足恶糜的道德

冷漠和庙俗的虔诚的要求。 这种两重性以不可抵抗的尽管开心的喜

剧性笼罩着他们的形象。 他的矛盾在第二幕的三连音中获得了更大

的维度，在唐琐 · 乔万尼的无限制表演和他自已不负责任的笑声中 ，

里波锐罗感觉到极为自然地对一切人性事物的模仿。 在六重奏中，他

自己的行为，如此毁灭的方式甚至使他差点丧命。 事实上，正是从他

可怕的敌人承受的情感淫惊中 ，他真正理解到，在唐琐 · 乔万尼那里，

他被一种远远大千生命威胁的危险所威胁，这种危险在人类存在的框 221

架中是不可理喻的。 现在 ，里波锐罗在他日常入性的范围内找到了避

难所 ，犹如躲在贝壳里的蜗牛一样。 他不想承认，他的生命牵系着唐

琐 · 乔万尼的生命，他不可抵抗地受他吸引 。 他瞬间感觉像一位道德

的人，每个方面都以道德性和秩序行动。 但是莫扎特的艺术性区别也

是正确的。 在第二个复调，建构运动的内在峰顶的卡普拉 ( capella ) 部

分，里波锐罗没有角色。 道德授予的伟大人物不仅有安娜、奥特塔维

奥和单纯的热琳娜，而且有卑劣的马塞托和游侠骑士、自我欺骗的爱

尔维拉 ，这种伟大对他来说是完全不能达到的。 也许，爱尔维拉很快

会抛弃她的新信念，但在她命运的过程中，随后的变化没能够掩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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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真理 另一方面，里波锐罗真正不理解所发生的一切事悄。 甚至

带若最好的意图 他无疑具备——他也不能参与逍德世界秩序的

重构 在整个尾音中，在所有人物中仍然产生了一种新的净化的经

验，尽管在层次和经验强烈程度上有所差别 如果说恶庞力植主导的

信念 ， 已经先验地使所有人类能拭土朋瓦斛，那么申实上有效地控制

了自己的人们，现在以真实的同悄阐明他们的世界的道德秩序的有

效性。

在学术上已有一种共识，在六觅奏中，悲剧和喜剧元素完美地融

为一体。 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这部分完全展现了悲－喜剧各种细微

之处 J 所以走向尾音的道路，每一场景的设置或多或少是悲－喜剧

的。 这种悲－喜剧实质上表达了《府琐 · 乔万尼》舞台人物中最深刻

的问题：人类的道德秩序是有效的，而个体在面对唐琐 · 乔万尼时是

无助的 。 这是一个不能解决的汽实的矛盾，必须以艺术并以复杂的形

式再现出来 。 我们已经看到，歌剧第一幕阐述了唐琐 · 乔万尼力批无

条件性的慢慢恶化的过程，而围绕着他的世界道德秩序的有效性获得

了很高的境界。 这最后时刻只能以纯音乐的模式忠实地加以阐明 ，例

如在奥特塔维奥 #II G 大调咏叹调或在第一个终曲的 B 大调慢板中，

在激进地脱离舞台时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现。 从这种概念引出的转移

和波动只有作为音乐－戏剧、音乐真理的戏剧关联才能现实化，舞

222 台－戏剧就不得不搁置一边。 不过，在终曲的第二部分，两个世界不

得不在音乐和戏剧领域针锋相对。 在结构上，既然突破唐琐 · 乔万尼

对莫扎特来说是真正重要的，所以他不能以全然的悲－喜剧哏光处贯

对立阵营。 不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为了避免复杂的再现缺陷 ，结

构变成了异质的。 在第二幕，随若与唐琐 · 乔万尼反抗的世界－历史

先例，音乐－戏剧的过程的基凋是很不同的 。 唐琐 · 乔万尼更有力地

呈现出，人性世界在他的控制下比以前更多。 事实上，唐琐 · 乔万尼

的伟大性的视角都是回顾性的，在再次提升之前，人性世界的命运达

到了最高点：虽然唐瑛 · 乔万尼完全呫污了道德秩序，但人性重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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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道德秩序 这个过程的危机和转折点是六重奏的主题。 在第一

慢板部分，我们行见，本身呈现为悲剧、崇高或自信的人物，事实上是

店瑛 · 乔万尼的玩物，因此笼罩祚他们的悲－熹剧氛围增加了 ， 不

过，在第二快板部分，相反的过程发生了 音涸本身的变化意指某种

缓解。 在第一部分，只有情境模式、行为结构、效果机制回响着诙谐歌

剧，事件之性质与艺术风格显然是象征的 象征是包罗万象的，最终

是普遍的 相反，就行动和风格而言，第二部分文字上采用了诙谐歌

剧 里波锐罗愚蠢的闲惑、困惑人物和情感爆发，然后里波锐罗的误

解是悲－杜剧的 ， 这不是象征意义而是表面意义上的，这意味若喜剧

元索比前一部分更伟大 但是正如我们所见，随若“启示“时刻的到

米，一个新的道德世界开始了，一种新的风格诞生了 （ 领悟恶陇本质

和超验的经验是走出琐碎性、喜剧性和悲－喜剧性即诙谐歌剧风格的

道路。 即使这些人物不能立即掌握这种经验，如果发展过程暂时逆转

（亟复 ！ ），但是转折点仍然达到了 的确，在第二次尝试中 ， 亚新获得

了 11 我确信。 这尾音以不可打断的同情表达了道德的世界秩序的有

效性。 在莫扎特的结构中 ， 在作为整体的音乐结构中，这种上升具有

决定性意义。 这里最好的证据就是，它纯音乐地形成，儿乎没有文本； 223 

除此之外，没有涉及文本 我们应该注意到，六重奏 277 个小节，第一

部分巾 130 个小节构成，第二部分巾 147 个小节组成，同时，第一部分

利川了 40 句文本，第二部分只利用 (6 句文本，仅仅是为 f表达总体

的困境：

里波锐罗和其他人 ： 犹如电哮的海洋

我头脑一片空白

里波锐罗 ： 如果我逃开这风暴

的确是奇迹 ！

其他人 ：但要向他复仇 ！

他要死 ！ 这是天意 ！

莫扎特在六重奏第一部分中，在音乐戏剧方面发展（一系列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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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这些情境事实上或潜在地内含于文本中；不过在第二部分 ，文本是

纯粹反思性的，作曲家利用它只是作为声音的材料，并以音乐创作了

一个完全原创的音乐－戏剧发展。 在第一幕终曲中随着对唐琐 · 乔

万尼的结构性突破，之后也在六重唱中，我们看见了入性世界的净化。

价值关系再次获得秩序 ，人性 －戏剧问题在不同关系中以一种新的方

式再次出现了 。 之后，歌剧第二个终曲的统一体结构（现在咱们暂时

忽略墓地场景 ，或暂时把它归于终曲场景之中）恰恰提供了生命问题

的再次表述与总结。

里波锐罗只想脱离被凌辱的群体。 在他 #21 G 大调咏叹调中

("啊 ！ 诸位请饶了我") ( Ah , pieto, signori 而ei) , 他利用所有的说服

力朵来逃离。 咏叹调开始显示出 ， 以前其他人困难的情绪对他形成了

深刻而威胁的印象：

例 58

坴
Ah 

「 1- r 「「 厂叮
pie - ti Si - goo 全 ri m1e1, 

224 然而里波锐罗记起了乐段的清晰的意义（比较例 37) 。 他立即把

它转人其对立面 ，转变为气喘吁吁的恳求 ：

例 59

产一f- r一一门 ， v 仁—y=寸下 -
lh pie 、- ta, pit - la di me, 

奥特搭维奥充满活力的像调号般的旋律变体，已经降到歌剧的最

低点 在这时刻 ， 里波锐罗恼夫般的呜咽，像一面扭曲的镜子一样，显

示出可理解的、功能上注定失败的人的态度。 同时，咏叹调精细地”处

钳”了里波锐罗的自我改革。 显然，这种改革纯粹是平府心性后面的

暂时避难的策略。 里波锐罗的第一个行为是赞同每个人 ，然而他免除

门己的责任。 他带着真正发自内心然而人性上非本真的道德同情，斥

226 



七、《唐顼·乔万尼》

责他的主人 ，他被他自己的无助感动得流泪 ， 毫无羞耻地让每个人为

他可怜。 现在是不可阻止的语言解说。 我们不能把这解释为亳不掩

饰的表演的喷涌 ， 因为他那频繁的七度跳跃显示了真正的恐怖 ， 不断

发生的乐旨暗示出偷偷摸摸的脚步，在迷迷糊糊的急切中显示出可以

触摸的想法 ： 逃避。 最后，人们几乎没有注意到，里波锐罗悄悄跑走

了 。 不管他知不知道这点，他的路只能走向唐琐 · 乔万尼。 他的矛盾

的本质致命地被他吸纳 。 当他反对他时，不管是处于怯懦还是因为平

府，他纯粹是喜剧的 。 但是当他感受到在唐琐 · 乔万尼那里等着他的

超验的危险时，他也变成了悲 － 喜剧的 ，

受辱群体（爱尔维拉、奥特塔维奥、热琳娜和马塞托）现在独自留

下来了，唐琐 · 乔万尼宣扬，他将从宫廷寻求帮助。 这是整个歌剧中

最有争议的时刻之一，尤其是奥特塔维奥的形象。 这是阿贝特写的：

他［奥特塔维奥］使尽一切手段想把他［唐瑛 · 乔万尼］

送到宫廷，这对我们产生了可怕的影响 ，如果这看起来不是

完全喜剧的 。 唐磺 · 乔万尼站污了他未婚妻的荣誉，他不是

乘人之危而是以引以为荣的决斗杀死代理圣职的。 根据骑 225 

士习俗，惩罚的权威不是送交国内宫廷而只是受伤者的剑 。＠

这里的引述代表了在学术文献中的共同视角。 当 20 世纪可敬的

学者们无条件维护骑士习俗的有效性时 ， 当现代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

功能批判这些习俗 ， 暴露其非人性时 ， 这是极为可笑的。 我们不能在

这里讨论和决斗相关的问题的世界，涉及三个世纪的意识形态和艺术

史。 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立场瞥一瞥有关唐瑛 · 乔万尼问题的重要

作品，那么很清楚，联系着决斗和骑士风格的艺术价值始终是历史性

的 。 值得注意的是 ，早在蒂尔索的《唐琐》戏剧中，当奥特塔维奥想为

＠ 心ert, Mo立rt, p.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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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未婚妻伊莎贝拉( Isabella) 的荣誉复仇时，他请求国王允许他去攻

打唐琐 ， 国工拒绝了 。 这事实上表达了历史性的转折点，因而被黑格

尔表达了出来 ： ＂世界巳经确立了共同的秩序。 ,, Ct'在论美学的演讲中 ，

黑格尔巳经详细地把这世界的结构特征表达出来了。 他指出 ：

在这世界中道德概念、真正的以及合理的自由巳经形

成，并已经以法律秩序的形式变成功能性的 ， 因此它呈现在

外在性和必然性中，其本身是不运动的一一才虫立与特殊的个

体性和情绪与性格的主观性... ... 因为，在真正的国家中法

律、习俗、权利 ..... . 就其自身的普遍性和抽象性而言是有效

的，不再由个体意愿和特殊的偶然性决定… . .. 实体性不再是

某种个体的特殊性，以普遍而必然的方式在最小的细节中被

自在自为地表达出来。 因而，无论如何，单－个体，其也能够

根据整体的利益和过程在权利、道德和法律中成功地实现，

他们的意愿与其现实化及他们自身 ， 跟整体相比较始终不是

重要的事情和纯粹的例子。 因为他们的行为始终是个体的、

仅仅部分地执行，并非作为普遍化加以实现化，普遍化是就

行为、个案变为法律或呈现为法律的普遍意义而言的 。 相

反：无论他们想不想权利和正义应该普逍传扬，这对作为单

226 一实体的个体来说没有意义；其有效，是基于其自为的存在，

尽管他们不希望如此。 正是在普遍公众的利益中，每一个体

应该合理地满足并希望这种利益，但是单一个体的利益不能

借助特殊个体的赞同影响法律和道德执行 他们不需要

个体的赞同 如果违反了 ， 他们就要进行惩罚 。 最后，在

发达国家中单一个体的从属位置被呈现为 ， 每一个体以明确

而始终有限的方式分享整体... …例如 ， 对犯罪事实的惩罚不

再是英雄主义和德行，而是被分离成各种阶段：事实的调查

ll 1-t屯el, t· 加d心ok u vita七~Q叫rMfilo=ufi叩rot [ l..ectures or, the Philo.•oplty of World Histo

ry] (l\kademi.11 Kind6, 1966). p.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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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审判、判决的宣布与执行一—－因而，每个主要阶段具有极

为特殊的细微之处，单一个体只能实现其中一个阶段。 因而

法律的执行不是单一个体的事，而是由多方面的合作和它的

普遴秩序组成. .. …这正是惩罚和复仇的区别 。 合法的惩罚

实现了面对犯罪事实的带遴建立的法律，这样做是根据普逍

的形式 ， 通过公共的权威机关、法庭和法官，其个人的身份是

偶然的 。 复仇根据其自身的存在 ， 也可以是公正的，但是它

立足于涉及犯罪事实的那些人的主观性之上 .. …· 因而在有

序的国家之中也谈及这点 ， 个人的外在存在是被确保的，他

的财产是安全的，个人安全具有纯粹支配他自己的主观情感

和洞见的权威性。 但是在非国家的国家中，生命和财产的安

全在于个体的力晏和单个主体的勇敢 ，这个主体一次规定他

自己的存在及其维持，规定他权利和财产的维护 。11)

唐琐 · 乔万尼的主题是英雄时代不可避免的衰退和现代的诞生C

在分析中一根据歌剧的结构-诞生的问题对我们很直要。 首先，

法律秩序对莫扎特米说自然不具有“道德概念、干义及其合理的自巾＂

的形式，） 我们根本不希望暗示，莫扎特欣赏法律哲学的思想，但是法

律秩序无疑是《唐琐 · 乔万尼》描述一种蜇要生活的问题，， 这出歌剧

没有描绘一个安居乐业的世界。 因而，法律秩序只是部分地形成，它 227

证明自己只是部分起作用的，部分不起作用的，它作为“不动的必然

性”部分地出现，部分地缺失。 唐琐 · 乔万尼不仅仅是一个没有参加

这种秩序的个体，他自已将不屈从于这种秩序，他是无“国家的国家“

（无法律秩序）中的最后一位象征性的英雄。 他不是新世界的造反者．

而是旧世界一贯的代表 。 而且他周围的世界的确已经姬变，在新的世

界，法律秩序以”不动的必然性＂呈现出来 ， 它是普遍有效的 。 从这个

, U 11,·gd, E辽如知i elnacla或 I [ / ,l,'rturc•s 1111 心如如. ~ol. l. ] (Akademiai 凡ad6, 1952), 

pp. 186 -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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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来看，唐琐 · 乔万尼只能被视为具有恶糜力品的罪犯，在这种生

活中 ，他的惩罚能够移交上帝即法庭，即普遍的权威机构八《唐瑛 · 乔

万尼》的世界剧场(tbealer mundi) 中的冲突主要是价值的冲突。

奥特塔维奥的 #228 大调咏叹调“亲爱的，恳请逃避吧" (I1 1nio 

lesoro inlanto) 巾两个循环发生的部分组成，其音乐材料具有不同的情

绪。一个是亲密的、高贵的感伤，这音调我们已经在#1 I G 大调咏叹惆

中听到过。 这两个基调的本质性的统一也由一个音旨关系来确定（比

较例25 、26) 。 在这两者中，奥特塔维奥都表达了他为安慰未婚妻的内

心 ，感到承担的责任以及他焦虑的爱情。 在这争奇斗艳的坎蒂莱那曲

的美中——这种美作为世界的视野是重要的 浪漫之爱的价值再

次充分地呈现出来。

咏叹调第二部分的战争音乐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 奥特塔维奥

以充分的意识和分配正义的同情出现了。 这最显著地由管弦乐的动

态而抑扬的效果表达出来。 语词句也失去其和谐的效果 ：它变成原始

的，主要在其节奏性冲力中获得其效果。 奥特塔维奥的音调和音阶乐

旨更有活力的变体再次出现了（见例 37) :

例 60

1 小「廿口「. v I 」
nun • ~•o vogl'io - tor - nar , 

雅恩已经指出 ，咏叹凋第二部分的语词句不如第一部分。。 事实

上 ，整个第二部分的音乐性质是充满间题的。 每个细节是惯常的而非

228 个人的。 阿贝特也承认，新的感情没有用前面那样的信念加以表达，

正如他所说：＂但是这的确极为适合男人的性格。 ＇，叫阿贝特没有从

#JIG大调咏叹调的欢呼音乐中得出概念和美学的结论，也没有从

#22B大调咏叹调第二部分的平庸性音乐性质中得出 。 然而，在这两个

(D Jahn, Mozart, p. 381 . 

® A朊rt, Mo凶rt, p.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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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中，都有超越本真的“典型化＂的东西。 我们已经联系奥特塔维奥

的第一个咏叹调努力显示了这点。 当然，在第二个咏叹调中，心理学

的直接参照指向这一事实，即奥特塔维奥并非是一种“好战的本质"'

他并非是真正有意义的人、伟大身姿的人。 不过，我们不在这里更纯

粹地涉及心理学。 奥特塔维奥没有心灵需要来惩罚唐琐 · 乔万尼。

一方面，他感到道德的愤怒；另一方面，他正履行一位公民的职责。 两

者都不需要力掀的展示；道德的纯正是充分的。 不过，复仇完全是奥

特塔维奥所缺失的 ，不仅脱离了他心理的特征，而且也脱离了他的世

界观。 在莫扎特的歌剧中，复仇屈于英雄时代 ： 它是代理圣职和唐

琐 · 乔万尼的姿态。 安娜以自己的命运经验了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

代的过渡，正如我们看到的，她涉及复仇 ， 在整个歌剧中这是以完全矛

盾的方式涉及的 ，虽然奥特塔维奥对此完全漠然。 奥特塔维奥在戏

剧－音乐中的作用，是揭露唐琐 · 乔万尼并确信由他带来的正义 ， 即

以完全道德的方式爱安娜。 除这个插曲外，莫扎特在整个歌剧中以这

种精神发展其性格。 奥特塔维奥没有强烈地感受到惩罚的经验。 这

看来是空洞的同情，缺乏 B 大调咏叹调第二部分的内心信念所产生的

东西。 不过，如果这不是关涉原初意义的艺术的失调和创造性的缺

乏，而是涉及意识的效果，那么我们必须面临安娜的 #10D 大凋咏叹刺

中相同的问题。一方面，莫扎特通过音乐的非本真性质，直接地揭露

了人性现象的本真性的内在缺失；另一方面，既然他不是通过人物面

是通过性质表达这种本真性的缺失，所以原初的基调消失于基调的响

声中，这种解释无条件地创造了同情本真的幻觉。 对人物基本性格的

＂否定性＂的强化，创造了美学不可解决的张力 。 好像作曲家巳经感受

到这点，回归乐段，通过女声花腔和感伤的变化音体系，走向原初的咏

叹调的音乐材料，这乐段赋予我们以自我表达的、解放的 、 自然的愉快 229

体验。 由于重复，咏叹调的第二部分的材料结束了，结果这种重复再

次简短而有意义地体现在管弦乐后奏曲中 。 个人强加的惩罚不仅是

奥特塔维奥形象和人格所不熟悉的，而且在整个歌剧概念中，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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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来表达唐琐 · 乔万尼受到惩罚的形象 小管在 B 大调咏叹调好

战的音乐材料中范含着什么样的艺术意图 ， 咏叹悯本身仍然具有严重

的问题

庄琐·乔万尼和里波锐罗义在塞维拉(Sevilla) 的坟鉴彼此相遇，

这位贵族高傲地向他的仆人讲述他的冒险故事 但是突然，听到一个

幽灵的声音，这声音的 10 小节不仅极有效，而且具有伟大的结构和思

想意义 其意义事实上“只＂存在于歌剧里瞬间听到了这声音这一事

实中 。 这至少具有三种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完全叭显的是，不管我

们多么沉浸T人类世界与感性恶脱的斗争之中，还是存在右另外的力

扭，第芒种因素是超越人的世界的，即是对所有感性的拒绝 ：精灵r 因

而听到 r完全不为人知的声音（ 然而这完全不为人知的卢音又是完

全熟悉的。 声音的第二种意义被这种辨识的经验所阐明，， 我们联系

歌剧的序曲巳经说过，这出戏剧开始于超越个体范围和形而上世界的

二重性态度 ： 在唐琐 · 乔万尼的恶庞力拭破碎的那一刹那，他就进入

了舞台，他剥夺了代理圣职的个体生命，把他传递到精神世界，唐琐 ．

乔万尼不明确地创造 f他自己也不可能战胜的敌人。 然而甚至在面

临的瞬间 ， 他也不能理侃（这点，因为感性认不出精神，因而这市音不是

为他发出的 n 只有观众把他联系到序曲，这才就是它的意义 勹 而且 ，

观众把这警告进一步联系到序幕，因而照亮了唐琐 · 乔万尼完全不知

的东西，即这个事实 ，代理圣职的被杀只是一个战争借口，他的转型只

是“心烦的精神＂的一次行为 我们在序菇的缓慢引入中，见到出现然

后消失的幽灵，这精灵出现然后隐退，让感性世界的人诞生，体验他自

己的生活 ，并自发而无意识地与之冲突 ，把他自已推向它的控制中 ，似

230 乎陷入四套之中，这在戏剧开始前就决定了戏剧结尾的精灵，现在以

具体的戏剧形式出现了 － 为了复仇，并非因为代理圣职之死，并非为

女人们的荣誉，并非为玻贬损的人性，而是肉为他拒绝的感性 ，这对他

而言书实上(ipso facto) 是有罪过的 。 因而，当幽灵般的笞告在菇地响

起来时，个体的、此岸的与形而上戏剧的一:m:圆阁再次联结起来 j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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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一—这是声音响起的第三种意义－~《唐琐 · 乔万尼》在双重意

义上是一出普遍的戏剧。 英雄主义时代与现代世界之间的决定性事

件，发生在梢灵与感性之间的历史性斗争框架中 。 在这巨大转折中，

一些人失败了 ，一些人活下来了，但串实上，只有法律秩序才能得到贯

彻。 六重奏之后，演员们总结他们的命运，但他们没有事情做。 进一

步的行动是法庭的事，， 不过，这里精灵干预了；为了实现这个形而

七－历史的戏剧 。 精灵没有执行弱小的人类不能做的事悄，现在开始

的戏剧不仅是目前发生过的延续。 制度化的公共秩序能够处置一个

唐琐 · 乔万尼 ＾ 但同时，一个戏剧已在另一个维度上发展和上演。 因

而此时，精灵「涉了 ，唐琐·乔万尼客观上已经是一个迷失者，他的力

拭被耗尽了 。 此刻唐琐·乔万尼和精灵的相遇正是结构实质及其普

遍概念的一部分。

不过，唐琐 · 乔万尼对此一无所知，他认为这只是一个恶作剧，因

而他根本不理解这个声音，他认为这形势是完全正常的 。 另一方面，

里波锐罗极端害怕 。 结果，正是他而不是假想恶作剧者或者形象成为

唐琐 · 乔万尼的预备对象。 在这点上，第二幕的 #15D 大调二重唱进

行讨论的关系完全被揭不了出来：在里波锐罗看来，唐琐 · 乔万尼不

是一个引诱性的感性天才，而是利用他人的无助来破坏人的力痲；从

唐琐 · 乔万尼个人主义的无条件性本质中得出 ，没有了色情和感性理

想，它要求最大化剥削，把他人还原为一个纯粹的工具—一对唐瑛 ．

乔万尼而言，里波锐罗只是一个客观对象，这以直接的残酷展现在这

场景中 。 诙谐歌剧的推调必然就再现了 。 唐琐 · 乔万尼强迫他的仆

人代表他邀诮石头雕塑用餐e 当然，里波锐罗强烈地反对，但他的主 231

人以杀死他相威胁。 #24E 大调二重唱就产生了这种情境(0 slatua 

gent ilissirna) 。 风格是诙谐歌剧的，仅在里波锐罗角色中的七度跳跃透

露出真正的恐惧。 在整个喜剧的、悲 －喜剧的而令人感到威胁的清绪

中 ．音乐过程是合乎比例的并且完整的。 里波锐罗第一次不能完成他

的任务 勹 第二次尝试巾 E 大调—B 大调转移推进到更具批判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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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里波锐罗又退缩了 。 唐琐 · 乔万尼的声音以真正的不吉祥的音

调响起(mo11 , mori) , 不幸的仆人感到他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最后，第

二次尝试，尽最后努力，以明显不受约束的诙谐声音传达了邀请 ，这声

音揭露了他内心的骚乱。 那时，这雕像点头了 。 莫扎特把日常的平肵

的、接近喜剧的恐怖之声转变为唤起人类恐惧的表现的单纯性是值得

钦佩的。 里波锐罗不能意识到他更接近危险 ，不可测定的危险，以前

他两次仅仅是怀疑的威胁。 另一方面，唐琐 · 乔万尼没有看见雕像点

头，他不理韶里波锐罗声音的变化，并焦虑地持续演唱无情的诙谐剧

的音调。 几乎吓呆了的仆人为他展现了雕像的答复一它又点了点

头 。 管弦乐直接地回响了这种姿态。 直到现在 ，唐琐 · 乔万尼才目睹

这种现象。 他惊呆了 ，和里波锐罗一起重复了仆人以前的不可能的描

述。 管弦乐再次回响着雕像的姿态 ，但这次没有答复。 同时，管弦乐

打断了节拍 ，E 大凋—C 大调转换暗示了一个明确的转向 。 对唐琐 ．

乔万尼而言 ，这绝对是启蒙的时刻，尽管绝对不是在理智的意义上。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 ，在序曲中，在代理圣职的尸体呈现时 ， 他已经被一

种新的经验抓住了，他的声音那时已揭露了一种隐藏的感觉。 他无条

件的力掀巳经被安娜打碎 ，从那时起一切事悄被置于他陌生的、不能

理解的关系之中，虽然这种关系影响着他存在的基础。 以后 ， 在第二

幕的三连音中，这位色情天才最大表现的回忆性呈现，也预示了他生

命的类似变化。 唐瑛 · 乔万尼生命的极度危机的氛围，对危机的无意

识体验 ， 在三连音中通过 E 大询一C 大询转换最敏锐地表达了出来。

232 现在，看到点头的雕像，唐琐 · 乔万尼再次感受到了它从行为开始就

无情地追随着他，直到结局，这种联系是神秘的。 必须强调的是，我们

不是在谈及有意识的恐怖，而纯粹是谈及不确定的本能 ， 即一切事件

正伟l攻着他的存在，他的存活的基础。 正是由于这种感情，在他的答

复中，他自已致命的实质无意地表达了出来。 他的形象、他的声音 ， 突

然越过诙谐歌剧的框架 ，邀诮雕像和他一起川餐，以唐琐 · 乔万尼为

代表的近乎英雄的风格引入了 。 雕像的答案是肯定的。 E 音已经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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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在代理圣职的男低音和小号的声音中，它是压抑的强度音调（渐

强），犹如一个冷静而害怕的最后警告。 现在，里波锐罗自从三连音以

来理解并体验了如此害怕的危险 ，在不同地点，为不同原因 。 甚至唐

琐 · 乔万尼也被罪恶的警告征服了，自从序曲以来，他的声音第一次

透出焦虑。 但是这个场景不可能使人真正相信，它不可能有结果。 里

波锐罗恐惧性的思想瞬间消解了 。 他们的声音又带上了诙谐歌剧的

风格 ，然而更兴奋、更纠葛。 这场决斗以极度的绝望的心理状态而结

束，尽管仍然带有诙谐歌剧的风格。 唐琐 · 乔万尼和里波锐罗绿渺地

分离，走向灾难。

我们早就陈述过，歌剧的六重奏之后的结构统一，再次陈述和概

括了存在的问题。 插在墓地场景和终曲中间的是安娜和奥塔特维奥

的场景，它本质上属千这种场呆的统一体，尽管墓地场景直接地导向

终曲 。 不过，这种剧本的”组织结构“是完全有道理的。 这种解决办法

是有益的，不仅从效果机制、表达的角度，而且在歌剧中，在结构上表

达了对安娜心理剧的偏爱意义。 奥特塔维奥告知安娜，他已经完成了

他的职责，唐琐 · 乔万尼将很快受到惩罚 。 然而，安娜仍然思念着她

死去的父亲。 奥特塔维奥安慰她，并表白他的爱，但是这痛苦地折磨

着安娜。 这种拒绝反过来伤害了奥特塔维奥，说她太残酷。 他的责备

燧动了安娜，拉5宣叙调和 F大调咏叹调来自千她的心灵状态 ： ＂什么

残酷 ，我心里是有爱情的 ! " (C rudele? 陆， no, mio bene ! ; Non mi dir ) 

安娜的绝望表达出明确的强和弦 ： ＂残忍。“她的声音马上变柔了，“我

心里有爱情＂ 。 在毫无修饰的三小节中，另一个安娜透露了出来，这不 233

同于我们第—次看到她的反抗，不同于在六重奏第一部分中遇到的安

娜。 然后 ，安娜事实上“退缩地走向坟墓＂ 。 对奥特塔维奥而言，她具

有可爱而悲伤的告别（见例 5 1 ) 。 但在六重奏第二部分 ，她经历了完

全的净化。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她在自已生命的破产中看到了整个人

性世界的破产。 不过，他们正面临一个恶魔力拭而并非一个日常个体

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重新恢复了她的自尊 。 在宗教－道德经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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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能够获得力员米重构她对人性、对自己的信念，升重构对生命间题

的有效性的信念 不管韶决这些问题有多困难 ， 它们至少是人类生命

可触换的问题，而不是在幻觉生命中不能表述的问题C 安娜带着令人

折防的冲突和断断续续的苏醒的希望再次获得自己和世界 、 因而对

她而言，有一条从她命运的深处返回的道路 在这场景中，我们目睹

的不是一个可怜的安娜 ， 而是与势不可当的生命冲突相搏击的安娜U

面对奥特塔维奥指责而发生的爆炸与柔化一下就清楚了，死亡的意愿

不再控制着她，她的激悄冉次转向人类的关系 她受苦的焦虑，一种

安抚的温柔透视了她的爱 现在管弦乐演奏着 一个高雅的感伤旋律，

回应着来自贝尔蒙特《诱拐》 的降 E 大凋咏叹调，这将要成为咏叹调

第一部分的主旋律 ：

例 61

1, 廿 If酰 1「酰 t, 「 Ii
《唐琐 · 乔万尼》的批评家经常提出这个问题 ：安娜真正爱她的未

婚夫吗？旋律本身就是一种回答 。 在宣叙调和咏叹调第一小广板

( largheLLo) 部分中，莫扎特真正的爱情的旋律是核心的音乐的理念。

它奠定了场呆的基础悄绪，并揭示了安娜情感的真实状态。 然而她的

爱是暗淡的，其标志是哀悼的，是她与父亲情感纽带不可解决的问题

234 我们看到 ， 随若父亲之死 ，安娜基本的情感支点之一没有了，因而她人

格的内心和谐被打破了 ， 为了重建这种和谐，她必须在新的基础上建

筑并重新安排她的整个生活 她自身重新体验了以前的破碎生命的

完全垮塌 。 同时，她不断被奥特塔维奥的爱包围着 ， 正如她知道的，这

爱是生命中唯一真正的方向 ？ 然而她不能抓住这爱。 随着她失去世

界，她也失去了爱（在第一个终曲的 B 大询慢板是在这直线下滑中一

个孤独的终曲） 。 但是 ， 当她重获她的世界和她自己时，她的爱再次点

燃了 。 看来奥特塔维奥的爱并非无效，即便它没有直接地有助于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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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爱 ， 不过，如果没有奥特塔维奥的悄感和音乐世界，这种情爱音凋

是不可能想象的 如果在过去，悄爱之声巳经突破了哀婉之声，那么

现在的哀婉之卢仍然能够突破悄爱之声。 咏叹调的笫今部分的第一

段显然吟唱着爱悄J 以被引述的导论式的旋律开始，音乐的清绪是不

可挑战的，报后，语词部分带着同第一终曲的 B 大调慢板一样多的幸

惭盛开：

例 62

中」． r郘r I l-1 v ! 
car, pro - leg - ga 1I 

冷':~二尸卫
然而，第二个旋律引入之后，第二部分安娜的声音日益悲伤，充满

了痛楚。 她感觉到，她知道，她还没有完全认同事件，她还没有重新获

得内心平衡，因而她还不能以适合他们关系的方式爱奥特塔维奥 ， 好

像她害怕因她的悲伤伤害到未婚夫，她回到了解放的爱悄音乐情绪 ，

但是她不能抵制内心的真实情感：她的卢音日益悲伤 ， 结果爱悄音乐

本身暗淡了，安娜没有走到第二个主旋律那么远。 悲伤之悄，悲剧性

张力仍然未解决 ，在音乐上 ，咏叹调第一部分也仍然是没有解决的。

不过，这里发生了一种奇异的纠结。 在咏叹调的小快板第二部 235

分，听见了希祖之声确信强烈的幸福感之声。 起初是平静的，然而日

益达到不可抵抗的力批L 声音的释放和热烈而激悄的音乐，正表达出

我们可以称为托马斯· 曼表述过的幸福意愿(Der Wille zum Cluck) 的

东西。 从这音乐中说出了爱的要求和爱的实现的承诺。 当然 ，安娜现

在意识到 ， 她生命的真正基础并非在热琳娜的方式中，也并非在直接

的色悄满足中，而在人的关系叽

歌剧的终曲以唐琐·乔万尼的最后晚餐开始。 克尔恺郭尔对这

场景的斛释直接切入核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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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晚宴场景而言，这也许的确可以被看作一个抒情性的

时刻 ， 宴会迷醉的烈性酒 ，泛起泡沫的荷萄美酒 ， 喜庆气氛的

悠扬音乐 ， 一切皆强化了唐琐的情绪 ， 他自己的节日喜庆更

增强了整个快乐 ， 这种快乐如此强有力 ， 以至于里波锐罗也

在这奢华的瞬间发生了转变 ， 这瞬间标志了最后的幸福之微

笑 ， 最后向愉悦告别 。 另一方面 ， 这情景不仅仅是纯粹性情

的瞬间 。 自然 ，这不是因为在场景中有吃有喝 ， 而是因为这

本身不是一个情境。 邪恶的唐琐 · 乔万尼被整个世界追逐 ，

他现在只得安身于一个小小的而隐蔽的房间 。 正是在生命

颠簸的最高点 ， 因为缺乏诱人的陪伴 ， 他再次在胸中激起多

种生命的诱惑 。 如果《唐琐 · 乔万尼》是一出戏剧 ，那么这情

景中内心的不安只需极简单的处理 。 相反 ， 正是在歌剧中这

情景应该拉长 ，每一个可能的茂盛事物都要增添光辉， 这听

起来更具野性 ， 因为对观众而言 ， 它从唐磺 · 乔万尼盘旋的

深渊产生出声响 。<D

爱尔维拉爆发了这种奢华的 、最后的，因而更加强烈的情绪。 她

宣称自已已经转变成唐瑛 · 乔万尼，但是她无限的激情引起了怀疑，

即她是否想为自 已唤醒他，而不是为道德性。 瞬即，很清楚了，她语词

部分的基本转向隐藏着现在熟悉的欺骗乐旨® :

＠ 灼erkeg扭n:I, Eith盯/Or , p. 132. 

® Noske , M心cal Affi咄ies, p.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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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3

I'b~ 「「一「= li—-」— i
L'ul - ti - ma pro - va 

IT r J I 「 r
dell ' a - mor mi - o 

, ,~.~ 「 r J I 「「 l
Piu non ram - men - to 

1 「 r 」 1 「「
gl'in - gan·ni tuo - i, 

然后 ， 随着突发的激情，旋律百花齐放 ：

例 64

1 -~i 「 I~「芦 r I 「 t P I 「「
pie · ta 金 de io sen - ro. 

虽然在歌剧文本中，爱尔维拉正在诉说，她感到可怜、痛苦、后悔，

但是音乐正在言说着“我爱你＂ 。 这剥夺了所有道德内容，在道德上完

全冷漠的色情之爱—会儿将更鲜明地暴露出来，几分钟后“生命”这个

词虽然责备他罪孽的生活风格 ，但是这个词没有以前的转折，它呈现

出繁荣辉煌：

例 65

申L ,; I~ 「 芦 「一了F
- 芦u can - g1 l 

在这场景中，我们能看到，爱尔维拉缺乏真诚。 她想让每个

人~ 相信，她正以道德之名行动，事实上这时她是

被第一次出现在歌剧舞台上所展现的相同激情所刺激。 她在六重奏

之后形成的内心的妥协，由 #23 宣叙调和降 E 大调咏叹调所阐明了，

如今这种妥协在她尖锐而不允许的、痛苦而羞辱的危机中可以看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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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琐 · 乔万尼以唯一可能的方式对爱尔维拉的行为做出反应 ： 完

全没有理解 。 他告诉她，他不理解她想要他干什么，希望他做什么0

他很惊讶，最后跪在她面前，她也跪在他面前。 这并非世俗主义。 客

观地说，这种姿态同三连音的悲－喜剧一样极为卑俗＾ 但是那时，爱

237 尔绯拉没有把它视为可笑之事，因为她渴求着不可能之市。 当然现

在，她能够看见可笑之事，并野蛮地责难唐琐·乔万）已。 不过，他不理

解，也不能理解她的责难，因为从主观上说，他不想模仿爱尔维拉，只

是为了表达他缺乏理解。 正是在这时，他性格的道德默契被最消晰地

表达了出来 门 对唐琐 · 乔万尼而言，爱尔维拉行为的意义完全不可理

喻。 虽然他不理解这位不幸的妇人的言辞，但他完全懂得音调，他立

即适应了 。

在讨论这场景中，阿贝特正确地指出爱尔维拉和唐琐 · 乔万尼之

间的亲似性：”在歌剧中，只在这里他们具有基本性质的内在亲似性 ，

这如此清晰地呈现出来 ， 似乎他自己的存在再次起来对抗他。叨） 当

然，正是由于这种事实，唐琐 · 乔万尼完全不能理解爱尔维拉 ，尽管同

时他们内心的近似性把爱尔维拉呈现为—个不能信赖自己的妇女，我

们日益以不赞同的眼光看待她。 唐瑛 · 乔万尼邀请爱尔维拉加入他

这一桌，这种邀请在自发性的粗俗而未加反思的低俗、真正自然本性

中彰显了爱尔维拉不幸的命运。 对唐琐 · 乔万尼而言，不管有多害

怕 ，这只是对她行为的唯一的反应。 爱尔维拉没有改变唐琐 · 乔万尼

的基础。 因为从本质上说，她也是非道德的 ， 布道者的角色纯粹是自

我欺骗，这是她为迷失的爱的再次征服而最后诉求的策略C 她旬个声

音音阶都被感官激情点燃了 。 因而店琐 · 乔万尼最后的生命小夜曲

应该从她的音乐中形成，这是完全恰当的 ：

女人们活得多久啊 ！

(0 ~hert, Moz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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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有美 酒 ！

快乐与支柱

所有的人类 ！

七、《唐瑛·乔万尼}

敬酒把我们带入了《盖森蒙尔》 (Gassenha四）的基调世界。 这个

抒情时刻涉及“香挨酒＂咏叹凋堕落的变体 ， 它是其更加粗俗的复制，

表达的活力与浓度没有减弱，但它的特征更加粗俗与原始 唐琐 · 乔

万尼生命的堕落不仅表现在他和里波锐罗的关系中 ， 而且表现在其酱

遍性中 唐琐 · 乔万尼的生命祝酒词所表达的残酷性是如此突出 ， 以

至于爱尔维拉和里波锐罗都恶心地对抗唐琐 · 乔万尼。 在三连音，他 238

们在欺骗乐旨中，涉及语词部分的一些批判性时刻 。 这是他们第＝次

反对他矶

例 66

Donna Elvira 

Re - sta - u, I bar - ba -ro 

LcporcUo 

se non si muo- ve 

庄琐 · 乔万尼的祝酒词现在门益不受束缚，爱尔维拉的势力坚守

不住 ， 愈来愈成为他嘲弄的对象

爱尔维拉的傲慢和电波锐罗的愤怒在这一瞬间更加值得同情

店琐 · 乔万尼忠实于自己，仍然是没有反思地生活e 这两个人巳经和

这个恶J览凋情并不可抵挡地受他生活的风格吸引 ，现在他们有意识地

反对他，拒绝他，因为他们不能与他相处 J 店琐 · 乔万尼的确欺骗了

他们，但是他们没有合理地责备他。 唐琐 · 乔万尼对她的卑微处罚恰

f Nru<kt-, 11us如I Afl加111'.< ,p.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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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实现了她的命运。 这不幸的女人最终不能承受这种卑微，绝望地逃

走了 。 她可怕的尖叫可以从外面听得到。 唐琐 · 乔万尼让里波锐罗

去看发生了什么事。 这仆人也恐惧得尖叫起来。 管弦乐飞翔在 0 小

调调性的边缘。 但突然的扭曲，回避了这音键，在主人和奴仆之间发

生的诙谐插曲之后就是 F 大调。

里波锐罗报告说，雕像正站在外面，当然，唐琐· 乔万尼不相信

他，但他不再能够与害怕得躲在桌下的里波锐罗说话。 现在代理圣职

和雕像进来了 。 莫里克写道：“现在是漫长而可怕的对话，这对话甚至

把最清醒的心灵带到人类想象力的世界，甚至超越了边界，直到我们

好像看见和听见了不能被我们感觉领会的东西，我们感到，我们灵魂

深处的东西使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在序曲的缓

239 慢序奏中已经熟知的主旋律在管弦乐队中响起。 认定现在完成了：精

灵，对感性的绝对拒绝，正面临若感性、色情天赋王国。

在这个场景第一部分行板部分，两种形而上的力蓝彼此缠绕，似

乎从每个角度品评彼此。 它们的声音也是互为价值的。 莫里克概括

了这个场景的特征：＂不习惯千人类言语的死者代理圣职的不朽之声

音，不再情愿说话。“但是在唐琐 ·乔万尼的声音里，我们听到一种义

愤、力量和最终的清醒，在整个歌剧过程中，以前都没有从他那里听到

过。 从精灵声音中透露的情感完全不同千这个世界，莫扎特在这里以

极度的尖锐性表达了这种情感，当精灵拒绝提供世俗食物时，他的语

词部分在 8 个小节中扩展了所有 12 度变化音阶：

例 67

I'>• r 'r Ir r v 1~r r- ~ 1 「 r I 
Non see• di ho )(' SI pa Cl mor - ta 

I 九丫 r ! • 詈l ·r v l,J h「. v I ,J j I 
chi ~ce Ji ci - bt、 cc·le -SI pa SIC: 

在维也纳古典主义音乐世界中，这种效果极为奇特。 莫里克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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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地写道：＂带若多么奇异的恐怖，他的声音不规则地在由空气组成的

恐怖梯级上徘徊。“莫扎特也把里波锐罗的声音编入这场景，这仆人诙

谐的男低音时而在恐怖的对话后面嘀咕，时而打断对话。 不过 ，这是

一种极其奇异的，也可以说是启示性的诙谐风格。 我们以前在三连

音、六重奏和坟墓场呆的二重唱中听到过这种声音。 现在里波锐罗以

其萌生的强度体验到危险，他害怕极了 。

另一方面，唐瑛 · 乔万尼根本不知道害怕 。 他的声音带着义愤 ，

坚强地发出来，它带着以前歌剧中没有听到的近乎浪漫的强度发出

来。 好似这场景正在复制序曲的代理圣职－唐琐 · 乔万尼一里

波锐罗的场景，但是处千更高的层面。 的确，形而上的斗争也是以具 240

有历史意义的骑士风格的音调持续的。 稍神与感性之间的决斗的描

述没有道德的抽象性。 这些不是抽象的而是真实的生命力量，本身在

几个世纪前就为人知晓了。 石头雕像和唐琐 · 乔万尼不是纯粹的抽

象原则而是活生生的符号。 情景慢慢被简化，冲突的主题压缩到邀请

及其接纳。 两种言辞部分直抵其实质。 精灵声音是一次简短的宣言，

而唐琐 · 乔万尼强淜骑士风格。 最后，唐琐 · 乔万尼骑士般的历史性

声音再次辉煌得可怕起来：

例 68

三二勹=~J.,IJ, -: ,. ,!, ~。『1 「~ • • r 让
vcr . ro ! 

这部分是对英雄时代的诀别 。 以类似的方式 ，相同的基调在一个

世纪后会在圣· 约翰 · 法尔斯塔夫 (S订 John Falstaff) 的口中听到，这

位喜剧性时代错乱的骑士向英雄时代告别 ：

例 69

l 才· 「 I午~r~r~「 IT 于午 r-~「; I~ 「 L「 「 ~F l七「节
A I - lor - scorn -pa - rt 『a la'It - ra v, - r, - Ii - ti dal mon-do . 

冲突达到了高潮。 它的速度加快了（更快），回答更加简短。 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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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和男低音日益上升的乐段正使人想起序曲中的决斗，宪成了店琐．

乔万尼戏剧的形而上的圆罔 。 现在，这场泉纯粹是府瑛·乔万尼和粘

灵相互拒绝的场景。 两者都完成了道路，以完全一致的方式表达 f 自

身实质。 这是＂肯定”和＂否定＂的冲突，他们只有在他们的关系中才

能明缸他们却不能独自地它称客观真理粘灵把店琐· 乔万尼推

向地狱，但这样做它也不再在地球上拥有一个空间 ） 两者都在录后的

冲突中消失了，随着形而上戏剧的韶决，感性与精神的冲突巳经丧失

241 了其意义 J 感性王同和精神干国都同时毁灭了，结果一个统一的人性

世界秩序可以产生，鼓终取代分裂的世界。

犹如吹走恼人的“烟雾＇的清风，这地狱般的 A 小凋现在被觥放

的 G 大调突然接替。 人的世界、歌剧人物和法官出现仁成功的确定

再次回响在爱尔维拉、奥特塔维奥、热琳娜和马寨托的声音中，似乎呢

喃着 ：“现在展现你们的力觉！”在无条件维护胜利的市民秩序中，安娜

也韶放了，她又能自由地呼吸了。 这时，文本只希望传达正义 (Solo

而ramlolo Stretto in caLe11e, AJ]e mie pene Calma da心），但音乐已经谈到

真实的安慰，谈及自我的发现 3 优雅地飘扬着单纯的语词部分的管弦

乐伴奏，这伴奏柔化的旋律恰是安娜在第一个终曲中（见例 34) 为奥

特塔维奥担忧的 G 小悯旋律的大涸变体：

例 70

Kr干-r-f- 尸1r· --- ri 「 I~-i勹 l 「 「 I
沁 - lo mt r~n - do-lo strct·to in ca -

上F气飞［上气／勹－
这种参照准确地表达了这种事实，即在维护合法秩序中，安娜最

终能够轻松地告别整个世界、她自己的过去以及人性的世界。 “权威

者保护的亲密“以积极的声音出现，这在歌剧史上是第一次，尽管其本

质是有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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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波锐罗讲述了他主人的结束，演员们再次面临着超验 ， 面临不

可言说的东西瑟瑟发抖(Ah, certo e l'ombra Che l'inconLJ·o) 。 这最后

的神秘经验只为安娜构建一个个人的转折点，她语词部分再次导向痛

苦，然而解放的变化音乐段，犹如哭叫一般（见例 4 、23):

例 7 1

厂 l 「 i「 1r 午 ,n——、午
ah ccr - to, ctr - to e I om -

l 心·-r 斤 I J 」 l II」.
bra che l'in ·con 会 tro ! 

这快板曲的结尾事实上是六重奏第一部分结束的回响。 他们现

在得到了那时沉重地压在他们意识中的问题的最后答案。 当然，我们

不是在谈及意识的问题和答案。 事实巳经回答了事实，力拭已经回复

了力掀。 之前，他们已经体验了平衡的打破，现在他们体验了平衡的

重新恢复。 正是在这时刻 ， 唐琐·乔万尼戏剧对他们来说成了过去。

安娜现在踏入一个新的、令人满意的生活，她带着一些遗憾离开了。

但这些不是直指唐瑛 · 乔万尼，而是涉及她的父亲 ，她现在永远失去

了他。 在某种意义上 ，一个问题的解决始终也是一个困惑。

奥特塔维奥再也看不到实现爱情的任何防碍，但是安娜想守孝一

年。《唐瑛·乔万尼》的评论家们在分析音乐时普遍轻易而有意地抛

开这个文本，这些入通常把这视为安娜和奥特塔维奥关系的轻薄的决

定性证据。 不过，在这里，音乐与文本具有矛盾性意义。 这种 C 大调

小广板是莫扎特最美、最辉煌的坎蒂莱那之一。 音乐不恼得守孝，根

本不庥哀悼：它知道的只是不拖延，它本身就是自我实现。 相互交织

的有机的男高音和女高音旋律，时而相互追随、时而融为一体，犹如奥

特塔维奥和安娜音乐的精华，是他们真实关系的音乐概括。 的确，”这

是超越唐琐 · 乔万尼之上的世界的声音＂ 。 这里强调的是这种超越，

强调的是即使没有唐琐 · 乔万尼的伟大和英雄主义，也仍然完整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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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世界。 这种 G 大调小广板是第一幕序曲中 B 大调慢板纯洁而

清晰的变体，只有现在，在唐琐 · 乔万尼毁灭之后，它才是本真的，摆

243 脱了戏剧表演角度所提出的问题。 它证实了 ， 真正的爱情的确存在 ，

只有在感性天才死亡之后，爱情才能达到。

只有就爱尔维拉而言 ， 爱才是死的。 当我们最后见到她时，她的

存在已经变为人类的荒诞。 她的命运不是悲剧性的，她在某个地方崩

溃了，她不再能够接受她的命运。 她进入修道院的决定并非惯常的姿

态，而是具有最深层的象征意义。 她的后半生将盘旋、摇摆千道德、宗

教的迷狂和狂欢情爱的记忆之间。 没有一个人如此没有希望地离开

莫扎特的舞台。 但是作曲家没有同情她，甚至以个人表达的同情拒绝

给她荣耀。 爱尔维拉自暴自弃，她可笑的戏剧性结局之后 ， 她在人物

等级中降低了，热琳娜和马塞托以诙谐歌剧风格宜告，她走进了修

道院。

这对衣民伴侣最后找到了避风港，里波锐罗自由地找到了一个新

的更好的主人。

现在只有 D 大调急板乐段接下去 ，概括了歌剧的道德。 几乎与所

有关千《唐琐 · 乔万尼》主题的文学相反，我们从分析音乐中确信，莫

扎特正描绘“日常生活的热烈时刻＂ ，没有让他自已以无条件的肯定方

式离开。

《唐瑛 · 乔万尼》终曲的最后急板部分是"B 常生活的热烈时

刻＇ 。 道德秩序、法律秩序作为第二部分的待续或作为六重奏的尾曲 ，

在这里彻底成为全知全能的 ， 不仅仅作为一种制度，因为它在个体中

被认为是真实可信的。 新的中产阶级社会第一次完全有意识地说明

了其有效性。 如果说演员的声音是颤抖的，这不是因为对罪恶的同

情，而是巾千认识到，秩序产生于灾难，来自于世界的崩溃与危机。 他

们都参与了悲剧而升华的经验。 动态的对比 ，旋律的独白，然后旋律

的缓慢展开准确地阐明了令人感动的、日益快乐的礼赞。一个几乎没

有时间性的赞美诗般的热情时刻明显出现于四个小节中 ，立足于 B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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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音之上，小提琴乐段下降了 。 莫扎特在《诱拐》之后第二次表达了由

正义确定性所激发的超验经验：

例 72 244 

II ~- - --....__ 
^ 玉 * I d-

^ 荎

但这种高音点转变之后悲剧记忆再次喷涌而出，安娜、奥特塔维

奥、爱尔维拉和热琳娜的语词部分表达了号叫、哀悼的经验， 12 小节的

变化音下降了（见例 4 、23 、52 、7 1 ) 。

例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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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此刻，他们皆表达 f这种认识，即他们的世界已经削溃，另一个世

界已经建立起米，即使这种崩溃儿乎捣毁了他们。 在这个过程中、没

有人不受到伤害或留下伤口 母个人拥有悲悄和痛哭的东西，拥有瞬

间捅苦地记得住的东西，之后是更加自由的快乐欢呼、更加人性的世

界，即使他们不会共正地在这世界中感到在家。 我们不必忘记戏谑的

小提琴形象，它儿乎始终出现在幸福时刻和哀悼时刻：

例 74

中=--t--广厂了u}_ r I 「 r -------= 

这是在最后的急板乐段整个危机中听到的一种微小的而极具启

示性的新生命情感符号 ，它是只在语词部分带着崇拜式的严肃而得以

听到的

《唐琐 · 乔万尼》是戏剧和歌剧作品中具有独特性的代表作，是

18 世纪唯一包含历史性的杰作匕 它本身作为基础性的样式必然消灭，

当时的歌剧从潜能中创造了完全独特的形式，这形式几乎不能承受其

自身的内在张力 。 当现代生命和戏剧的关系进入这种意识时，其独特

的意义第一次变得明显，这并非偶然J 我们想想歌德和席勒之间关于

这一主题的著名的书信交往， 在某种场合，席勒给歌德写道：

我始终希望，更高贵的悲剧形式会从歌剧中产生出来，

虽然它曾经从古代酒神节的合唱中产生。 歌剧摆脱了所有

对自然的谦卑模仿，理念以这种方式能够潜入舞台 带着音

乐的力量以及更加自由、更加和谐的感性激发 ， 歌剧为接受

更加高贵的伤感准备了性情（ 这里，自由的游戏甚至能够在

同情中也变得显而易见，因为它由音乐伴随着 ； 这里被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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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惊讶元素可以使我们漠视纯粹的主体 l

歌德带着对这个问题同样深刻的理解，以莫扎特的作品为例进行

了回答：

就最近在《唐磺 · 乔万尼》中完全成功的歌剧而言 ， 你可

能已经看到了你的希望，不过遗憾的是，这歌剧是完全孤立

的现象，随着莫扎特之死，所有对类似的东西的希望都化作

泡影消失了 9~)

（托马斯 · 赛尔英译）

(!) 1 797 年 1 2 月 29 日席勒写给歌德的信 Der BriefiJJechsel nuischen Schiller und Goethe , 

I. (ln~e l Verlag, 3 au习gabe), p.460. 

@ 歌德在 1797 年 12 月 30 日给席勒的 l可信 The Corresr){)n.deru·e bl't1妇11 GoethP 11.11(/ 

Schiller (Condolat , 1963) , pp. 276 -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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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费伦茨 · 费赫尔， 1986 年前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市拉筹伯大学政治

学讲师。 现在是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人文系高雅讲师。 他曾经是格

奥尔格 ． 卢卡奇的学生， 1 977 年之前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和持不同政见

者。 他写作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个体的危机》 ( 1972) 、《匈牙利，

1956 年回顾》 (1982 , 与阿格妮丝 · 赫勒合著）和《对需要的专政》

( 1983, 与阿格妮丝 · 赫勒、乔治 · 马尔库什合著），编辑《共产主义国

家的政治合法化》 ( 1982, 与 T.H. 里格拜合编）和《赫鲁晓夫与共产主

义世界》 ( 1983, 与 R.F . 米勒合编） 。 他以几种语言广泛发表了关于

审美和政治理论的著述。

格拉 · 弗多尔 ， 以前是格奥尔格 · 卢卡奇的学生 ，在布达佩斯音

乐学院教授音乐理论。 他是匈牙利知名的歌剧批评家，著有《音乐与

戏剧》。 他后来写作了论莫扎特歌剧的著作 ， 其中一章在本选集中

发表。

阿格妮丝 · 赫勒， 1986 年以前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市拉筹伯大学社

会学终身讲席。 现在她是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哲学教授。 她曾经

是格奥尔格 · 卢卡奇最著名的学生，1977 年以前是匈牙利活跃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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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持不同政见者。 她著有《马克思的需要理论》 ( 1977) 、 《文艺复兴

的人》 ( 1978 ) 、《情感理论》 (1978) 、 《历史理论》 (198 1 ) 、 《 匈牙利，

1956 年回顾》 (1982, 与费伦茨 · 费赫尔合著）、 《激进的哲学》

( 1984 ) 、 《对需要的专政》 (1983,与费伦茨 · 费赫尔，乔治 · 马尔库什 249

合著）、《 日常生活》 ( l 984) 以及《羞愧的力扯》 ( 1985 ) 。

米哈伊 · 瓦伊达，在匈牙利 15 年作为引领性的持不同政见者，以

前是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学生 ，现在是一位政治意义上没有工作的语

言教师和翻译者。 他写作了论胡塞尔哲学的两部书以及《作为大众运

动的法西斯主义》 ( 1978) 和 《 国家与社会主义》 ( 1981 ) 。 他以几种语

言广泛发表了关于现代哲学和政治理论的著述。

山多尔 · 拉德洛蒂，以前是格奥尔格 · 卢卡奇的学生，在匈牙利

是政治意义上没有工作的翻译者，是一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 他用

几种语言广泛发表了关于文学艺术理论和美学方面的著述。

G.M. 托马斯，起初在罗马尼亚，后来到了匈牙利 ， 是一位哲学家

和持不同政见者 ， 目前在布达佩斯是在政治意义上没有工作的翻译

者，是一位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运动的积极分子。 他广泛发表了关于文

化哲学和政治理论的著述 ， （用法语）写作了《眼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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