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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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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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并非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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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一直无法释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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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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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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的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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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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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ni卧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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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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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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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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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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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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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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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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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勒：《日常生活》 ， 衣俊卿译 ，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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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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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关千世界马克思主义研

究中的一个比较严重的“ 短板 ＂

。 有鉴千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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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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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新乌克思主义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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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马尔科维

奇 (Mihailo Markovic, 1923一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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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一2010)等 ； 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赫勒

(Agnes Heller, 1929一 ） 、 费赫尔(Ferenc Feher, 1933—1994) 、 马尔

库什 (Gyorgy Markus, 1934一 ）和瓦伊达(Mihaly Vajda, 1935一 ） 

等 ；波兰的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沙夫(Adam Schaff, 1913一2006) 、

科拉科夫斯基(Leszak Kolakowski , 1927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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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一1991) 、 日沃基奇

(Mila如n Zivotic, t 930—1997) 、 哥鲁波维 奇 (Zagorka Golubovic , 

1930一 ） 、 达迪奇 (Ljubomir Tadic, 1925— 2013) 、 波什尼雅克

(Branko Bosnjak, 1923一1996) 、 苏佩克(Rudj Supek • 1913一1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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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994) 等 ， 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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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居什 (Andras Hegedus, 1922一1999) 、 吉什 (Janos Kis, 194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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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哈尔兹提 (Miklos Harszti,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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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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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的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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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欧各国普遴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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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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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述我们划定的十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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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rculavska ljetnja Skola, 1963—19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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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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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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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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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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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例如 ， Agnes Heller, Luk心R印alue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L 983; Fe

renc Feher, Agnes Heller and Gyorgy Markus, D比tatorship o记r Needs, New York : St. Mar 

血's Press, 1983; Agn
_
es Heller and Ferenc Feher, Reco心tructing Aesthet比s - Writings of the 

Budapest School, New York: Blackwell, 1986; J. Gromley, P. Crittenden and P Johnson 

eds. , Culture and Enlightenmen1: Essays for Cyorgy Markus, J [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2等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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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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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革命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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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以异化理论为依据 ， 密切关注人类

的普遍困境 ， 像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家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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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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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步超出东欧的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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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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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西方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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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新马克恩主义的理论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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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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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千这种定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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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另一方面得益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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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

(D Predrag V ranicki, H迅orija Marksizma, J, II, III, Zagreb: Naprijed, J 978 参见普

雷德腊格· 弗兰尼茨基 ： 《马克思主义史》 (I、 ll,UI),李嘉恩等译 ， 人民出版社 1986 、

1988 、 1992 年版 。

®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订ents of Mar立sm, 3 vols. , Oxford: 0灶o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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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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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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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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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Agnes Heller, Everyday Lif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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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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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饥此外 ， 从 20 世纪 80年代起 ， 特别

<D Predrag Vranicki, Socijalis心a revolucija-0 i':emu je rijec? Kultumi radn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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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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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为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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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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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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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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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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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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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一－一包括波兰的沙夫 ， 捷克斯洛伐克的科西克 、 斯维塔克、普

鲁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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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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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ocialist Huma心m: An bitemational Symposium, New York: 

Doubleday,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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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

理解马克思的思想 ， 都是 “ 一件重大的事情"(D。 1974 年 ， 弗洛姆

为马尔科维奇关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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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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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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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甚至被翻译成十儿国语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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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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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Adam Schaff, Mar心m and the Hum叩 I叫如血al, New York: McGraw - Hill Book 
Company, 1970 , p. ix. 

® Mihailo Markov记 ， From Affluence to Pr心is:P吵sophy and Soc迈l Critic叩 ， The U
uivec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 4, p. vi. 

@ Gerson S. Sher, ed. ,Marxist Huma心m and Pr心i..s,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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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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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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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 年在联邦德国荻莱辛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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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Political Philosophy) , 2006 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获松宁奖

(So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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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Tom Bottomore, ed. , In比rpretation/1 of Marx, Oxford UK, New York USA: Basil

Blackwell, 198 8. 

＠ 例如 ，
John Burnheim,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Ag心s Heller, Amsterdam-Atlanta: 

Rodopi B. V. , 1994; John Crumley, Agnes Hel比r: A Morali.st in the Vort也 of Hi.story, Lon

don: Pluto Press, 2005 , 等等。

®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3 vols. ,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 其中 ， 沙夫于 2006 年去世 ， 坎格尔加千 2008 年去世 ， 科拉科夫斯基于 2009 年

去世 ， 马尔科维奇和斯托扬诺维奇于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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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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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年版 ，第 24 、

59 页 。

＠ 参见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 2 卷 ， 洪佩郁 、 涸青译 ， 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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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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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石兹

场
＂

。 当代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不断涌现 ， 从一个重要的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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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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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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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被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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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一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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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还是于难万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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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豪与现代性：

一种旬我反思性的文化理论
＠

2011 年 ， 已有超过三百年历史的著名学术出版社布里尔出版社

(Brill)出版了《社会与批判理论系列丛书》的第十卷 ： 乔治·马尔库什

(Gyorgy Markus)的论文集《文化 、 科学 、社会一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此后简称为《文化》儿这卷丛书邀请了马丁·杰伊(Martin Jay 汃曼

弗雷德·弗兰克 (Manfred Frank 汃阿格妮丝· 赫勒 (Agnes Heller) 等

多位著名的当代学者作为顾问 ， 陆续甄选并出版在批判理论领域内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著作， 以展现这一系列丛书的批判视野。作为这一系

列丛书之一 ，马尔库什的这部论文集 ， 收录了与主题密切相关的 21 篇

论文。 所收录的这些论文体现了一个共同的主旨 ， 即在启蒙和现代性

的视域下对文化进行一种批判性的分析。毋庸置疑 ， 《文化》凝结了马

尔库什现代性文化理论的精髓 ， 体现了他在批判理论领域的重要性和

独特性。

一、卢卡奇、布达佩斯学派与现代性文化理

i仑的缘起

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尔库什的现代性文化批判理论 ， 我们有必要先

0 本书得到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项目《布达佩斯学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思想研究》(140030)、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异化理论与马克思思想的历史目的之

维》(12542053) 的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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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科学、 社会－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从马尔库什学术生涯后期的 理论与现实背景说起 。 在当代的批判理

论中 ， 马尔库什的独特之处体现在他以现代性文化为研究对象 ， 进而

展开对哲学危机、文化危机乃至现代性危机的批判性分析 。 围绕着文

化概念的演进、现代性文化的悖论特征 、现代性文化的构成以及文化

哲学的历史与传统等主题 ， 马尔库什建构了一种批判性的 、 自我反思

性的文化理论。 这一理论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思想就体现在《文化》

所收录的这些论文之中。 事实上 ，对文化的研究属于马尔库什后期学

术生涯的主题 ， 很难从时间上准确指出这种研究转向发生的时间起

点。但是仅从《文化》收录的 21 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来看 ，现代性文化

理论的研究开始千匈牙利境内布达佩斯学派时期 ， 主要形成于马尔库

什移居澳大利亚之后的 30 余年之中 。 如果将现代性文化理论时期称

为马尔库什学术生涯的后期 ， 那么可以粗略地将 他此前的研究进一步

划分为前布达佩斯学派时期和布达佩斯学派时期 。

1934 年 4 月 13 日 ， 马尔库什出生千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从上大

学开始 ， 马尔库什就对哲学充满了兴趣 。 1957 年 ， 从苏联的国立莫斯

科罗蒙诺索夫大学哲学系毕业回国后 ， 马尔库什一直在布达佩斯大学

的哲学系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前布达佩斯学派时期 ， 马尔库什的研

究兴趣主要集中在西方哲学上 ， 这与他的求学经历密切相关。 1965

年 ， 马尔库什在匈牙利科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 ， 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

是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 1965 年到 1966 年 ， 马尔库什申请到

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奖学金 ，到美国从事博士后的研究工作。 最初他

在美国匹兹堡大 学哲学系 ， 跟随著名 的 分 析 哲 学 家塞拉斯(w.

Sellars) 从事研究 ， 后转入哈佛大学哲学系师从著名的逻辑 学家奎因

(W. V. 0. Quine) 。 因此 ， 马尔库什有着非常深厚的西方哲学的知识

底蕴 ， 从他对现代性文化的研究中便可以发现 ， 他的学识十分广博 ， 对

古希腊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 解释学 、分析哲学 、语言哲学等都有深入

研究。 例如《文化》的第二章《超越二分法 实践和创制》 、第五章《形

而上学的终结》以及第十章《文化：概念的产生和构成 一篇历史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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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者序言 启蒙与现代性：一种自我反思性的文化理论

学论文》等篇章中 ， 马尔库什从古希腊哲学的亚里士多德以及其后的

犬儒学派、 斯多葛学派 ，经由文艺复兴时期的弗朗西斯·培根、勒内 ．

笛卡尔的近代哲学 ， 再到康德、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 ，梳理了形而上

学二分法的哲学传统以及文化概念演变的历史进程。 他对西方哲学

史的详尽把握不仅体现在《文化》所收录的论文涉猎的众多主题之中 ，

还体现在他移居澳大利亚后 ，在悉尼大学哲学系讲授西方哲学史课程

时产生的轰动效应中。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 ，马尔库什在好友阿格妮丝· 赫勒的引荐之

下结识了格奥尔格 ． 卢卡奇 (Gyorgy Lukacs) , 在密切的往来之后 ， 卢

卡奇指定了四位青年学者作为他
“

复兴马克思主义
”

理论计划的核心

人物。 他们分别是阿格妮丝· 赫勒 、 费伦茨· 费赫尔(Ferenc Feher) 、

马尔库什和米哈伊· 瓦伊达(Mihaly Vajda) 。 此外 ， 两位青年社会家 ，

马尔库什的妻子玛丽娅· 马尔库什(Maria Markus) 以及安德拉什·赫

格居什(Andras Hegedus) 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这个团队的研究活

动。 由此 ， 以卢卡奇为核心 、 由青年理论家组成的学术团体开始阅读

并重新阐释马克思的原著 ， 力求冲破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

思想的歪曲 ， 还原真正的马克思 ， 激发马克思理论的当代有效性。 这

种目标明确 、 联系密切的团队性的学术活动不仅在成员与卢卡奇之间

建立了深厚的师友之情 ，在成员之间建立了弥足珍贵的友谊，也成就

了一个重要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一—”布达佩斯学派
＂

。

布达佩斯学派时期的重要理论活动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 其一是

阅读马克思原著并重新阐释马克思思想 。 马尔库什的成名之作《马克

思主义与人类学》(Mar心m and Anthropology) 就是这一理论活动的产

物。 其二就是研读卢卡奇晚年的两部重要的哲学手稿《审美特性》和

《社会存在本体论》， 并针对手稿的内容与卢卡奇展开讨论。 布达佩斯

学派的成员们曾经回忆过这一段历史：＂卢卡奇经常每完成一章就把

文本交给某个学生。 在全书于 1968 年打印完时 ， 他把完整的手稿给

了我们几个人 ， 即本文的作者 ， 让我们提出广泛的批评性评论。 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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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科学、社会－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把这些评论用于修改校样和最后修订。这样的讨论 ， 即我们五个人都

参加的讨论 ，在 1968 年至 1969 年的冬天进行 ； 每次讨论一章或几章。

辩论总是持续到深夜 ， 尽管对卢卡奇的友谊、 爱和尊敬弱化了我们的

立场 ，但由于双方在理论上都固守己见 ， 辩论经常是很激烈的。吨）对

《社会存在本体论》所持的反对意见和对以《审美特性》为代表的卢卡

奇的美学理论的高度重视对于布达佩斯学派后期的理论研究产生了

重要的理论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 ，对文化的兴趣是从之前的研究阶

段中逐渐产生和酝酿起来的 ， 马尔库什后期的现代性文化批判理论的

建构就是对卢卡奇未竟的美学理论的一种延续和发展。

作为没有完成的巨著《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审美特性》

被布达佩斯学派视为卢卡奇摆脱意识形态束缚 ，重新回到青年卢卡奇

的一部重要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文化》的第十八章《生活与心灵 ：

青年卢卡奇和文化问题》就是马尔库什专门对青年卢卡奇的审美观念

进行的评析。 根据赫勒的回忆 ， 布达佩斯学派初期 ， 马尔库什的兴趣

还在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上。 然而出于友谊和忠诚 ， 对美学毫不了解

的马尔库什承担了编辑卢卡奇《海德堡美学手稿》和《艺术哲学》的工

作。 正是这项工作 ， 激发了马尔库什对文化的兴趣 。 因此 ， 卢卡奇对

马尔库什的影响绝不仅仅体现在一篇论文之中 ， 概括地说 ， 卢卡奇至

少从两个方面对马尔库什转而构建文化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方面，卢卡奇的美学理论是 一种对象化的理论(the theory of 

objectification儿换句话说 ，他的美学理论是对人类的实践活动及其实

践产物的分析。 这种对象化理论不再是基于必然性判断的立场 ， 而是

在实践中 ，在对象化的产物中来理解和反思人类活动与类特性。 从这

个意义上说 ，布达佩斯学派把卢卡奇的美学思想视为他哲学研究的真

正创新所在。 在马尔库什看来 ， ＂文化
“

是人类活动最有代表性的对象

化形式。 一方面 ， ＂它们是历史作用在我们身上的力量 ， 限定我们生活

＠ 阿格妮丝·赫勒：《卢卡奇再评价》 ， 衣俊卿等译 ，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

16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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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
＂

； 另一方面 ，
＂

它们也是物质材料、 希望的宝藏 ， 我们可以一

如果我们没有被盲目习惯迷惑 ， 没有受到非批判性接受
＇
意见

＇
的影响

的话一选择性地用来创造某些新事物 ， 在不断变化的生存条件下 ，

有新收获 、 新发现以满足理性的要求" 。© 由此 ， 马尔库什认为 ， 卢卡

奇的对象化理论为新的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 卢卡奇以艺术为特例 ，

把对象化的活动和产物同创造它们 、 限定它们的历史 、社会现实结合

起来去研究和分析对象化领域的价值和有效性。 这种方法开创了马

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思路 ， 触及了许多马克思的哲学曾经论述过却未做

解答的问题。 因此， 在马尔库什的现代性文化理论中 ， 对象化是一个

极为重要的概念 。 在《文化》的第一章《一个文化的社会：现代性的构

成》 、第三章《矛盾的文化统一体 艺术和科学》、 第十章《文化：概念

的产生和构成 一篇历史语义学论文》和第二十一章《文化的悖论》

中 ， 他都对
“

对象化
”

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解释 ， 说明了现代性的文化所

必须满足的—个基本条件就是
“

对象化
”

这一特征 。 以此为条件的文

化就是脱离了创造者而体现在著作 、绘画 、 音乐等文化体裁和类型中 ，

本身具有价值和意义的活动以及一切产物。

另一方面，卢卡奇的美学是关千
＂

个体性
＂

的艺术理论 ， 在强调个

体性的基础上 ， 卢卡奇建构了一种个体与类相统一的历史哲学。 正如

赫勒所言：”这种历史哲学只有以美学的形式才能加以构造 ， 因为 ， 当

一个人不去研究艺术 ， 而去研究社会生活的总体时 ， 他不可避免地陷

入死胡同。飞）也就是说， 卢卡奇要在独立千日常生活世界的艺术领

域、美学领域中寻找个性与类相统一的方式。 这一点对马尔库什影响

巨大。 马尔库什延续了卢卡奇的这种历史哲学。 他认为
＂

文化就是卢

<D Gyorgy M釭kus, Culture, &比nee, Society : The Consti比tion of Cultural Modernity, Brill, 

201 1,p. 20. 

＠ 阿格妮丝·赫勒 ： 《卢卡奇再评价》 ， 衣俊卿等译 ，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 第

勾7 -2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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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奇生命中 ＇ 唯一 的'(single)思想
＂

笠文化领域是彰显个体性、 特殊

性多样性的领域 ， 高雅文化是卓越的 、真正的个性的实现。 不仅如

此 ， 他的批判阻反思性的文化理论又发展了卢卡奇的思想 。 马尔库

什指出 ， 现代性的危机就是一种文化危机 ， 其根源就在于人并没有真

正实现个体性与类的统一。 正是以此为基础 ， 马尔库什的现代性文化

理论的一个指向就是批判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两大思潮取消多元性 、

差异性 ， 完全同一化的趋势 。

二、作为现代住文化理论核心的启蒙

马尔库什的现代性文化批判理论是从对现代性文化的内在构成的

划分开始的。 按照马尔库什的理解 ， 现代性文化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 处

千两极对立的艺术与科学， 哲学等人文学科处于中间的过渡地带。 基于

现代性文化的儿个主要内容 ， 马尔库什在导言中对《文化》收录的21篇

论文进行了结构划分。论文集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含前九章 ， 集

中体现了马尔库什对现代性文化中的科学与哲学问题所持的观点 ； 第二

部分是从第十章到第二十一章 ， 主要体现了马尔库什对艺术的理解和分

析。 然而 ， 如果打破文章主题的界限 ， 就可以发现 ，马尔库什现代性文化

理论研究的总体线索紧紧围绕若对启蒙的反思而展开。 借用康德解释

启蒙的名言 ， 也是马尔库什在本书中反复引用的一段 ： ＂启蒙就是人类脱

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 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

理智 。 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 ， 而在于不经别人引导就缺乏

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 ， 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 Sapere

aude(敢于知道）！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

CD Gyorgy Markus, Cult四 ， Sc叩nee , Society: T, 如 Co心血山on of Cultural Moderni灯，Brill,

2011,p.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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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叽）应该说 ， 在马尔库什的现代性文化理论中 ， 启蒙所指的不仅是单

纯的启蒙运动 ， 而且是更为广泛的思想传统。正如马尔库什所言：”这一

传统穿透了所有的历史断裂而激发了欧洲的思想史 ，而且这一传统主要

是由哲学所承载的：批判的、反思性的自我意识的传统，在今天这种传统

也竭力批判性地对自身的限度进行评价；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命名这种

传统的话 ，在这个名字所负担的所有历史的意识中 ， 我将把它称为启

蒙。心因此 ，对启蒙的反思与对现代性文化的批判成为马尔库什文化理

论彼此纠缠的两条线索。

作为核心范畴启蒙几乎贯穿了《文化》的所有篇章。 即便在不是

以启蒙与现代性文化为研究主题的篇章中 ， 启蒙的传统以及启蒙运动

的影响也是马尔库什展开分析所立足的基本语境。 例如 ， 在第六章

《变化的科学形象》中 ， 马尔库什就在 启蒙运动和思潮的背景下讨论了

作为文化形式的科学活动在研究方法和自身特征等方面的历史演变。

此外 ， 在第十七章《一种哲学的失落： 19 世纪末的德国文化哲学》中，

马尔库什同样详尽地论述了启蒙所引发的文化困境 ， 分析了启蒙传统

与德国文化哲学走向失落的内在联系。 因此 ， 毫无疑问 ， 启蒙是马尔

库什现代性文化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

一方面 ， 马尔库什始终致力千批判性地分析启蒙与现代性文化之

间的内在关系。 在《文化》的第二十一章《文化的悖论》中 ， 马尔库什

从启蒙计划中找到了文化概念分化的根源 ， 并且指出，正是启蒙计划

的两种逻辑矛盾的 、悖论的关系导致了文化的悖论。 马尔库什对文化

概念进行了经典的划分 ， 区分了广义的 、 人类学的文化以及狭义的 、 价

值标示(value-marked) 的文化。 人类学的文化是一个社会共同体所共

有的文化 ， 它所具有的表意系统使作为个体的成员可以相互了解 ， 用

(i) 詹姆斯 ．施密特 ：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 ：18 世纪与 20 世纪的对话》 ， 徐向东、卢华萍

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61 页。

® Cyl:lrgy Markus, Culture, Science, Society: The Constitu勋n ofC叱ural Modern切， Brill,

2011,p.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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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理解的行为方式在社会中生活 、 交往 。 总的说来 ，人类学的文化

概念是一个社会单位独特的 、 区别于其他社会单位的标志性的体系 。

而价值标示的文化在现代性条件下通常被视为是自律的 ， 本身就具有

价值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社会与经济因素的影响 。 在马尔库什

那里 ， 狭义的文化特指科学 、艺术、哲学等高雅文化。 这两种看似无关

的文化意义统一 在一个名词之下正是启蒙计划的结果 。 广义的 、人类

学的文化概念起源千作为启蒙批判性的逻辑。 正是在启蒙对传统否

定性的批判过程中 ，
一种全新思维方式的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得以产

生。 然而 ， 这种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只是启蒙在理性地批判传统习惯惰

性这一计划中的产物 ， 它的出现同时深深地纠缠着另一种不同的文化

概念 ， 这个文化概念是启蒙计划的另一种逻辑的产物 ， 也就是肯定性

的 、建构的启蒙所产生的价值标示的文化：＂正如广义的文化概念是要

取代固定的和约束性的传统的理念 ， 狭义的
＇
文化

＇
立志取代神圣的但

无理性的 、作为生活终极目标的宗教力旦 。讥）由此 ，恰恰是启蒙现代

性批判与建构 、否定与肯定的两种逻辑之间矛盾统一的张力决定了文

化以悖论的方式存在。 在第三章《矛盾的文化统一体 艺术和科学》

中 ，马尔库什进一步以启蒙现代性的悖论为基础 ， 分析了高雅文化中

科学与艺术两大组成部分之间矛盾而充满张力的关系 。

另一方面 ，马尔库什仍然把哲学的功能和目标设定为启蒙。 尽管启

蒙在今天备受责难 ， 尽管马尔库什明确指出对于今天的现代性文化危

机，启蒙难辞其咎 ，但他始终是一个坚定的启蒙支持者。 这一点在《文

化》的第十一章《孔多塞：交流／科学／民主》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 马尔

库什在很多方面尖锐批判了孔多塞乐观主义的观点 ， 但是总体上 ， 他对

千孔多塞所代表的进步的人类历史发展图式体现出的启蒙精神持肯定

的态度 ，对孔多塞这位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表达了深深的敬意。 在第八

章《体系之后：科学时代的哲学》中 ，马尔库什更加明确地回答了今天的

(D Gyorgy M釭kus, Cultu比， 如ence , Society: T如Con.st,血勋n of Cultural Modernity, Brill, 

2011 , p.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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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所具有的功能和作用：＂哲学并不
＇
提供

＇
定位 ， 它只能为之提供一

般的指导方针 ， 而且首先， 它能够有助于这方面有用的才能的培养：评判

性的质疑和判断的能力 ，反思性地远离一个人习以为常的、社会的和文

化环境的能力 ，为做出的选择负责任的能力。噙）而这种能力恰恰是康德

意义上的启蒙。 曾经师从马尔库什并与其共同工作过的澳大利亚学者

约翰·格里姆雷(John Crumley)在他主编的文集《文化与启蒙 ： 关于乔

治· 马 尔 库 什 的论文》(Culture and E心ghtenment : Essays for Gyorgy 

Markus)中指出 ， 对启蒙的不懈追求始终是马尔库什文化理论研究的一

个主题。© 正是马尔库什十分恰当地把文化与启蒙结合在一起来实现

他的启蒙理念，使人性和人道主义在合理与自主的高度上实现 ， 人类最

终也因此获得了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自我反思的意识。

对于马尔库什在现代性文化理论研究中蕴含的这种启蒙情结 ， 亚

诺什·基什(Janos Kis)的一段话应该是最为明晰的阐释 ： ＂严肃的思

想家一般都有一个独特的核心焦点问题来统摄他的全部著作 。 马尔

库什的核心问题就是启蒙。 所谓启蒙并不是单指18世纪中叶兴起的

思想运动 ， 而是作为其根基的更为古老的哲学传统。 不过 ， 马尔库什

并不是受到传统内容本身的启发 ， 而是受到启蒙内在困境的启示 。 他

仔细考察了启蒙的矛盾冲突 ， 认真与彻底的态度一点也不逊色于那些

反启蒙的作家。 但他并不是一个反启蒙者 。 他并不想要放弃现代哲

学的纲领；他甚至不认为这种转变能有丝毫的意义。 他所关注的问题

是这样的 ： 人们如何能够在中肯地批判启蒙传统的同时至少保留其关

键的内容？即使在遭受一切重要的质疑时仍然能够为启蒙的基本理

念合理辩护的到底是什么?"®

Q) Gyclrgy Mork us, Culture, S或nee , Society: The CotL�titution of Cultural M odemity, Bri 11 ,

2011, p. 284. 

®John Crumley, The Para心如，if Philosophy: 伽r盯血rk囚 at Syd心y University , C心ure

and Enlig加mnent: Essays for 伽r盯血rk心
，
Aldershot:Ashga比

，
2002,p. IO. 

@ John Crumley, The Parado如 of Ph心sophy: 伽rgy Markus at Syd叨加加忒ty,C心叩

and Enlig心nment: E忒吓for GyiJrgy Markus, Alde1-shoL: Ashgate ,2002, p.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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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掘：现代佳文化

理论的独特住

《文化》中所收录的21篇论文代表了马尔库什现代性文化理论的

核心思想。除了 1 篇研究青年卢卡奇审美思想的文章之外 ，余下的 20

篇论文均写作于马尔库什移居澳大利亚之后 。 从时间上看 ， 似乎可以

得出结论 ，马尔库什的文化理论是最近 30 余年的研究核心和成果 ，

1978 年似乎就是这种转折甚至断裂的时间节点：在此之前 ，是马尔库

什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布达佩斯学派时期 ， 自此之后则是马尔库

什发展全新的研究领域的时期。基千这种判断 ， 就会出现一种疑问：

布达佩斯学派时期的理论研究与现代性文化理论之间是一种什么关

系？对此 ， 我想阐述几点看法 ， 并通过回答这个问题 ，阐明马尔库什现

代性文化理论的独特意义。

首先 ， 现代性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种扩展和延续 。 我

想 ， 这种表述除了能够回答马尔库什个人研究不同阶段之间的关系问

题 ， 还能够回应普遍存在的质疑：布达佩斯学派是否已经终结？事实

上 ， 1978 年 ， 赫勒、费赫尔夫妇和马尔库什夫妇移居国外之后 ， 匈牙利

境内
“

有形
＂

的布达佩斯学派就已经解体了 。 然而 ， 在很多不同的场

合 ， 赫勒、马尔库什和瓦伊达这三位在世的布达佩斯学派成员都曾经

表述过 ， 虽然形式上的学派已经不复存在 ， 但是他们之间集体研究的

方式和习惯仍在延续。 《对需要的专政》(Dictatorship over Needs) 、 《布

达佩斯学派II: 关于格奥尔格 · 卢卡奇》(The Budapest School II:

Essays on Gyorgy Lukacs)等著作都是学派成员分处异地共同合作完成

的理论成果。 虽然 ， 在费赫尔逝世之后 ，他们各自的理论兴趣发生了

分歧 ， 但是学派成员们仍然密切关注着彼此的研究成果并互相提出友

好却尖锐的批评意见 ， 就像布达佩斯学派时期他们常常做的那样。 因

此 ， 用一种断裂的观点宣告布达佩斯学派的终结是不客观的。 同样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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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什在布达佩斯学派时期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为他后期的

文化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提供了基本框架。

总的来说 ，马尔库什的现代性文化理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的一种发展，他完成了马克思曾经述及却并未详细研究的理论任务。 在

1857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 ， 马克思曾经指出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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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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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规

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飞）在马尔库什看来 ， 马克思所谓的困难留下了一

个理论任务 ， 那就是说明当 一种艺术形式的社会历史条件消失之后 ， 这

种艺术形式仍然具有有效性的原因何在。 因此 ， 马尔库什的文化理论研

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寻找可以阐释和解读文化作

品的有效概念。在《文化》的第十五章《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理论》以及第

十六章《意识形态批判的批判》中 ， 马尔库什分析并重新阐释了
“

基础与

上层建筑" 、”意识形态
”

等马克思所使用的重要概念的内涵 ， 着重分析

了这些概念对于解释文化实践活动及其产物所具有的意义和功能。 毫

无疑问 ， 从这个意义来看 ， 马尔库什的文化理论沿着马克思的视角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 ， 发掘出马克思的关键术语和范畴在解释文化

现象时所具有的有效性。 以此为基础 ，马尔库什进一步对文化各个组成

部分的内容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存在的困境进行了深入探讨 ， 力求完

成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留下的任务：对科学 、 艺术等文化形式的功能以

及对人所具有的普遍意义进行解读和澄明。

其次 ，马尔库什试图将解释学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进行

结合确立一种新的文化阐释方法 ， 即历史解释学的阐释方法。 在《文

化》的第四章《哲学的解释与哲学中的解释》和第七章《为何没有自然

科学的解释学？几个初步论题》中 ， 马尔库什明确说明了这种历史解

释学的独特性 。 这种解释学不同千当代哲学解释学的本体论方法 ， 而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笫 2 卷 ，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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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科学 、哲学等文化形式置于历史境遇和当代的文化实践的选择中

来理解和阐释 。 马尔库什的这种历史解释学关注的不是观点体系或

价值目标 ， 而是科学、哲学的历史和文化语境 ， 因而其可以为传统的 、

备受责难的主观主义的认识论和社会学方法提供必要的补充。 这种

历史和文化的视角来源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方法。 在《资本论》第

—卷的脚注中 ，马克思做出了以下表述：”事实上 ， 通过分析找出宗教

幻象的世俗核心 ， 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

式要容易得多。 后面这种方法是惟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 ， 因而也是惟

一科学的方法。飞）马尔库什对哲学 、 科学 、艺术等文化形式的研究正

是遵循了马克思的这种唯物主义的方法。

因此 ，现代性文化理论的构建并不是马尔库什思想上断裂的结

果 ， 恰恰相反 ， 其是马尔库什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之后就一直在思考

的问题的一种拓展和延续。 从布达佩斯学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人

类学》开始 ， 马尔库什就从对
“

人的本质
”

概念的解读入手 ， 试图对人

的类特性 、类本质进行描述和概括 ， 从而对人类生活的
“

应然
”

状态做

出解答。 卢卡奇的美学理论为马尔库什的思考打开了新的思路。 正

如马尔库什所言 ， “从卢卡奇作为一位思想家的发展之初起 ， 对他来说

文化问题就意味着是否有可能过上一种摆脱异化的生活问题"®。 马

尔库什把对人类命运和未来的思考转向了文化领域 ， 试图在文化中寻

找摆脱异化的生存方式 ， 通过批判性地分析文化现状 ， 用一种历史解

释学的方法 ， 为人类摆脱生存危机、 解决现实困境寻找出路 。

最后 ，马尔库什的现代性文化理论往往通过批判性地分析经典的

文化理论和当代有影响的文化理论而表达自己的观点。 例如《文化》

的第十一章《孔多塞：交流／科学／民主》、第十二章《货币和书 ： 康德和

德国启蒙危机》 、第十三章《黑格尔的文化概念》 、第十四章《黑格尔与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 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429 页 。

(i) Gyorgy M础us, Culture, Science, S衣叩ty:The Constit山ion of Cultural Modernity, Brill,

2011, p.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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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终结》、第十九章《瓦尔特·本雅明或作为幻象的商品》以及第

二十章《阿多诺和大众文化 ： 自律性的艺术与文化工业的对立》。 在这

些篇章中 ，马尔库什通过批判性地讨论从古至今关于高雅艺术或高雅

文化问题最主要的、 最有影响力的理论 ，阐述了这些理论在哪些方面

对千解释和试图克服文化内在的困境与悖论的存在方式做出过理论

尝试。 在对这些经典的文化 、艺术 理论进行评析之后，马尔库什尖锐

地指出了这些理论所存在的问题 ，从而阐发了自己对千文化和高雅艺

术与现实的人类实践活动之间的紧密关系的理解。 这种间接式的研

究方法不仅便于我们了解文化理论的经典表述 ，同样有助于我们更好

地理解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有助于我们深入地考量和评价文化内

在的构成以及不同文化理论之间的张力和由此形成的动力。

结语

如前所述 ，《文化》的出版见证了马尔库什现代性文化理论研究的

巅峰。 将马尔库什散见于不同主题的论述集中到同一本论文集中使

我们有机会从总体上把握和理解其现代性文化理论的概貌和中心主

题。 为了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来探讨马尔库什的文化理论 ， 澳大利亚

著名的学术期刊《提纲十一》(Thesis Eleven) 千 2015 年第一期出版了

马尔库什研究专号。 在这一期中 ， 收录了阿格妮丝 ·赫勒特别为耄耋

之年的马尔库什所撰写的文章《我最好的朋友：致乔治·马尔库什》

(My best friend: 几r伽rgy Markus), 以此纪念他们半个多世纪的 、历

久弥坚的友谊。 在文章中 ，赫勒深情地回忆了好似昨日的初见 ，他们

因马克思结缘 ，
一 番热烈的讨论之后 ，赫勒打破了原本对马尔库什教

条的共产主义者的误解并建立了一生的友谊。 她回忆了布达佩斯学

派时期的快乐时光 ： 每周一次在马尔库什夫妇永远向朋友敞开的 、 散

发着咖啡香气的温暖的小家中 ，他们就感兴趣的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她回忆了在自已经历情感波折和丧夫之痛时 ，马尔库什夫妇积极的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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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和无微不至的抚慰；她回忆了马尔库什为举荐自已而拒绝接受教授

席位的深情厚谊...…除了这篇充满感情的、 回忆录式的散文以外 ， 赫

勒、基什、 格里姆雷等学者还专门撰文 ， 针对马尔库什这本最新出版的

文集和他的现代性文化理论展开了批判性分析。例如 ， 赫勒在《乔

治· 马尔库什的高雅文化概念 ：
一种批判性的评析》 一文中总结了马

尔库什现代性文化理论的起源和基础 ， 同时也尖锐地批判了他对哲学

中浪漫主义传统的忽视。 基什在《现代性晚期的哲学 ： 反思乔治· 马

尔库什的（文化 、科学 、社会〉》 一文中着重对马尔库什的核心术语
“

悖

论
”
展开了分析 ， 指出了其中存在的歧义性问题。 这些学者既高度赞

扬了马尔库什现代性文化理论的创见 ， 也肯定了马尔库什理论的价

值。 然而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的可能是他们对我们的哲学立场和理

论视角的提示：不管是出千理智还是情感 ， 对一种理论的批判性反思

都可能是最好的热爱和尊重 。

本论文集的翻译工作是集体劳动的成果。 卷首语、 致谢、 导言 、

第一章第二章 、第三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八

章 、第二十章以及第二十一章的译者为孙建茵 ；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十

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六章的译者为马建青；第六章的译者为王静 ； 第

七章的译者为教佳怡 ；第八章的译者为何莉莉 、 罗楠 ；第十四章的译者

为李佳怡；第十七章的译者为温权；第十九章的译者为纪逗 。 虽然承

担的工作量各有不同 ， 但每一位译者为论文集付出的努力都是一 样

的 ， 做出的贡献都是同等重要的。 然而 ， 由于论文集所收录的都是长

篇幅的单篇论文 ，而且涉及的主题 、 人物和思想十分多样与广泛 ， 加之

译者的水平限制 ， 因此难免存在错误和不当之处 ， 敬请批评指正。

， 

金过噶

2015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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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语

《社会与批判理论系列丛书》喜迎乔治 · 马尔库什的《文化 、科

学、社会一— 文化现代性的构成》一书出版。 这一颇具创新性和内容

丰富的论文集是马尔库什的研究走向巅峰的见证。 马尔库什现定居

澳大利亚 ， 他是布达佩斯学派的核心代表与领军人物。 不仅本卷收录

的论文 ， 而且事实上 ， 马尔库什的整个思想轨迹都紧紧围绕着一个核

心观点展开 ， 那就是现代文化概念 ， 对于马尔库什来说 ， 它不仅包括高

雅文化 ， 还包括科学活动。 在这本重要的论文集中 ， 乔治· 马尔库什

致力于批判性地研究这一问题 ， 他追溯了现代文化的发展谱系、 产生

的问题、遇到的困难与留下的遗产。 应该说 ， 直到今天 ， 这些问题仍然

与我们看待和理解我们自身的方式休戚相关。

丛志偏精彴翰· 倾捷尔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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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

XJ

这部论文集 ，其中一部分是相当近期才完成的 ， 还有一些是几十

年前的成果 ， 可想而知有很多人在它的出版过程中一直大力支持 ， 因

此他们理应接受我最真挚的感谢。 我不可能一一列举所有人的名字。

在这里我只能提及给予我至关重要而且历久不衰的积极影响的那

些人。

首先我想要提到的是我在悉尼大学哲学系的一些同事 。 约翰·

伯恩海姆(John Burnheim)教授和保罗 · 克里滕登(Paul Crittenden) 

教授在我刚到澳大利亚的时候就已经在哲学系工作了 ， 他们一直鼎力

相助 ， 帮助我克服一个初来乍到的匈牙利人在全新的环境中不可避免

会遇到的那种
＂

文化冲击
＂

， 帮助我处理和适应与当时的匈牙利迥然有

别的学术氛围和学术活动的制度要求。 在比我年轻的同事中 ，我最要

感谢的是约翰·格里姆雷博士 ， 他在论文集发表之前就已经阅读过其

中的许多文章 ， 并且提出了很多中肯 、尖锐又十分有益的批评意见。

我同样要深深感谢来自墨尔本的同人们 。 首先是大卫· 罗伯茨

(David Roberts)教授 ，这些日子以来他一直手不释卷地处理我的手

稿 ， 把我的私人语言（抱歉 ， 维特根斯坦的说法）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英

语。 此外 ， 感谢约翰· 朗德尔(John Rundell)副教授不吝赐教 、全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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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助一一没有他的贡献这卷书不可能完成。

无论如何 ，我44岁这一年来到澳大利亚时 ， 已经取得一些重要的

理论成果（包括三本著作） 。 这些成果是小范围的理论家群体集体努

力和共同计划的结果 ， 今天 ， 这个群体往往被称为布达佩斯学派 。 布

达佩斯学派基本上是由四位年轻的哲学家组成的－阿格妮丝·赫

llii 勒和她的丈夫费伦茨·费赫尔(Ferenc Feher) (他已经去世了） 、 米哈

伊·瓦伊达和我， 同时还有两个
“

加盟的
“

批判社会学家安德拉什·赫

格居什和我的妻子玛丽希娅(Marysia) <D 
0 最初 ， 布达佩斯学派是一个

围绕着卢卡奇形成的小组 ， 致力千实现他的
“

复兴马克思主义
＂

的计

划 ， 这个计划指的是要恢复马克思理论本身的批判性和解放性的特

征 ， 而马克思的理论在当时完全被扭曲和转变成一种无意义的意识形

态 ，只是为了把苏联模式社会的极权主义特征合法化。 但是即使我们

在从马克思主义的幻想中清醒过来之后 ，这种联系对我们来说仍然具

有重要影响 。 阿格妮丝及家人到达澳大利亚后去了墨尔本 ， 与此同时

我们来到了悉尼 。 阿格妮丝、 费伦茨和我随即写了一本书（被广泛翻

译）＠一对当时东欧各国的社会 、 经济和意识形态结构进行了批判

性的分析。 自此之后 ， 我们理论兴趣的特征和研究方向分歧越来越

大 。 但是我们仍然保持友谊 ， 而且我们以不减的热情 ， 有时是非常尖

锐的一但通常是友好的一一批判来关注彼此的著作。 人们不用因

为友谊而感谢一个人， 只需要以德报惠。 尽管如此， 我还是必须郑重

地感谢我的朋友阿格妮丝·赫勒给予我的深情厚谊 ， 感谢她对我最新

的著作提出的往往带有尖锐批判性的评论和意见。

此外 ，我还必须感谢我的一些年轻的匈牙利同人。 我在这里只想

提一个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人， 亚诺什·基什 (Janos Kis) 。 阅读他的政

＠ 马尔库什的夫人玛丽娅· 马尔库什(Maria Markus) 是波兰裔社会学家 ， 也是布达佩

斯学派的研究者之一 。
－ 译者注

＠ 这里指的是三个人合写的著作《对需要的专政》 (Feher, F. , Heller, A. and Markus, 
G., Die皿orship 叩rNeed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3) 。

一—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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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治哲学著作让我酸蝴灌顶 、 兴味盎然 。 影响之大以至于激起我独有

的、论战性的热情去涉足这个总的来说相异于我自己研究兴趣的哲学

领域。 这些著述让我茅塞顿开 ， 成功地将我从这些问题妄自专断、 愚

钝麻木的理解中唤醒。

最后 ，我将最真挚的感谢送给我的家人。 我的小儿子安德拉什

(Andras)和他的妻子朱迪 (Judy), 一直帮助我们照顾他的兄长 ， 我们

的久里(Gyuri), 他由于 20 多年前的一次不幸的体育事故而严重致

残。 与此同时 ，安德拉什一直在技术性工作上帮助我一一因为我在这

一方面完全是外行� 但我必须还要感

谢久里 ，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总是尽其可能地理解我们。但是 ， 我最

感谢的当属我的妻子。 不论我写什么 ， 她永远都是第一个读者 ，
而且 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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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t

本卷中的文章在写作上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跨度一 —近四十年。

按年代来看 ， 这个合集里的第一篇文章（关千青年卢卡奇的审美观念）

还是在匈牙利时创作的 ， 写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 ， 最初于 1973 年在德

国发表。 这篇文章的历史颇有蜓而走险的意味。 那个时期的我 ， 与被

称为布达佩斯学派的其他成员一样 ， 没有任何稳定的工作并被严格禁

止出版一切著述。 所以这篇文章（没有任何政治锋芒）实际上是由一

位德国朋友从国内私运出去的。 至少它的发表没有带来任何进一步

的处罚 ， 除了不是特别愉快的那几个小时讯间。

然而 ， 除此之外 ， 这里收录的所有其他论文都是从 20 世纪 80 年

代早期 ， 我们被迫移民之后开始写作的 ， 那时我们在澳大利亚有了新

家。 这些论文记录了我在悉尼大学授课的岁月 ， 此后伴随着新的千禧

年的开始 ， 也记录了我从哲学系教授的职位上退休后的岁月。

能够把所有这些文章统一在一起的基础是它们主题上的基本同

一， 现代的文化理念(modem idea of culture) 。 然而 ， 这也许仍然是一

种太过宽泛的表述。 兴起千 18 世纪下半叶的文化概念是一个特别复

杂的概念 ， 覆盖了大量密切相关 ， 但却不尽相同的观念 ，从而产生了各

种歧义和矛盾。 在其中的一些文章中 ， 可以说 ， 我确实试图绘制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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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地图 ， 能够把这些难题放在其中 ， 并同时披露它们并非偶然性的

特征。 然而 ， 这些论文设法解决的基本主题和题目 ，是某些更为狭义

的 、特殊的 、 刻画现时代特征的高雅文化理念(idea of high culture) 。

正如我试图展示的那样 ， 这个概念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 ，

最后的结果是 ，经典的心灵培养(cultura animi) [马库斯· 图留斯· 西

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的］概念 ， 培养合适的 、社会界定明确的精

英（男性）成员的概念 ，被（高雅）文化概念所取代 ，高雅文化指代的是
一些活动 、社会实践（主要是科学和艺术实践）， 其结果被假定为普遍

有效的产物，而实践本身被视为在本质上是自律的(autonomous)。 科

学的发展被假定为朝着越发具有一般特征的客观的 、非个人的(imper

sonal)真理而进步。 引导研究（体现在它的方法上）的规范性标准／原

则确定并保证了这种进步 ， 它与客观真理的观念直接相连并以这种观

念为基础。 另 一方面 ， 真正的、高雅的艺术作品 ， 虽然它们指向受众情

感的意义和影响的本性始终都是“ 个人的
”

，但是在能够吸引即将到来

的 、未来几代人的情感的意义上 ， 它们却被认定为是普遍有效的。

正是与这一对普遍有效性的要求和目标相关 ， 科学和高雅艺术 ，

如文中所示，被认为是自律的。 这就意味着 ， 这些活动成功的结果和

产品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 不需要根据外部目标来判定， 而是根据这些

实践内在的规范和标准来判定 ， 此外 ， 原则上 ， 这些结果和产品不只是

对那些（通常是一个少数）实际上随时都对它们有直接兴趣的人来说

是有效的 ，而是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有效的 。

然而 ，高雅文化 ，绝不仅仅是一个宝库 ， 只储藏着过去的 、 作为现

存的传统对常新的一代代接受者来说仍保留着重要意义和相关性的

3 此类作品 。 因为可以理解 ， 每一代接受者主要感兴趣的都只是那些直

接针对他们自己特定的关注点 、言说他们自已语言的作品。 高雅文化

一直鲜活 ， 因为它始终是活跃的和具有创造性的 ， 创作出来的新作品

既是直接现实的 ， 同时又具有持久的 、普遍的意义。 然而，就这种新文

化产品而言 ，它们属千高雅文化仅仅是一种要求 ，是作者的意图 ，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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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往往能够找到好识别的 、 制度化的表达方式。 然而 ， 到底什么才

能决定这种要求是否合法？其有效性的实证标志是什么呢？

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 ， 我们不得不面对现代高雅文化概念尖锐

的矛盾特征。 如文中所示 ， 高雅文化理念 ， 包含两个主要领域：科学和

艺术（哲学与人文科学处于两者之间的无主之地）。 然而 ， 这两者统一

在同一个文化概念之下 ， 体系上具有并被赋予了使它们两极对立 、 处

于严格互补关系的特征。 因此在回答这个问题时 ， 它们同样采用了根

本不同的方式。

在科学中（这里主要指的是
＂

硬
＂

的自然科学） ， 某些理论上的创

新或者实质上新的试验是否是可接受和有效的 ，是否促进了预设的科

学进步 ，要想对此做出评判 ， 根本上要取决于 一个小范围的 、 特定的
＂

专家组
“

以及相关的特殊研究共同体的成员的（激辩后得到支待的）

意见 。 这当然是一个不够可靠并且可以修改的决定。 但是就这个决

定本质上由这个群体共享这一事实而言 ， 它都有权暂时性地决定一切

要求科学有效性的特殊主张的命运 。 广大的公众只不过被视为不能

理解和评判这些作品的人 。 相应地 ， 现代性中的科学作品普遍的 、 永

久的意义（特别是在科学世界观的理念解体之后）基本上取决千它们

在影响和塑造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地 ， 虽然

不是独一地 ， 通过它们的技术应用来完成） 。 然而 ， 这种实践上的作

用 ， 是主体间证实的科学理论真理的结果 ， 绝不能作为它们有效化的

终极基础 。 事实上 ， 当代科学结构中最基本的理论（
＂

大爆炸
“

理论）

并没有直接的实践应用。

当然专家意见（像文学批评的意见）和特殊的决定（像美术馆主

管的决定）在判断某些新作品提出的属于高雅艺术的主张是否合理时

也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然而 ， 这只是一种短期的 、 转瞬即逝的影

响 。 从根本上说 ，能够真正衡蚊（至少在某些时候）一个特殊的新作品

确实是成功的高雅艺术作品的标准 ， 恰恰是相关接受者（读者 、 听众 、

观众）持续的、长期的积极关注。 然而 ， 只有一个基本的 、 可信赖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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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标志能够证明这种关注——这个作品在现代文化市场的适当位置

上成为长期热销的商品。

然而 ， 这种稳定的、互补的对立统一体 ， 几乎从一开始就在敌对性

的纲领和趋势之间产生了冲突性的动力：启蒙运动(Enlighterunent) CD 

和浪漫主义 。 前者旨在唯科学化 (scientisation) , 后者旨在文化的唯美

化(aesthetisation) 。 两者在各自的时期内都举足轻重并且大获成功 ，

影响着高雅文化的创造者和接受者。 然而 ， 总的来说 ，它们在克服直

接对立的统一体内在的矛盾特征上所做的伟大尝试都是失败的 ， 而且

慢慢地 ， 到 19世纪末 ， 这两种努力就完全销声匿迹了 。 但是对这种理

念的根本特征的忧虑却仍然存续。 20世纪 ， 在一些主要的西方国家的

＂文化之争
”

里可以发现这种迹象 ， 然而 ， 它却体现出一种更独有的特

征 ， 那就是依赖千各民族文化的实际构成和状况。

然而 ， 这种焦虑 ， 并不是毫无根据或偶然的。 至少乍看起来 ， 这种

不安有（或目前还有）其合理性的根据 。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 高雅文

化的两个伟大的组成部分内在的困境已经浮现。

乍看起来 ， 关于科学研究结果非时间的 、 非个人的普遍有效性的

主张陷人困境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 ， 即它们的真理性是受时间限制

的 ， 不论在实验还是认知仪器方面都依赖于特定的状况（例如可用的

数学仪器等实验设备和认知工具）。 无论如何 ， 这种张力融入了当代

科学的特定结构和实践之中。 因为 ， 很明显 ， 它把所有结果和理论都

设定为可证伪的。 这就意味着它实际上鼓励不断更新的实验验证甚

至包括验证公认完美的和最基础的理论 。 当代科学承认自身的历史

性 ， 不断探索着自己主张不受时间限制的 、普遍有效的极限。

5 还可以争辩的是（有时的确如此）， 所谓科学对其结果普遍有效性

(D "Enlightenment" 这个词在马尔库什的著作中是一个重要的、 关键性的术语 ， 几乎贯

穿了他所有文化理论的研究。 这个词在马尔库什的研究中并不专指启蒙运动本身 ， 更多的

时候指的是作为启蒙运动思想基础的精神传统。 在本卷中， 这个词根据不同的语境翻译为

“启蒙＂ 或＂ 启蒙运动
”

。 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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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张得到所有有理性的人的承认 ， 这种假设至少与一个事实直接矛

盾 ，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 ， 只有非常专业的专家群体 、特定研究组

织的成员才被认为有能力评判任何一个具体主张的有效性。 毫无疑

问 ， 接受一般教育的普通人 ， 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领会这些理论的

相关细节。 但是为什么他或她能够很容易地接受这样一个小范围的 、

无疑也有自己特殊兴趣的专业人群的结论呢？

无论如何 ， 与此相关的事实是 ， 这样的结论往往 确实能够得到广

泛接受 ， 而且这样做也是合理的。 当然 ， 科学家们不是道德大师——

他们也可能沽名钓誉、谋求认可。 在现代科学的历史中确实发生过虚

假陈述和少数的明显欺诈的案例。 然而 ， 这样的情况极为罕见和短

暂。 通过这样的方式这一点能够得到 确保 ， 即当代实验科学在社会－

制度上根植于大量彼此独立 、激烈竞争的研究中心和机构当中。 任何

宣称根本上是全新的、意想不到的实验结果和基于它的理论总是会通

过之前提到过的反复（尽可能准确的）实验和以此为根据的推论 ， 而立

即得到验证。 当然 ， 普通人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无论在实践上还是认

知上。 因此当面对相关专家群体共享的 、共同的意见时 ，对他／她来说

唯一合理性的态度就是接受它是有效的。 当然 ， 他们往往对这些
“

细

节
“

没有兴趣 。 今天的人们普遍对科学有信心 ， 主要因为科学的实践

应用基本上是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的 ， 在塑造我们今天的生活状况方

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不断延伸这一范围。

因此 ， 看起来似乎怀疑论对于科学研究结果普遍有效性的质疑 ，

以及对千以此为基础 、作为高雅文化基本成分之一的科学自律性的怀

疑 ，都是毫无根据的。 不过 ， 这是一个过千草率的结论。 因为就科学

研究最成功和最重要的领域 ， 自然科学领域而言 ， 现代的发展似乎破

坏了它们的自律性 ， 这个属于高雅文化的基本前提 。 正如前面所指出

的那样 ， 科学专家共同体一定扮演着集体的代言人的角色 ，他们拥有

适当的认知权威 ，能够对理论的和／或经验的有效性 以及特殊出版物

或实验装备的价值做出判定。 然而 ， 这不足以确定科学发展本身的一

5 



文化、 科学 、社会一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般方向 (general direction) 。 当代实验科学 ， 以及它要求的所有设备 ，

一般来说需要巨额的长期投资 ， 只有当政的政治（国家）或经济权力才

能提供。 当然在一些情况下 ， 可以并且确实存在这些权力中心迫千公

众压力去支持旨在解决特殊问题（从一些医学问题到生态危机）的科

学活动。 科学家本身也不需要成为这样决定的被动目标 。 然而， 总的

来说 ， 这并不能改变当代实验科学的发展从根本上受
＂

外在
“

力拭影响

这一基本事实；如此看来 ， 科学是他律的 (heteronomous) 。 绝非偶然 ，

我们时代的某些最伟大的发现 ， 例如核裂变 ， 过去和现在主要服务的

目标很可能会危及整个人类文明的存在。 由此 ， 从这个隐含的意义来

看 ， 当代科学最重要的分支似乎没有被合理地当作高雅文化活动一

在根本意义上说 ， 它并不是自律的。 然而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论

吗？这是一个必须去正视的问题。

关于
＂

高雅艺术
”

理念同样也有不少严重的内在问题和困境。 我

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主要指（或至少考虑）的是
＂

高雅文学艺术
”

（纯

文学意义上）这个概念。 相对而言 ， 它无疑是具有最广泛 、稳定 、 整齐

的受众群体的艺术创作领域 ， 同时 ， 也是 这些张力以最尖锐和最直接

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艺术分支。

在现代性中 ， 所有文学作品（和所有其他艺术分支）通过书店这样

的文化市场机构的中介 ， 或成功或失败地与它们预期的 、 适当的接受

者（所有艺术创造力种类内在的终极目标）相遇。 似乎 ， 这样一种
“

商

品化
”

意味着文学作为一种高雅艺术的贬值。 为这样的作品标价等于

把它们与其他代销商品相提并论 ， 去满足一些真实的或仅仅是想象

的 、一般而言完全外在千它们自身本性的 人类需求。 这样的作品可以

有意义地主张自已在本质上就是有价值的 ， 然而这种理念也被商品化

过程变得毫无意义。

7 无论如何 ， 这完全误解和歪曲了在早期现代性中出现的文化市场

的历史作用和现实影响。 能够促使高雅艺术理念兴起的恰恰只有艺

术的市场化 。 因为只有市场伟大的均质化力擞才能够并且确实成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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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毁前现代的主从关系(patron-client) , 在此之前 ， 艺术活动（或许被

理解为一种更复杂的手艺活）是被社会地嵌入这个主从框架之中的。

一方面 ， 这使其摆脱了为居于高等地位的主顾的期待服务， 并遵从他

们的指令。 同时 ， 至少在原则上 ， 它使其成果 ， 艺术作品可以面向所有

对此感兴趣的受众 ， 完全不在乎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 当然 ， 他们必

须有能力并愿意按市场价格购买它们（文学作品一 般不如此限制）。

甚至社会上基本条件有限的问题也由于公共图书馆这样的现代机构

的发展而得到缓解。

然而 ， 所有艺术创造产品的这一市场化 ， 在使高雅艺术的观念成

为可能的同时 ， 似乎却在实践上破坏和推翻了高雅艺术普遍意义的主

张。 历史上 ，这一理念与被假定为同其尖锐对立的、截然相反的 、“低

层"(low) 的艺术同时诞生：通俗的 、 流行的 、 商业的或大众的艺术作

品。 这些作品被想象为仅仅服务于某些无思想 、无价值的娱乐目的 ，

由生产者临时兴起而产生 ， 受它们直接的 、广泛的市场性驱动。 然而 ，

在文化市场中 ， 这两种文化产品却是潜在的竞争者。 它们共享相同的

交流渠道和媒介 ， 它们通过同类型的机构实现生产和销售 ， 具有类似

的对象化形式 ，等等。 毋庸置疑 ， 它们之间差异性的明确指标始终都

存在 ，一个懂行的文化消费者可以极好地做出辨别。但是在某个给定

的场合 ， 总归要由他／她来决定如何使用他／她的钱 。

无疑 ，从艺术品的接受观点来看 ， 在这样一 种竞争关系的预设中

存在某些荒谬之处 。
一个人也许精通文学经典（甚至一次次地重读其

中的一些）并带着极大的兴趣密切关注着高雅文学艺术的最新作品 ，

然而在其他某些时候 ，他也十分乐千阅读一部不算十分糟糕的惊悚小 8 

说。 好吧 ，他或她只是想要娱乐一下一 一何错之有呢？

然而 ，文化市场本身 ， 似乎把这种高雅艺术的特定理念设定的差

异性相对化为不可调和的 、最尖锐的对立 。 当然 ， 正如已经说明的那

样 ，它用（广义理解的）文化生产者的不同策略来阐述这一点 市场

上的短期成功对长期成功。 然而 ， 这似乎已经把一种截然对立转变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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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数量上特性化的差异 ， 似乎允许不同程度的等级和中介。

如果是这样的话 ， 那么文化历史只是支持并证明了市场的这种模

糊迹象。 因为实际上高雅和流行的－商业艺术曾经并且现在仍然代

表着一个界限模糊的连续统一体的两极。 一直都存在并仍然存在整

个范围的
＂

中间格砌的"(middle-brow)艺术作品 ， “双重性的"(double

coded)作品 ， 它们既可以带着真正审美愉悦的期望也可以仅仅作为享

受的娱乐来阅读 、聆听。［例如 ，就音乐而言 ， 约翰· 施特劳斯(Johann

Strauss汃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沁的 作 品或雷哈尔(Franz

Lehar严的作品。 ］

这种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的原因是 ， 文化市场把艺术从主顾的控制

和导向中解放出来 ， 同时把它的接受者也设定为
＂

自由的
＂

。 他们自己

来决定要寻找什么 、想要什么并且实际上可以享受何种艺术作品。 费

尼莫尔· 库柏(Fennimore Cooper炒的小说是最早的真正的美国文学

经典。但是今天 ， 青少年（往往是男性）把它们绝大多数当成一些现存

的 、伟大的冒险故事来读。 也就是说， 没有什么能阻挡一个接受者把

巴尔扎克(Balzac)的《高老头》(Old Goriot)仅仅当成一个好故事 ， 也许

只是快速浏览所有那些稍长的 、 ＂乏味的
”

描述性章节。

过去伟大的审美理论 ， 从 18 世纪晚期—直到 20 世纪早期 ， 都在

直面和企图应答这些难题 。 通过为真正的艺术作品（主要视它的形式

而定）提供一般的特征描述 ， 清楚地表明了其与商业－流行的伪艺术

作品之间根本的 、 不可调和的差异 ， 同时用一种有理有据 、论战的方式

阐明了所有恰当的 、真正的艺术的接受方式都必须满足的规范要求。

但实际上晚期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艺术趋势为审美传统披

9 上了导向功能的外衣。 先锋派和后现代主义艺术 ， 在其越发激进的

＠ 雅克·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 1819—1880), 法国作曲家 ， 19 世纪法国轻歌剧

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
－译者注

＠ 弗朗兹·雷哈尔 (Franz Leh6r) , 匈牙利血统的奥地利轻歌剧作曲家 。
－�译者注

＠ 詹姆斯· 费尼莫尔·库柏 (Jam邸 Fenniniore Cooper, 1789一1851), 19 世纪初的美国

作家 ， 主要写作美国西部主题的文学作品 。 一一 译者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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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性
＂

的探索过程中 ，甚至向有教养的接受者的期望发出了挑战 ，

它们有意识地拒绝某些被传统（在其自己的时代里相当正确地）视为

所有真正的艺术作品基本成分的特性。就美术而言 ，当代环境艺术或

行为艺术运动实际上否认了艺术
”

作品
“

是一个稳定和持久的对象化

产物 ，是独立于其作者／生产者的行为这种观念。后现代的文学作品程

序上旨在消除作者个人的声音（抒情诗中）或是叙述者的声音（在新小

说中）而使文本完全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 。 当然， 这也将拒绝任何

可能被接受的内在关系， 从而将破坏特殊的艺术观念。在实践中，实际

期待的就是即将到来的接受 ， 它的
“

未来化" (futurisation) 在
“

未来

博物馆
＂

中，艺术作品是为观众或读者准备的 ， 他们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将

第一次得到创造和培养。

但在这个过程中 ，在晚期现代主义和当代艺术方面 ， 更多东西丧

失了 ，不仅仅是审美的导向作用。 审美传统从更加广泛和更加基本的

期待中获得生机。 高雅艺术（或 一般来说的高雅文化）被认为有能力

并注定要取代和接替宗教力最—一提供一个方向趋向普遍有效的 ，但

世俗化的人类目标 ，能为每个人的生活赋予意义并因此填补规范性的

不足 ， 这种情况出现在世俗化待续过程的结果中。

这个亘古不变的信念和期望一将高雅艺术的普遍性的要求转

换为经验现实——最终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即使在基本的 、依据社会

基础的文化不平等（没有文盲 ， 义务基本教育体系的建立）消失之后 ，

高雅艺术仍然只是有限的 、 相对较小的接受者群体长久的兴趣所

在一一一般来说 ， 至今没有超过整个成年人口的1/5。毫无疑问 ， 读者

的数盘已经明显增长了一只是他们有规律地阅读
“

低层
＂

的垃圾而

不是高雅文学作品 。 类似的是， 今天的音乐有非常广大的听众 ， 只是

他们不是倾听莫扎特 (Mozart)或贝多芬(Beethoven) 的作品 ， 而是最新

潮的、往往几年之后就会被遗忘的摇滚明星的作品。

这绝不意味着否认高雅艺术的实际影响和重要意义。 首先 ， 它 独 10

特构成的传统往往在国家认同意识（特别是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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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建构和维持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 ， 这是某些最终— —对立

于 它的普遍有效性的主张－ 要分裂和无法统一的东西。 另 一方面，

对千它少数的真正的接受者来说 ， 它的作品确实能够产生一种改造生

活的效果 ， 能够打开一条路让人们彻底反思习以为常的过程。 ［在马

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伟大的小说中 ， 伯格特之死的情节就

是高雅艺术力量的一次伟大的艺术表现。 ］

但是 ， 正是由于其自律性 ， 高雅艺术在现代性中所失去的是其作

品可能需要或期望履行的一些预设的社会功能。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它

变成了
“

去功能化的" (defunctionalised) 。 今天 ， 每一个新的高雅艺术

作品必须创造自己的功能 ，在某种程度上 或某些方面去发现能够对其

产生启示－改造意义的接受者。 就这一点而言 ， 康德认为属千真正艺

术的基本功能之一的那些内容恰恰是相当有特点的一要想成为社

交的媒介 ， 在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中 ， 在当代环境中 ，为平等的人创造
一个友好的社会交往的平台 ，确切地说是通过

“

低层的
“

作品 、 商业艺

术来实现的。 正在上映的、最新的好莱坞喜剧或是最近在体育场表演

的盛大的摇滚音乐会当然更适合履行这样的任务 ， 它们对此驾轻就

熟。 对近期高雅艺术作品的兴趣 ， 由千品味极大的个性化和可供选择

的极大丰富化 ， 即便在其少数忠实的受众之间也只能产生微乎其微的

共鸣和社会契合。

然而 ，许多最初坚持的 、 促使引入高雅艺术观念的那些期望和信

念 ， 被证明是根本虚幻的—一这—事实使提出 一个批判性的、 关于高

雅艺术概念的一致性 ， 或至少是当代相关性的问题变得明智甚至势在

必行 。 并且这样的研究也引发了严重的怀疑一怀疑其概述性的概

念在认知和经验－实用两个方面的适当性。

关于第一个：把高雅艺术等同于（至少在原则上）对每个人来说都

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作品 ， 等同千过去和现在的
“

经典
＂

，这给我们留下

了一种
”

概念上的不足
＂

。 因为它没有为大多数当代艺术生产的特征

” 描述提供概念空间 ，这些艺术生产当然与文化概念密切相关。 正如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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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强调的，就它们想要属于高雅艺术这个方面而言 ，当然只是一种主

张 ，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是失败的主张。 创造杰作 ，

“

未来的经

典
“

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 成功者少之又少。 但这种主张 ， 即使失败

之后 ， 无论如何也都是真实的。 有一些作品， 根据作者意图、 受众的期

望和适当的制度示意 ，被定位于属千高雅艺术的文化生产领域。 它们

的失败仅仅因为它们没有成功地实现这些清晰可辨的意图以及没有

成功地满足有文化修养的接受者的适当期望。 在所有这些相关方面 ，

它们虽然是高雅艺术作品（它们当然既不属于
“

低层
＂

的－流行的作

品也不属千
“

双重性
＂

的作品范畴）， 但是它们将相对迅速地消失 ， 被

遗忘一一也许只是特别详细的艺术史中的一处脚注 。 高雅艺术概括

的、通常公认规范的概念简直无法对它们进行解释。

鉴于这种失败 ，似乎很适宜转向文化市场提供的用来划分
＂

高雅
”

和
＂

低层
＂

的 、经验实用的区分一更重要的是因为 ， 正如我认为的那

样 ，实际上使
＂

高雅艺术
”

概念得以形成的正是市场的出现。 因为在这

个方面 ， 它们的区别在于两种相反的成功策略 ， 不依赖于在何种特定

情况下这些策略是有效还是无效的事实。 长期的 、 历史上稳定的 、 累

积性的成功（是
“

经受时间考验
”

这个传统上已经被认为是艺术有效

性真正指标的经验表达）对立千一夜成名却转瞬即逝的大众影响 。 一

部真正伟大的高雅艺术作品只有历久（当然 ，在历史累积的意义上）才

能获得一个同样广泛的受众群体 ，而一种大众文化产品只需要很短的

时间就能实现 ， 在这个时间段内 ，在被完全遗忘之前它能够吸引读者

或听众的注意力。 但是高雅艺术作品在市场上要通过在上述意义上

成为大众文化成功的竞争者来证明它的伟大和艺术的有效性。

然而 ，这种假设能通过现实的考验吗？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

华》 (Recherc加）和詹姆斯 · 乔伊斯 (James Joyce) 的 《尤利西斯》

(Ulysses), 都是很久之前的著作 ， 写千 20 世纪的头 20 年 ， 它们是真正

的开山之作(path-breaking), 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伟大经典。 然而 ， 它们

每一部都得花费多么长的时间（以及被翻译成许多种语言）才可以拥 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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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哈利·波特》(Harry Potter) 小说相提并论的读者数（特别是如

果人们把它们所有的
“

衍生物
”

都计算进来：电影 、 DVD 、CD 的观众 ， 更

不用说其主题公囥的游客了）？更重要的是 ， 如果它们没有经受住考

验 ，没能成功地在任何可预见的时间内达到这样一个目标 ， 那后果会

如何呢？这是否将证明它们不能合法地被划定在具有内在价值的高

雅文学艺术作品之内？

如果有人对此回应 ， 认为正是这两部伟大 的小说
”

曲高和寡"

(high-brow) 的特点才使它们成为极特殊的例外 ， 那么艺术的接受史很

可能会破坏这样一个可能的抗辩。 我们举例 ， 劳伦斯 ·斯特恩 (Lau

rence Sterne沁的《项狄传》 (Tristram Shandy)对于我们来说作为英国

文学伟大经典著作之一已经有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 无论在任何

意义上它当然都不能算是
“

格调高雅的
“

一只是一部鸿篇巨制 、妙趣

横生和引人入胜的故事 。 但是我坚信在与我们的《哈利·波特》争取

读者数揖的
“

竞争
＂

中 ，它肯定毫无胜算。

所以我们似乎陷入一种闲境。 无论是规范的 ， 还是经验－实用的

研究路径似乎都不能提供适当的方法（虽然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和原

因）令人信服地描述
＂

高雅艺术
”

概念的特征并且对其进行界定。 毋

庸置疑 ，有人可能想要用这样一个事实进行反驳 ， 即高雅艺术的概念

是文人和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建构 ， 为他们自己的产品／对象化提供

一种伪造的神圣化 ，非法地赋予它们普遍的人类意义。 这当然不能代

表本论文集的观点。 另一方面 ，他们把这些张力和内在困境看得过于

严重一把它们当作根本目标之一。

针对这一点 ，请允许我提出关于这些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 ， 同时

它也能说明把所有论文统一在这部论文集中的一个主要的方法论设

想。 试图澄清
＂

高雅艺术
”

概念（更一般地来说：

＂

高雅文化
＂

）讨论

的－批判的尝试归千失败 ， 原因在于其想要一劳永逸地回答这个问

＠ 劳伦斯· 斯特恩(Laurence Sterne), 18 世纪英国文学大师 ， 被誉为意识流乃至整个

现代派小说的鼻祖。
一一译者注

12 



导 言

题。 这是可以理解的 ， 因为这个理念一 经出现 ， 它确实指明了 一个有

效的 、重要的 、连续的任务。 然而 ， 这不应该掩盖同样重要的事实 ， 那

就是解决这项任务的研究方式和条件 ， 在历史上发生了改变—— 有时

是非常彻底的－一 －由于它们依赖于历史转折和改变的方式 ， 因此这些

活动根植于实际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持续的文化斗争之中 ， 并在一定程 13 

度上反作用千它们 。 收录在本集中的论文具有 —种强烈的 、明显的历

史取向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以这样一种内在统一的背烘为基础 ， 本卷收录的论文可以清晰地

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 其中第一个部分试图直接解决我们的高雅文

化概念的闲境和张力 ， 但是这些论文主要（尽管肯定不只是）研究的是

其理念的认知成分 ， 即科学与哲学。 与高雅艺术（及其与流行的－大

众艺术的敌对关系）的理念和过去与现在的实践紧密相关的问题 ， 是

选集第二部分的论文主要解决的内容（尽管其中 一些仍继续讨论与高

雅文化理念相关的 、更一般化的问题）。 然而 ， 它们研究这一内容是通

过间接的方式完成的一通过批判性地讨论真正高雅艺术方面主要

的 、最有影响力的理论 ， 从康德一 直到西奥多· 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 讨论这些理论解释和试图克服高雅艺术概念内部困境与歧

义的方式而完成这一研究任务 。 我希望这样一个多方面的 ，虽然间接

的研究路径能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化概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

同时也包括它内在的张力。

13 





第一部分



． 



第 一章 一个文化的社会：

现代性的构成

一方面是理性(reason) 和想象 (imagination) , 另一方面是作为文

化的现代性(modernity as culture) , 两者之间的联系可能太过隐秘以至

于不能只用因果的影响和作用来理解 。 理性和想象之间的对立本身

就是文化现代性的产物 ，与此同时 ， 它又赋予这种文化（至少在文化这

个词的一种基本意义上）现代的特征。 当然 ， “理性
“

和
＂

想象
＂

的观念

都有发展谱系 ， 完全独立并远远超出这个对我们的概念知识储备来说

相对新来的成员 ， 也就是
＂

文化
”

概念。 但是只有作为文化力盐 ， 也就

是说 ， 只有作为文化－创造 ， 理性和想象才能在一个对立统一体中取

代理性与感性(passions 汃感觉(senses)或者启示 (revelation) 之间古老

的悖论。 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理解 ， 幻想 (phantasia) , 这种最初被理

解为感知和思考之间的中介现或者甚至被理解为一种为
“

把握
“

17 

(katalepsis) 思想提供主要材料 、理性知识本身的低等内容＠ ， 才能获得 18 

尊严成为理性的额外补充 ， 成为人类的能力中同样原始和基本的内

＠ 参见 Aristotle, De Anima, Ill, 427 b-429a。

© 参见 Cicero, Acade叩w II, l, 40-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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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科学 、社会——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容。在黑格尔式的语言中 ，文化概念是理性和想象得以对立的基础 ，

也是由它们填补的空间 ， 并因此转化为一种由自身赋予力量的连接性

领域。 因此想要彻底地（伊und如h)'想要在其起源的基础上把握这种

对立 ， 那么去研究它与文化概念紧密相连的基本联系也许是非常明智

的做法。

马丁·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曾经列举过@——伴随着这种

几乎不证自明的特征 ， 例如机械技术 、 现代科学或世俗化(secu

larisation) 在现代性各种最基本的现象中 ， 作为文化的人类活动的

理解和表现 ，也即文化概念。 至少暂时 ， 让我们换一种更合适的说法：

只有在现代性的条件下 ， 人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 以及

他们理解这个世界 的方法才能被视为是一种文化形式 ， 也就是说， 不

是作为简单自然的或者上天注定的 ， 而是符合同样由人力创造的 、 可

变的标准与目标的 、某种人造的和可再造的事物 。 文化现代性是这样

一种文化 ，它清楚地知道自己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并且是众多文化中的

一种 。 并且恰恰因为这种自我反思意识专属于现代性 ， 它自愿地想要

成为一种文化的社会(a society of culture)也使它确实变成了这种文化

的社会，或者 ， 正如黑格尔所言 ， 将之定义为教化(Bildung)的世代

(world-epoch) 。
©

然而这种文化意识的深处即便不是分裂的 ，也是充满歧义的 ， 因

为
＂

文化
”

这个名称相互关联并统一了两个似乎迥异的概念。一方面 ，

在其主要的当代理解中 ， ＂文化
”

指的是所有非生物学固定的人类活动

所具有的某些普遍渗透的方面：人类实践及其结果的意义－承载

(meaning-bearing)和意义－传递(meaning-transmitting)的方面 ， 是个人

19 能够在一个生活世界(life-world)中生存的
“

社会事件的象征维度
”

［克

利福德 ·格尔茨 (Cl出ord Geertz) ] , 人们从本质上共享对这种文化的

(D Heide邸er,D比 Zeil des Weltbil-des. In H心wege , F rankf血 ， Klostermann, 1972, pp. 
69 -70. 

＠ 参见 Hegel, Ph1111omenologie des Ceistes, ch. VI, B.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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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个文化的社会：现代性的构成

解释并且遐循相互理解的方式进行活动。

然而 ， ＂文化
”

这个词广义的或人类学的应用 ， 伴随着另一种似乎

相当无关的 、 可以被称为
＂

高雅的
“

或价值标示的(value-marked)意义。

在后一种意义上 ，它指的是一系列限制性的 、 非常特殊的人类实践活

动——首先就是艺术和科学一一在西方现代性的条件下被认为是自

律的 ，也就是说 ， 本身就具有价值的实践 。 虽然常常努力在两种文化

观点之间建构一种内在的意义关联 ， 或者干脆彻底分离它们 ， 但是它

们仍然在当代话语实践中 ， 保持着这种矛盾的 、联系无比紧密的关系。

把它们凝聚在一起的力拭不是逻辑上的 ， 而是它们历史起源上的因

素。 按照我们的理解 ，文化是启蒙的创造 ， 或许更确切地说 ， 是启蒙自

我创造和自我定义方式的结果 ， 既是否定的批判性的力量 ， 又是肯定

的建构性的历史性力量。 文化这两种意义的复杂统一正是启蒙计划

中这两个方面的统一。

广义的或人类学的文化观念起源千批判的启蒙 ， 它努力
”

在观念

的废墟上建立起理性的大厦
＂

。 通过试图摧毁那个时代的非理性的 、

被视为所有弊端之症结的
“

迷信
＂

， 启蒙调动起迄今为止都被忽略的人

类时空领域。 它致力千证明人类生活超越了传统的界限 ， 遵循着别样

的行为戒律并拥有另外的信仰体系， 然而却已经发展出一种美满的

和／或文明的生存方式。 此外 ， 日益明显的是 ， ＂偏见" (prejudices)扭

曲了理性 ，具有
＂
外部的

“
、社会－制度上的支持 ， 因此这种批判也变得

越来越激进 ， 寻找全新的目标 ， 蔓延至新的生活领域和场地：最初 ， 是

过去的神学和形而上学体系；然后是经典文献的标准 ； 接下来是禁欲

主义道德和教会(Church)的总体权威 ；
“

英雄的
“

编史学和英雄神话 ；

宫廷虚伪的礼节和贵族的寄生生活 ， 连同封建制度和支持它们的陈腐

的经济体制；最后是政治领域本身和专制主义国家机构。 在批判范围 20 

的稳步扩大中 ， 不仅历史的主题(subject-matter)被极大地扩充 ， 而且

还提出了一种理韶当下的新方式。 我们不再用祖先神圣的传统来看

待当代性(contemporaneity), 虽然那些传统曾经赋予其体制合法性并

19 



文化、科学、社会一—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为我们提供可效仿的行动模式。 总的说来， 过去的遗产丧失了传统的

意义 ， 即那些对现存生活具有规范有效的、 内在约束性主张的事物。

如今 ，它的意义体现在所有那些积累的 、不朽的
“

作品
＂

和前代人创造

的成就上一— 哪怕是最粗陋和最平凡的一它们传递了特定的行为

和思维方式 ， 体现了在促进或妨碍人类精神臻于完美和生活得到改善

过程中获得的能力和品味。 因此文化概念以继承的和可继承的人类

的对象化形象出现 ， 既成为我 们活动的决定性力量 (determining

force) , 同时又是可决定的资源 (determinable resource) 。 它们是历史

作用在我们身上的力拉 ， 限定我们生活的方式。 但它们也是物质材

料 、希望的宝藏 ， 我们可以——如果我们没有被盲目习惯迷惑 ， 没有受

到非批判性接受
”

意见
＂

的影响的话——选择性地用来创造某些新事

物 ， 在不断变化的生存条件下 ， 有新收获、新发现以满足理性的要求。

由此 ， 启蒙宣告了一个新时代和新型社会的到来一一不同千传统社

会 ， 不同于
”

因袭的
“

社会(traditional societies 沙的一种文化的社会。

在
“

现代性
“

无意义的(nonsensical) 名义下 ，新的时代能够获得自我意

识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

“

现代的" (Modemusl modern) , 简单地说 指的是那些此时的 、 当代

的事物 ，对立于
“

古老的" (anliquus) 、以往的 、 过去的事物。 想要获得

一个非相对化的 、可以指代整个新的世界历史时代的意义 ， 所谓
“

现

21 代的
”

就必须有一个新的反义词 ， 这样它可以不再对立于
“

古老的
”

事

物 ， 而是对立千
＂

传统的
”

事物 ， 对立于那些无法跟得上历史进步时代

无清的力益的事物。 通过宣称自已是现代的 ， 这个时代把自己的本质

定位在不断实时更新的能力之上 ，能够并肩于时代 ， 在这样的时代中 ，

＠ 或者 ， 例如年轻的 、仍然有
“

希腊人" (Graecoman) 风格的弗里德里希． 施莱格尔

(Friedrich Schlegel) , 他也许是第一个对这一思想提出真正历史哲学表述的人 ， 这样陈述了

这种对比：现代代表一种
“

人造文化
＂

（血正cial culture)的社会 ， 其特征表现为无限进展的体

系(System der 皿end.Li心n Fo吵hreiiung),与之相对的
｀

自然文化
＂

的社会发展遵循的是循环

系统(Syst.em des Kr, 必Laufes)。 参见 Vom Wert St叫如ns der Gri.ec比n 叩d Romer, Jn Kr恤che A旺

gabe, Padeborn , Schoningh • 1969 , 心t. I, Bd I, pp. 631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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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是惯性的侵蚀力世 ， 而是创造性的变革力挝 ，这种力戴可能被

错过但也可能为人类的目标所利用。

然而 ，时间的这种创造力需要治理。 在这一点上 ， 启蒙将广义的 、

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与在同一个实践计划中 、 作为它的必要补充的另一

个概念整合在一起。 用理性的革新原则取代模仿原则 ，启蒙所开创的

新时期自身表现为人类潜能的空前扩大和稳步完善。 然而 ，这种历史

预期界限的敞开并不意味着肯定了无法预料的 、无法控制的变化动力

论(dynamism) 。 即将来临的理性大行其道的时代同时也被认为是—

个具有前所未有的社会凝聚力 、安全性和稳定性的时代。 启蒙希望创

造一种崭新的清景 ，在这里改变不再象征着由偶然性或者情感与赤裸

裸的利益作用而引发的规范秩序的崩溃和社会同一性、 连续性的丧

失。 启蒙肯定性的纲领要为变革的进程附加一个由理性指引的 、 独一

无二的方向 ， 其道路早已被批判的 、 破坏性的力益清理干净。 这一点

需要一种适当力猛的保证 ，这种力量源自并直接表达人类的特殊性和

优越性：为意义和价值制造等级 ， 并将其添加到无意义事件的因果序

列中的人类能力中。 只有体现并直接 实现人类精神 (esprit humain/ 

Geist) 的活动才能摆脱所有限制， 社会和文 化变革 广义 的 文

化 才能服从于最高 、最真实意义上的
＂

高雅文化
”

所提供的普遍有

效的目标 。 一方面是创新 发展 ， 另一方面是社会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

两者只有到那时才能协调一致 ， 因为那时文化将不再只 是习俗(con

ventions) 和意见 (opinions) , 而是建立在有意识的价值逐步 实现的基

础之上 ，这种价值是人真正
”

自然
＂

的 、 合理性的自由精神制定出来的。

阶层分化的社会往往把不同的活动类型进行等级分类 ，并且在适 22

合杰出的 、 有权力或威望的人的意义上 ， 把其中某些活动解释为
“

更

高雅的
“

或
＂

高尚的
”

类型。毋庸置疑 ，现代性的
“

高雅文化
＂

的具体形

成和理解方式 ，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千对社会实践预先给定的 、 承袭下

来的评价标准 ， 作为与特殊历史发展同时发生的结果 ， 它既代表了启

蒙自身的前提也代表了它非反思性接受的传统。但是它并没有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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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这些活动新的合法性标签来简单地将之法典化：从属千礼貌(po

litesse)和教养的事物转变成文化的（在这个词狭义的I"高雅
＂

的意义

上）事物 ，这种文化被强加了一种解释性的网格，服务于一种隐蔽的选

择性原则 。 这种文化概念隐含着标准 ， 公认文化上独—无二的实践才

能满足。 通过这种方式 ， 启蒙给新兴的高雅文化领域附加上了系统

的 、 概念上的组织等级 ，既强化了进行中的过程又赋予它们新的方向

和意义。 其中最重要的标准和要求也许可以用对象化 (objectivation) 、

革新性(innovativeness) 、 非物质化(dematerialisatjon) 和自律性(aulono

my沁的提示词来表示。

一种实践要想具有属千高雅文化领域的资格 ，首先， 需要在两种

意义上满足创造力 (creativity) 的要求 ，

一方面 ，它要能够被解释为生

产性的 ，也就是说 ，能够产生与从业者行为和个人相分离的某物 ， 这些

产物在其存在的连续性中可以在主体间传递累积的经验 、 观点或能

力 。 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早期 ， 我们今天用来指代各种高雅文化活动

的分支和种类的所有术语（
“

科学
”

、 "哲学
”

、

“

艺术
”

、 "文学")几乎同

时经历了一种基本的语义学转向 ，从暗示个人性情（思维习性）或能力

的特定类型 ，转向标志对象化的特殊活动和／或其全部产物。

然而 ，在这个词的另一个更严格的意义上 ，高雅文化活动也必须

被认为是有创造性的：它们所生产的产品必须是新颖的 ， 不是简单的

23 传承而是要扩大人类可能性的范围。 历史转型成一种文化社会指的

是把作为遵循标准的起源(origin)的权威替换为原创性(originality) 的

要求 ， 这是任何
＂

作品
＂

， 对象化被认为属于严格意义的文化领域而必

须满足的。 对于所有主张具有独一无二的文化重要性的事物来说 ，新

颖性(novelty) 既是基本条件也是评价标准之一。

(D autonomy 一词是马尔库什用来表述文化特性的一个核心概念。 这个词强调现代性

的文化自身就是有价值的 ，并且可以按照内在的标准获得评价， 体现了与
＂

他律
”

概念相对

的意义。 然而 ，在马尔库什涉及科学领域的篇章中 ， 这个词则更强调科学自主的特性。 因

此， 全书中 ， 这个词根据不同语境分别译为自律性和自主性。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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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一些新事物的创造只有作为一部作品 ， 一种＂ 精神
＂

的化身

时也就是说 ， 当结果的对象化履行了只有在观念的对象的特征中才

具有的功能的时候 ，它才具备这种重要意义 ，也即 ， 是一种意义的复合

体。 在它们的社会解释中 ， 具有高雅文化资格的实践已经经历了一种

“非物质化
＂

的过程：其产物的物质的现实性被认为是构成基本现实性

的 、易懂的 、透明的意义载体。 文化作品只有被理解才能被占有。 这

种
”

观念化" (idealisation)的过程 ， 其开始当然远远早于启蒙运动 ， 在

主流的美术概念中可以发现它最生动的表现一从文艺复兴晚期的

素描(disegno)和概念(concetto)理论 ，经由艺术作品本体论地位的经

典概念 ，例如表象Q)(Schein) , "从其纯粹的物质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

来
＂

的感性存在空到表现主义的艺术理论 ， 例如贝奈戴托 · 克罗齐

(Benedeuo Croce) 和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 或者像让－保罗·

萨特(Jean-Paul Sartre)把艺术作品的特征描述为虚构。 可能没有这么

壮观 ， 但是本质上类似的过程也可以在散文的和文学的文本实践中看

到。 对于这一点 ， 人们可能会发现一种趋势 ， 就是一部科学、哲学或文

学著作（直到现代主义的伟大转型）真正所是的内容与它表现和直接

标题的语言中介出现断裂。 这种现象不仅非反思地体现在 “ 科学理

论＂

或
＂

哲学体系
”

这些概念的习惯性使用上 ， 而且还成为我们许多基

本文化实践的基础 ，例如现代意义上的“ 翻译
＂

或＂

引用
“

。

在这里我并不是试图描述这些
“

文化
“

基本标准的特征 ， 哪怕是粗

略地。 我只想要强调它们的有效性 ， 或许最鲜明的例子要数宗教了。 24 

在大多数” 因袭的
“

社会中通过为现存经验赋予意义 ， 宗教的表述和

实践提供了基本和最终的解释框架 。 启蒙运动的大多数代表认为这

种功能是必不可少的。 宗教的有效性紧密联系着至高无上来源的神

圣和永保纯度的起源 ， 尽管如此 ， 宗教并没有进入高雅文化领域。 世

俗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 ， 恰恰体现在这种中心文化力拭功能的丧失

0) 也可译作假象 、幻象等。
一一抖淳往t

® Hegel , Aesth忍匹
，

vol. 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S,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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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种力量区别于信仰和作为社会现实的怀疑的实际传播。

然而 ， 我想要就自律性概念至少进行一些极为概略的评注 ， 作为

其区别性的标志 ， 其往往与现代性文化紧密相连。 首先 ， 自律性不能

简单地等同于某些自成目的性(autotelic)活动的社会评价 ， 也就是说 ，

独自、本身就具有价值。 这样一种理解非常普遍 ， 并且作为最高和最

纯的实践(praxis)形式的哲学(philosophia)的经典概念可以很好地做

出证明 。 但是在前现代社会 ， 活动通常能够被认为是自成目的的 ， 因

为它们被当作满足高尚人类愿望的活动 ， 所以它们的实行与过一种最

好的 、最充实的人类生活是一致的。 现代的自律性概念 ， 在一种意义

上直接否定了这种思想 ， 因为它意味着 ， 根据全部内在的 ， 并且完全独

立于对其生产者和／或接受者的生命活动产生直接影响的标准来说 ，

特定实践的对象化结果自身就是有价值的。 在这种（否定的）意义上 ，

文化自律性理念表达并强化了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 特定实践活

动成为从社会脱域的(socially disembedded) (通过主从关系的解体 、 商

品化、专业化等等）活动 ， 也就是说 ， 一方面 ， 其不再附属千预先给定

的、外部固定的社会任务；另一方面 ， 其不再内在地陨绕限定的社会因

素和情境并且针对某些特殊的 、有限的受众群体。

这种社会解体过程被理解为解放 ，理解为专门适用千
＂

精神
”

活动

(geistige Tatigkeiten)的自由的保证 ， 这种观念本质上属于启蒙的文化

25 理念。 文化自律性也意味着原生性(autochthony) , 对相关活动的决定

只是由固有的 、 内在的因素做出的 ， 它们在变化和发展中遵循的不是

他者的要求和逻辑 ，而是自己的。 文化实践在这种理解中形成了一个

领域 ，在这里不注重权威只注重才能 ， 不运用强制力而只进行更有益

的争论。它们可能是趋向实现真正有效目的的 、 当政的 、 指引的和导

向性的社会变革进程 ， 因为在其内部组织中 ， 它们体现了也许从来不

能完全实现的事物 ， 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telos) : 当每个 人都遵循着
＂

普遍的声音
＂

的口令时 ，每个个体自觉的自律性与一切和谐的融合保

持一致 ，便能够成为可能 。 作为社会演进目标的具体化 ，以及作为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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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演进约束性目标的创造者 ， 从附属千外部强加的、特殊的社会任务

中解放出来的
＂

高雅文化
“

活动 ， 并不是机能缺失 (afunctional) ——只

有通过这种方式 ， 它们才能获得一般社会定位和融合的普遍功能 ， 在

过去 ， 这些功能通常是由历史上限定的宗教信仰神圣化的、低化的体

系来执行的。

最先始终如一 、 全面呈现这个高雅文化领域内部构成的人正是康

德 ，并且通过概念上的详细叙述 ，康德同时还揭露了高雅文化深刻的

内在张力。 因为区别千技巧文化 (culture of skill) 一 般而言 ， 就是

培养我们实现目的的能力并使其得到发展 ， 包括任何种类的目的 ， 不

管是对是错 训练的文化(Kultur der Zuehl)指的是培养我们自由设

定活动有意义和有效目标的能力：它旨在
“

把意志从欲望的 专制中解

放出来 ， 由千这种专制 ， 我们依附千某些自然物 ， 而使我们没有自己作

选择的能力
”

觅这个
“

更高雅的文化
＂

领域
”

使人类对一个只有理性

才应当有权力施行的统治作好了准备"®'它一 方面包括科学 ， 另 一 方

面包括美术(SC肋ne Ku,iste) : 这个领域通过它们的截然对立得以构成

［尽管 ，在某一个场合@, 康德提到过人文学科(humanioria) 是两者间 26 

的一种调解连接］ 。

科学是以理解(understanding) 的立法权力为基础的 ， 正如它逐渐

从人类感觉的经验限制中解放出来 ， 以及从自然需求强加给认知旨趣

的实用约束中解放出来一样 。 另一 方面 ， 艺术创造力根植于生产性的

想象从理解和预先给定的概念束缚中的解放。 表述和对象化的态度 ，

以及作为经验的－现象的现实的世界观 ，两者是可交流的 、可共享的

<D Kant, 胚让心r Urteilskrafi , 沈clion 83 , 1n W erke , Cassi rer edn , Bd 5 , Berlin , 

Cassirer-V, 1914, p.512. (参见康德 ： 《判断力批判＞ ， 邓晓芒译 ， 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 第

287 页。 －译者注）

® Kant , Kritik心r Urteilskrafi, section 83 , 1n W erke, Cassirer edn, Bd 5 , Bed.in, 

Cassirer-V, 1914, p. 513. (参见康德 ： 《判断力批判＞ ， 邓晓芒译 ， 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 第

289 页。
－ 译者注）

＠ 知nt, Kritik心r Urteilskraft, 沈ction 83, In Werke, Cassi由 edn, Bd 5 , Berlin, 

Cassirer-V, 1914, p.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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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主体间是相互约束的 ， 但是这些态度也是彼此完全对立的。 它们

彼此对立 ， 正如知识的客观性对立于感觉的主观性 ， 正如理想地形成

的单一 、一致系统的科学真理的统一性 ，对立于美的对象不可消减的 、

每一个都是独特和不可替代的多元性 ， 正如概念明确的 、 单一 的意义

对立千审美理想(aesthetic ideal)多重的 、不可穷尽的意义（
＂

想像力的

那样一种表象 ， 它引起很多的思考 ， 却没有任何一个确定的观念 ， 也就

是概念能够适合于它 ，因而没有任何言说能够完全达到它并使它完全

得到理解")<D; 正如严格的 、普遍的和可再现的科学方法规则对立于

自由的创造力， 没有确定的规则可以将之限定 ， 并且其统一体只能以

独具个性表达的 、无与伦比的风格来表现。 科学代表了一种集体的努

力 ， 其中甚至最重要的个人成就也会在认知的积累中被超越 ， 因此即

使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也只是理性的工匠和技师(Vemunft杻nstler)竺因

为他们解决的任务必须是非个人的 ， 而由千其成就完全是科学的 ， 因

此他们的解决方法也是可以被他人复制的。 另 一方面 ， 美术
“

是天才

的艺术
”

副一种自然的最珍贵馈赠 ， 具有
“

不可传达
＂

＠的技巧 ， 美术作
27 品只能作为可追随的典范 ， 却不是再生产或模仿的产物 。 此外 ， 最重

要的 ， 在科学中我们所遇到的自然是所有可能经验到的对象的总和 ，

就它们依据经验法则处在完全相互联系的关系而言 ， 其意义和必然性

是人类洞察力难以想象的。 另 一 方面 ， 在艺术中 ， 我们在想象中创造

了“ 第二自然" (second nature) , 这个自然
“

让我们受到恩惠"®, Gu咄

(j) Kant, 凡i心如UrteiL�kraft, seclion 83, Jn Werkt, Cassirer edn, Bd 5. Berlin, 

Cassirer-V. 1914, p. 389. (参见康德 ： 《判断力批判》 ， 邓晓芒译 ， 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 第

158页 —译者注）

® Kant, 邸tik心r re加n Vern血rft. 8867. 

@ Kant, 知tik 心r Urte心kraft, 沈ction 83, ln Werke, C邸sirer edn, Bd S • Berlin • 

Ca乓sircr-V, 1914, p.382. (参见康待 ： 《判断力批判》 ， 邓晓芒译 ， 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 第
150页Q —译者注）

@ Kant, Kr, 山K心r Ur团必aft, 欢ction 83, In Werki", Cassircr edn, Bel 5, Berlin, Ca笠订er

V, 1914, p. 384. 

@ Kant , Krilik必r U心ilsl.Taft, section 83, Jn Werke, Cassirer edn, Bd 5 、 Berlin.

Cassirer-V, 1914, pp.458-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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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惠） ， 而且它与自由发挥我们意识的基本力拭和谐共处并因此满足

我们最深的 、特别的人类需要。 合理性－智力的与想象的二元对立至

此得到了一种清晰的表述 ， 并且在它们的两极中 ， 它们划定了文化的

合法领域一但是带有重要的附加条件。

这一伟大的重建为高雅文化实际上的表述赋予了概念基础 ， 同时

也
“

解构" (deconstructs)了它在启蒙中的概念。 如果文化是围绕着智

力（理解力）和想象（以及与之相连的判断力）的直接对立而组建起来

的 ， 那么文化统一的思想怎样能够—一没有它 ， 其指导性的作用是不

可想象的 得到支持？在康德的构想中 ， 审美经验的自律性应该在

理论和实践理性之间提供过渡和中介以便证明它们的统一——事实

上它的介入只产生了一种新的二元。 康德认为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关

系是互补性的 ， 但是他从未表明怎样划分这两种对立的 、被对象化的

并且变得自律的世界观的合法领域。 关于伟大文化价值领域之间不

可调和的冲突 ， 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结论的前提已经被康德规

定了， 即使是无意为之的结果。

这个无意的结果部分原因是 ， 康德的
“

训练的文化
＂

领域的先

验构成中存在一种似乎奇怪的构造性失衡。 三种出众的认知力

(Erkenntnisvermogen) , 在它们的相互作用中构成了人类意识的特殊结

构 ， 并且在它们不同的关系中奠定了人类可能对世界所持态度的基

础 ， 三种能力中只有两种具有文化的
”

表现
＇

勹而履行了统一的最高功 28

能并独自在道德领域里立法的理性 ， 却不是任何独立文化活动领域的

基础。 或者说它是？因为用康德自己的观点来看 ， 如果不是实践理性

的文化体现 ， 那么什么是肯定性宗教的历史形式（康德称作Kirchen-

glaube)? 然而 ， 康德没有承认它们属千更高雅的文化领域。 因为 ， 截

然对立于科学和艺术 ，在某种
“

教会信仰
”

形式中的宗教 ， 没有解放它

潜在的先验原则 ，而是以相反的方式行动：也就是说 ， 它将他律的刺激

动机引入道德行为领域 ， 为了名副其实 ， 它必须早已被认为是自律的。

正因如此 ， 还是对立于真正的文化形式 ，一种肯定的宗教形式
“

不可能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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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具有令人信服的力最
＂

饥它的必然性只是建立在作为经验事实

的｀人的本性的特殊弱点"®之上 ， 产生一种对支持的需要以保证外部

的事物全部顺应道德命令 。

但是 ， 由此康德似乎破坏了启蒙赋予高雅文化的特殊意义。 因为

不仅是“人类弱点
＂ 的清况 ，可能社会有效性问题也必然出现在关千那

些只有通过文化发展才能获得它们的自律性的领域（真和美的领域）

之中：众所周知 ，从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 ， 康德逐渐对启蒙的蔓延

问题忧虑重重、 态度悲观。 更重要的是 ， 他的概念阐述不可避免地提

出问题：如果道德本身的唯一的目标和价值不能被转变成直接的文化

力最 ，那么文化怎样才能为我们提供社会发展的全部导向目标？直到

临终前 ， 康德在历史中为“ 道德培养"(moral cultivation)何以可能的问

题提供了矛盾的答案。但是 ， 这个与他的体系逻辑相对应的唯一的答

案（并且是在他的系统著述中唯一发现的一个）却是否定的：对千人类

遵循真正有效的 、适合人性的目标的能力来说 ， 高雅文化的培养只能

提供否定性的条件 ， 而绝非保证。 它只是削弱或消除了我们按自己的
29 选择去行善或作恶的自然愿望的专制 。 文化是自然与人的终结目的

(letzter Z week) , 但是它并没有赋予我们可以接近人类存在的最终目的

(Endzweck)的指令。 总之 ， 它的自律性必须依赖千其他事物。

因此 ，对于启蒙的文化概念做出哲学表述并使之合法化的这一最

初的和典范的尝试 ， 事实上以这个计划的基本理念的取消而告终。 不

出所料 ， 此后几乎立刻就出现了一种反启蒙的文化乌托邦 ， 动因是要

实现启蒙失败了的承诺。 在这个世纪之交之前 ， 这就已经在（黑格尔

的）《德国唯心主义的最初的体系纲领》(Earl如t System-Program of 

German Idealism)这个深奥的文本中得到了典型的表述。 它宣告了将
“ 理性与内心的一神论

＂

同｀ 想象和艺术的多神论”

统一在一个 ＂新的

(D Kant , Die Religion innerhalb心r Grenzen. 心r blo巧en. Vemueft. Wer朊,, Bd 6, p. 255.

® Kant , Die Religion innerhalb心r Grenze几心r blosse几Vemurift, Wer比
、

Bd 6, p.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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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
＂

中的思想， 而这种神话
“

必须服务千观念， 必须是一种理性的神

话
＂

饥不是要实现文化领域的分化和自律， 这个纲领宣布了重新融

人生活总体中去的需要 ；不是用价值创造的精神的自由活动取代宗教

和神圣化的传统 ， 而是计划对这些活动再神圣化 (re-sacralisation) 。 不

是文化上制造
“

第二自然
”

，其最有代表性的特征是要求和唤起一种批

判的距离和反思的态度 ， 而是旨在把
“

第二自然
”

综合创造为更高水平

上向直接性 (immediacy) 回归 。 但是，让哲学成为神话 ， 仍然只是想要

”使人变成有理性的
”

， 想要
“

创造 一个更高的统一” ， 在这里
“

启蒙的

和非启蒙的能够相互结合
＂

， 由此再也不会有
“
在智者和神父面前盲目

的 、 颤抖的人
＂

， 相反
＂

普遍的自由和平等的精神将长盛不衰
＂

究

从早期浪漫主义开始 ， 这种仍然至少保留着启蒙某些目标的反启

蒙 ，具有文化现代性历史的规律性循环的特征。 其 思想的某些内容甚

至在后现代的理论中产生回响： 一种纲领上的融合，不仅是理论上的 ，

而且是伦理和政治的一种唯美化趋势。 总的说来， 人们可以在所有话 30

语的叙述中发现一种不过是神话稀释后的版本。 但是 ， 今天 ， 这种神

话并没有以未来无所不包的统一的乌托邦名义出现。虽然一些后现

代主义的代表用赞颂的语气谈论差异 、无意义和分散时， 的确唤起了

与无政府主义计划（本身是启蒙的继承者之一 ）的某些联系 ， 但是这些

理论总的推动力和意义还是强烈反对乌托邦。 后现代提议的判断中，

许多基本要素 比如，让－弗朗索瓦 · 利奥塔 (Jean-Fran�ois Lyo-

tard) 对所有宏大叙事的分解 ， 或者让· 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拟

像 (simulacra)的盛行——在内容上与文化现代性最绝望的批判具有

相似性（在海德格尔或阿多诺那里） ，现在这些现象在唯美化的自我满

足或顺从的幻灭的态度下得到接受。

CD Hegel , Das ll.Uesle Srstemprogram 如心tlschen Tdealism心 ， In M,1ho/,og比 der Vem1mft,

ed. C. Jamme and H. Sch11eider, Frar1kfurt, Suhrkamp, 1984, p. 13. 

® Hegel, Das础心te Systemprograrn心．心心chen I心aJ,氐mus, In My如奴g比心r Vemunft, 

ed. C. Jamme and H. Schneider, Frankfurt, Suhrkamp, 1984,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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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 ，历史经验联系着一个事实 ， 即反启蒙——或者 ， 较少异

议的说法是对启蒙的基本批判 不再呈现出再神话化(remythologi

sation)的乌托邦形式。 但是它也不再需要表现为这样一种形式。 因

为 ，此时 ，不仅是启蒙的承诺——退化为在唯一的
“

科学世界观
“

基础

上设计一个普遍幸福的社会神话—一而且还有其最初计划得以表达

的基本概念 ，也已经丧失了可信度和吸引力 ； 不仅如此 ，
一种“ 更高雅

的文化
“

思想本身似乎已经被剥夺了实证支持。 对它们的批判无须再

调用其他的可选的方案来一起扞击它们合法化的方式。 通过证明这

些思想不再支持当代现实 ，或与当代现实无关联就可以实现批判的

目的。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已经提出了一种文化进程 ， 这个进程似乎

破坏了 ＂ 高雅文化
”

概念在现代性中可以并已经被明确表述的条件和

标准。 人们可以轻松地把去 对象化(desobjectivisation汃再 物质化

(rematerialisation汃新颖性与创造力的分离(divorce of novelty from ere

ativity) , 以及异生性(heterochthony)的过程 ， 说成是在适当的实践和／

或它们主要的解释特征中表明变化方向的趋势 。

我所说的去对象化指的是一种倾向 ， 使文化
＂

作品
“ 是一种自我存

31 在的（观念的）对象的理念得以还原一要么 ， 在硬科学中 ， 支持也许

只是由互联的电子设备信号介导的 、偏离中心交流的连续过程 ，要么，

在艺术中 ， 支持间断的 、分裂的事件 ， 没有清晰界限的一种存在。（人

们在此处也可以把一些解释包括进来， 根据这些解释，甚至传统的
“

艺

术作品
＂

也只有在飞逝的 、不可复制的适当接受行动中才能获得审美

重要性。）再物质化指的是感觉蒸发的过程，要么（在科学中）它还原

为一个公式的复合体 ，在高度专业和特殊的实验情境中 ，其不工作的

构成似乎只是股行一种指涉职能 ， 而不构成可理解意义的总体 ，也就

是系统上可理解的所谓指示物的解释；要么（在艺术中） ，
一种对意义

关系有目的的阻塞 ，以便在自我指涉上突出象征符号 ， 也就是传播物

质中介本身 ， 并且要达到释放其＂ 符号的活力
＂

的目的。 毫无疑问 ，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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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性 ，保持着其文化重要性的基本标准的作用。 然而 ， 它愈发激进地

要求脱离创作主体是自觉意愿原创性的来源这一理念。 这不仅体现

在如
＂

作者已死
＂

的解释的－理论的观念中 ，而且 ， 在某种程度上 ， 也表

现在各自实践特征的变化中 ， 可以发现 ， 例如 ， 在硬科学中 ， 众多作者

的身份是很突出的 ， 往往包括不同专业的科学家 ， 他们之中没有谁能

拥有（至少形式上是这样认为的）驾驭整篇论文的内容和主旨的能力。

在某些互文性理论中 ，一般而言 ， 文化活动类似于诺瓦利斯(Novalis)CD 

“巨大磨坊" (monstrous mill)的想象 ， 没有建造者和坊主 ， 只有研磨

本身。

最后 ，是自律性的问题。 当然 ，不仅在某些功能分化的体制网络

框架内 ， 作为专门专业化活动出现的社会学意义上 ， 高雅文化实践是

自律的。 在它们的结果被社会设定为本身有价值的这个意义上说 ， 它

们同样也是自律的 ， 也就是说 ， 只有按照内部和内在于所提到的特殊

领域的标准和条件才能对它们进行评价 ， 并不需要说明它们潜在的和

”外部的
“

社会－实践影响。 然而 ， 文化实践这种规范的自律性却无法

保证它们的原生性 ， 这种原生性既是内部独立的决定也是它们发展的

方向。 对于这一点经验的自然科学就可以充分说明 ， 它是实践的作用 32

最令人信服的候选者， 其动力由自己的逻辑限定 问题－产生 、问

题－解决范式的逻辑——并且在科学中 ，适当的内部评价标准得到了

最明晰的表述和共识性接受 。

现代科学的合理性在根本上要受到理论结果主体间性的 、经验上

（实验上）可检验性／可证伪性的约束。 要发挥这种作用 ， 科学实验本

身必须根据
“

实验报告
”

式的推理的标准来解释。 简略地说 ， 它们需

要一个完整的无个性说明 ，用千描述依当前实验室条件而定的意向行

动和相互作用的复合体 ， 换言之 ， 这是一种程式化 ， 把它们转变成在标

准条件下发生的、拥有连贯顺序的事件 ， 在这种境况下 ， 实验员－＂作

＠ 诺瓦利斯(Nov血） ， 18一19世纪径国浪漫主义诗人 。
一 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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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通常是许多人在 复合的、等级的组合中）只是匿名的操作者 ， 以

及方法上编程操作的、 疏离的观察者。 为了能够履行一种可检验性／

可证伪性的功能 ， 就要提到实验报告 ， 把它作为一种认知标准 ，只有那

些 ， 而且是所有那些如此描述的物质条件和过程才可能影响实验的结

果。 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才能保证它的可复制性 ， 也因此使主体间的有

效性的要求成为合理合法的。

然而 ，很明显 ，一般而言 ，原则上 ， 这样的标准很难满足：在一种难

免犯错的科学里 ， 假定的适当条件范围是敞开的。 事实上 ， 任何实验

的描述都将被理解为在非指定的、 未知的 ， 其他条件不变(ceteris pa忙

bus)的前提下提出的有效性主张。 因此 ， 任何实验报告都能够接受没

有说明所有相关可能性因素和原因的异议。 既然这样的批判始终都

会出现 ， 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力拭。 只有人们可以对某些未说明的相关

因素的具体本性和特征提出实质性评述时 ， 其才是有意义的。 然而 ，

通常只有以理论论证为基础时 ， 这才具有可能性 ， 只有用实验数据证

实在既定的解释下 ， 它与原始实验结果相矛盾时 ， 理论论证才变成对

“ 最初实验解释（以及支持它的理论）的尝试性证伪。 但是 ， 这需要对它

进行
“

再实验
＂

。 然而这种再实验是否实际上值得井可行 ，在高度专业

化和非常昂贵的当代研究形势下， 取决千限定条件 ，其中外部的观点

和标准发挥着即便不是决定性的 ， 也是非常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 ，通

常 ， 这样
＂

再实验
＂

的可能性最终依赖于主体和组织的财政和管理决

策 ， 从科学的角度看 ， 这些组织没有能力合理地做出这样的决策 ，因为

通常它们的大多数成员并不是特殊研究领域里的专家。 总的来说 ， 这

意味着事实上 ， 科学发展实际的决策并不是由科学合理性内部的认知

标准来决定的。 但是这并没有使认知标准失效一—它们构成了一个

标准的框架 ， 使主体间评价和再评价那些研究结果具有可能性。 但

是 ， 这些规范的特征（它们的反事实性） ， 从科学认知结构的角度看 ，它

们的完成需要
“

外部的
”

介入 ， 这些同时发生的因素既依赖千自己的社

会组织（研究垄断的存在／缺席）又依赖于其与整个社会权力结构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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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科学与权力的联结内在千科学本身的机能中。科学发展的
“

合理

性
“

没有内在的保障。 它使
”

客观真理
”

（在康德使用这个词的意义

上）理念具有可行性的条件和标准 ， 原则上保证了结果的可修正性 ， 这

些结果是早前的 、受
”

外部
”

影响的 、在众多对抗性理论和解释中做出

的选择 ， 但是只有在具有
＂

外部
＂

的社会空间和推动力帮助其完成的条

件下 ， 其才能获得保证。

所有这些涉及
＂

高雅文化
“

实践特征上不同的变化进程的因

素一—在不同程度上 都是片面的 ， 无法为它们今天正在经历的复

杂蜕变提供一个均衡的图景。 然而 ， 整体上 ， 它们充分的经验事实和

力批 ， 却让源千启蒙的
“

高雅文化
＂

的
“

经典
”

概念 ，在解释描述这些实

践是什么的方面变得不可适用， 在可以并应该成为什么的理想方面变

得 站不住脚 。 今天的科学不再提供 ， 或承诺提供一种
“

世界观
”

；它们

已经变成彻底单一功能的 (monofunctional) 产物： 一 项技术的智力成 34 

分 ， 仅仅是一种专业知识。”自由
＂

的艺术真正从所有的功能中解放出

来；它们不再是想象与理解和谐的表现 ，在其规则不断和无法预料的

变化中， 它们成为复杂的游戏和毋庸置疑的娱乐 ， 当然这些规则仍然

为游戏者赋予不同的社会象征。这些自律领域和象征－解释体系之

间 的联系 ， 引导着我们的日常活动 ， 也就是广义上的文化 ，其似乎看起

来不过是由可见的和不可见的 、 渗透到它们两者中的权力机制构

成的。

尽管如此 ， 启蒙打造的高雅文化的观念 ， 对于我们来说 ， 虽然是站

不住脚的 ， 但 同时依然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所描述的那样 ， 它是与趋

向性相对抗的矫正物。 它仍然发挥着微弱的 、 当然非救世主式的作

用， 使文化的发展方向保待开放性的离心的驱动力。 这种理念仍然不

仅存在于批判性地质疑这些实践的功能及其与权力的关系之中， 而且

也存在于那些具体－实践性的自我反思的形式中， 它的出现在米歇

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看来是一种标志 ， 是从启蒙的任务中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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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的，今天由
”

特殊知识分子
＂

来肩负的使命<D;它同样也根植千这

些特殊实践本身之中。

仍然希望从科学中揭示这个世界的真实
“

面目
”

，使我们在其中的

处境变得可以理解 ， 允许我们不仅能判断成功的条件还能判断我们目

标的意义 ，保持这种希望的不仅是一群天真和被误导的民众。 ”终极

本体论
＂

的预期在科学实践本身之中也是有效的 。 因为， 为了矫正早

前的片面性 ， 在科学内部和外部， 理论选择不仅由半政治协商的结果

以及权威者的判断从外部决定；它还往往受到科学共同体成员某种真

理形态的多种信仰的影响。 上帝不会
”

掷骰子
＂

， 统一的域论还不够

疯狂－从科学合理性的现存标准的角度来看 ， 这种暗示和感想，甚

35 至内心感受，不仅是外部的 ， 还是
“

非理性的
”

， 不是因为它们同时发

生 ，而是因为它们假定真理的观念不能还原为保证性的断言。 然而，

在批判性的重新检验指引着科学一般发展方向的主要研究范式中 ， 它

们曾经发挥过并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无论我们时代的艺术关涉的是什么一—尽管它能够讽刺性地自

我反思 它都不是由艺术史的意识单独规定的。 创造力和解释力

的双重努力， 以及要表达关于什么超越了艺术和什么是仍然难以言说

的
“

思想
＂

的要求 ， 一次又一次地回归 ， 打断或扼杀了越来越激进的革

新要求或艺术概念本身的问题引发的 、形式谱系意欲发展的逻辑。 如

果说后现代主义艺术作品 ， 这种最异质性的群体， 不再为我们呈现封

闭的意义总体性 ， 即 一种乌托邦式协调一致的审美预想 ， 那么它们也

仍然保待着挑战我们惯常的感受力的意图和冲动 ， 要使我们体验喜

悦 ，或更经常地体验别样的和他者的痛苦一—－应该说它们甚至更深谙

此道。 想要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语言， “心灵与心灵之间的桥梁
”

， 这种

雄心壮志仍然是艺术的抱负——只是今天谁还能对这样的主张信心

不减？

＠ 参见Foucault, Tru山 and Power, In The f'ouca,ult Reader, ed. P. Ral皿ow , New York: 
P叩theon, 1984, pp. 67 -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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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残守缺 ， 似乎是典型的
“

言而无信" (bad f血h)的例子 。 我们是

启蒙的后继者 ； 它是我们文化
“

言而无信
＂

的体现 ， 但是这种文化仍

然－—－让精神魂牵梦绕。 祛魅甚至消除它的努力当然也可以理解。

然而 ，我深信 ， 如果真的成功的话 ， 那将使我们的文化丧失其批判活力

的基本动力。 这恰恰是我们害怕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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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在当代的实践哲学、 政治哲学中得到了一次真正的复

兴。 创制 (po比泌）和实践(pra心） 、制作(making) 和做 (doing) , 以及相

关的技艺 (techne) 和实践智慧 (phrones区）之间的概念二分法 ， 成为一些

逍遥学派 (peripatetic) 所倚重的观念 ， 当代哲学经常由于这些观点与

我们当今的处境息息相关而在理念上复苏它们。 这种被长期忽视的 、

把人类活动分为两种基本类型的划分方法 有人如此认为一引

发了对我们社会存在的根本顽疾的关注：原本作为行动的实践的萎缩

(atrophy of praxis) , 全部有意识的人类活动向某种制作模式的转变 、 向

技术上有效的行为模式的转变。 实践理性退化为纯粹的工具控制 ， 这

是我们在汉娜· 阿伦特(Hannah Arendt) 和尤尔根· 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 严的著作中看到的一种判断 ， 在汉斯－格奥尔格 ·伽达默尔

(Hans-Georg Gadamer严和迈克尔 · 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 以及

0 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 1929一 ） ， 德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 著有（公

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知识与人类旨趣＞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交往行为理论） 、 《晚期资

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和（后形而上学思想＞等书 。 －译者注

＠ 汉斯－格奥尔格· 伽达默尔 (Hans-Georg Gadamer, 1900 — 2002), 德国哲学家。 著

有《其理与方法》和《科学时代的理性》等书。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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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
“

人道主义的
“

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杰出代表那里 ， 当然也包括阿拉

斯代尔· 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的著作中也都有相关论述， 38 

我在这里只是提到其中一部分名字而已。 可以说 ， 这种判断已经成为

一种文化上的常识，形成了我们对所面临的困惑和任务的理解。

这或许是人们对于构成这些特征基础的亚里士多德基本的对立

图式－�或明确或隐含地 感到不满的第一个原因所在。

在对
“

我们这个时代顽疾
＂

的共同理解中， 这些杰出的思想家使用

的一般陈述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因此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掩盖了更

为实质性的区别，有时候甚至是不可调和的对立。 对于破坏了我们的

“家园
”

， 即周围的人类世界的永久性和稳定性的生产和技术 ， 我们应

该主要归咎于它们不受限制的动力机制吗？对于工具性活动的整合

来说， 组织标准和形式是必要的， 当这种仅对整合具有必要性的标准

和形式非法侵人了公共领域时，技术统治解放性的力量在本质上便己

经摆脱了公民理性的控制 ， 或者说这个事实才是罪魁祸首？如果一种

强大的意识形态不按技术理性的逻辑， 而是按照自己的逻辑有效地伪

装实际上权力利益的统治，那么技术专业在当代生活中的支配难道就

是这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吗？再或者，它只不过是隐藏了统治者们彻底

的无能和非理性吗？

所有这些必然存在巨大分歧的观点都能在我提到的那些作家的

著作中找到。 同样， 在他们中的一些人看来 ， 实践的萎缩与一些共同

体的解体密切相关 ， 这些共同体植根于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有机连续

性，植根于共有的传统习俗和行为方式 ，它们的解体过程表现在无理

地要求对千所有损害道德－政治交往诚信的行动也要给出普遍正当

的理由 。 但是， 这种萎缩还可以通过一个事实得到解释， 在现代条件

下 ，技术进步与社会的生活世界之间的调解是由自发的 、 非反思地接

受的 、缺乏合理合法性的传统机制和形式完成的。 而且被我们可悲地

CD 也译作麦金太尔 。
一 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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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了的真正的实践领域 ，被视为充分表现不可简化的个人独特性和

39 人类多元性的自我启示(self-revelatory)活动的领域 ， 或者在实行共同

分享的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意义上 ，实践领域还可以被视为
＂

文明礼仪
”

的领域 ， 这些标准和规范是无法从有意识的个人意图和目标中推断出

来的 ， 或者还被理解为通过纯粹理性的和辩论的手段达到的 、能够确

保多种意图汇集成共识的那些活动的总和。

这些理论家全都有意地使用同一的传统概念图式(scheme) 、带着

相同的使用目的以及看起来似乎相同的结果 ， 然而在他们之间存在的

根本的不一致性－ 一－可以轻易地列举下去－�可能会促使我们停下

来询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一系列分歧性的观点能够在术语上用几

乎完全相同的方式进行表述 ， 那么这种概念图式 ， 即亚里士多德的创

制和实践的二分法 ，就其本身及其在我们社会政治经历中的应用而言

是足够清晰的吗？带着这个疑问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探查现代的概念

阐述与亚里士多德使用的表述方式之间的关系的话 ， 我认为我们能够

得出一些中肯的结论。

实践和创制之间的区别一—正如我们在注释文献中所了解到的

那样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许多严重的解释性困难和悖论所困扰 。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 ， 至于这些困难到底是实际的还是纯粹表面上的问

题并不重要 ，如果人们把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明确表述这些范畴的形而

上学框架考虑在内的话 ， 这个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 ， 因为没有任何一

个现代作者能想到这样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至少看上去有
一些问题和晦涩难懂之处与这种概念区分有关 ， 我将仅仅指出其中

三点：

1. 想要把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的定义［做以及狭义－原意上的行动

(action) ]与他对所有特定人类活动（广泛意义上的行动）目的论(tele

ological)结构的始终坚持进行调解 ， 这一定会困难重重。 通常 ， 如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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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多德所言 ，行动
“
是为了自己之外的事情

＂
矶

”
在我们的地球上 ， 拥

有最丰富多样的行动的是人 因为人能够争取到很多物品 ， 所以人

类的行动是多种多样的并指向超越这些之外的目标一 一而拥有完美

条件的东西就不需要行动了 ， 因为它本身就是目标 ， 行动总是需要两 40

个条件 ， 目标和手段。 飞）然而， 亚里士多德通过把实践定义为除了自

身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目标 的行动 ， 通过成为自己的目标 ， 进而把实践

和创制［制作、生产(production) ]区分开来 。

2. 亚里士多德在其各种著作的语境下提到的与实践有关的实际

例子看起来是如此的异质(heterogeneous) , 以至于是否能够对此类不

相干的行动和活动做出某种有意义的主张都成了问题。 在好生活

(well-lived life)的总体之外 ，实践的例子似乎覆盖了从简单的感觉行

动（经常看到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实践）©到消费或使用活动变娴熟地

演奏竖琴笠治愈某种疾病©等复杂的技艺 ， 再到所有道德上美和善的

行为 ， 其中首要的就是政治和军事活动尸而且 ， 应该补充一点 ， 亚里

士多德还将管理家庭称为实践漫此外 ， 更重要的是 ， 有一些活动 ， 在

某种语境下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实践 ， 而在另一种语境下又被称为制

作、创制。 我们仅仅列举一个在亚里士多德二分法的所有现代理解中

CD Aristotle , N奾omachean Ethics ln The Ba邓: Works of Aristotle, ed. with intro. Richard 

MeKeon , New York : Random House, 1941 , Book 田
，

ch.3, 1112 b33. 除非另有说明 ，否则之

后所有对千亚里士多德作品的引文指的都是此版本。 （由千作者对亚里士多德的引用源自

英文版 ，为了避免误解 ， 相关引文都附上译自希腊文的中译文。 此旬还译为“

各种行为都是
为了他物

”

， 参见《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 ， 苗力田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杜1992年

版u 一一译者注）
® Aristotle , De Caefu : The Con中lete Works of A心totle, Oxford: Cl缸endon Press, 1908-

1952, Book n, ch. 12, 292 61茹．

＠ 例如 ， 参见Metaphysics, Book IX , ch. 6, 1048 b 23 ff。

@ Poli血 ， Book I, ch. 4, 1254 al ff .  

@ Mag叩 Moralia, Book 1, ch. 34, 1197 a 9, ln The Complete Works of A心totle: Nicon匹
cl比血 Eth比s, Book I, ch. 6, 1098 a 11. 

@ M叩physic.1, Book TX, ch. 6, 1048 b 25.

CD Nie加machean. Eth如
，

DookX, ch.7, 1177 b 6 -7. 

@ N对叨叨chean Ethics, Book VI, ch. 5, 1140 h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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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例子：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政治学毫无疑问代表着

实践的主要领域 ，但同时他还主张卓越和高尚的政治和军事行动
”

针

对某一目的而不是为了行动本身
＂

。；他把立法这一最高级的政治活

动与体力劳动者的工作相提并论见他经常把在政治上必须以正确方

式进行的习惯性部署称为技艺 ， 即技巧。 不过 ，亚里士多德确实坚持
41 技艺

“
必定是制作问题 ， 而不是行动间题

”
硐因此它完全不同于并脱

离作为
“

行动能力的理性状态
＂

的实践智慧 ，因为
“

行动不是制作 ， 制

作也不是行动
”

吼

3最后 ， 虽然可能很难划定实践概念所包含的人类活动的确切范

闱 ，但是 ， 构成人力所及的最高可能的 、最完美的和自足的实践形式的

东西对千亚里士多德来说是没有任何异议的。 这就是沉思生活®(b如

如ore咄OS) 。 现在 ， 这确实是矛盾的 ， 因为亚里士多德 一 贯将理论

(theoria) 、沉思的特征描述为既对立于实践也对立千创制。© 实践最

完美的体现如此一来似乎就缺少了行动的特征。

然而 ， 亚里士多德实践／创制二分法的这些闲难（不论它们是真实

存在的还是想象中的）似乎是要让我们进行十分无意义的文献学活

动。 因为我之前提到的那些作者不仅不接受正在讨论着的逍遥学派

形而上学的特征框架 ， 他们也同样不接受亚里士多德对它的表述 ， 并

因此往往针对生产和行动之间的范畴特征(categorical distinction) 提出

一些多少有些激进的重新阐释。但是 ， 正是这一事实为上述思考赋予

CD N, 呻onu吵eanEtJ1四
，
Book X, ch. 7 , I 177 b 17. ("并不是为了他们自身而选择 ， 而是

为了追求某一目的
”

， 参见《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 ， 苗力田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 译者注）
® NichomacheanEthics,Book VI, ch.8, 1141 b39. 

(a) Nicho血1chea几 Etltics,Book VI, ch.4, I 140 a 16. 

@ Nichomac加anE小比s,Book VI, ch.4, 1140 a 5-6. ("实践井不是创制 ，创制也不是实

践
＇＇

参见《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 ， 苗力田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杜 1992 年版。
－ 译

者注）
＠ 英文为加life of contemplation, 也译作理论生活或理论活动 。 －译者注

@ Nie加machean Ethics, Book X , ch. 8, 1178 b 10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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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兴趣和重要性 ， 姑且不论所有那些修改 ， 主要是因为上述困难

仍然经常反复出现在这种二分法的现代应用之中。

这无疑是一种广泛的陈述 ， 对其进行论证就要对相关著者的每一

部著作进行一次彻底的分析。在此， 我必须将讨论限制在几个实例范

围内——尽管它们只涉及上述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困难 。

让我们从最近的一个实例开始。 弗雷德·多迈尔(Fred Dallmayr) 

多年以来一 直是最坚决地把实践的经典概念重新引入政治理论当中

的美国哲学家之一。 他最新的著作《实践和城邦》 (Praxis and Polis) 

极具启发性地 、 批判地简要论述了那些尤其旨在概念澄清的理论尝

试。 然而 ， 有关实践目的论特征让人大伤脑筋的问题似乎抵制着这种 42 

努力 。 因为多迈尔在对哈贝马斯的批判中坚持一般意义上的行动 ， 即

便是交往行动（就作为
“

行动
＂

的一种模式这一意义而言） ， 也
”

总是受

到某种
＇
目的

＇
的推动并因此是目的论的

“
吼但是 ，在同一部著作的

其他地方 ，多迈尔却主张 ， “在极端意义上 ， 非工具性的行动必须被解

释为与结果和目标实现无关的行动
”

见在这个问题上的举棋不定似

乎特别奇怪 ， 因为恰恰是这种未解决的冲突构成了多迈尔对哈贝马斯

批判的一个中心点。 他指责哈贝马斯的观点中存在着一种特有的窘

境 ， 一方面 ， 这是由哈贝马斯承认目的论结构对所有类型的行动来说

都是最根本的因素而造成的 ； 另一方面 ， 这是由以成功为目标的目的

论行动和以共识为目标的交往行动（我们还应该补充一点 ， 对于哈贝

马斯来说交往行动完美地实现了实践的功能）之间假定的尖锐对立而

造成的。多迈尔的批判似乎十分具有说服力 ， 不过似乎也同样伴随着

没有解决的窘境 。 尽管如此 ， 我要马上进行补充 ， 这不是他们特有的

问题。 这一问题还表现在汉娜· 阿伦特的开创性著作《人的条件》

(D F. Dallmayr, Prc江＂叩d Polis, Can山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40. 

® F. Dallmayr, Pra: 心叩d Polis,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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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uman Condition) 一书中。 阿伦特从根本上拒绝把任何目的论

图式应用于某种行动之上（她甚至在这一点上对亚里士多德的
“

不一

致
”

进行了批评）：她主张， 行动
”

完全处千手段和目的范畴之外
＂

， 目

的本身自在的目的(end-in-itself) 这一概念要么是同义反复的 ， 要么是

自相矛盾的应然而 ，尽管她强调了行动的自我启示的 、 表现的和主动

的特征 ， 但她确实没有把它与自由行动(actio几 gratuite) 等同起来 。 行

动是有意义的， 它的有意义性与它的
”

为了……的利益" (for-the-sake

of) 这一结构有关®, 与它具有某种目的这一事实有关雹即便后者几乎

永远也不会实现。 而阿伦特事实上认为行动具有某种目的 ，然而这种

目的不是
“

被追逐的
”

， 而是存在千行动本身中的。 但在她的作品中仍

然没有说明如何使这些特征和谐一致。

“ 看起来 ， 当代的作者至少避开了悖论， 即亚里士多德将沉思生活

提高到好的行动(eupr也ia) 这种最完美形式上的悖论。 在直接的意义

上 ，这当然是真实的。但是寻找能够一直与生产的工具性活动相对立

的某种活动似乎又产生了一种实践概念 ， 它还是缺乏某些根本的行动

特征 ， 这种行动特征是在打算进行或完成某事的具体情况下 ， 对事情

进展过程的积极干预和为实现目的而竭尽全力。 沉思的位置在今天

经常被话语 (speech) 所占据。 对于真正的实践 ， 我们这些作者各自有

代表性的见解之间并非无足轻重的差异有时似乎可以简化为话语和

交往 (communication)的模式一交谈 、争论或对话——他们当作范式

的那些。 这一点经常出现在批判性文献中 ，对此我不需要再详细说

明。 由于有一类范畴能充分体现出被今天的科层化(bureaucratisation)

CD Hannah Arendt, T. 如Human Conditi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aity Press, 1958, pp. 

207 山lU 154. 

® Hannah Arendt, The Humr111 Conditi()l1,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154. (参见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

页 一 译者注）

＠ 例如 ， Hannal1 Arendt, The H皿uw Condition, Chic叱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I 958, 

pp. 184, 198 n叫206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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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决策和所谓的专家意见破坏掉的政治活动的具体特性 ， 因此当

代的实践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重新引入了古代的做／行动概念 。 但

是 ， 这种哲学似乎最终忘记了政治领域不仅仅是交谈和争论的领域 ，

而且还是制定和执行某种事物的领域。

有一些经典和重建性的理论将固有的行动与生产 、做和制作在范

畴上绝对割裂为两种根本对立的人类活动 ，在这些尝试中也许存在着

某些有疑问和误导性的东西 ， 我曾经试图为以上这种怀疑提供某些依

据。 然而 ，在尽力对有关这些困难的来源进行有些零散的思考之前 ，

我首先要稍稍离题一下。

我在一开始提到的那些具有吸引力和启示作用的现代性评价并

不仅仅 ， 甚至并不主要在于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 一些已被遗忘的概念

性区分及其当代的相关性上。 其实 ， 它们还叙述了 一个有关抑制和遗

忘的完整历史故事。 毫无疑问 ，在我提到的那些作者之间也存在着有

关这些＂ 叙事” 特征和实质的巨大分歧 。 但是 ， 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试

图以对我们过去的一致理解为基础而得出重新思考当下的某种特定

方式 ， 正是对我们过去的一致理解既造就了我们的处境也形成了我们 44 

对它的思考方式。 尽管程度不同 ， 但这些评价都努力为我们展现关于

我们的理论传统的历史 ， 展现它是如何发展起来并对自已社会背景的

挑战做出应对的 ， 展现它与变化着的生活实践是如此彼此紧密相连

的。 尽管他们的观点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 但正是这种思维方式首先将

这些作家团结在一起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历史故事为他们的

分析赋予了一种论战(ru·gumenlative) 能力一一也为我们提供了如此多

的深刻见解。 想要对他们代表性的观点进行批判就不能简单地回避

他们全部著作中的这个方面 ， 否则争论就是无的放矢的 。

当然 ， 我无法勇敢地面对我已经阐述过的挑战 我无法在这里

对现代性的起源和发展进行倒叙。 这不仅是因为有限的篇幅肯定不

能充分地承载这种理论尝试 ， 更主要是因为我不知道有什么故事是足

够清楚明白能去讲述的。 但是我至少想要提示 ， 有关“ 实践的萎缩＂ 的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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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可能无法用我们习惯的用语来重新讲述 ， 而是具有不同的结果和

不同的寓意。 为此 ， 我打算重新审视两个人物和思想传统 ， 当然只能

以草草的方式进行 ，也就是可能——往往确实一在所有此类叙述中

起到突出作用的 ： 康德和马克思。

毫无疑问 ，康德在实践哲学的历史中代表一种断裂。在其伦理学

中 ， 实践领域同公共领域彻底分离 ： 它不是变成简单的私人化 (priva

tised) , 更主要的是变得主观化 (suhjectified) 了 。 因为 ， 根据康德的批

判 ， 只有完全道德的东西才属于实践哲学的主题 ， 且道德价值只能无

条件地从属于意志(will) 的决定， 这样行动就从哲学的可见领域中消

失了 。 随之 ，作为有意义的卓越行动统一体的实现 ， 满足的生活 (ful

filled life)的道德理想也开始被无法满足的 、 没有限制的主观努力所取

代 。 相应地 ， 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 的意义也被彻底转变 ： 如果实

践智慧的理智德性(intellectual virtue)在此之前一直被视为一种性情 ，

能够正确地判断在具体情况下适宜去做什么以及在积极的道德体验

中获得什么， 那么今天它则体现在能够测试各种行为准则的道德所容

许的、普遍化的形式程序中。 综合以上 ， 康德必定要完成一种伦理学

45 革命；反对亚里士多德及通常意义上经典传统的革命。 这种断裂的根

源可以追溯到最根本的一点：对行动本身的一种限制性的理解 。 因

为 ， 当康德在一般意义上将行动定义为规则规定的
”

达到其自身目的

这种效果的手段
”

时， 当他把行动等同于经验上无条件的 、 自由发起

的产生的形式时 ，他实际上仅仅将其与创制和生产等同起来。 一旦这

种等同得到实现 ， 一旦实践被遗忘 ， 那么不可避免接踵而至的所有后

果就是道德的私人化和内在化。

这不是对康德与亚里士多德之间关系的一种不熟悉的解读，而且

肯定不是一种非启发性的解读。 但是 ， 我认为它有可能描绘了另一幅

图画。 我们不应该忘记 ， 康德所回应的直接挑战主要是晚期启蒙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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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哲学 ， 尤其针对大卫·休谟(David Hume) CD否认实践理性是一种有

效的道德手段。 要证明理性能够是实践的 ， 而不仅仅是情感的仆人这
一任务是康德在其实践哲学中的主要努力方向 ， 他在其中当然与亚里

士多德有着共同的基础。 而且 ，他提出这一任务的方式与亚里士多德

本人的努力并不抵触。 因为康德也首先做出了一种主要的区别和二

分法 ， 这一点他用不同的题目反复进行了表述 ， 例如经验上有条件的

和纯粹实践理性之间的区别、假言和定言律令之间的区别以及技术实

践规则和道德实践原则之间的区别。 当然 ， 康德的二分法不涉及特定

行动本身的结构 ， 而涉及决定行动的理性意志及其原则的结构。从康

德的立场来看 ， 具体的行动不仅能够体现不同的准则 ， 而且能够在不

同的清况下归入不同的实践立法原则中。 对于康德来说 ，做出这种区

分在许多方面都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概念的判断(judge

ment)任务。 ("对千包括规则的理智概念 ， 实践者如何区分某事物是

否为一个规则的实例必须加人判断行为 。"®)但是 ， 对千做出正确判

断的行动者来说 ，任何具体情况下的行动都分为两种轮廓分明并相互 46 

排斥的类别：在其中一种行动中 ， 唯一决定性的考虑因素是技术的－

审慎明辨的(technical-prudenti哗）；而另 一种则是道德的。

就这两个领域而言 ， 康德似乎重现了亚里士多德分别赋予创制和

实践的根本特征 ，但也带有一个根本的例外。 被归为技术实践规则的

行动具有外部的和有条件的目的，它在整体上被最终划归为自我保护

(self-preservation)的自然目的 ， 生活同样如此（对立于道德意义上善的

生活）。 在这个意义上 ， 它们都归屈于必然性的范围怠它们实行的

＠ 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一1776), 英国著名哲学家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

主要著作有《英国史） 、 《人性论） 、《人类理解研究）等 一一译者注
® L  Kant, Uber den Geme心pru动 ： Da.s mag in心r Theorie r比htig sein, ta叩aber nicht 他

die p,, 心i.s, ln Ka正s Cesamme如Shriften, ed. Preu函sche Ak11demie dei Wissensehaften, Berlin, 

1902 , vol. vm, p. 275.

@ prudence这个词也被翻译为明哲 、 智慧。
－ 译者注

＠ 参见亚里士多德评论艺术
“

只是为了追求必然的事物",E叫emia几 Ethics, ln The 
C<>mple比肋rks of Aristotle. Book l, ch.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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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技能和审慎［在 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神秘匝测(dei叩tes)的意义

上］ ，要以成功来进行判断 ， 仅就知识的数蜇和意图而言是不重要

的应与之相对 ， 只有某一行动仅仅是为了它的善而不是为了某种外

部目的 ，这一行动才是道德的。 这种行动是真正的自由的实行， 因为

只有通过这种行为， 人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

自己的法则" (law to 

himself)®, 而且人类只有通过这种行为才能展示他自己的特性。 道德

的行动因此能够归责 (imputation), 而且不能脱离意图来对它们进行

判断。 对于道德行为来说 ， 我们再一次引用康德和亚里士多德都完全

同意的一个观点 ， 即实施者
”

必须对行为进行选择 ， 而且 必须按照自

己＠的目的进行选择
“

。

康德并没有取消亚里士多德关于创制和实践之间的区别 ， 而是煞

费苦心地以自己理论的语言对这种区别 进行了重新构建。 那么他又

为什么拒绝接受亚里士多德关于生活 (living)和好生活(living well)之

间的区别这个基本的二分式的表述方式呢？他为什么拒绝接受幸福

(eudaimonia)概念这个人类所有可实行的最高的善？并且他为什么始

终如一地把它曲解为一或者看起来如此－ － 种满足我们所有需

要之事物的外部状态这个意义上的
“

幸福
＂

， 而不是像行动一样完整

的 、 有意义的和满足的生活？

47 关于这些间题的答案一�能够解释康德与所有经典伦理学根本

对立的答案 对我来说 ， 他进行了极其清晰的解释。 一旦我们询间

在那种争取幸福的努力中所有人必然共 有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 ， 幸福

就仅仅被简化为安乐 (well-being), 并最终简化为自我保护 。 一旦对

人类共同体的具体特征的参照以及在此之上不同的生活形式被排除

在外 ， 生活和好生活之间的区别就无以立足 了。 对此 ， 亚里士多德当

然完全同意：他将那些
“

被自然奴役
＂

的人定义为最高的善对他来说就

(D N比ornachean Eth比s, Book 11, cb.4. 

® Niconwchean. E伽cs, Book V, ch. 8. 

@ N比omachenn Ethics, Book Il, c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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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活本身的人 ， 因此所有人共有的东西不过就是对自我保护的追

求。 康德对亚里士多德的异议来源于他对伦理学普遍性(universality)

的不懈坚持：道德法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强制性的 ， 也同样是可理解

和可实现的。 人作为(qua)人 ， 是具有自主性的 ， 并因而具有尊严。但

是在另一方面 ， 按照康德的观点 ， 我们 不能用物质名称来定义道德意

义上的善。 和亚里士多德一样 ， 康德倾向于坚持技术的－实际的活动

和实践的－道德的活动之间的严格区分 ， 以及后者对于前者的绝对优

先性和支配作用 ；但他只是在极其普遍化的情况下看待这种区别。

这同样解释了为什么一般意义上的人类行动 ， 虽然存在着公认的

二分法 ，在康德那里获得了一种完全生产的(poiet比）特征。 在其内容

上 ， 康德的伦理学 尽管它存在着主观主义的特征——是公共的。

但是 ， 必然与之相关的共同体不是其给定的、存在着的先决条件 ， 而是

其具有明确意志的目标。 仅仅为了它的正确性（责任性）而追求的道

德行动假设了一个超越行动本身的最高目标：根植于德性和幸福相称

的生活中 ， 整个人类的道德共同体。 每一个理性的人都有义务和决心

把他们的行动变成实现这种共同体的手段 ， 即便我们都知道 正如

康德所确信的一样一一-'E永远不可能实现。

但是 ， 现在让我们转向马克思 ，在现代性的条件下 ，他往往在所有

有关实践概念是如何消失并被某种无限制的创制（制作）所吞噬的故

事中发挥核心作用。 当然 ， 马克思从程式上把生产变成所有人类活动

的一般形式和范例形式 。 他对于这种理念的阐述是最清楚和最彻底

． 

不过的。 “宗教 、家庭 、 国家 、法 、道德 、科学 、 艺术等等 ， 都不过是生产 48 

的一些特殊的方式 ， 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Ci)" 整个所谓世

Q) Karl Mane , Eco心mic and P伍如ophical Man心cripts, In Early Writi咚s, trans. R. Liv

ingston and G. Benton , Hammondsworth, Penguin, 1975 , p. 34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l 卷 ， 人民出版杜 2009 年版 ， 第 186页。 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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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 屯）由此 ， 旨在成为一种

实践理论 ， 马克思的理论实际上是把塑造作为自然的客观世界的工具

性生产方式 ， 转变为所有的人类活动。 理论上 ，它把技术创新视为所

有历史变革过程之中真正的核心 ， 而把政治和文化简化地理解为仅仅

是社会经济结构的上层建筑及功能性的派生物。 在实践上 ，
一方面 ，

它产生了对技术进步的崇拜 ，对物质生产力无限发展的崇拜；另一方

面， 它产生了一种社会理想 ， 通过对社会活动进行适度理性的和统一

的组织及控制来确保前者的实现。作为必然结果 ，马克思关于解放的

未来的僮憬暗含着取消私人／公共区别和消除真正实践的－政治的活

动的制度化领域(.. 废除国家") : 它是对真正创造自已历史的 、 已经计

划好的和计划中的一种社会的僮憬。 但是 ， 这种理论不仅没有认清有

关人的软弱和有限性的根本事实 ， 而且一—更重要的是 它把合理

的历史变革与人类事务中的工具理性发展等同起来 。

此外 ， 将马克思解释为劳动(labour)或技术的理论家 ， 这种常见理

解不仅在哲学正确性方面而且在对于其理论或至少是后期理论的基

本结构和相应意图的精确性方面可能都会并应该受到质疑 。 马克思

关于劳动的定义无疑完全符合亚里士多德的创制概念：劳动是一个主

动的过程 ， 劳动者通过这个过程按照他的既定目标制成自然材料来满

足这一过程之外的人类需要的目的。 这一定义非常惊人 ， 因为它似乎

既完全否定了马克思的一般理论也否定了他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
49 动状况的具体分析。 关千第一点 ， 马克思总是强调生产不仅在于为了

预先存在的需要而制造新客体 ， 而且在千创造新需要 ， 这种新需

要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内在于这一过程之中 。 而且 ， 正是由千

这一原因 ，生产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人类活动。 关于第二点 ，马克思经

济分析的中心概念 ， 即抽象劳动的概念 ， 实际上蕴含着一首先便蕴

(D Karl Man: , Eco心血c and Ph必op加al Ma血scripts, ln Early Writings , trans. R. Llv

ingston and G. Benton, Hammondsworth, Penguin, 1975, p. 38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l 卷 ，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第 196 页。
一—译者注）

48 



第二章 超越二分法 实践和创制

含着一—一个主题 ， 即工人的具体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全独立

于他自己设想的目标和目的；也就是说 ， 它的目的论特征只能通过服

从资本家的意志而得到保证 ， 而资本家的意志最终又反过来由市场和

资本积累不受控制及非个人的需求所决定。 个体劳动的这种
“

无力"'

即主观意义上目的性的丧失 最终 表现出了整个生产过程的

目标 ， 伴随着一种半技术必然性， 服从千经济行动自动和自发运转的

机制 ， 它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劳动异化批判的中心要素。

如果没意识到马克思并没有把生产的概念同劳动的概念等同起

来 ，就会觉得马克思的这些思想与他自己对劳动的定义（他一贯坚持

这一定义的普遍有效性）产生明显的矛盾。 甚至在术语上 ，从《政治经

济学批判大纲》 (Grund心se) 开始 ， 马克思就在两者之间做出了明确的

区分：作为人和自然之间技术过程的劳动只构成了生产的一个方面 ，

仅在理论抽象中才能从其复合体中分离出来。 生产本身总是双重过

程的统一：劳动的工具性活动 ， 即创制；特定社会关系的
“

再生产
＂

， 即

人与人之间社会互动形式的积极维持和改变 ， 它作为最卓越的实践 ，

决定了历史上特定社会制度的整个生产过程的
”

目标
＂

。 这两者构成

了马克思将其称为生产的那种范例活动的
“

物质的
”

和
”

形式的
“

成

分一而且在阐述这种
“

质料／形式" (matter/form)二分法的时候 ，他

（在 19 世纪 60 年代早期）直接回溯到亚里士多德。 但是 ， 只要这两个

方面以及它们对人类活动提出的独特要求仍然是制度上融合的和不

可区分的—— 和所有历史中的情况一样一—异化和物化就将以这样

或那样的形式继续统治社会生活。 在马克思的理解中，在前资本主义

的 、传统的社会中 ， 劳动活动直接根植并从属千以个人依赖和统治为 50

基础的公共组织的预设形式 ， 所以共同体必然会伴随着新需求无意的

出现和侵入而消失。 只有资本主义 ， 作为一种最卓越的动态社会 ， 才

把新需求的生产和技术变革变成其社会再生产的一种紧迫要务 ， 但是

它只是通过使整个社会生活服从千社会自动作用来实现这一点的 ， 这

种社会自动作用就像自然的盲目力址一样从经济的似乎理性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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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显露出来并以不受控制的方式决定其发展的方向 。

希腊城邦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范例（
“

人类童年时

代
＂

）来展现如何为全体公民自主的 、参与性的决策创造自由和独立的

空间-1且是 ，它完成这一任务的方式是免除公民的劳动任务并将后

者加诸被排除在特定和特殊的［
＂

狭隘的" (born比rt)]政治共同体之外

的大多数人之上。未来人的解放必须解决一个类似的任务 ， 但是要在

现代性动态的和普遍的要求的背景下来解决这个任务。社会主义因

而是一种社会形态 ，在其中劳动任务的完成及其在共同体成员中的分

配一通过“ 社会经济核算"(socio-economic bookkeeping)一只服从

千某种技术合理性(rationality)的需求 ， 但社会生产目标及其发展的整

体方向建立在所有个体的自由交流和决策中 ，这些个体从所有特殊的

制度限制和等级制度中获得解放（废除国家）。作为
＂

必然王国
＂

的劳

动不得不仍然
”

由需要和外部刺激
＂

来决定；任务就是要转变其组织

形式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 即超越它所出现的
”

自由王国
＂

成为目的本

身的人类活动的制度空间一－个自由交往 、 决策和自我实现的王

国 ， 使工具合理性的逻辑服从于所有人的共同意志。 整个人类社会的

生活被马克思设想为
“

生产
＂

， 因为实践和创制之间的区别 ， 为了不要

成为一种理论抽象而是成为实际现实 ， 要从它们两者在过去和现在形

成的物化融合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 在这样的未来中被人类有意识地 、

共同地制造和积极地维护下去 。

51 我在这里已经提到这些有关康德和马克思的 ， 不仅零碎而且非常

片面的解读 ， 只是为了证明经常看到的对于现代性及其思想史的描述

是对作为实践的人类行动真正意义的不断
｀｀

遗忘
＂

的过程 ，这些描述当

然可以说是不充分的。 重申实践和创制二分法的当代理论尝试以及

批判性地提出其实现的可能性条件 ， 在某种意义上并不像它们一开始

出现时那么新鲜。在现代思想史上 ， 尽管存在着许多差异性将我们的

时代与城邦时代区分开来 ， 但是我们仍然一次又 一次地遇到坚持这种

二分法的努力 ， 在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和动力论的现代要求下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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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这种二分法。 从我们 的观点出发 ，如果这些尝试在许多方面被证

明是不符合要求的 （以及我曾提到过的关于康德和马克思的类似批

判 ，在这个方面确实包括许多有理有据的评论）， 那么我们不应该认

为 ， 用他们过于自满地接受了某些现代性的条件这种说法就能简单地

解释这一点 。 因为此时此刻 ，我们也不能轻易地放弃普遍化和动力论

的双重要求。在这种意义上 ， 在我看来 ， 麦金泰尔关于
“

启蒙时代的运

动不仅是错误的 ， 而且可以说一开始就不应该有"CD这一纲领性论述 ，

在我们所面对的实际情况中，似乎不仅是灾难性的而且是虚假的。 因

为即便我们渴望一个多元社会的世界一或者 ， 按照奥克肖特的话

说 ，不是一个企业组成的世界 ， 而是由
“

友谊
”

和以独特传统为基础的

共同的生活形式联结在一起的、公民联合的世界 我们也仍然不应

该（甚至不能）一我确定麦金泰尔也不会一一希望出现一个个体被

束缚在预先给定的共同体中的、从归屈上附属于某些习惯性的生活形

式 ， 并且按照非敌即友的方式来对待所有其他人的世界。 同样 ， 就各

种操纵力拭无限的积累而言 ，即便我们反对一个社会把无限制的增长

既当成一种必然也当成价值本身(value-in-itself) , 我们仍然不会（或许

也不应该）希望在我们 的 实际情况中出现一 种规范上用模仿

(imitatio)原则取代发现(inventio)原则的社会文化生活形式。

所有这些 论述把我们带回到了关于在使用实践／创制二分法中涉 52

及的困难的最终来源问题 ， 尤其在现代条件下。 并且 ，我们现在可以

为它再加上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种思想一不考虑它所遇到的所

有困难一在我们的思想文化史中保持着巨大的吸引力？

做和制作之间的根本区别经常被设想为 甚至在经典传统本

身中也是如此一不同行动的客观结构中关于某种根本差异的区分。

更确切地说：就是一种观察结果 ，即在我们通常的行动描述以及将其

(D Alasdair MacIntyre, Afl比r Virtue,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c;, 1981 , p 

118. (参见麦金泰尔 ： 《德性之后） ， 龚群等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 第 149

页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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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为两类的划分中 ， 这种概念阐释的说服力在一定程度上所依赖的观

察结果。 第一类通过确立标准把有意识的行动确定为某种特定类型

的行动， 这些 标准是关于某种客体或状态的 ， 由其产生并构成了脱离

行为本身的目标。 相反 ， 第二类在不涉及外部结果的情况下详细说明

了某种行动一它所实现的目标（或物品）在这里被设定为内在于其

自身的过程并且在其全部表现的始终都是真实的（与在其结果中变得

真实截然相反）。 因为有意义的人类行动只能出现在某种解释中 ， 所

以就这两类描述能够合理地被应用千不同行动实例而言 ， 将这种划分

视为指向截然不同的方式 ， 这种 理解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 正是通过这

些方式 ，
一种行动一就其结构而言一能够体现出意图。 在这个意

义上 ， 我们可以将完成 (achievements) 与实现(accomplishments) CD区分

开来。

但是（除了过于模糊和肯定不足以包含所有类型行动之外） ， 这里

所做的区分却使这样异质性的行动类别统一在一个范畴之下 正

如我在引用亚里士多德时已经指出的那样一其信息上的价值似乎

是贫乏的。 因为鞋匠做一只鞋与凡 ．高 (Van Gogh) 画一只鞋都是实

现的例子 ， 吃东西和帮助困境中的人同样都属于完成， 这些术语似乎

能阐述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少之又少。 创制和实践二分法当然不能

被仅仅简化为这种差异。 通常是那些进一步的区分（主要是暗中包含

的）所论证的区别。 一方面 ， 在对行动进行社会评估的理性标准中可

以发现这种区别——主要依据各种有效性(efficiency) 标准之间的对

比以及固有的公正与优秀 (rightness and excellence) 标准的对比来表

“ 现。 另一方面 ， 它与行动者拥有的、用于从事某项活动的 、在本质上不

同种类的理性动机相互关联— —广义上说 ，就是不同千与价值相关的

主观目的 ，而是与功用相关的各种主观目的。 正是这三种对立 行

动的目的论结构 、对行动进行评价的社会标准和主观意图（伴随着行

Q) achievement 和 accomplishment 是近义词 ， 都有成就 、成绩等意思 。 在本书中 ， 按照著

者的意思 ， 为了对应实践／创制的二分 ， 因此 ， 分别翻译为完成和实现。 －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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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相应的行动策略）——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了实践和创制二分 ，

使它更加尖锐 、 更有意义。

应该强调 ， 这些步骤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动机不明的。 按照它们

完成自己的目标有多么成功和多么有效来判断 、评价各种完成活动是

相当自然的 ，而对于实现来说则经常按照活动本身的内在标准进行评

价。此外 ，在许多情况下（尽管不是在所有情况下） ， 就什么样的行动

描述能够被合理地归于其中而言 ， 行动者的主观目的（和知识）确实 是

基本的甚至是决定性的。然而，刚才提到的三种对立不能以一般的和

系统的方式相互关联 ， 它们 是不一致的一一而且与实践／创制二分法

（我此前提到的）的应用相关联的所有分析的－逻辑的困难都是这一

事实的结果。

不去考虑一些确实重要但只是第二位的因素 ，
一 个根本性的问题

因以下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出现了 ， 即在一种环境中认为行动及其

涉及的结果能够发生 ， 依据这种环境的范图和理解 ， 同一个带有意图

的行动具有许多不同的 ， 但同样正确的和正当的描述一—并且就我们

已经提到的三种对立而言 ， 这些不同的描述能够归入不同的范畴。

“做一条裙子
＂

同时可以是
＂

谋生
＂

、 “从事一种业余爱好" 、 ”进行艺术

创作
＂

或
＂

帮助困境中的某个人
＂

。因此 ， 不同的 、有时对立的评价 标

准可能同时适用于同一个行动。此外 ， 行动者的意图可能既与功用相

关又与价值相关 ， 或者 仅仅与它们中的一个相关（在后一种情况中 ，不

会永远或唯独如此） 。 而且 ， 不同的有效描述不可能——正如经常认

为的那样 按照层级分明的目标等级制度来排序 ，因为与行动相关

的清况没有构成一系列扩展的范围而可能只是部分的重叠 ， 还因为在

描述中所暗示的目标可能牵涉到矛盾的行动策略。 与亚里士多德的 54

格言相反 ，按照
“

行动（实践）不是制作 ， 制作也不是行动
”

，那么事实

就是 ， 我们的许多制作活动同时也是做的活动 ， 狭义上的行动 ，而我们

的大多数行动同时也是这种或那种制作。 试图将这两者 作为不同的

有目的性的人类活动类别而严格区分开来的尝试 ， 不仅导致了逻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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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连贯（在这些术语的使用中从客观到主观层面的不断转变 ， 反之

亦然 ；关千行动目的论结构的晦涩难懂等等） ， 也激发了对真正实践的

追寻 ，追寻那种不是且永远也不可能是创制的实践 这种实践进而

变成不再是行动。

那么 ， 如果这种二分法与许多基本的考虑因素和经历背道而驰的

话 ， 我们怎么解释这种二分法长久以来的巨大吸引力呢？答案存在千

以下事实当中 ， 即行动的结构 、 其评价标准和主观意图之间的联系一

旦确立起来 ， 实践和创制范式上的区分一似乎与关于我们行为的基

本考虑因素相联系的两个术语一一成为形成根本哲学洞见的媒介 。

创制现在指的是那些活动范围 ， 那些有意识地与功用联系在一起的 ，

与仅仅是其他目标的手段联系在一起的 ，自身最终与生活的必需品和

便利设施联系在一起的 ，与不同于好生活的安乐联系在一起的活动。

因此 ，恰恰因为这一点 ， 这些活动总是受到必然性的支配—— 一种外

部的 、我们自己的物理本性的强制。在这一领域进行理性选择并充分

地运用这种选择意味着要为预设目标而有效地利用这些必然性。 所

以 ， 这些行动只能按照技能和知识进行评价 ， 独立于行动者的性格和

个性一因此它们是可授予的 、可转移的活动 ，构成了专业 (expertise)

的合法领域 。 与之相对 ， 实践包含了所有那些我们人类设定目标的独

有能力得以展现的活动。 它是指向对我们有益的行动领域 ， 我们是能

够进行选择因而承担最终责任的自由行动的存在物。 它构成了我们

集体的和个人的特性自我表现与自我实现的领域 ； 生命对于我们的意

义通过实践得到肯定和表达。 所以 ， 二分法使我们能够把我们有限生

命所遵循的这两个规则一—自我保护和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 的

规则一与可区别的 、本质上相分离的人类活动的两种类别和领域联

55 系在一起。 通过这样做 ， 我们有可能辨别我们不可转移的个人责任和

社会责任应该根植于哪里并且其终点在何处。尤其是它为我们追求

一个良善的共同体或社会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 、 明确定义的方向：我

们要找到使实践能够控制 、统治并向创制活动
”

发布命令
＂

的 ， 公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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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那些制度安排形式。

只要行动者潜在的社会角色在很大程度上由有意识的或制度性

的传统 预设和相对固定， 并且行动的情形是相对稳定和透明的 ，那么

二分法——不考虑其表述所牵扯到 的 所有分析困难一 —就具有极大

的指导性意义。但是 ， 当这些条件消失的时候 ， 它不可避免地转变成

一种批判工具 ， 可能一越发如此 涌掉我们实际困境的特征 ， 既

包括 个人的也包括社会的。

＂……生活是行动而不是生产"<D-—－毫无疑问， 亚里士多德的 这

句名言即便在今天仍保持着它的启发力。 幸福 、 好生活 ，并不是精神

欢快或自足性 的某种状态 ，人 们可以期盼它的到来 ，也能够将它作为

某种有意识的努力的 结果或回报而生产出来。 良善生活是始终为善

的整个人生的实现一它是在各种目标的高尚行动中实现的 ， 通过这

种方式其构成了一个有意义的统一体。但是 ， 在承认亚里士多德深刻

洞见力的同时 ，我们必须立刻补充：对我们来说生活不可避免地 ，也是

一种生产。 一 部分原因是 ， 在某种工作—一既在名义上也在实际

上—— 构成生活本身的中心要素的那个社会中 ， 良善生活的概念不可

能与人们所进行的那种劳动相分离。 还有一部分是因为 ， 在社会角色

至少原则上没有被归属性地固定下来的社会中 ，生活也是 在其不

同阶段 、方面和部分一－个制作的问题 ， 是完成那些我们已经选择

的并设定为自己目标的 能力、承认和结果的问题。 有许多针对完成原

则的意义深远的 批判 ，但是我不认为我们应该选择去过那样一种生

活 ， 只是纯粹非常好地完成我们期望去做的那些事情。 最后 ， 当生活

对我们来说既是行动又是生产的时候 ， 它当然也就变得什么都不是 ，

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连串不可预测的事件 ， 既不是我们制造的也

不是我们发起的 ， 而是降临在我们身上的 ，对此我们只能应对和反抗 56

以便在这个过程中保护某种脆弱的统一。 没有人比亚里士多德更了

(D Politics, Book l. ch. 4. 1254 a 8. ("生命屈于实践而非创制
＂

，参见《亚里士多德全

集》第 9 卷 ， 苗力田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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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这一点 ， 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没有人像亚里士多德这样对此彻底地

不屑一顾。 他的现实精神毫不犹豫地将运气(fortune)或顺利(faring

well)视为幸福的组成部分， 只是将所有人最大的运气 ， 即生为自由人

或非自由人的运气视为伦理考虑因素范图之外的东西。 因为我们不

能当然也不应该在这一点上效仿他 ， 我们必须不仅要问 ， 哪一种公共

的制度安排能够为人类卓越品质的实行和显露赋予自由的社会空间 ，

而且还要问哪一种制度安排能够向所有人保证 ，连续的非理性事件不

会彻底剥夺人们为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的可能性一既是在完成某

些选定目的的意义上也是在实现具有独特意义的事情这个意义上。

作为解决这两个任务的最大威胁 ， 现代社会的批判性分析首先强

调 ， 为了遵从这些公共机构的有效运行 ，

“ 实践的萎缩
”

主要表现在将

所有公众论坛和机构转变为对公众进行控制与操纵的机构。 某种自

我延续的工具合理性对生活各个层面的控制当然是现代社会的基本

趋势之一。 但这只是其中之 一
。 同时一— 恰恰是这一点构成了我们

独特的窘境－我们能够观察到一种
“

反向的
“

过程：传统上被认为专

属千创制领域的所有事物和活动都在实用化(practicalisation) 。 有力

地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一事实上的人正是汉娜· 阿伦特 用

她的术语来说：社会领域入侵政治领域－这是她所厌恶和抵制的。

但是在我看来 ， 这却给她留下了 一个政治概念去处理 ， 这一概念在很

大程度上与解决我们今天无法忽视的那些重要任务并不不相关。 而

且 ，在过去几十年里 ， 我们能够看到这一过程的巨大加速：创制的缩

影 ， 这种技术和生产的特征 ， 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会政治和道德关注的

问题 ， 而且这肯定不是没有原因的。

在当前的条件下 ， 我们必须对以下问题做出选择：在什么地方为

专门知识的所辖范围与个人或社会责任画出分界线？在什么地方或

如何遵循效力原则或正确性原则？或者通过什么样的行动策略和以
57 什么样的方式使它们一致一—这往往要参照具体情况和相关的行动

者。作为活动类型的实践和创制之间的区别在社会实践中已经被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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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地相对化 ，而能够被正当地应用于各种活动的不同原则 、 政策和规

范之间的差异 ， 甚至对立 ， 肯定还没有消失 ，而且在今天看起来甚至 比

以往更加尖锐 。 行动本身因其固有的特性而分成某种自然的等

级一—设想为奴隶的和自巾的对比 、技术的和道德的对比以及基础的

和上层建筑的对比 并因此为我们打开了特殊的空间来行使必需

性和自由 ，这种想法无法再发挥理论的或实践导向的作用。 我们生活

在这样一 种局面中 ， 也许对所有人来说都没有最低限度的良善生

活一自由 、 相互尊重和团结的生活 纯粹的生活(mere life) , 我们

的生存也许会变得不可能。 我们必须在我们积极生活的具体情况中

对应该被认为是
“

实践
＂

的东西和应该被认为是
“

创制
＂

的东西做出区

分或折中。 我们必须以
“

实践智慧
＂ “

明智而审慎地
”

做出这些选

择一 —按照这些词语的双重含义： 一种意义是这些选择不是随意的 ，

而必须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 ，进而另 一种意义是我们为这些选择

承担责任。 对于这些选择我们可能犯了令人发指的错误——正如我

们所知道的 ， 人类甚至有可能把灭绝数百万人的行动转变为高效生产

组织的一项任务。 另 一方面， 就我们没有一种普遍的 、要么程序上要

么物质上的、能够有效地引导我们如何在每一种情况中理性地做出决

定的原则而言 ，这种选择也是一个实践智慧的问题。 我们只有道德和

实践经验及思想方面丰富的 ， 但又令人困惑地相互矛盾的传统一以

及所依赖的各自的意见。

我主张 ， 实践哲学应该超越实践和创制二分法而重新思考它的任

务。 而且 ， 在这项事业中 ， 亚里士多德的精神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对照 ，

而不是为我们指明前进 道路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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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 

矛盾的文化统一体

艺术和科学

首先为了阐明这篇文章的主题 ， 我要做些介绍性的评论。 这里使

用的
“

文化
“

不是广义的 、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 ， 而是在它经常相对千

”自然
＂

的意义上的 ， 并专门在对立千
“

低层的
“

或
＂

大众
＂

文化意义上

的
＂

高雅文化
＂

。 在这个意义上 ，文化涵盖了艺术和科学领域 ， 此外可

以含糊地称为
“

人文科学
＂

的领域处千两者之间阙限模糊的中间地带

（关千这一点我在本文中不做特别研究）。

首先 ， 鉴于其中不包含—— 宗教， 这样的文化组成是值得注意

的。 当然 ， 现代性中的世俗化过程不会使无信仰成为这个社会占

主导地位的态度。 世俗化不是导致宗教的消失 ， 而是使宗教私人

化(privatisation)。随着宗教转化成私人信仰的间题 ， 宗教失去了其早

期中心文化的作用。

正如评论所表明的那样， 即将展开讨论的文化概念相对来说起源

60 并不久远 ， 当然 ，它的出现是长期复杂发展过程的结果。 但是 ， 宽泛地

讲 ，我们可以指向18世纪晚期 ， 因为在这一时期 ， 新的文化概念获得

了稳定的内容 。 这是如下讨论的起点。 尽管如此 ， 它也有自己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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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同样有点独断地 这个终点可以确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的时候。 所以本篇文章的主题是关千过去的问题：＂古典的现代文

化
＂

， 一个惊人的逆喻(oxymoron) 。

在本文当中我只想解决一个问题 用单数形式来讨论文化是

否合理并且具有意义 ， 是否存在某种统一 体可以把科学和艺术的不同

领域连接起来。 从康德经由黑格尔 ，

一直到德国文化哲学(Kulturphi

losophie)的后期代表 ，对这个一般性问题的积极回答几乎一直是不言

而喻的。 但是，这种文化统一体的信念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就消失

了 ，和社会阶层 、文化市民(Kultur妞rgertum)一起 ， 对他们来说这样的

统一 体至少是个理想或许也是一种经历 。 促使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是

面对当下得到的观察结果和体验 ，两个重要的文化领域在当代的处境

中有着奇异的相似之处：科学和艺术。 今天 ， 它们完全不相关的话语

系统特征 ， 长久以来一直受到悬而未决的争论的影响 ， 即规范导向的

本质主义－ “ 内在论的" (intern吐st)方法同经验导向的相对主义－

”外在论的
”

方法之间的争论。 这些对立的方法在回答这个看似简单

的问题时充满了矛盾：是什么确定某种事物属于科学或者属于艺术？

更有甚者 ， 最近的
“

科学之争
＂

也紧密地反映在艺术的
“

文化之争
＂

中。

现在 ，我们经常听到关于
“

艺术的终结
”

和
＂

科学的终结
”

这种同样类

似的预测 。 这样的类比可以很容易继续列举：文学理论中著名的
“

作

者之死
＂

的口号 ，在科学研究中与之类似的是
＂

自我反思的
”

方法 ， 倡

导一种新的
“

多义的
“

科学书写形式。 一个被我们忽略已久的统一 体

现在正有力地提醒我们 ， 实际上这个统一体正在走向瓦解 ，在这两种

截然不同的实践领域 之间难道还存在着某些更深层 、更隐蔽的联

系吗？

当然 ，只有当人们能够设计出一个概念图式 ， 既能阐明这些领域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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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相似之处也能说明同样重要的差异性时 ， 那么对这个问题的积

极回答才有意义。 我的观点是 ， 至少在
“

古典的调制解调" (classical 

modem)阶段 ， 存在过这样一 个概念框架 。 换句话说 ， 按照这种理解 ，

任何属于文化范畴的事物都必须满足一种 由作者－作品－接受者关

系定义的功能性作用 ， 从而能够符合这一术语对人或对象提出的普遍

要求的 、特殊的方式。 正是通过这种关系一＂文化关系
”

一 —所有文

化实践形式必然共享的一般特征才得以表述并且同功利的－技术性

活动划清界限。 因为技术活动的结果是人工制品 ，不是这里所说的有

意图创造的作品。 它们也许有制造者，但绝不是作者。 人工制品在这

里是为了供使用者／消费者购买 ， 而不是为了供接受者欣赏 。 在每 一

个特定领域中 ， 根据作者、 作品和接受者想要获得满足的规范性要求

和期望 ， 这个关系的基本术语在不同文化领域都有各自不同的规定

性。 然而 ， 这些规范性的作用既不会按惯例决定这些实践的实际特

征 ，也不会决定它们结果的有效评价标准。 它们不是（用康德的术语）

构成性的 ， 只是调节性的特征。 它们只能说明限定条件 ， 即某事物 想

要被认为属于一般文化领域和特殊文化领域应该满足的条件。但是 ，

从这层意义上说 ， 它们既为文化作品的接受导向 ， 也间接地为它们的

生产导向 。

在这种文化关系的基础上 ，所有文化实践的共同特征可以用对象

化 、观念化 、自律性和新颖性来说明 。

首先 ，文化是由作品组成的领域 ， 即对象化。 很多前现代社会区

分出一系列具有特殊精神重要性和优越性的活动。 因为能够有助于

形成某种特定心理状态和实践者相应的行为 ，这些活动才被人理解并

获得价值。 但是 ， 从现代意义上讲 ， 文化首先并不被理解为一 种启迪

性的活动 ， 而是一种生产性活动。 归属于文化实践的意义以其产品所

62 具有的价值为基础一公众可以获得的、可传播的 ， 并且脱离了其生

产者活动的对象化。 事实上 ， 随着文化的发展 ， 它的
“

培养
＂

作用已经

逐渐衰微。 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一的确 ， 仅仅是消极意义－当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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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彻底自律的：它不是任何人的文化 ， 甚至仅就概述它的整 个范

围来看 ， 也没有人可以掌控它。

文化对象化有时是公共事件的展现或演绎 ， 但是它们通常是特殊

种类的对象：文章 、画作 、建筑等等。这些对象被认为在文化上具有意

义 ，只是因为它们是一些观念上的复杂意义的载体和化身。 这些意义

被认为是这些对象本身固有的 ， 但绝不能还原为这些事物的物质属性

或基本的 、直接的重要性。科学实践真正
”

产生
＂

的不是短期的科普文

章 ， 而是观念的建构一实验、 假说 、理论、 范式。 尽管只有凝结为一

本乐谱并且只有通过演奏的完成 ，其存在才能被认定为艺术作品，但

是 ， 一部音乐艺术作品既不能等同千它的乐谱也不能等同千任何对乐

谱的演奏。 这种实际的对象化与其观念意义之间的区别还体现在亲

笔完成的艺术（绘画 、 雕刻）中 ， 尽管在这些情况中 ，无法在对象化和意

义之间做出实际的划分。 为了阐明这种差异 ，文化现代性发展了一整

套词汇——复制、再现 、 引用、 翻译 、改编、整理、反复实验等等。

作为具体化的意义复合体 ， 文化作品被认为具有内在价值。 它们

不是因为某些外在的目标 ， 而是因为这些实践本身固有的规范和标准

才具有价值。 同样 ，不仅对于有目的地需要它们的人来说 ， 文化作品

是有价值的 ，原则上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如此 ， 尽管事实上 ，只有少数

人对其真正感兴趣。 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能完成某种
“

外在
“

目标 ， 比

如说履行一种社会功能一一只是说它被理解为结果 ， 不是其内在的价

值标准 。 这就是文化自律性的积极意义。 这种自律性不仅代表这些

实践的理想要求 ， 而且获得了广泛的 、一般的社会认可。

最后 ，为了具有文化意义， 对象化还必须是原创的(original) (艺

术）或新颖的（科学） 。 制作一个有效用的实物 ，只是现代工业生产重

复循环中的某个单一瞬间。 无论如何 ， 一种单纯的再生产行为绝不可 63

能属于文化范围。 文化实践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生产性的 ， 而是创造性

的行为。 但是 ，只有依据稳定的背景来判断某事物在某些方面是新颖

的 ，这样的需求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这就为
＂

作品
”

概念增加了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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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规定 。 为了被认为是文化作品 ， 相关的对象化必须以某种系统的

方式融入适当建构的传统中去 ， 然后再发展、 变革或挑战这种传统。

在独立存在千传统的背景下 ， 作品既稳固了传统又动摇着传统。 由

此 ， 彻底的时间化(temporalisation) 和历史化构成了文化现代性的要

索 。 文化实践证明了一贯的 、趋向越发加速的创新节奏的趋势 。 从它

们的发展状况来看 ， 科学和艺术越来越接近一种
“

持久的革新
＂

状态 。

这些共享的特性显示了我们概念图式的内在一致性 ， 也即作者－

作品 －接受者的关系 。 一部作品就是对象化的意义复合体。 这样一

来 ， 作品就能被理解为必须归属于主体的 、 作为意图性活动的结果。

这就是作者 不必然是对象的实际制作者 ，而被认为是在作品中用

唯一决定性的方式实现意义的原创者。 因为这个意义必须是全新的 ，

所以作者就被认为是创造者 、发明者或第一个发现者 。

作品被设定为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 对千其他人来说 ， 它是对象

化－�不是指有特别需要或目的的人 ， 而是指匿名的人 ， 即接受者。

它属于公共领域 ， 原则上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它。 只有如此才能允许

文化作品成为体系上新颖的东西－�对它们的承认并不取决千特定

群体是否必要的需要或期望 ，也就是传统的顾客 。 既然作品是对象化

的意义复合体 ， 那么接受者对千作品的恰当的关系就是理解 、解释、 欣

赏和评价 。 消费者／使用者对于人工制品的实践关系 ， 也就是 ， 消费／

使用这个产品 ， 迟早会导致赋予它相对价值的目的形式的毁灭 。 至千

文化作品 ， 作为一种选择 ， 接受者对其的恰当关系只能是保护和维持

它们的文化重要性。 如果没有文化意义 ，它们就只是历史文献而已。

“ 我们的文化关系不仅包括各种文化实践形式及其创作所共享的

共同特征。 文化关系还要阐明主要文化领域之间的根本差异。 为文

化赋予基本的统一体的不是它们的共同特性 ， 恰恰是它们之间的差

异。 文化最重要的基本领域 ， 艺术和科学 ， 系统上构成的以及 被赋予

的特征使它们处于两极对立的关系 。 文化的这种结构具有待久性 ， 至

少在一个半世纪内 是稳定的 ， 文化的两个主要领域 被认为是互补

62 



第三章 矛盾的文化统—体 艺术和科学

性的。

首先 ， 让我们从艺术开始。 在审美领域 ， 作品对于作者而言

我们一般通过意图概念来表示— —被指定为表达。 总体上说 ， 有意义

的 艺术作品极为重要地 、 鲜明地体现了原创的 、无与伦比的创作主体

性。 审美上所谓的
“ 作者意图 ＂

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作者观点和目的的

明确表述 。 通常 ， 内涵指的也不是作品所表现的（如果有的话） 、与此

直接相关的事物。 因为使作品审美上具有意义的不是作品所呈现的

事物（它的
“

内容")'而是它得以表现 、得以呈现的方式 ， 最广泛意义

上的
”

形式
＂

。 形式是构成作品意义的主要因素。 如果追溯起来的话 ，

这个意义归属于作品的作者 ，是他们的个性和独特世界观的（或许无

意识的）表达。

这样一个相当空洞的
“

作者意图
”

概念对千注释或解释目的来说

并无裨益。 它真正的成就体现在其他方面�［就是把艺术作品的

重要性牢牢确定在主观性(subjectivity)领域。 主观性最为紧密地联系

着使某种事物成为艺术作品的东西。 因为它能够被如此构想 ， 那么对

象化必须具有一种原创的和独一无二的意义 ， 它不可能以任何其他方

式得到充分、适当的表达。 因为这个意义不包括抽象的 、概念的理解 ，

它必须是想象上经验可感的。

当作者的主观性成为艺术领域组成部分的核心要素时 ， 作为社会

角色的作者身份却没有明确的认证机制。 成为一个作者（从文化相关

的意义上） ，不是一种专业资格。 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对成就的承认 ， 这 65

种承认受制于非常不明确和多方面的环境 ， 由各种与艺术相关的机构

组成。 因为许多这样的机构彼此之间是相互竞争的 ， 所以在较短的时

间内 ， 其对千我们的同辈人很难形成共识性意见。

审美意义的“ 主观化" (subjectivisation)同样也暗示着接受和＂ 品

味
＂

的
“

主观化
＂

。 这种能力的构成十分矛盾。 一方面 ， 理想的接受者

的特点在千要能够沉思般地全神贯注于作品 ， 面对作品的独特意义自

我放弃并保持敞开。 另一方面 ， 这种态度又必须是积极的 ， 因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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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被认为能够用批判性的眼光去判断
＂

作品
”

所提供的内容是否值得

关注 。 另外 ，接受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想象再次体验作品意义的构成

（对千我来说） ，就个人而言 ， 这让作品具有启发 、 安慰 、 颠覆或挑战的

重要意义。 艺术的自律性同样使其接受者也变成自律的 ， 变成可以自

由选择的主体 ，不需要合理的理由 ，只要
“

喜欢
”

——他们究竟是否喜

欢或对艺术感兴趣 。 这样的兴趣和相关能力的分布在很大程度

上一 —从平均数据统计上看一是由社会决定的。 取决于匿名接受

者的教育水平、专业和社会地位。 18世纪旨在审美教育的伟大的文化

努力，后来变成了通识教育体系的制度化目标。 然而 ， 想要把普遍的

艺术诉求转变成经验上的真实状态 ，这些努力彻底失败了。 ＂高雅
“

艺

术文化仍然主要是自称为精英的小众文化 。

随着审美现代性的发展 ， 这两种自律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 演变

成了艺术实践与（有限的）公众之间的一道鸿沟。 原则上 ， 对原创性的

要求总是暗示着作为意义复合体的作品与接受者根深蒂固的期望之

间存在某种不协调。 随着先锋派的出现， 创新的节奏越来越快 ， 往常

抱怨无法理解的公众转变为充满敌意的态度。 艺术则宣称自己独立

于接受者而更加自律。 虽然在直接的意义上 ， 这是不可能的 ， 因为那

将削弱艺术品对文化意义的主张 ， 但是 ， 现在恰当地接受其实投射到

了未来。 今天创作的作品实际上是未来的艺术作品 ， 只接受合理的

66 "时间的考验
＂

的评判 。 艺术实践的
“

未来化
“

是艺术历史性的基本方

面之一

。

但是 ，这只是它的一个方面。 正如指出的那样 ，原创性的理念预

设了一个特别的传统 ， 反对这种传统的事物就是新颖的。 艺术传统的

两个基本特征是 ，作品是鲜活而有效的 ， 它的范围也要不断扩大。 就

持续可得的意义而言 ， 审美遗产的整体范围是
＂

鲜活的
”

， 对于接受者

和作为想象资源的实践来说都是如此。 过去的艺术（所有形式和种类

的艺术）已经博物馆化了。 这为无限多样的个人品味提供了历史性的

合法化 ， 而这些品味已经成为个性的代表。 同时 ， 它促成了审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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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固定标准的分解 ， 更笼统地说 ， 就是艺术边界的分解 。

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审美传统范围的持续扩展。 不管我们为这种

扩展贴上的是现代性不可思议的开放性的标签 ， 还是永不满足的文化

霸权主义的标签 ， 现代艺术的历史都在恢复并吸收被遗忘的 、 不同的

审美传统一而且这一进程仍在继续。 这必定会促使艺术自由得到

成长。 今天的传统丧失了它一直想要拥有的东西 对当代实践的

约束力。但是 ， 传统力量虽然消散 ， 它的分量却在不断增加。 因此 ， 需

要不断创造新鲜事物以应对其广大的资源和种类 ， 就像看起来的那

样 ， 其中所有的事物都已经尝试过了 。 创新不仅在持续加速 ， 它的驱

动力也变得越发激进 ， 超出了公共受众认可的艺术边界。

但是 ，这种新颖性生产的加速和激进化只是促进了驱动它的博物

馆化传统的扩大。 随着过时的旧事物和激进的新事物之间的时间差

距越来越短 ，新事物的寿命 ，也就是它仍然能被当成是新事物的时间

段 、当代相关性的寿命 ，也在随之缩短 。 新颖事物越激进 ，博物馆化的

速度就越快 。 艺术实践越接近永久性革新的状态 ， 未来的艺术作品直

接变成过去的艺术作品的速度也就越快。 它的新颖性只是一个褪色

的回忆 ， 记录了它只如昙花一现般短暂的创新。

接下来我要用最简略的图式来比较艺术领域和现代科学领域的 67 

文化构成 。 我把评论限制在科学研究最有意义和范式性的领域 ， 即自

然的实验科学， 并且在这里主要指的是实验理念。

围绕着实验谈论
”

作者意图
＂

， 似乎非常古怪 。 然而 ， 我只是想要

明确陈述这样一种意图 ，那就是将实验室中的物质 、 社会和认知活动

的混合物转变成科学的相关实验的意图。 实验的结果必须通过报告

向公众展示 。 作者一往往是拟制的人(a persona fo:ta) , 因为多重作

者身份在科学中非常普遍一被假定为设计和指导实验过程的人 ， 并

且自动等同千实验报告的
”

写作者
＂

。 在后者的角色中 ， 他们必须明确

地把实验方法和结果与研究领域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 ， 并且阐明在何

种意义上它们是新的。 这只是在科学相关性的意义上赋予实验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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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这确实包含着意图 ，

一些“主观的” 事物一只是一种主张的意

义 。 至于完成这个结果真正
”意味着

“

什么 ，同研究共同体的其他成员

相比 ，作家并没有 特定的权威。 他们可以接受 、 重新解释或拒绝他的

主张。 因为实验结果必须是新颖的 ，而它们不能是独一无二的一—必

须是可复制的。 在适当的悄况下 ， 只有再现性(reproducibility)能够赋

予实验以文化意义 ，那就是 关千自然的新的事实发现。 作者最先公布

了这个发现 ， 但是他是通过成为研究共同体中有能力的成员才得到这

个结果的。 方法论上 ，他们在报告中是证实操作的可靠执行者 ， 结果

的准确记录者 ， 依照公认的分析方法得出数据的称职的解释者 。 就

认知权威而言， 作者立场与合格的接受者 之间具有一 种完全的对

称性。

作者 的发 言权及作 者在科 学 中扮演角 色 的去个性化

(depersonalisation) , 使作者和接受者角色的可互换性成为可能 。 文本

的对象化将实验室里发生的和所做的事件转换成
“

实验
”

，同时又将本

地的 、复杂和混乱的历史转换成“ 客观的
“

一般性描述。 报告中只可能
68 提及典型的物理对象和材料 、 编煤过程 ，以及属于公认的物理现象之

类的事件。 它不可能提到谁做了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做的 ，而是说明在

可复制的条件下发生了什么。 甚至连这样一篇论文的一 般性结构都

是规定好的——它要由一些部分按照适当序列而组成。 可以说，实验

科学的文本对象化将文学形式减少到最低的可能 ， 目的是突出它们参

考的 、 实际的内容。

当然 ，作者和接受者的”可互换性
“

还有另一个先决条件一�狭小

的适当的接受者范围。科学中 ， 收件人一定是匿名的（出版物不只是

指定或归属特定的人） ， 但是 ，公认有能力的读者范围却划定得非常狭

窄。其基本上局限在特殊研究共同体的成员当中。 这并不意味着这

个圈子是封闭的。 而是取决千实验更广泛的理论含义 ，更广阔学科的

成员 ，甚至科学共同体或许都在关于作者主张的可接受的讨论中 ，合

理地扮演着积极的角色 。 然而 ，对于一般群众甚至是有兴趣的公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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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 原则上 ， 他们的意见被认为无法胜任 、无关于这些间题。 事实上 ，

在被科学同行证明之前 ， 向无法理解的
“

公众
”

提出这样的科学主张 ，

也被认为是严重违反正确学术规范的行为。

鉴于科学中的
“

作品
＂

针对的是狭义的专家群体 ， 这里将提出一个

问题——如果文化被规定为是具有内在价值的 ， 原则上对每个人都是

有意义的 ， 那么究竟在何种意义上 ， 科学才能够属于文化领域？常识

性的正确答案会指出 ，科学在持续的技术进步之中发挥了基本作用。

乍看之下 ， 这个答案似乎削弱了本应合理的要求 ， 因为它似乎把科学

转变成为了其他目的而服务的手段 ， 否定了自己的自律性。 然而 ，技

术的适用性既不是科学有效性的必要条件 ， 也不是充分条件。 它被理

解为科学实践固有特征的结果 ， 为我们提供了其研究对象的真实（即

使是有问题的）知识。 这就是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可以成为技术发展的

巨大动力的原因 ， 尽管它通常是不可预测的 ， 但是它具体的领域和研

究路线会在未来有直接的实践相关性。 当然 ， 实践相关性并不是科学

意义的标准。

因此 ，就它们的自律性而言 ， 文化的两个伟大领域构成的方式是 69

截然不同的。 正如已经强调的那样 ，它们的自律性并不意味着它们不

能履行某些
“

外部的
“

社会功能。 但是对于艺术来说 ，自律性意味着它

们的去功能化 ， 也就是说 ， 没有任何要求它们或期望它们满足的预设

的社会目的 。 今天 ， 每一部艺术作品都必须创造自己的功能 ，去寻找

接受者让作品的含义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真正的人类重要性 ，就像情绪

与情感教育 ， 更透彻的自我理解 ， 关于一个更好的未来理念的展示 ， 等

等。 这些内涵的范围是开放性的和未决定的 。 另一方面 ， 现代科学在

其发展中 ， 已经从本质上变成单一功能的存在。 作为其专业化和专门

化的结果 ， 以及稳定的
“

科学世界观
”

理念的消解 ， 由于在其基本学科

中快速
＂

革命
＂

的演替 ，科学逐步失去了其启蒙和培养的作用 ， 18世纪

仍然把这种作用视为科学对人类进步最伟大的贡献。

关千传统是怎样构成的以及新作品是怎样融入传统之中的 ，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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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学之间也同样存在着根本差异。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 ， 审美相

关的传统不断地扩大 ， 而且适时地体现出其深刻性。 而另一方面 ， 科

学传统却是短期的 ， 因为它是一个
”

进化着的
”

传统。

一方面 ， 自然科学中的有效传统一 �指的是在科学实践和写作

中 ，本文研究者使用 、 讨论或至少参考的传统一只会待续极短的时

间。 甚至有创见的理论出版物在 30 到50 年之后其新意就会逐步
“

消

失
＂

。 而另一方面 ，这个表浅的传统通常会明确地出现在每一篇新的

研究性论文之中 ， 这些论文被期望以重新阐述相关领域的
”

研究现状
”

为开篇。 每一篇论文以这种方式划定了 一条界线 ， 一边是它正在呈现

的过去的状况——所知道的或假定要知道的一另一边是它自己的

贡献 ，也即它所提供的东西 ， 它之前存在的知识总量的填补 、 修正或辩

驳。 因此 ， 科学不仅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 ， 而且一直在
“

前进
＂

。 它

在文化上形成了一种趋向其目标——真理性的进步。

在某种意义上， 构成有效传统的这种形式是科学进步和加速发展

所必然要求的。其文本在一些科学结果或思想上呈现出的短期有效

70 性 ，至少部分是因为这种文本具有
“

内在的陈旧性
＂

。 文中提到的那些

实验装置现在已经从实验室中消失了 ， 彼时得出的结果已无法满足当

代标准的准确性 ， 所使用的理论概念或许已经更加精练或被修正了 ，

等等。 为了能够使用它们 ， 科学家需要他们的学科的某些有效的历史

知识。 然而 ，这样的知识不属于他们的能力范围。

这种知识不属于能力的一部分 ，这一事实可以通过自然科学实践

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来体现。 这个特征通常以实践者们广泛共享的背

景性共识为基础。 在实验科学中 ， 争论是十分盛行的 ， 但是通过共同

体共识性地接受或拒绝有争议的主张这种方式 ， 争论通常在短时间内

就可以解决 ， 尽管可能总是会有人争辩（一些
“

疯狂的局外者
“

经常这

样做）认为这样的决定拿不出有目共睹的认知依据。 通常来说 ， 估计

科学界中的争论持续的时间不会超过十年。科学是不断前进 的 ， 因为

它不断常态化并稳定这种状态 。 它能够接近永久变革的状态 ， 因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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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地将在过去完全意想不到和不可思议的事物转换成现在不足为

奇的事物。

从原则的角度看 ，通过调节作者－作品－接受者的关系 ， 艺术和

科学（至少是自然实验科学）体现出直接相反的特征。 这种直接的对

立反映在制度机制的根本差异中 ，科学与艺术正是通过这个机制融入

更广泛的社会之中的。 简单地说一艺术作品在法律上和经济上被

打造成私有财产 ， 但同时它又是一种共同利益（在经济学的意义上） 。

作为科学的真正产物 ， 科学知识被当作共同利益 ， 对科学知识的适当

运用则可以合理地产生私有财产的特殊形式。

在艺术领域 ， 不仅是作者制造的实体对象 ， 当然他们往往（尽管不

必然）只是制造者 ， 还有作为创造者的他们创作的独特的观念对象 ， 都

属千私人的
”

知识产权
”

， 被定义为
＂

版权
＂

。 作为其持有人 ， 作者对作

品作为观念上的意义复合体拥有适当的处置权 ， 作者可以将其出售 、
71

遗赠或转让 。 在大多数情况下 ， 正是通过这样的交易 ， 艺术作品最终

才会到达接受者手中。

但是 ， ＂知识产权
“

是 一个非常特别的概念。 它涉及活动的产物 ，

对它们的社会承认首先要认可它们的主张 ， 即主张创造了对每一个人

都
”

有益
＂

的 、具有普遍价值的事物。 垄断式的私人占有的对象似乎和

它们存在的理由(raison d'etre)相互抵梧。 这一点也被考虑在法律制

度的范围内。 尽管知识产权被看作是私有财产自由劳动理论的范式

代表 ， 但是一不同于大多数其他的所有权——知识产权有一个暂时

受限的有效性 ， 它是一种自熄性(self-extinguishing)的权利。 特定时间

一过 ， 艺术作品在法律上就变成了公益事业 ，在经济上也变成公共利

益。 作为观念的对象 ， 没有人可以要求享有对它的处置权 ， 与仍然属

于私有财产领域和市场交换范围内的 、它的物质对象化相区别。 艺术

品的公共利益在其他的限制里（尤其是在欧洲大陆的立法中）也是得

到承认的 ，这些限制是关于通过合法的交易从作者那里获取版权的人

的相关权益：也就是说 ，关 于对象属于
“

国家遗产
＂

的规定 ， 作者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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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的完整性具有
“

道德权利
＂

， 等等。

然而 ， 伴随着所有这些限制， 艺术实践得以融入现代社会的经济

体制， 而且接受者可以得到作为商品的艺术作品 ， 这主要都是通过私

有财产的对象的市场交换实现的。 这是主要的融合方式 ， 但却不是唯

一的 。 在现代社会，艺术实践同样能够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 ，也就是

说 ， 非直接的市场操纵的 ， 以新的资助形式获得国家机构和市民的支

持以及私人单位和个人的支持 。 我使用这个术语是为了强调这种形

式的支持同前现代的资助实践形式在原则上是有区别的。 用其最理

想的形式 ， 前现代的资助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具有礼物交换的形式

特征 。 另一方面， 新资助形式通过非个人的关系 ， 用隐秘或公开的契

约形式来实现。

这种支待的范围 、 分布和具体的方式因国情而异。 但是 ， 要说明

72 一个一般性的问题 。 虽然新资助形式仅仅是文化市场运作的补充 ， 但

是这种补充本身在经济层面上也是必要的 。 这就是所谓的
“

成本弊

病" (cost disease)问题。 笼统地说 ， 所有高雅文化活动的特点以不同

的程度体现在一个事实当中一与物质生产过程相区别一一 一般技

术的进步不会系统地引起艺术（或科学）生产力的增长。 从经济角度

讲：只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才允许资本替代劳动力。 如果艺术家不想

成为他们在文化神话中的样子 ，也就是他们所赞扬的贫困和饥饿的烈

士 ，那么新资助形式就是必要的 ， 因为完全市场化将会缓慢但不可避

免地给他们的作品定价 ， 这个价格超出了广大社会公众所能承担的程

度 ，所以 ，其也破坏了文化市场本身。

由此 ， 文化构成与艺术实践的法律－经济制度化之间具有相互匹

配的关系。 这不意味着暗示文化对社会具有一种单向的因果依赖 ， 反

之亦然。 事实上 ， 最开始 ， 版权制度和保护作者权利没有任何关系。

有效审查制度的注意细节和调节日益增多的印刷厂之间竞争关系的

必要性促进了它的发展。 它之所以能够获得当代意义完全是斗争的

结果，在这些斗争中作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他们扮演这样的角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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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已经凭借自己的文化地位和声誉成为公众人物。但是制度

化不是简单地把现存的文化角色和意义
”

编为法典
＂

。 有一点似乎特

别重要；据我所知 ， 在现代艺术理解的一个基本问题上 ， 也就是形式与

内容之间的区别间题 ， 首先在法律领域中被明确表述过。 当涉及意义

和版权范围的英语纠纷时 ， 构成公共财产的文学作品所表述的思想和

它们的表达方式之间就会出现概念上的区别。 “风格和情绪
＂

［布莱

克斯通(Blackstone) ]是原著和作者所特有的 ， 因而被认为是版权唯一

合适的对象。

科学的制度化无法通过艺术领域的这种有效机制来实现。 因为

“风格和情绪
”

不是可以对科学出版物进行区分的因素 。 科学全部都

是
“

内容
＂

。 它的内容被认为就是
“

事实
＂

， 按照定义 ， 它属于公共领 73 

域。 当然 ，科学作者是版权持有人 ，没有他的同意 ， 作品和结果不能出

版也不能被抄袭。 很多科学出版商是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 ， 正如科学

出版物一般来说都是商品一样。但是 ， 所有这些和科学活动得以维持

并融入更广泛的社会背景的方式没有关系。

作者身份在科学的组织中扮演着根本性的角色。但这不是因为

它是商品化的私有财产而应得的权益 ， 而是因为它是获得科学家同行

认可和赞誉依赖的基础。 至少在理想的情况下 ， 得到认可决定了个人

的实际回报——晋升 、终身职位 、奖励等等。 科学活动的组织现在 ， 或

者至少过去得以可能是因为在那个时期 ，新资助形式成为
“

纯
“

科学实

践和它更广泛的环境之间的纽带。 国家机构和非营利性质的私人学

术机构通常会资助
“

纯
＂

学术研究 。 这就把它和
＂

应用
“

科学区分开

来。 应用科学组织通常是以长期的经济回报为目的的大型工业企业

创立和支持的。 通过专利法律制度 ，盈利成为可能。

科学知识属于公共领域——每个人都可以出于自己的合法目的

而使用知识。但是， 当使用这种知识产生新的发明可付诸工业应用 ，

并且对其他人有潜在的有用性的时候 ， 它就可以申请专利 ， 也即 ， 在有

限的期限内变成属千发明人或机构的 、 适千销售的知识产权。 因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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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实验自然科学最初主要因其技术－实践上的巨大产能而变得合法

时， 与此同时 ， 科学， 本来的
“

纯
“

科学却全面远离了其有用性在实践中

的实现 ， 也就是所谓的纯粹的
“

应用
“

。 两者遵循着截然不同的社会经

济逻辑 。 艺术实践的社会体制通过市场机制而组织起来 ，并且由新资

助形式作为补充 。 科学的社会体制的 功能体现在两种不同的组织原

则的互补性上一纯科学通过新资助形式 ，应用科学通过市场 ， 两种

科学截然分开。 毫无疑问 ， 这种分离往往只是一个理想 ， 而它提出的

问题在我们的时代中才刚刚开始浮现。

--

文化现代性具有一个持久的结构 ， 这个结构使它成为一个统一

体 ，但却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它的统一不是建立在主要成分渗透并

约束所有其他实践的基础上。 也不是在适应融合不同元素不断相互

调适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 统一体建立的事实基础是 ， 不论在范畴上还

是在制度上 ，文化中的两个最有意义的领域都以两极对立的方式构建

在一起。 该怎样解释这种特殊的结构形式？它是否发挥某些特殊的

功能， 只有这样的文化 ， 这种自律领域和统一体才能发挥这种功能吗？

面对这一间题 ，有一种可能性是 通过补偿(compensation)的观点来对

此做出解答的。

这一观点的背景是对现代性的悖论(antinomy<D)达成的共识性判

断。 一方面 ，现代性的动力破坏了过去的有机共同体 ， 将原子化个体

(i) antinomy 这个词是马尔库什现代性文化理论的核心术语。 在哲学上， antinomy 被翻

译为
“

二律背反
＂

， 而 paradox 是＂ 悖论
”

。 然而 ， 在马尔库什的现代性文化理论中，这两个词

常常是在不加区别的意义上使用的 。 这些词语都是用来描述现代性文化的特征的 ， 意在说

明文化矛盾的 、充满歧义的特性。 这几个词语的共同之处就是都含有 ＂ 悖论
＂

的意思 。 此

外 ， 马尔库什对千文化这种矛盾特性的论述不仅仅局限在理论层面上， 而是扩展到科学 、 艺

术等社会文化活动的现实层面上。 因此 ， 在本章及本书其他涉及这一概念的文注中，译者统

一将皿tinomy 翻译为＂ 悖论
”

。 也可参见本书笫二十一章《文化的悖论》等。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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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拘无束的自由转换成自己就能够赋予生命意义的最高价值。 另一

方面， 这同一过程使最初嵌人式的社会交往领域变成具有自已不受控

制的发展逻辑 ，独立的 、自 动控制的体系 ， 个人只能服从千它。 通过摧

毁个人的完整性 ， 这个过程最终把个人转换成顺从于非个人的社会影

响的对象。 个性崇拜和大众化是这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首先 ， 文化本身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 ； 它是社会中的一个自律的

领域。 但是 ， 它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之间

的二元对立深刻反映了现代性本身的悖论性质。 既然文化是由意

义－创造的实践组成的 ， 那么它的二元论既表达了这种悖论， 同时又

赋予它意义。 尤其 ， 因为文化的两个主要领域被认为是互补性的对立

面 ， 所以每一 个都可以作为补偿 ， 来弥补被对方提升为内在价值的原

则危险的片面性。

科学在现代社会发展中 发挥的核心作用往往笼罩着客观必然性

和合理性的光环 。 但是 ， 这只是科学变成单一功能的副作用。 科学对

千技术发展至关重要 ，成为现代性整个矛盾的动力因素赋予动能的条 75

件 ， 这意味着它也要为所有现代性的缺陷和弊病负责。 在这种处境

下 ， 艺术— —主要由于它们的去功能化一—可以发挥补偿的一般功

能。 艺术是现代性中最卓越的补偿领域。

在这个祛魅的 、丧失了完美的形而上学尊严的世界里 ， 艺术提供

了一个复魅的 、人造美的相反－世界 。 当一切都被转变成了完全可以

更换的、一次性的对象时 ， 卓尔不群的艺术作品为这种遭遇提供了独

特的、不可替换的事物。 同时 ， 在一个已经把人自身转换成可互换的 、

标准化角色的执行者的世界里 ， 艺术一不受预定功能的束缚 是

一个无限制的自由创造力的领域 ， 或至少是自由选择的领域 。 只有在

这里 ， 个人才能够在所有不同的形式中体验真正的自我享受 ， 这种享

受是纯粹的 ， 因为它仅仅是想象中的。

当然， 这种补偿概念尴尬地徘徊在虚假的代用品和真正的补救方

法之间。但是 ， 不管评价是什么， 归属于艺术或文化的这种功能 ，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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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主要代表着稳定的 、 ＂肯定
＂

的力量 ， 升级的释放压力的安全阀作

用 ， 可以使个人以某种方式学会接受现代性的基本矛盾。

但是 ， 所有这样的概念化阐述都必须面对一个基本异议。 那就

是 ， 高雅文化始终是相对小范围的 ， 通常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才可以

享用的。 当它与主要承受着现代性矛盾和缺陷负荷的大多数人无关

时 ，它能怎样发挥补偿性的安全阀作用呢？

我认为这是一个错位的异议 。 一方面是实际的文化接受者群体 ，

另一方面是文化的影响力和社会共鸣 ， 这种质疑并没有把两者之间的

差异考虑在内 ，也就是说 ， 其真正的公众与公共性(publicity)之间的差

异。 后者总是比前者范围要广得多。 在广泛的社会意识中 ， “英雄化
“

文化的存在与它在其他现代性产物的构成中发挥的作用密切相关 ， 此

外 ，它在平息直接的社会冲突中也发挥了补偿性功能：作为
＂

想象的
“

共同体的民族(nation)意识。

76 现代的
“

文化
“

理念与
“

民族
“

理念大约同时出现 ， 这不是偶然的。

现代民族主义(nationalism)度特别是它的排他主义形态 ， 主要是

还是种族主义思想的作用一一种文化民族主义。 毫无疑问 ， 这里的

形容词
＂

文化的
“

没有清晰确定的意义 ， 因为民族主义意象的内容过于

异质化。 但是 ， 或许一个民族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建构共享命运的集

体历史性记忆 。 而且 ， 不仅是文化英雄一—但丁(Dante) 、 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伽利略(Galileo) 、艾萨克· 牛顿(Isaac Newton)一—属

于这种身份。 所有英雄的表演和神话传说 ， 通过改造 ， 它们选择出来

的内容最终都来自高雅文化的表现方式：诗歌 、绘画 、 雕塑和历史著作

的形式等等 。 文化在这种内容的形成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此论文的开篇 ， 我提到了我们当下的文化之争。 应该指出的

是 ， 它们不过是争斗了两个世纪之久的同一个问题的一般化和全球

(j) nation 一词既可以翻译为
“

国家
“

亦可翻译为
“

民族
＂

， 同样 ， nationaljsm也有
“

国家主

义
”

和
“

民族主义
”

两种译法 。 马尔库什这里强调的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国家 ， 而是强调文化

意义上的共同体 。 因此 ， 在本卷中 ，这两个词分别采用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译法 。 -—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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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标准如何组成的问题。 早期 ， 这些争斗在每种民族文化中都会发

生。 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中真正的宝藏是什么？谁是其中真正的英

雄？无论他们有什么样的名望－－一谁又应该被排除在外？这些都充

满着激烈的清感纠纷 ， 往往有直接的政治意义。

虽然这些纠纷主要在每种民族文化的内部独立进行 ， 但是它们表

现出非常相似的特点。 因为在一定程度上 ， 它们依据的都是两个伟大

的国际化的意识形态倾向 ， 它们在有关文化的意义和作用上代表两种

相反的方向 ， 并且在发展方向上争斗不休——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

反映在这种意识形态中 ， 科学和艺术之间的关系不再表现为一 种静态

的二元对立。 今天它演变成文化优势和霸权的激烈竞争。

当宗教在现代性中失去了中心的文化权力之后 ，文化便丧失了所

有能够引导和直接调节个人行为的 、 一致的思想体系与象征体系。 启

蒙运动和浪漫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的意图 ， 让文化重获以宗教为生活导

向的作用。 然而 ， 在根本上 ， 它们关于实现这样的目标以及在实践中

完成这一目标所依据的现实文化力扯都是相反的。

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即使在这里仅仅被理解为观念形 77

态 一都代表着复杂的思想趋向 ， 绝不可能简化为
“

科学救赎
“

对
“

艺

术宗教
＂

的思想。但是 ， 它们计划中的一 个基本主张就是这些领域中

的某一个要成为主导。 启蒙运动看重的理性－批判思维 ， 今天只体现

在科学实践和方法中 ， 从其一般化的传播角度讲 ， 既是社会转型的方

法 ，又是社会转型的目标。 它的目标是实现真正的公共民主 ， 其自律

的成员将会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 ， 他们可以平等地参与常规社会事务

的决策。 科学就是这样的社会组织模式 ， 是其庞大收益的有力证明 ，

科技进步可以为创立其实现条件做出实质性贡献。 当然 ， 关键不是让

每一个人都成为某种科学的专家 ， 而是使日常生活和思维合理化。 通

过社会传播和实际应用 ， 把通用的规则和合理性交谈与决策的程序变

成经验上普遍的事物 ， 每一个个体都将可以独立思考。

另 一方面 ， 对于浪漫主义而言 ， 只有艺术才是文化的载体和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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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的转型形态。 它的计划旨在有意志地重建已经失去的有机共同体 ，

这个共同体由共享传统的现存力批来维待 ， 它的独特性不可消磨并具

有赋予生活意义的能力 。 只有成为这个共同体中的成员 ，个人才能过

上实现自已抱负的生活。 艺术是这种
“

原创性再现
“

得以可能的最好

的范例 ， 它创立了一种全新的传统 ， 能够再次证实和重拾一直有效的

事物。 当然 ， 关键不是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艺术家或鉴赏家 ， 而是使日

常生活和行为唯美化。 艺术伟大的想象力和情感诉求使得它可以有

效地通过创造
＂

新神话
＂

来促成这个目标的实现。

这两种意识形态倾向的争论和斗争伴随并渗透了文化现代性的

整个历史。 为这两种意识形态倾向提供基本思想常新表述的主要是

“人文学科"—— 可以理解 ， 因为人文学科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自我反

思性地解释文化本身。 而且在
“

投身其中的知识分子
＂

中其找到了代

78 言人 ， 这些知识分子既拥有自己的自律性又具有公共性 ， 他们在某一

文化领域具有公认的成就并且可以凭借这种成就在公共事务中进行

有担当的干预。

正是通过相反的意识形态棱镜的折射 ， 对文化的自我反思才获得

了批判的特征。 文化批判首先是对文化堕落状态的批判。 但是 ， 它必

然也针对更广泛的目标：现有的社会安排 。 因为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

都以让文化重获生活导向的权力为目标 ，所以它们必然要对那些基本

原则否认文化具有这样作用的社会进行批判 ， 只不过有一个事实是，

它们把自已直接限制在少数范圉内。 对于启蒙运动来说 ， 问题在于现

代社会从来没有真正克服传统的过去 ，这是它们承诺要打破的。 它们

的运行和发展仍然取决千盲目的自发性 ， 因为 即使通过非个人的

机制 它们用对无声大众的决定权的影响重建了无法驾驭的权威。

结果却引发了日益严峻的失去自由的危机。 因此启蒙运动着手去完

成现代性的计划一—在这个尝试下 ， 它却似乎常常依赖于产生目前这

种僵局的制度 。

对于浪漫主义来说 ， 间题的根源在于现代性与过去历史的有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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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的中断。 通过摧毁传统的盲目性力量 ， 现代性分裂了社会结构 。

它把孤立的个体原子化 ，并且把他们转换成所谓
”

进步
＂

的、 客观机械

的、纯粹的对象。 这一切使我们濒临 一种终极灾难 ， 我们不能感知的

危险 ， 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尺度和意义。 因此 ， 浪漫主义要求

有意识地断裂与现代性自发的连续性一因为现代性有意识地打破

了与一个基础之间无意识的连续性 ， 这个基础可以独自维持历史

生活。

通过对这两种意识形态的解释 也深深影响了各自领域内的

文化实践一一文化作为一个整体 ， 除了它可能实现的任何肯定性的作

用外 ， 还获得了批判的功能。 然而， 这暗示文化作为批判性的存在最

终要陷入幻觉之中 。 今天 ， 想要发现这两个宏大计划的虚幻本质并不

是难事。 实际上努力谋求实现的根本尝试一一或至少要求这样一种 79 

继承的尝试一彻底失败了。 它们引发了籵会和人类的灾难。 同时 ，

它们不仅因为失败而名誉扫地 ， 也同样因为
＂

成功
＂

而备受谴责 。 因

为 ， 很明显 ， 日常生活的唯科学化／合理化和唯美化都在现代性中取得

了显著的进步 它们的结果却与启蒙运动或浪漫主义的预期相去

甚远。应该说 ， 作为批判的文化陷入了双重幻觉之中 。 文化的作用主

要通过对立的 ， 但同样虚幻的意识形态来表达 ， 这让它对自己的社会

力量和有效性怀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

虽然如此 ， 这些幻觉带给文化批判的社会影响并不只是消极的。

如果它对现代性激进的批判可能促成了某些灾难性的历史事件 ， 那么

这种激进性一—基千普遍价值的考虑 ， 是总体化的现代性批判固有

的� 它让文化不只是一种虚无的补偿 ，

更是一 —以间歇和适度的方式 现代性自发倾向的一种矫正。 这

种普遍化的激进主义提供了理念—一或许只是老生常谈一 �使它在

公共舞台上代表特殊群体的特定不满情绪具有了可能性 ， 这是一般性

的问题 ， 因此也是共同关注的问题 。 虽然往往以夸张的和过分夸大的

方式 ， 伴随着虚假的期望 ， 但是这些伟大的意识形态确实指出了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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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真正的去功能性。 它们提供给个人可以借鉴的思想 ， 尤其是在社

会危机的时期 ； 它们为动员社会、 统一寻求问题的现实解决方案提供

资源。 在不同程度上断断续续的成功 ，批判的文化有助千暂时团结个

体去维护他们自己的主权 ， 以抵制现代社会自我控制的制度体系的自

律性所产生的自发后果。

今天 ，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伟大的意识形态似乎都受到了怀疑。

它们主要的发言人 ， “有担当的
“

公共知识分子的力量也日渐衰弱 ， 逐

渐被媒体名人所取代。 如果这样的判断是正确的－—－这还需要批判

80 性地检验 这是否意味着文化批判的功能也消耗殆尽了？换一种

更一般化的说法 ，就我想要努力呈现的意义而言 ， 把现代文化作为一

个整体来讨论是否仍然合理？今天 ， 我们的时代特征表现为仍在继续

的 ， 更加包罗万象的统一力簸：拟像和仿像无处不在的世界 ， 不仅取消

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差异 ，也消解了想象的虚构和由知识分

子披露的事实真相之间的差异 ， 那么这个时代一 —所谓的后现代

是一个
“

后文化
＂

的世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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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哲学中的解释

人们常指责汉斯－格奥尔格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陷人了肆无忌

惮的主观主义困境之中 ，而只要在狭义的解释理论上理解它的结果和

内涵 ， 这种指责就会出现。 通过从根本上拒斥作为一种遭误解的和客

观化的方法论理想的关千
“

正确的
“

解释这个问题 ， 通过用我们为什么

对同一文本和同一文化生活的表现形式有不同的理解这个问题代替

如何
”

更好
“

地理解这个间题 ， 它表现为 有人认为它是 一种事

与愿违的相对主义。 伽达默尔本人反对这些批评 ， 认为这是对其所从

事的工作的误解 ， 对哲学解释学的误解 ， 以及对他的理论包含的坚决

地反主观主义的意图和内涵的误解。 后者研究一切理解方式和方法

的共性是什么（在有可能的条件下） ，研究当我们理解时对我们而言主

要发生了什么 ， 并且对我们而言还发生了什么；它揭示理解不仅仅是

81 

认识主体对某些客体的可能的认识关系之一 ，而是包括我们整个世界 82

经验在内的我们有限的和短暂存在的基本方式。 这样一种哲学研究

当然具有其解释理论和方法论的后果 ， 因为，在传统出现问题或面临

危机的条件下 ，解释是对传统明确的 、 自觉的和自我反思的理解。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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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它绝不意味着一种具有规范导向的解释方法论是不可能的 ， 这种

解释方法论与那些一在目前的认知水平上�`应该保证其可靠性

或科学性的规则相关。

在这篇文章中 ， 我想提出 ，
一个基础的 、根本的事实性的哲学解释

与建立它的规范（至少对目前来说具有合法性）这个方法论问题之间

无法达到恰当的和解 ， 并且事实上伽达默尔本人也不支持这种和解。

有些批评家认为其理论是无节制的相对主义 ， 具有
“

一切都行
＂

的危

险 ， 但是 ， 在反对这些批评家的过程中 ， 我也受以下事实困扰：至少在

某些地方 ， 他的哲学似乎将一种历史文化地存在的具体有限的解释模

式假定为其普遍有效的形式 ， 而与此同时 ， 它压制 通过它的作为

现实历史事件的本体论化�也所主张的规范性力量。

让我更清楚地表达上述观点：在谈到解释理论时 ， 我的确将这种

问题转换 ， 即从我们从事解释时我们应该做什么这个问题转换到作为

历史活动的解释是什么这个问题 ， 视为哲学解释学的决定性成果。 它

所涉及的是对注释 、 历史重建 、原则构成以及批判等不同文化实践的

功能的揭示 ， 这些不同的文化实践是传统
“

富有成效
＂

的同化的不同形

式 ， 在同化过程中 ， 它们自身根植其中并调解这种同化。 但是 ，对我来

说 ，从这一步迈到
＂

本体论的
“

解释概念仅仅是绕过了它的规范性间

题（属千另外一个不那么本质性的分析） ， 不仅是不合逻辑的也是一种

失败。 至于它的成功，这必然将解释还原为一种在现在和过去之间形

成的确实有效的调解 ， 并由此彻底破坏它与误解的区别 ， 因为这种区

别不能被视为关千一个仅仅事后(post facto)才可确定的实际有效性。

将解释视为
“

时间的生产性" (productivity of time)的自觉现实化就会

83 忽视它具体的生产性 ， 忽视它作为一种总是时刻受规范调节的文化成

果的特征。 尽管解释受一种明确的解释学的方法论规则的调节并不

很多 ，

一种给定的文化也许包含 ， 也许不包含这种明确的解释学 ， 但

是 ， 它的对象 、作用和程序被整合进时代的不断发展的文化实践中（大

部分是非反思地 ， 部分地是以一种制度化的方式被整合进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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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庆幸的是 ，伽达默尔并没有 一直在上述道路上前行 ， 而只是

通过将一种具体的解释类型假定为它的 普遍结构性模式就与之分道

扬镇 。 就伽达默尔使这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相互关联来说 ， 他是以一

种成问题的
“

黑格尔的
”

方式使其相互关 联 的 。 他假定
”

自在
“

(An-sich)和 ＂

自为" (Fur-sich)具有终极同 一性 ， 也就是说 ， 他默然主

张 ，只有正确地认识到我们自已具有不可超越的短暂性 ， 因而认识到
一切文化作品都是内嵌于

＂

效果历史
”

之中的 ，解释才能真正产生历史

效果 ，并且 ， 他坚持认为 ， 它独自即能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并
＂

挽救
”

一种

传统免于被
”

遗忘
＂

的危险 。 由此 ， 他努力揭示仍是前历史的和
＂

天真

的
“

解释学意识与真正历史的解释学意识之间存在的一种终极的结构

上的同一性。

接下来我想说明伽达默尔声称这种解释概念具有普遍性是不恰

当的 也就是说 ， 因为作为我们参与其中并决定我们的先入之见的
一个总体化的传统环境中的一个活动 ， 作为融合两种历史地不同的视

域的活动 ，解释是通过一种解释学循环来实现的 ， 而解释学循环涉及

这样一种间答之间的对话关系 ， 它最终允许某一文本的问题出现在我

们的语言中 ， 向我们讲话 ， 由此其为文本提供一种解释学应用 。 这种

解释概念一以及从中得出的直接的调节原则 ， 正如对千解释者来说

文本的至高无上性 ， 等等一—可能遭到批判 ， 因为其普遍性是从两个

实际对立但对我来说同样具有合法性的立场出发得出的 。

一方面 ， 这种解释概念强调参与到一个传统中是其可解释性的前

提条件 ，并将解释视为这种传统的一个结构性的组成部分。 这种传统

通过自觉地占用它而得到进一步发展 ， 并相应地要求承认解释项对千 84

解释者来说具有至高无上性 ， 等等。 就此来看 ， 它被批评而且可以被

批评为仿古化和保守派(archaising and conservative)。 这种观点通常

被用来强调解释能够 ， 并且至少在现代条件下 ， 在实际瓦解传统的束

缚力当中发挥作用 ， 在从某种程度上已然成为我们束缚的过去之中批

判地解放方面发挥作用 。 这种批判和伽达默尔对其的回应都是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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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知的 ，我在这里不做赘述。

相反 ，我将提出另一个观点。 在现代性条件下 ， 前面提到的解释

的特性似乎失去了它基本的文化功能之一：在一点也没有传统的条件

下创造传统。 也就是说 ， 将文化重要性已经丧失或与我们的文化完全

不同的仅仅是过去的文献 (documents) 转变为一个对不断发展的实践

来说是有效的传统。 伴随着罗马式建筑 、 模仿主义 、 东方文化和早期

艺术家的
“

发现
“

， 最近百年来的艺术的历史可以作为一个有力的例

证。原始的人工制品从自然历史博物馆（它们表明－—－主要对孩子来

说— —外国人的奇怪的谋生之道）转移到艺术博物馆是这种转变的物

质方面的象征。

亳无疑问 ，解释不是这一进程的造物主。 一方面 ，我们必须要记

录一个异质的过去 ， 在这方面 ， 伽达默尔对
“

历史意识
＂

的批判相当片

面 他只强调它对于现存传统的破坏作用 ， 它把现存传统仅仅变成

一个他者 、一个客体 ， 但是他 没有重视它在一个真正异质的过去的文

献积累中的作用 ， 而当今解释学的解释活动在寻求适合千当下的传统

时便是以此异质为生。 另一方面 ， 解释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是仅仅使

“记录
＂

具有文化相关性而使其成为传统 ， 它 是通过如下方式做到这一

点的：它将这些记录与为争取其合法地位而与完全植根千实际上占优

势地位的传统中的其他实践进行斗争的新兴的 、发展中的实践联系在

一起。 因此 ， 这种类型的解释也是与被共享的有效传统紧密相关的 ，

但是与之的联系不如与其支撑基础的联系那么紧密 ， 却比与其支持者

的联系更为紧密。 它的肯定方面的内容 ， 即它的选择性和感受性特征

在本质上是由新文化实践决定的 ， 这种新文化实践试图通过它获得一

85 种历史合法性。 原始艺术的
“

发现
“

和立体主义流派的出现之间的关

系， 或者 ， 事实上 ，对整个解释学传统的欣赏和当代对哲学
“

变革
＂

的明

确尝试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和无须详细阐明的。

然而 ， 伽达默尔解释学理论的其他方面从相反的方向提出了解释

的普遍性问题 ， 按照那些理论它表现为一个现代化的解释概念。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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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将以纯粹例证的方式 ， 通过在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解释的

例子来证明这种观点 ， 尽管也许它不符合伽达默尔通常规定的任何条

件和特征。 我使用这个例子和对比的直接意图是坦率地表现一种历

史主义和相对主义观点：我想要通过它指出内在于一切解释的普遍性

中的危险。 关千文本和其他文化客体的解释的特征是历史地和文化

地具体的 ， 不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 而且在同时代共存的不同的“文化

风格
＂

中遭受着变化和分歧。 与被要求解释的内容联系在一起 ，时代

的发展中的文化实践总是通过解释预先形成 ， 这种解释本质上是一种

制度化的和非反思方式的解释 ， 而这种解释程序却被视为恰当的。 只

有与这种被广泛地和含糊地勾勒出来的规范性背景联系在一起并以

其为基础 ， 关于解释在方法论上的正确性这个问题的提出才具有

意义。

为了说明这个观点 ， 我想在这里指出古代晚期哲学的解释的某些

特性。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 我将借助千一个文本 ， 它至少在特定方面

是我们可以得到的最全面的证据 第欧根尼 · 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沁的哲学史。 当然 ， 这既是一个成问题的选择 ， 也可能是一个

招惹是非的选择。 因为 ，对于一个不是古典文献学家 ， 只是基本熟悉

古希腊哲学（我本人当然也是如此）的现代读者来说 ， 《名哲言行录》©

(The lives and Opinion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无异于一 长串的误解 ，

经常近乎荒谬。 而且 ， 许多古典学者还会赶紧补充说 ， 这本书是一本 86

业余级别的编著 ， 缺乏识别力和可信度 ， 肯定要低千古代学术研究的

水平。 然而， 这部著作具有超越其包罗万象特征的重要性并具有有价

值的历史影响 。 它是 尽管实现得很平庸 试图统一三种基本

方法和做法的一次雄心勃勃的融合性尝试 ， 古代就是以这三种基本方

0 第欧根尼· 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 约 200一 约 250), 古希腊哲学史家 ， 犬恬学派

的主要代表。 著有10卷本的《名哲言行录》 。 － 译者注
® Diogenes Laertius, Leben und Meinwtgen Be巾hmter Philosophe几

，
Berlin, Akademie Ver

lag,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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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程序来对哲学的过去进行解释的 ： 汇编史学(doxographic historiog

raphy) 、传记史学(biographical historiography)和二元论史学(diadochist

加storiography)。 在这方面 ， 如具体地从一种解释学的观点来看 ， 它是

一个重要的文献 ： 我认为 ， 它最令人疏远的特征尤其可以证明 ， 不是它

的作者愚笨 ， 而是他使用的这种共有的和继承下来的方法愚衮 。 因

此 ，也许最适合的正是去审视在第欧根尼的著作中对我们来说那些最

奇怪和最被歪曲的内容。

对这部著作最常见的不敬评论之一是关千传记在其中占了过大

的篇幅。 这种评论认为 ， 它包括一些没有用的信息和逸闻趣事 ， 这些

中的大部分也完全是不可信的。 一些显然是坊间传闻， 被任意武断地

归千这个或那个哲学家身上。 然而 ， 所有这一切并不是第欧根尼所特

有的。 他不仅确实采用了哲学家传记的公认标准 ， 挖掘了他们的素

材 ， 而且他以似乎相等和对应的方面将
“ 行

”
和

＂
言

“
简单地结合来表

现哲学家们的精神 。 因为 ， 古代哲学家的生活不是具有纯粹历史特征

的素材或故事 ， 它们可能会与哲学史相关 ， 这种关联也仅限于作者的

某些生活经历能被用来解释他们学说的某些独特性的程度上。 生活

和著作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以可能的因果关系为基础 ， 而是具有一种规

范的一致。 作者的特点和举止行为被视为决定性例证 ， 它成了对他们

学说的意义和合法性来说令人厌烦的证据 ： 因此 ， 传记本身是哲学史

的一部分 。

这在古代恰恰是与作为一种文化活动的哲学的意义自然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的。 因为古典时期哲学知识不仅仅是真命题的对象化的
87 体系 ， 而且一最重要的是一作为一种习惯 ， 灵魂的天性 ， 哲学不仅

是一种学说 ，也同样是一种生活方式。 正是它所根植千其中的这种传

统才决定了古代传记的这种基本的结构性特征。 它们具有辩护的或

争论的显著特征：它们要么通过它们的作者在道德上的杰出来试图证

实一种学说的合法性 ， 这种杰出从他们的举止行为和死亡中 ， 以及他

们各种各样的成就和声望中表现出来 ； 它们要么试图通过其创造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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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肮脏细节来反驳一种学说。 然而 ， 在这两种情况下 ， 它们都有意

识地使生活风格化 ， 哲学家由此变成了一个（正面的或反面的）
＂

文化

英雄
＂

。 继而出现了枯燥乏味的素材的非常奇怪的和无机的结合 ， 其

试图通过某些传说或编造的故事提供看似真实的事物 ， 这些被设计出

来是为了使意欲达到的道德特征成为焦点 ， 通过示范效应赋予作者以

圣徒言行般的解释形象。

因此 ， 在所有这些方面 ， 第欧根尼坚定地立于未被打破的传统的

传播 (tradition-transmission) 这种语境中 ， 这与传统本身的特点有机联

系在一起。 但是，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想想他对传统的删改到了什么

程度。 因为 ， 即便考虑到他所说的这一切 ， 他的传记看起来还是未经

大脑的。 他在撰写传记的实践当中丧失的恰恰正是言行之间有意义

的 、 范式性的一致。 小心仔细的哲学研究常常能通过对学说特点的反

思而确立一个故事或逸闻趣事的原
“

点
”

，但是这一点在第欧根尼本人

那甚至一点暗示也没有。 然而 ， 这不仅仅是他不加鉴别地从所有资料

来源 ， 甚至是相反意图的资料来源中选择素材的结果 ， 而是与他整部

著作的基本解释学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 而他的这部著作在他自已

的那个时代无疑具有典型意义。 第欧根尼· 拉尔修通常为古希腊哲

学遗产的总体性辩护和歌功颂德。 然而 ， 从这种观点来看 ，作为例证

的生活和一个学说的具体特点之间的意义关联就变得无法说清了。

如果所有哲学家代表一种杰出的规范 ， 那么他们的杰出无法与构成他

们之间差异的他们学说特有的内容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 ， 第欧根尼

改变了他所处于其中并直接承继的传统的基本内容。

这种矛盾同样出现在他所使用的第二个并且是更令人疏远的汇 88

编史学中。 因其任意武断地将观点复述到文本中 ， 拉尔修对哲学学说

的描述不仅是碎片化的和不可信的 ， 有时甚至没有任何可想象的根

据。 由于看起来完全不能区分一种给定的哲学中什么是本质的和什

么是非本质的 ， 什么是其所 特有的和什么是完全偶然的 ， 他还在某种

更深的意义上误传和误解了哲学传统。 对现代读者来说 ， 在第欧根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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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值得提及的和他在记述中遗漏的方面存在令人困惑的任意性。

这些在后来破坏了所讨论的观点的任何有意义的统一 ；各种哲学被他

转变为无关联的断言的集合 ， 不同观点的一览表。 他只对回答 ， 只对

哲学家就看似无意义的各种问题提出的
“

解决办法
“

感兴趣 ，而对这些

回答的逻辑依据毫不在意 ， 通常也对哲学方法置之不理。 因此 ， 他实

际上恰恰未领会并破坏了哲学中什么是哲学的：它们争论性的－论证

性的特征。 他再一次把理性的和合理的知识变成不知什么原因而被

视为具有权威性的没有支撑的意见(do元也） 。 这样 ，
一种维护传统的

好古兴趣到底还是毁了它。

然而 ， 在阅读第欧根尼著作时产生的这种几乎不可避免的印象在

某方面存在误解：他的汇编程序确实不是任意武断的。 相反 ， 总体来

说他是按照一个相当严格的方法进行的。 他关于哲学是什么有一个

严谨的观点基于斯多葛学派的划分方式 ， 他把哲学分为三个部分 ，并

且他有一个长长的 、有序的问题清单与这种划分的每个部分相关 ，他

在他的资料来源中寻求这些间题的答案。 关于宇宙的本质的观点 ， 对

于
“

超自然
＂

的态度 ， 与元素和原则以及物质 、原因和运动 ， 乃至最终与

生活、灵魂和身体相关的哲学问题(philosophemata)--19� 如 ，这些都

是他的物理学的基本
”

问题分类
＂

。 产生令人困惑的任意武断的印象

是因为他在大多数问题上所使用的最终资料来源并未包含对所有这

些问题的直接回答 ，所以在其结论中肯定也没有这些问题的答案——

因为问题不是他们的 ，而是第欧根尼的。 因此 ， 即使他遵照联系相对

紧密的原始的资料来源 ， 比如柏拉图(Plato)的《蒂迈欧篇》(Timaeus),

他也完全没意识将其
“

现代化
＂

；因为他戴着斯多葛学派的这个有色眼

镜来阅读它。

89 但是还要再一次强调 ， 这种主题和问题的分类也并不是第欧根尼

所特有的。 他运用的这种分类清单至少要追溯到二百年前 ， 据说得追

溯到爱底乌斯(Aetios)的《学说》(Placita)。 后者与更早的遗产相关 ：

亚里士多德直接的追随者 ， 以及亚里士多德本人， 因此如果指责它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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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了古希腊哲学的基本意图将是无意义的。 实际上 ， 在上述提及的自

然哲学的基本间题的清单中 ，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这些基本主题在泰

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D的《物理学意见》(Physikon doxai)中已

经有过探讨 ， 而它直接来源千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物理学》

(Physics)中著名的史料编撰部分。 就此 ， 让人很自然想到一一 如果我

们相信诸如蒙多尔福(Mondolfo汃彻尼斯(Cherniss汃麦克迪尔米德

(McDiarmid)这些文献学权威 第欧根尼和亚里士多德本人的解释

方法没有多大差异 。 亚里士多德最初的
“

哲学史
＂

也完全是受他自己

的系统的取向所影响 。 他也使所有之前的哲学家看似是要试图回答

他自己的问题，并且他也不合逻辑地专注千使从它们的语境中被孤立

出来的哲学问题分离开来并任意武断地（常常是矛盾地）解释它们。

因此 ， 在第欧根尼著作中那样不可否认的传统的基本哲学意义的丧

失 ， 最终并不是—种对待它的具体文献学态度的结果 ， 而是：据说整个

古代以其为特征的一种本质上的非历史性的意识， 这种解释学的天真

(hermeneutic naivety)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一无法在现代和过去之

间设想任何历史距离。

但是，说解释学的天真涉及亚里士多德本人就显然是一种误导

了。 如果他
“

现代化
＂

他前辈们的观点 ，他这么做不是因为他还没意识

到， 而恰恰是他完全意识到了历史距离的问题。 他最初关于哲学史的

碎片化的观点－这一点应该被补充提及 ， 实际上完善并使它清晰地

分化为自成一格的文化活动 ， 使它首先成为单独的
“

文化风格
＇，

一是

以在他整个哲学框架中获得合法性的清晰 、 老练的解释原则为基础

的 。 恰恰因为哲学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是真理的科学 ， 理解它的历史不

能是简单复制之前的意见 。 为了把这些后者解释为哲学 ， 我们必须使

它们与真理相关 ，也因而要超越它们作者的令人闲惑的和隐晦的语言 90 

与不完全的或错误的意图一超越那种
“

口吃
”

， 与此同时第一哲学开

＠ 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 约公元前372一约公元前287),古希腊哲学家 、 自然

科学家。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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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出现应我们必须把它们与其真正的主题联系起来 ， 在这些观点中

得以表达自身的主题往往没有涉及其作者方面的知识。 亚里士多德

解释学的基本原则就是比作者本人更好地理解他们所做的事情和他

们自身。 当他在关千一个 问题全部有可能的答案的逻辑空间中发现

主见(definite view)的时候 ， 这一点就能够实现 例 如 ， 就像他在

《物理学》184b中对第一原则(archai)问题所做的讨论一样。© 这样一

来 ， 即便是那些完全错误的 ， 也能够被视为与真理相关并促成了真理 ，

也就是 ， 在于它的哲学意义和重要性。 由千这种解释方法 ， 过去本身

就变成对现在具有哲学意义的生产性的东西：历史描绘了问题的现

状 ， 描绘了当代思维需要解决的
“

难题
”

，同时， 其使最基本的真理得以

出现， 因为对亚里士多德而言 ， 公论和哲学(consensus gentium et philos

ophornm)是一个可靠的真理指标。

这同样不能说明亚里士多德解释学上的任意性。 它牢固地建立

在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之上 ， 即每个人都为真理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人类坚待与真理最初的联系 。© 人类最终所面临的总是一些永恒不变

的问题 ， 但无论是最简单的问题（例如哲学思考最初面对的质料因的

问题）还是最复杂、 最高级的问题（例如有终极因的问题） ， 从本质上

来说 ， 其相同之处在于寻求解决办法的途径 。 只有那些反复循环出现

的自然灾难才会使人们一再丢失所获得的知识 ， 尽管在神话、 谚语和

诗性智慧中残余一些令人困惑的、高深莫测的东西 ， 但正是由此哲学

逐步开始新的发展。

因此通过把哲学史建构成无限接近真理的东西 ， 通过从困惑走

向澄明， 通过从对其片面和部分的理解走向其包罗万象的总体性 ， 用

CD MeULphys比
，

993al 6, Tn T, 如Complete Work of Aristot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vol. 2, p. 1569. 

® Metaphy础 ， 993al 6, In The Complete Work of A心tot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 984, vol. 1, pp. 315-316. 

@ E叫emia几 Ethics, 12 I 6 b30 , In The Comple比 Work of Aristot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

versity Press, J 984, vol. 2, pp. J 924-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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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学说代表整个知识进步的目的(telos) ,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种

解释各种过往哲学的明确方法。 由千这种总体化的努力 ， 历史变成了 91

对真理不变构造的复制 ， 而每种
“

意见
”

则可以通过它在这种构造总体

性中令人困惑的 、片面的位置来理解其真正的哲学意义 。

紧随亚里士多德之后产生的哲学汇编史仍然牢牢植根于这一系

统化的努力和由此产生的概念图式 。 另一方面 ， 古代汇编史就是这种

框架解体的历史。 有关过往哲学的一系列问题变成自律性的 ， 独立千

试图从各种学说及其矛盾中找出统一真理的尝试。 如今 ，这些问题仅

仅引发了根据确定类别汇集起来的各种意见的不一致和不可还原的

多样性。 尽管看起来他们似乎因为犯了相同的解释学错误而会受到

谴责 ， 而且第欧根尼明显遵循了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过程 ， 但是这

一点足以说明将处于这一过程后期的第欧根尼· 拉尔修与亚里士多

德进行某种比照是多么不公平 。 但是 ， 对第欧根尼来说 ，这些过程不

仅失去了它们与哲学现存实践的联系 ， 而且失去了因哲学现存的实践

而获得的正当性 。

似乎解释这一退化的整个过程是相对容易的事。 逍遥学派对千

哲学史的综合只是由于历史的开放性便直接陷入崩溃 。 亚里士多德

去世之后 ， 已经出现新的一代 ， 即伊壁鸠鲁(Epicurus)和斯多葛学派 ，

他们的学说迅速崛起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 这一事实使亚里士多德哲

学及其继任者的哲学仅仅成为众多学派中的一支 ，并且实际上驳斥了

他们综合化的主张。 在他们伟大的融合的努力中 ， 遗留下来的只是一

种死板的 、 越来越复杂的对历史分类的图式框架 ，这个框架仅仅符合

那些在今天只具有传统正当性的 、 预先给定的问题。 所有的这些都只

是某种文化常规化的一种典型现象 ，这种文化已经失去其原创性创造

力 ， 而且巳经变成一种追随性 、完全竞相仿效的文化。

然而 ，这种解释并不能说明所有间题。 历史本身可能已经败坏了

逍遥学派哲学解释学的具体的结果和实现形式 ， 但是 ， 它肯定还没有

自动驳斥其原则的有效性：通过它们在现代的综合来理解各种过往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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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学的真实意义 。 事实上 ，在古代晚期 ， 这些努力都在不断更新改变。

早在新 学院(New Academy)中， 阿斯卡隆的安条克(Antiochus of 

Askalon炒就试图通过道德角度来解释过往的哲学 ，以此说明柏拉图 、

亚里士多德以及斯多葛学派的学说是内在统一的。 从根本上说 ， 古代

哲学都会在最后用最大的努力来证明各种过往观点让人为难的多样

性中存在真理的同一性 ， 普罗提诺(Plotinus)®认为＠他自己的哲学只

是对古代学说以及
“

古代圣贤的观点
＂

的注释说明 ， 他还再一次有意于

一种复杂精细的解释方法 ， 这种解释方法的基础就是对哲学史进行一

种哲学建构 ，

一 方面在清晰的阐述和争论中把它解释为一种辩证的 、

双重运动的进步；另一方面 ， 在对真理的理解上却伴随着一种实质性

的倒退 ，伴随着对其最初赋予的直觉力的遗忘过程。 真正的问题是为

什么这些不断更新的融合性尝试还在继续 ，它们给过去的传统 ，本质

上是古代晚期边缘的宗教事务赋予一种哲学意义 ， 同时 ， 看起来似乎

无须动脑的汇编工作也可以尽享不受打扰的持续性并广受欢迎。 文

化的常规化(routinisation)只是从其众所周知的结果的角度来描述这
一过程 ， 但它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这种对传统的传播和解释在它自

己的时代能够发挥怎样的文化意义和功能。

正是从这个问题的角度来看 我认为 体现在一般的汇编

实践中 ， 尤其体现在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观点中的过往历史 ， 对其所

具有的根本解释学的态度 ，表现得极为令人费解而且特别矛盾 。 正如

霍普(R. Hope)所说 ， 第欧根尼对整个古希腊哲学的态度是一种赞美

的态度。 他不知疲倦地强调哲学对人类生活的至关重要 ， 强调它比起

日常知识和所有其他文化活动形式都更具优越性。 他试图区别 、保护

和捍卫的哲学的价值特征和有效性 ，对他来说是毋庸置疑的， 正是因

＠ 公元前 120一公元前 68 年的希腊哲学家 ， 因为古希腊有多位名叫安条克的思想家 ，

例如同为哲学家的还有雅典的安条克， 因此用地名作为限制以示区分。
一 一译者注

＠ 普罗提诺 (Plotinus ,205一 270),新柏拉图学派最著名的哲学家。 主要作品有《九章

集》等。 －嘈译者注

＠ 参见 Plotinus,The Enne必s, V ,I ,London,Penguin, 1991 ,pp.34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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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也完全不需要任何证明 最多 ， 这一点可通过体现在传记中的不

同作者的杰出和优秀获得清楚的证明 。 在此 ，解释完全从有效性和相

关性的问题中解脱出来 ， 因为后者被假定为体现了某一类作为无形的 93

权威的文本所具有的不证自明的特性。

然而 ， 对于作为权威的过往历史的这样一种坚决独断的态度 ，至

少在我们的理解中 ，在本质上与同样突出强调各种哲学学说中不可还

原的多样性以及彼此之间的矛盾性的做法是相互冲突的。 对于第欧

根尼而言 ， 哲学就是相互竞争的派别所代表的一套有限的充满争议的

信条。 他的阐述不是一般地揭示这种多元性 ， 有分歧的哲学(dissensus

philosophorum) , 而是特别着重强调这一点 ， 因为他把各种哲学之间相

互竞争的关系理念当成建构哲学历史的基本原则 。 正是基千这一点 ，

第欧根尼遵循第三种也就是最后一种古代哲学史学传统 ， 并将其纳入

自己的作品中 ， 即二元论史学。 后者的本质是各种哲学间关系的拟人

化(personification) , 一方面 ， 它补充了一个学派内部的继承关系 ； 另一

方面，它补充了不同学派间的对抗关系（一般既是伪造的也是编造

的） 。 第欧根尼将这一框架运用到他全部材料的组建中（至少形式上

允许他将其传记和汇编的内容联系在一起） ， 并且他运用的是巾索蒂

翁(Sotion沁开创的最为极端的形式 。 据此 ， 古希腊哲学已从根本上

与双重起源相对立 爱奥尼亚和意大利起源 ， 并产生了两条独立的

承袭和发展轨迹 。 这样一来 ， 哲学的整个历史就转变成一种象征性、

悬而未决的竞争体制 ， 这一体制总是不断呈现出新的形式。 最初 ， 可

以肯定的是 ， 在这一框架的背后可能存在 一些真正的哲学意图和正当

理由— —既可能是怀疑论的 ， 也可能是原子论的 ， 伊壁鸠鲁派的历史

观 ， 即把历史当作新的质料和社会有机体连续 、偶然的创建过程 ，为了

自我保护反对不同程度的成功（哲学流派就是照此类推来理解的） 。

无论如何 ， 在第欧根尼那里这种背景再一次遗失 ， 因为他认为哲学历

(i) 索蒂翁(Solion,公元前 200一公元前 170), 古希腊哲学家论述的编撰者和传记学
家。未有作品存留。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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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是一个彻底完结的故事：哲学始千古希腊 ， 也终千古希腊。

然而 ， 也许这最后的评论巳经为寻找文化意义和探索令人因惑的

教条主义的功能指明了方向 ， 即在这个方向上舍弃所有教条 ， 除了坚
94 信在其内容上本身似乎无效的传统仍然具有至高的重要性和有效性。

在其作品中 ，第欧根尼唯一极其详尽地发展并说明自已观点的部分就

是在该作品的
“

导论" (proemium)中 ， 涉及哲学起源的问题。 在此 ， 他

发起了针对逍遥学派观点的辩论 ， 不同意哲学开始于野蛮人的观点。

这种概念阐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根本不算稀奇：这与他用知识循环发

展的说法解决真理永恒性与意见的史实性之间矛盾的方式紧密相关。

第欧根尼用大扯的篇幅来反驳这一观点［例如 ， 接受传奇诗人慕赛俄

斯(Musaios沁和利诺斯(Llnos)雹但并不因此在众多哲学先驱中接受

色雷斯的奥菲俄斯(Thracian Orpheus)®J ; 他坚持拥护纯粹的古希腊

哲学特征 。 捍卫古希腊哲学遗产 ， 防止混入任何外来元素 ， 这可能是

我们在第欧根尼作品中发现的唯一清晰的目的。 作为一个整体 ， 它弥

漫着一种文化分裂主义精神 ， 通过固定一种给定传统 ，它旨在维持一

种濒危的统一性和个体性。

在一个庞大的帝国中 ， 很容易理解这种精神的产生 ， 实际上 ， 这个

帝国的统治精英在地理起源、 社会出身 、 实际背景和生活条件等方面

已经越发异质化。 第欧根尼提出并认为哲学（在这方面 ，他当然不是

最初这样做的人）只是文化统一的方式和核心元素 ， 精英通过这种文

化统一来维持自己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ty)。

从哲学到文化物品的这种转变有待获得和拥有 ， 它强调了第欧根

尼·拉尔修所处的整个传统 ， 这必然涉及在它反对经典模式的理解中

所发生的基本改变 ， 据称整个实践都试图保待完好性。 这种转变中的

第一个元素就是哲学逐步
”

对象化
＂

的一个过程。 通过问答对话或志

＠ 慕赛俄斯(Musaios),古希腊著名的诗人 、哲学家。 －译者注

＠ 利诺斯(Llnos),古希腊著名的诗人、神学家。 一一译者注

＠ 奥菲俄斯(Thracian Orpheus) , 古希腊著名的音乐家 、诗人 、预言家 。
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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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道合者开放式的研究来探寻关于存在(Being)和善(Good)的真理，

哲学如今变成了一种老师传给学生的学问 。 早在亚历山大时期， 当作

为学间的传授(didache)和作为正当生活行为的训练(paideuma)CD的

相关术语也出现时 ， 哲学便被理解为某种确定的内容 ， 而且此内容可

通过这种教学三角关系获得阐明 。 原始的 、根本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知

识概念 ， 主要意指一种态度 、
一种精神习惯 ， 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变得物

化 。 它现在基本上指的是一套命题 ， 作为要被传递和占有的所有物 ，
95

为其拥有者赋予实用及精神的卓越性。 然而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另一

个相反的过程与这个哲学教 义化(doctrinalisation)的过程紧密联系 。

因为哲学在实践中逐渐被当成一种建立第二位的 、 文化统一体的方

法 ，关千文化传统的其他元素也变得越来越均质化 ， 它们也可以实现

类似的功能 。 从古希腊时期开始 ， 就存在一股不断强化的趋势要把哲

学与诗歌、神话和众所周知的传说 ， 以及通神学的传闻相互融合

一切都要仰望至高无上的修辞学。 由千哲学的这种
“

再修辞化
“

(re-rheto啦ation)——理论上最有影响力 的倡导者就 是西塞罗

(Cicero)® -——它作为独一无二的文化努力的特性逐渐丧失 。 这种文

化拉平过程的主要的解释学工具就是寓言性解释的实践应用 ，它首先

应用千荷马(Homer), 然后应用到广泛的古典诗人中 ， 它从第一世纪

开始就占据优势 ， 并且与新毕达哥拉斯主义(Neo-pythagoreans)和新柏

拉图主义(Neo-platonisls)一起 ， 侵入了哲学本身 。 圣经字面义(sensus

加ral达）和灵性义(sensus spiritua伈）间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

来的解释学历史 ， 在它出现的最初的历史形式上不仅要服务于克服 ，

© 在翻译过程中 ， 我们曾就书中有关术语的理解问题 ，致函请教马尔库什先生。 他在
复函中写道： "Paideuma means in  Greek philosophy the fundan1ental manner of creating mea正

ing" ; " Didache or小dagma means teaching something, while mathema means the learning of some-

thing" 。 根据这样的理解 ， 同时参考文德尔班在《哲学史教程》中关千古希腊哲学即绕着
“

理

论问题
”

和
”

实践问题
”

所建立起来的两种哲学范式的划分 ， 我们把"clidache"译为 ＂

学问的传
授＂

， 而把"paicieuma"译为“ 正当生活行为的训练
＂

。 一一译者注
＠ 西寇罗(Cicero,公元前 106— 公元前 43),古罗马著名政治家 、 演说家 、雄辩家 、 法学

家和哲学家。 主要作品有《论至善和至恶》 、《论神性》等。
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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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更强烈点 ， 要清算把过去的文本与现在区分开来的历史距离；而

且还要清算各种文化类型之间的差距 ， 要使它们与终极意义一致 ， 并

且由此使它们全部成为有效的和权威的培养口才的资源。

现在看来 ， 第欧根尼明确地站在这一趋势相反的立场上。 当然 ，

他的目的正是如此划定哲学传统并且他不断重申它区别千并且高千

诗歌 、修辞学或宗教猜想。 他还极其慎重地诉之于寓言， 基本只在他

第一卷的早期部分。 然而 ， 正是第欧根尼的解释学实践清楚地说明了

这种划分真正的意义已经被侵蚀到了什么程度 。 这一点不仅体现在

他对修辞学上有资格的哲学家的关注 ， 忽略了他们辩论性的相互联

系，而且更明确地体现在他处理整个哲学论证问题的方式中。 因为辩

证法是哲学的三个公认的分支之一
， 第欧根尼也按照目录分类提供了

96 对哲学家逻辑观点的概述。 此外 ，他还对哲学家们的
“

著名的论点
”

表

示出明显的兴趣。 但是 ，他在处理这些论点时 ， 再一次-甚至在芝

诺©的阿基里斯 (Achilles of Zeno) 这样明显的例子中——完全没有试

图把这些论点与使用它们的学说的特征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 ， 实际

上， 只有当它是修辞学手段的源头并且把论证当作—一引用昆提利安

(Quintilian 严的说法�可以适用于最多样化场景的
“

思想宝库
”

， 或

者是修辞学论据 (probatio) 的组成部分时 ， 第欧根尼才对哲学论证感

兴趣。 因此，他自已不断违反他支持的哲学的文化界定原则也是不足

为奇的。 正如他的引证观点所说明的那样 ， 他的 确将欧里庇得斯

(Euripides) 、卡利马科斯 (Callimachus) 、 不太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喜剧

诗人等视为完全可以接受的来源和权威 ， 甚至是关于
“

物理学
＂

的问

题。 在这个方面，他属于被亚里士多德定义为哲学文化的希望的典型

例子雹
”

在每个问题上都不能在适合于主体和与主体无关的论证之

＠ 芝诺（埃利亚） (Zeno of Elea , 约公元前490一约公元前436), 古希腊数学家 、哲学

家。 一 一译者注

＠ 昆提利安(Quintilian ,35—100), 古罗马教育家 、 著名的演说家。 主要著作有（论演

说家的培养》等。 －译者注
@ Eudemia几 Ethics, 1217a, Comp妞e Work of Ar过otle, vol. 2, p.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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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做出区分。”对第欧根尼而言 ，哲学与其他形式的文化活动的分离并

不意味着将其视为具有特定和独特目标与方法的努力；这只是与其他

能够发挥同样功能但是不够优秀的文献相比突出某一类文献。

人们可能会坚持认为 ， 所有这些转变实际上将古典哲学一致追求

的实践意义转变成了截然相反的事物 。 作为单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

用理性竭力塑造灵魂的活动 ， 哲学通过成为公民教育新概念和实践中

的主要内容 ， 形成了其作为独立且独特的文化类型的结构。 这是历史

上第一次 ， 并且迄今为止也许是最大胆的尝试 ， 旨在实现生活行为的

纯世俗合理化（在韦伯的意义上）。 但是 ， 随着其生活基础 、 民主的城

邦的消失 ，哲学开始变得私人化 ， 以致最后变成相反的意义。 它保留

了实践合理化的功能 如果有什么功能的话 ， 古代晚期十分强调它

的启迪作用一但是消极意义上的合理化：只是事后证明已经做出和

给定的选择与生活方式的正当性并使之合法化。 与同样已经丧失所 97 

有直接的 、 司法政治相关性的修辞学统一之后 ，哲学真正成了一种纯

粹的理性修辞—一一种有理性(reasonableness)的通用语言 ， 通过这种

语言 ， 生命形式中的实际分歧能够融入有教养的交流与探讨的统一

体 ， 这种语言可在神圣和特有的传统中为所有人找到同样有效的理

由。 昆提利安告诉我们 ， 杰出的演说家是聪明和善良的人。 而且正是

因为哲学体现了竞争的各派别的 不可简约的多元性 ， 尽管如此 ， 其已

通过纵横交错的血统和纷争实现统一；它才能够成为这种有教养的雄

辩的范式元素与核心内容。哲学家之间的冲突并没有迫使其中某个

人最后坚持真理的立场 ， 而是他们认为所有其他看法都是错误观点并

使之失效 ， 也没有以怀疑的态度反驳哲学学说的关联性。 正是这种多

样统一才使哲学具有了一种文化有效性。

在通常的文化背景下 ，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解释实践最具异化的

特征 ， 因而似乎特别适合特殊的功能 ， 就是在当时的现实文化实践框

架内 ，解释应该履行的功能。 正是这些确定了解释实践本身的特殊的

恰当性 ， 形成了始终由方法论正确性问题默然预设的规范背景。 就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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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言 ， 第欧根尼当然是一位最不符合要求的作家。 但是在其自身的

历史背景下 ，

一 种
“

更好
＂

的解释并不意味着能够更成功地为文本提供

统一的意义（与古希腊哲学家论述集的精神完全不同的标准） ， 而是以

更为系统的方式着手处理各种问题 ， 以更为积极的方式将所谓的答案

与问题联系起来 ，并从相同文本中得出更多更加详细的答案 ，等等。

再次强调：并不是《名哲言行录》有如此多的奇异的特征 ， 而是在

传统传播的不间断过程中在历史上得以出现的 ， 其方法一般共享的预

设 ，对我们来说使这部著作完全不符合古代哲学解释的要求。 而且当

然 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些原则和解释实践未显示出哲

学解释学提出的作为一般解释特征与条件的任何特征 。 第欧根尼应

98 用的方法严重地破坏了解释学循环 ， 因为它不允许提出的问题与发展

出来的答案之间存在任何对话式关系。 通过把解释者的预想的偏见

严格固定为一系列独立于相关学说或文本的具体特征的问题 ， 它允许

后者进行陈述—— 更确切地说口吃般地－�只是在其能与这些偏

见直接相关的范围内 。 亳无疑问 ， 这些偏见也属千传统有效的延续 ，

但是在其非反思性的固定化状态下 ， 它们破坏了其固有的意义联系。

因此 ， 这种解释实践并没有将有待实现的两种历史视野进行任何融

合 ， 因为文本的视野并未出现�统与现实之间的历史距离未被弥

合， 而是通过迫使前者进入后者的模式将之强行抛弃 。

然而 ， 在这种方式下 ， 似乎至少伽达默尔明确指定为最基本的前

提和普遍特征的解释特色被保留了下来：说明性理解与解释学应用的

统一 。 但即使这一点也被证明是错误的一 一这个事实顺带证明将法

定的（与圣经的）解释学�伽达默尔那样一视为一般解释的范

式案例是相当有问题的。 法定的有效性属于法律概念 ， 在某种程度

上 ，认知的（或实践的 ，或任何其他的）有效性不能作为无疑的前提和

简单的基准(datum)而属于哲学概念—一至少当后者包括多样的可能

性观点和学说的时候 ，并且与宗教启示的概念不一样。 因此 ， 援引伽

达默尔的说法 ， 关千解释者当下的具体情况 ， 如果应用被理解为
＂

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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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观点具有有效性
＂

＠ ， 那么第欧根尼的解释学实践从根本上来讲就

是非应用性的 。 从所有现代的观点来看 ， 其作品最奇怪的特征正是将

一种学说的说明与其认知或实践有效性的问题完全分离开来。在此 ，

解释学应用被视为是与说明相分离的 ， 并且是继说明之后的行为 ， 不

是解释者的行为 ， 而是接受者的行为 、读者／听众的行为 ， 这些接受者

从多种哲学观点中选择这种或那种 ， 能够让其生活态度提升至有教养

的、反思性的阐明和雄辩的水平。

然而 ， 这种情况的寓意何在？作为第欧根尼作品基础的解释学原 99

则 ， 尽管可能适千其自己的文化背景 ， 但并不满足任何所谓普遍性的

特征或解释前提。那又如何呢？它们不符合要求是因为依据这些原

则而理解过去的哲学遗产的一切尝试必然会导致彻底的误读， 难道这

不是不言而喻的吗？并且从我们自身的观点来看对我们来说是误读 ，

这样说难道不是一种不被允许 ， 甚至欠考虑的相对主义吗？不 ， 哲学

作为一种现存的 、 继续的 、 不间断的文化活动 ， 从哲学本身的观点来

看 ， 这种解释学会产生误读。 也就是说 ， 这类解释学的 基本预设之一

正是哲学的有效终点 ， 因为它被视为一种纯粹的过去的传统。很明

显 ， 根据在既定年代内有效的文化标准 ， 用第欧根尼提示的方式理解

哲学文本的人可能是具有哲学索养的人 ， 但绝对不是一位专业哲

学家。

无论看起来有多么不言而喻 ， 这种评论唯一的问题或异议就是 ，

如果解释被视为作为有效历史的传统传播过程中的一个事件 ， 一种发

生(Geschehen) , 那么这绝对是错误的。在其实际的历史影响下 ， 第欧

根尼的作品所做的恰恰是它根本无法办到的事：它通过现代早期的鲜

活的哲学实践 ， 极大地促成了对希腊哲学遗产的创造性占有和同化。

《名哲言行录》 就其实际影响而言—一很可能是整个西方哲学史

中最重要的历史解释学作品 。 关千前苏格拉底 、斯多葛哲学和伊壁鸠

＠ 参见1:1. -G. Gadamer, 71叩h cirul Method, New York, Crossroad 1984, pp. 27牛2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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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学说的知识通过这本书被广泛地传播至 14 世纪之后的哲学；不用

说 ， 许多现代哲学也受惠于这些传统的恢复和复兴。［在这个方面 ， 伽

森狄(Gassendi沁出版第欧根尼的第十卷本几乎可被视为一种象征意

义的行为。 ］此外 ， 第欧根尼的作品不仅是绝对不可替代的来源一�直

到 18 世纪上半叶 ， 实际上直到布鲁克 (Brucker) , 它始终是所有哲学的

历史的范式模型。 其倾向与方法深深影响了哲学最初的形式 ， 受其影

响 ， 中世纪后的哲学已经对自己的历史性进行了说明。

100 毫无疑问 ，它在实际上发挥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偶然结

果 ， 归功于3世纪和13世纪中间的一于年时间里手稿的偶然保存。

虽然如此 ， 但我认为一一尽管当然是以一种试探性的方式——如果问

题不仅与第欧根尼作品的个性特点有关 ， 还与其解释学实践的普遍特

征有关 ， 那么明显曲解解释传统本义的后者同时也是使得这种遗产在

范围巨大的社会文化错乱和变化过程中得以保留和保存的重要因素。

也就是说 ， 至少能够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 古希腊哲学遗产全部嫁接到

犹太－基督教 的传统 之上 ， 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可能 ， 或者至少被解

释方法和更为普遍的文化态度的可用性大大促进 ， 而这种文化态

度一 通过消灭知识和意见之间、哲学与修辞之间的基本区别一—无

疑贬低了哲学 ， 但同时提供了可用于调和这一情况的解释学工具。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自称是通往能使人类行为变得正确

和合理的真理的唯一道路的古典哲学 ， 必然代表了与所有普救主义的

救赎宗教不可调和的竞争关系 ， 这些宗教代表自己 也发出了同样的主

张。 一种文化态度将巨大声望赋予文化良善的哲学 ， 但把与真理的最

初关系置于括号内 ， 正如它所做的那样 ， 这种文化态度的发展一除

了别人以外 ，我们发现体现在第欧根尼身上的一种态度——大致打开

了 通往可能实现特定调和方式的道路。 无论如何 ， 事实是 ，古希腊哲

学实际并入作为后者预备的典籍 ， 正是通过使用那些在古代晚期得以

＠ 伽森狄(C邸sendi, 1592一1655),法国哲学家 、物理学家 、 天文学家 。 主要著作有《伊

壁鸠鲁哲学汇编》 、《对笛卡尔（沉思〉的诘难》等 。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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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阐述 、 我们在第欧根尼身上发现的解释方法而实现的。 亚历山大

的犹太教［首先是斐洛(Philo)CD]已经充分启用它们 ， 例如 ， 通过详述

一种特别的摩西传记(Bios of Moses) , 将摩西等同于慕赛俄斯 ， 并以一

种特有的二元论方式 ， 将摩西转化为古希腊哲学真正的创始人

(archaget) o而早期基督教会的辩护者和教父 ， 比如亚历山大的克莱门

特(Clement)雹奥利金(Origen僮和杰罗姆(Jerome), 使用古代晚期哲

学家论述集的整个解释学宝库 ，利用所有既适用于圣经也适用于异教

哲学的古文物研究和寓言化的解释方法 ， 来确定两者之间的基本一致 101

性 ， 并将哲学转变成上帝赐予希腊人的真正的教会学说的初步介绍。

如果从这种说明中能得出任何结论的话 ， 对于一般而言作为一种

哲学计划的解释学 ，这些结论似乎更具有破坏性。 回答什么使解释成

为真实的或正确的这个问题被视为一种科学 ， 一般的解释学似乎是无

法做到的 ， 因为设法找寻的标准是相对的 ， 并取决于一种不断变化的

文化框架 ， 而且这种框架为解释赋予一种明确的功能 ， 并且可能针对

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类型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完成。但是这种对

解释的不可避免的历史视角 ， 即历史立场的制约性(Standortgebunden

加t)的承认 ， 也未打开通向作为效果历史中的一个事件的本体论理解

的道路。 关千在后者的意义上解释起到了什么作用这一间题 ， 仍然不

可能有一个普遍性的答案。 即使这种 ， 乍看之下 “ 令人恐惧的相对主

义
＂

的概括 ，正如伽达默尔所说 ， ＂要去解释意味着解释总是在别处,,'

也显得不是真正的相对论。 解释不只是不断变化的生活场景的自发

结果；它们总是根据文化中界定的规范标准发生 ， 并且无论既定的文

＠ 斐洛(Philo,约公元前 30—约公元45), 古犹太神秘主义哲学家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

犹太人宗教哲学的主要代表。 相传写有《论世界的创造》 、《论赏罚》、《论牺牲献祭》等作

品 。 －译者注

＠ 克莱门特 (Clement 、 约 150-约 211), 著名的基督教学者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代

表。 主要著作有《杂文集》等。
－ 译者注

＠ 奥利金 (Origen, 约 185 一约 254), 克莱门特的学生 、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代

表。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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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只有一种标准还是多种标准 ， 也无论它们是被假定为稳定的还是变

化的 ，所有这些都取决于相关历史文化的特征。 传统解释可能证明存

在巨大的稳定性或者在长期的文化历史中具有伪－有机增长的特征 ，

比如在被流放后的犹太人那里对圣经的希伯来语的解释 ，或者中国几

千年历史对衙家学说的解释。所有解释共有的一般化 、本体论的特征

的似乎合理性 ， 在我看来 ， 在伽达默尔那里， 似乎隐含着对两种间题的

同一化 ， 即把关千文化传统传播的连续性间题和整个历史的连续性与

社会认同问题视为同一。 但两者是不一致的。 主要是由千解释的历

史生产力在本体论上并不是固定的 ，解释可以解答很多与我们相关的

事 ， 也为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它在维护社会认同中当然是一个重要的

因索 ， 但它同时也能传播传统 ， 尽管历史连续性被严重破坏 ， 它还能在

历史上不相关的文化间创造传统 ，或者在基本上连续的社会变革过程

中挣脱约束性传统。

102 然而 ， 关于作为哲学计划的解释学 ， 这种纯粹破坏性的结果也许

源自一个事实 ，解释学的方法论和本体论概念似乎歪解地体现了解释

成为一个哲学问题的方式和意义的特征 。 也许值得一提的是， 哲学解

释学著名的三段式发展一一浪漫主义时期 、人文科学时期 (geistesw氐

sen.�chaft如h)和当代时期 指的是在那些时段中 ， 最初完全没做任

何解释学努力的哲学编史 方 法 论 ， 也 相当突然地变成［从格雷夫

(Garve) 和莱因霍尔德(Reinhold) CD到里特 (Ritter) 和阿斯特 (Ast)霓

以及雷诺维叶 (Charles Renouvier)雯里尔 (Riehl)砚威廉· 文德尔班

＠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 (Reinhold Niebu比 ， 1892— 1971), 美国神学家。 主要著作有

《人的本性与命运＞等。 －译者注
＠ 阿斯特(Georg Anton Friedrich Ast, 1778一1841),德国哲学冢。 主要著作有《哲学原

理）等。 －译者注
＠ 雷诺维叶(Ch盯Jes Renouvier, 1815一1903),法国哲学家。 主要著作有（道德科学》

等 。
—一译者注

＠ 里尔(Alois 凡ehl,1844一1924), 奥地利哲学家 。 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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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helm Windelband 炒等人 ； 最后还有盖鲁 (Guerouh) 笠艾哈特 (Er

hardt) 、帕斯莫尔 (J. Passmore) 等人］热烈讨论的内容。 此外 ， 这些讨

论是在明确意识到哲学出现危机时发生的。 总而言之 ， 在我看来 ， 不

管在解释过去的文化遗产时我们实际该做什么以及我们到底能做些

什么当它变得严峻并总的来说成问题的时候 ， 哲学中解释的问题就

会出现 ， 正如它实际上是由我们自己当代的文化实践而标准地决定

的 ，能够捕捉遗产中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和有意义的事物。 在这个意义

上 ，哲学的解释学问题总是与批判性地质疑当代文化生活的有意义性

息息相关。 然而 ，它是 ， 并且应该成为文化批判理论不可或缺的一个

部分 ， 不能仅通过解释学的方法解决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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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注

101 



文化 、科学 、社会一－一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I 03 0. Gigon , "Das Proemium des Diogenes Laertios: Struktur und Prob-

lem," in Horizonte der Hu血nitas : Ein Freiulesgabe如ProfDr. W. Wili, 

Bern, 1960, pp. 37ff.

W. K. C. Guthrie, "Aristotle as a胆torian of Philosophy," Journal of 

H氐tory of Ideas, 1957, pp. 35 -41. 

M. Hadas ,Hellen区tic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R. Hope, The Book of Diogenes Laertius, New York, 1930.

J. Passmore, "The Idea of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fL氐tory and Theory,

Beiheft 5 , 1965. 

H. Rahn, Morphologie der antiken Literatur, Darmstadt, Wissen

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 1969. 

F. Wehrli, "Von der antiken Biographie," in Theoria und Humani

tas'z缸ich-M血chen, Artemis , 1972. 

102 



第五章 形而上学的终结

通过形形色色的
”

后
“

主义 ， 当前的思想既试图开创一个关乎其历

史地位和可能性的方向 ， 同时又试图表达它因缺乏这样一种方向而导

致的挫败感和焦虑。 而在这许多
”

后
“

主义当中 ，有一种 肯定早于

所有其他的 似乎广为人们所接受 ， 很可能是它们当中独有的。 我

们生活在后形而上学时代 ， 生活在形而上学终结的时代 ， 甚或生活在

形而上学终结之后的时代 。 当然 ， 这种总体性描述取得相对广泛的一

致也许是由于这样的事实 ，即它似乎与哲学内部的事态－—-这种活动

在今天几乎无法赢得人们特别大的兴趣或尊敬 相关。 即便如此 ，

如果考虑到整个哲学历史的特征是不可消除的派别冲突 ， 那么哲学家

们关于哲学状况的这一共识即使从其本身来讲也似乎是一个引人注

目的事件。

因此 ，即便同一性哲学(concordia philosophorurn)仅仅成了海市匮

楼 ， 仅是一个纯粹的言语约定 ， 也大可不必感到惊奇。 因为
“ 后形而上

105 

学的
“

性质不仅能— 一并且在当今 以不同的方式被理解 ， 而 且主 106

要是通过相对立的方式被理解的 。 一方面 ， 它可以被看作是对我们的

时代实际是什么的描述：匮乏之状以及它萎靡不振的根源－—－文化缺

乏的事实。 而且 ， 这种状况或者可以通过现代性批判的保守立场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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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的描述 ，或者真正尝试性地对它的最终结果进行彻底思考。 在第

一种情况下 ， 就会产生对最终复归的朦胧希望或怀旧渴望；在第二种

情况下 ， 就会产生明确的重建形而上学的计划。

另一方面 ， ”后形而上学
”

也不是用来指明普遍意识(general con

sciousness)的真实状况的 ， 而指向的恰恰是克服后者— —它的曾经宏

大的和多产的工程的残余或最后的成果 的思想任务 ， 尽管其仍陷

人尤其是无思想的和危险的形而上学形式中。 并且 ， 作为当今任务的

后形而上学思想要么可以被看作是现代性（或后现代性）需求的不断

实现 ， 要么可以被看作是它所期望的终结的预言者 。

当然 ，形而上学的重建和与形而上学决裂这两种对立的计划被有

力的哲学争论所支撑。 可能是出于兴趣 ， 这种哲学争论几乎始于20

世纪的一开始 ， 也经常伴随着相互对立的关千当代哲学状况的诊断 。

一些争论显而易见含有重建对形而上学的理论兴趣的迹象 ， 其他争论

则无可挽回地降低了对形而上学的理论兴趣。 发生在迪特 · 亨利希

(Dieter Henrich) CD奥多· 马库阿德(Odo Marquard严与尤尔根· 哈贝

马斯之间的新近争论这股潜流似乎只是重复某种逐渐成为惯常的文

化星丛。

更为重要的是 ， 这两种相对立的计划在理论上的成功仍是相当成

问题的——并且从它们自身的标准 、 预期和支持者来看是成问题的 ，

尽管它们现在都很有声望 ， 百年来这不断体现在其他理论学说之中 。

重建形而上学的 要求通 常只成了一种计划。 重 建 形 而上学的尝

试－—一如果不是通常被简单地断定［像尼古拉· 哈特曼(Nicolai Hart

mann 严所做的那样］为回到一种在现在看来不合时宜的思想风

0 迪特· 亨利希(meter Henrich, 1927— ) ，德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 著有（在康待与

黑格尔之间：德国观念论讲座》等书。 －译者注

＠ 奥多·马库阿德(Odo Marquard , 1928— ) ，德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 著有《告别原

则问题》等书。
－译者注

＠ 尼古拉·哈特曼 (Nicolai Hartmann, 1882一1950),德国哲学家。 著有（伦理学》 、《自

然哲学）和《美学》等书。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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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一—经常是被它们自己一方指控为篡夺已被拔高的形而上学之名。

难道不是
＂

分析的形而上学
”

— —提出一个更常被提及的例子一的

各种各样的模型没能对抗 ， 反而是积极履行了驱动逻辑实证主义者对 107

形而上学进行猛烈攻击的原则吗？唯一能从彻底的无意义中挽救一

点它的传统的方法是从物质转换为言语的形式模型吗？

然而 ， 站在另一立场上也不必然就是更好的 。 从
“ 克服 ”

、 "破坏
”

和
＂

解构
”

方面重建形而上学的尝试只是在说明康德对
“

冷淡主义者
”

的告诫 ， 他们
“

不可避免地后退到他们那么公然鄙视的形而上学的主

张中
“

饥不管怎样 ， 对千那些在其哲学中以上述任务为中心的思想

家来说 ，相似的指责（对他们的严厉指责和被别人指责）相继有规律地

重复着：海德格尔反弗里德里希·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 雅克·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严反海德格尔 ， 近来的理查德· 罗蒂(Richard

Rorty炒反德里达（但是公正起见 ， 需要补充的是 ， 他们—— 尤其是海

德格尔和德里达一也是最清楚地认识到和表达出
”

后形而上学
“

思

想这种观念的矛盾特征的人） 。 而且 ， 如果我们转向那些更大的哲学

运动 ， 其最初的出现被一种强烈的反形而上学态度所激发—— 像现象

学或逻辑实证主义 我们能够发现 ，它们后来的发展不仅导致形而

上学的复兴 ， 而且促成了在它们自己 的基础上阐述某种形而上学的

尝试。

当然 ， 这些不仅是肤浅的意见 ， 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当不恰当

的 。 因为在对于哲学来说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上 ， 以一种准中立的仲裁

人的态度裁决—场结果仍处于开放状态的争论 ， 这是不恰当的。 但

(!l I. Kant, Kritik der reine几 Vemiwft, AX, Berlin-Leipzig, de Gruyter, 1938. Kant's gesam
melte Schriften - Akademie Edition (in the following :KAE) , vol. 3, p. 6 

＠ 德里达 (Derrida, l 930— 2004), 法国哲学家、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 解构

主义创始人 。 著有《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 、符号与游戏》 、 《论文字学》和《言语与现象》等
书。 －译者注

＠ 罗蒂(Rorty, 193 l一2007),美国哲学家。 著有《哲学和自然之镜》 、《后哲学文化》 、

《偶然、 反讽与团结》和《哲学 、文学和政治》等书。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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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在某些关键问题上 ， 也就是说在其一般层面上 ， 以论辩性的方式加

入�一个哲学家所应该的那样一一到这场争论中面对着可怕的

困难。 首先 ，是它的对象的不确定性。 在关千形而上学命运的持续的

讨论中， 后者的不变的本质在如此多的没有关联的和不成系统的方式

中被界定或解释 ， 这使我们感到困惑 ， 在争论中到底是否存在一个普
108 遍问题。 形而上学是存在论神学吗？或者它主要与描述世界的奇特

命题的结构的适用性的终极前提相关吗？或者也许它是对历史地变

化着的世界观的隐含前提的澄清？它必然依赖于超验的本质和经验

的表现之间的二元对立吗？或者它实际上是以力求揭示自觉的生活

的统一原则为动机吗？可以很容易列举这些看似完全不相关的描述 ，

甚至这些描述与它们的作者对待形而上学的最终态度也不能明确地

一一对应起来。

对形而上学实际上是什么的回答的不确定性更令人好奇 ， 因为在

另 一方面我们当然很清楚通过它我们要理解什么：我们指的是柏拉图

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 笛卡尔和斯宾诺莎(Spinoza) 的哲学 、 康德和黑

格尔的哲学。 但是 ， 正是这份（显然是不完整的）范例性的名单是我们

困难的根源所在。 因为我们不清楚， 笛卡尔第一哲学 (philosophia

prima), 甚至在它的基本意图方面 ， 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亚里士

多德的第一哲学 (philosophia prote)相同一 ， 前者讨论
“

能被理性思维

活动以一 种有序方式发现的一切首要的事情
＂

伞并且包含
＂

知识的原

理 ，
包括….. 我们心中的一切清楚明白的观念

＂

气而且 ， 我们甚至更

不清楚康德的
“

道德形而上学
“

是否与这两种形而上学中的任何一种

有任何本质上的同一性。 一些论题亳无疑问是共同的 ， 但仅是与它们

被理解和被处理的方式无关的主题的集合不能保证一个学科的统一 。

无论形而上学是否有一个不变的本质 ， 它自身是有问题的 ， 而且 ， 从这

CD R. Descartes," letter to Mersenne", II Nov. 1640, Oeuvres, Aclan1-Tannery edn(hereafter 

DAT) , Paris, Vrin, 1976. vol. Ill, p. 239.

® Descartes, Principle.s of Ph心sophy ,DAT, vol. lXB,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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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来看， 任何直接的定义都不可避免地显得武断－这个问题只

能通过概念化它的历史而得到回答。

这种概念化相对来说在最近才被提供出来 ， 例如 ， 哈贝马斯这样

做了 。 他把形而上学的命运内刻于整个哲学历史的范式变化过程中：

从存在的宇宙本体论 ，经由反思的意识哲学到当代语言学转向 。 构成

所有形而上学思想的内容现在从其变化的主要趋势的重建中显露出

来：理念的 、心灵的或精神的
“

一和多
”

概念作为终极的 、 同一的基础和 109

原则， 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一切经验差异的基础。 鉴于此 ， 哲学的历史

表现为发展的逻辑：从超验概念， 经由超验主义到引领后形而上学思

想的语言范式 。 因为 ， 语言作为
“

第三
＂

范畴在只有形而上学能被阐明

的框架内逐渐削弱那些排他的和严格的对立：精神和物质 、

一和多、 无

限生产和历史制约 、有限产物和最终完成。 考虑到哈贝马斯自己的交

往理论在探讨许多哲学传统问题方面所取得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就其朴索性而言 ， 这不仅是一个诱人的方案 ， 而且它具有相当大的启

发力量。 但是另 一方面 ， 我们立即面对这样一个事实 ， 即在当代哲学

中有其他的 ， 无论是在特征还是在结果方面都与之有明屈差异的形而

上学的历史的重建理论 ，这些理论也不能不被提及或应该被提及。 我

们不提其他为人所熟知的例子 ， 只说说海德格尔的作为衰落的历史

(Verfallsgeschichte)的西方形而上学历史的重建 ， 也许我可以提到一种

观点 ，如今已不常见 ，但仍似乎有一定道理：哲学的历史是形而上学时

代及其批判循环往复的历史。

虽然它体现在黑格尔哲学的精神目的论中 ，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

也许仍是证明这种概念化的可能性的最好例证。 在这种历史的重建

中 ， 伟大的形而上学体系的本质的和普遍的完成， 即
“

世界哲学
”

， 存在

千
“

是
“

和
＂

应该
＂

的总体的概念统一中。 它们是世界历史的理念化，

而在世界历史的经验实在中 ， 事实和规范总是并且必然分崩离析 。 因

此 ， 它们的完成引发批判的实践力拯首先针对与它自己的理念相矛盾

的虚假的实在。但是， 批判在与实在的斗争中揭示后者的局限 ，这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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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与它的哲学的理念化的内在局限和矛盾是不可分离的 通过

促成第一(the fi江st)的真实变化 ， 它破坏它自己的形而上学基础 ， 并且

由此产生一个服从同 一发展逻辑的精神历史的新时代。

l lO 这种重建的哲学前提在当今很难获得太多支持。 但是 ， 它提供了

一个清晰表达作为整体的西方哲学史的视域 ，在这种视域中 ， 每次形

而上学思想的绽放都有规律地伴随着它的主要由实践所推动的批判

之波：古代的怀疑论 、中世纪晚期的唯名论 、 启蒙运动反
“

体系
＂

的斗

争 ，当然还有在众多思想中以马克思晚年的意识形态理论为特征的当

代思想。 如果你被这一视域诱惑 ， 你有理由期待形而上学的重生， 它

不会离我们太远。

存在着的一些历史的重建 ，它们每 一个在一定意义上阐明并成功

地以这一历史为基础提供了一个清晰但又大相径庭的关于形而上学

的意义和命运的描述 ， 这只能增加我们目前的困惑。 因而 ， 它们共同

的影响只是它们每一个着手去做什么并实际上确实做了什么的对立：

赋予形而上学传统以明确的意义 ， 并在此基础上澄清它对我们思想的

真正重要性。 但是 ， 也许正是这种成功形成了这些历史的重建的不充

分性一一种既是解释的又是实践的不充分性。 就解释的不充分性

来说， 因为从目前的视域出发要求解释和重建的恰是我们关千形而上

学及其意义根深蒂固的和持久的困惑状态 ，而它们却如此令人钦佩地

消除了这种困惑。 并不是对形而上学的不可或缺的需要或形而上学

的终止 ，而是既不能被驱散又不能回到全部生活中的它的真正幽灵般

存在的传统需要历史的理解。 还有实践的不充分性。 因为这种困惑

状态需要关心哲学的每个人做出选择和决定 ， 这种决定需要在矛盾中

做出 ，然而还要具有理智上的具有说服力的动机 ， 或至少是有力的动

机。 也许我们不该使历史承担上早已为我们做出选择的这种重负 ， 以

至于我们只需去理解它的经验教训 ，然后在时代中随波逐流。 也许我

们不应该试图去揭示形而上学历史所隐含的意义 ，而是应该试图去理

解它 ，就像它如今看起来的那样：一种奇异组合 ， 缺乏单一综合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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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意义 ， 同时具有难于理解却又确定无疑的连续的文化相关性。 请允

许我做出不仅是不完全的和肤浅的 ， 而且毫无疑问是相当不充分的历

史评论来阐明我的本意，这些评论仅仅是—些提示。

让我们从一个非常普遍的意见开始。 形而上学的历史是其批判 111 

的历史。 在这个历史中 ， 每一重要范式都从质疑它所继承的传统的意

义开始， 在这种质疑中，根本性的和无法绕开的问题和意图被不合理

的预设， 错误地形成的间题和异想天开的目标所掩盖和埋葬。 形而上

学传统的身体看似一个可怕的大建筑 ， 不是仁立于其典型表现之中 ，

而是以一种连贯性仁立于形而上学的危机之中 ， 即使只是建造千沙子

之上。 为了理解形而上学的历史是其批判的历史 ，我们必须打探它的

意图它的目标 立足于巾它所谓的终结问题决定的我们自己的

观点 。

为了这一目的 ，我们首先不得不转向亚里士多德。 因为亚里士多

德 ， 即便当然不是开端 ， 也是我们形而上学传统的起点。 每一新的伟

大的形而上学的努力正是在他所创建的概念框架之上 至少到德

国古典唯心主义的终结 主要通过形成它的批判锋芒并与此同时

通过不管怎样激进的修正来建造它自己的范畴体系 。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中介绍了
“

第一哲学
”

（在第一卷

中）作为基础科学的重要性 ， 同时它也是终极根据("第一原理
”

和
“

最

高原因")和
＂

最高程度的普遍知识
＂

的科学。 于是 ， 科学的目标被界

定为（在第三卷中）不是追问这样或那样的存在 ， 而是追间
”

作为存在

的存在
“

， 追问它是什么 ， 它之所以是其所是的确定性。 并且， 正是通

过语言 ，通过命题论的(apophantic) 言说方式 ，他既保证了这样一个一

元科学合法的可能性同时发展了其内容。 如此被构想出的形而上学

的基本概念从各种意义的分析中得出 ， 在这些意义中某物能被言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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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占有优势地位CD; 这些范畴自身既是表达形式又是存在样式， 并

且通过考察命题的条件 ， 亚里士多德得出了实体(ousia)概念 ， 实体概
112 念是卓越的存在样式， 保证了第一哲学的统一

。 形而上学从这个意义

上讲是真正的本体论(onto-logic) , 所有科学中的普遍科学 ， 即便本体

论这个术语本身只伴随着郭克兰纽(Goclenius)咙和克劳伯格(Claub

erg严的理论才出现 。 我们总是经由语言形成的博识的理解力揭示了

它的存在。

但是 ， 众所周知， 亚里士多德也清晰地表达了（主要是在第五卷和

第十一卷中）关于第一哲学的任务和性质的另一种理解。 在这里他把

它界定为神学：存在的特殊种类或领域 ， 即
“

永恒的 、不动的和可分离

的
“

实体的科学砚这种实体也就是
“

最高的 ， 并且最完美的存 在
“

(what the most, and the most perfectly, is) , 不动的第一推动者 ，思想自

身的思想（自我认知）或者上帝。 他©从可感知的和易毁灭的自然实

体入手 ， 概述了主要的存在领域 ， 由此论证了第一实体的必然存在和

本质。 上帝被视为作为第一原因和最高目的而存在的存在 ， 它能独立

解释一切不断变化的存在的 永 恒 秩序并为这种秩序确立实体基

础－�不是所有一般性存在的永恒秩序，而是它们等级化地构成的总

体的永恒秩序。 在这种意义和理解中 ， 形而上学是宇宙神论(theo-cos-

mology)。

亚里士多德清楚明白地主张第一哲学(philosophia prote)是这两个

概念的统一 ， 并认为它是不证自明的。 不动的实体的科学是
＂

普遍

的……因为它是第一＂ 。＠ 然而 ， 它们的和解已经成为一个问题 ， 从托

(!) Compare Aristotle, Metaphysics, I 026a33咖b4 ,105 La33-b2 ,and so on; T. 如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ed. J. Barnes (in the following CW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vol. 2, pp. 1620-
1621 , 1660 and so on. 

＠ 郭克兰纽 (Goclenius,1547—1628) , 德国哲学家。 著有《哲学词典》等书。 ． �译者注
＠ 克劳伯格(Clauberg,1622—1665), 德国哲学家。 一一译者注
@ Tlte Complete Wor伈 ofAristotle, 1026al0f, CWA, vol. 2, p. I 620. 
@ Compare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Book Lambda, I -5 ,CWA ,pp.1688-1692. 
@ T, 加 C<>TTlf>lete Works of Aris切tle,Book 匕mbda,L026a31,CWA,p.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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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Thomas)到苏亚雷斯(Suarez)CD的经院哲学试图去解决它。 在我

们的时代 ， 从保罗 · 纳托尔普(Paul Natorp严和耶格尔(Jaeger)®开

始 ，它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诠释工作中最基本

和最紧迫的争论问题。

我没有能力参与到这一争论中。 我只想在这方面给出两点意见。

第一个意见是 ， 对我们来说 ， 这两种类型的形而上学意图已经不

可改变地分崩离析了 。 这一 点变得清楚明白得益于那些证明它们连

贯统一性的尝试。 对我来讲 ， 我仅仅是一名亚里士多德的读者 ， 他们 113 

当中最富于启发性的是帕齐希(Patzig)窥欧文斯(Owens) 和古佐尼

(Guzzoni)®, 他们 通过对亚里士多德 经常使用的异形异音关系(the

pros-hen relation)的扩展式的和本体论的理解来解释这种统一。 但是 ，

对我们来说， 清楚地表达隐含在这种关系中的那个预设— —（本体论

和价值上的）范畴实例和一般实例的同－一不仅代表一种令人不满

的意义理论 ， 而且一 般来说是一个相当奇怪的观念。 实际上 ， 亚里士

多德通常阐明这一关系的备用例子一手和所有种类的工具 、朋友的

道德价值促进的友谊和所有其他类型的友谊、实体和所有其他范畴 ，

还有 ， 主要的三段论形式 (Barbara)和三段论的剩余形式 在它们

的结构中没有出现 ， 甚至哪怕是模糊的类似也没有 。

另一方面－这是我想给出的第二个意见－这两种意图在亚

里士多德那里必然彼此相依 ， 因为只有他 的宇宙神论所独有的特

征 我想笨拙地称之为概念有限论(conceptual finitism)一一能使他

＠ 苏亚雷斯(Suw·ez, 1548— 1617), 西班牙神学家 ， 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最后代言
人。 －译者注

＠ 纳托尔普(Natorp, I 854一1924),镂国哲学家 、教育家。 新康镂主义马堡学派的主要
代表人物之一

。 著有（精密科学的逻辑基础》等书。 －译者注
＠ 耶格尔(Jaeger, 1888—1961), 德国思想家。 著有《Paideia: 希腊文化理想》等

书。 －译者注
＠ 帕齐希(Patzig),德国著名学者 ， 注解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已经成为经

典。
－�译者注
＠ 占佐尼(Gu7,z.oni) , 德国哲学家。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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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体论的不受限制的普迵断言成为可能。 我所说的概念有限论指

的是经由 一种不间断的概念转换 ， 使人能从存在的最低领域上升到最

高领域 ， 因为后者被认为是那些肯定特征的统一和全部实现， 而这些

肯定特征也被更小程度地分别归千较低领域（即不动性和独立性） <D' 

与此同时摆脱它们的否定的和
＂

二元对立的
”

属性。 只有它能保证所

有的一切在一个单独的概念框架里被充分地描述出来 ， 这个概念框架

在一个同质的概念空间中占有某种界定清晰的位置。 亚里士多德的

形而上学只知道超越现世 (Lhe supra-mundane) 和现世之外 (the extra

mundane) 而不知道超验(the transcendent) 。 这是对他的宇宙神论许

多特有特征的反思：神的身份也归属于圣体 ， 不动的动者的多重性， 一

切在某种意义上被不可分的第一者包含 ， 等等。 但是 ， 我们在他多次

重复的命题中找到了最清晰的表达：作为非合成的实体 、 纯本质和实

114 在的神是 尽管最难想象 ， 因为距离感觉最远一最易知的 ， 因为

它要么根本不是思想 ，要么在它的真理和完成中被知晓。
＠

正是在这一”有限论
＂

的基础上 ， 本体论和宇宙论在它们假定的统

一性中为第三者的实现划定一个空间 ， 虽然未被阐明但仍是重要的 ，

那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意图：人类学。 因为如果形而上学作

为最高科学代表最好的和最值得拥有的人类知识形式 ， 那么 ， 它必然

与自我的知识一致 ， 因为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值得拥有的和最令人

愉快的 。＠ 并且 ， 如果像亚里士多德论述的那样到它也是所有科学中

最有权威的 ， 它必然也能指出在所有各种人类结局中的那个它们都从

属于它的最终结局。 在存在的宇宙论等级中 ， 人的位置被这一事实所

界定 ， 即他是这样一种存在 ， 在他的言说中 ， 作为存在的存在的本质特

征被揭示 、 ”被断言
”

， 甚至他所说的 、他所
｀`

证实
＂

的是错的 ；他的陈述

Ci) Compare Tke Complete Works o/Aristotle,Book Lambda,1026al0-20,CWA,p.1620. 

® Compare 7: 加Comp如Wor如ofA心totle,Book Lan屾a,982a24 -b2, 105lb25 -1052b3, 

CWA. p. 1554 and J 661 and so on. 

@ Aristotle , M咚叩 Moral记 ，p.1213a13 -15,CWA ,p. 1920. 

© Aristotle , M etapkys心 ，982b6,CWA,p.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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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错误他也处千真理中。 参与到神圣努斯中有限的人类思想为本

体论的基本前提提供基础 ， 为人类言语和思考的本体合法性提供基

础 ， 并因而再次证实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必然统 一。 与此同时 ， 通过将

自身提升为从根本上决定一切存在的 ， 同时也是自已自我决定的有意

识的思想理智由于提升到永恒的必然和本质领域而构成人类生活的

最高潜能和隐德来希(entelecheia)。 为了弄清人是什么 ， 他在宇宙中

的位置 ， 也指出他应该为什么而奋斗：理论(theoria)、沉思作为最适当

的生活方式 ，是实践的最高形式。 只有这样 ， 形而上学才不仅是第一

科学 ， 而且是第一智慧(prate sophia) , 第一和最高的学问 ： 不仅是所有

理论科学的基础 ， 也同样是实践和生成哲学的向导。

笛卡尔哲学的超验概念 ， 上帝的明确的无限性概念对于人类理性

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其不仅必然与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的一些特定

内容冲突 ， 也把它的同一性变成一个明确的问题。 从原则上讲 ， 这仍

能被解决（通过适当的概念调节 ， 像高级因和低级因这样的学说） ， 只 ll5 

要在被恰当地界定的自然神学(theologia naturalis)和信仰的确定性

(certitudo fidei)之间保待和谐一致是可能的。 然而 ， 唯名论和早期人

道主义打破了这种预设 ， 从两个方面攻击它： 一方面 ， 鉴于神的绝对权

力观念和创造世界的偶然性 ， 通过神学的非理性化来攻击它；另 一方

面通过破坏语言的本体论剪严和限制（或重新定向）有限人类对于具

体的物质个体的认识来攻击它。

正是笛卡尔哲学充分地面对这一挑战 ， 从其观点来看 ， 具有一种

矛盾性特征的形而上学的任务是达到清楚明白的理解(intelligere), 而

就其本质而言 ， 它是难以理解的 ， 并且是根本不可能被 理解的(com

pre呻re or capere)。 笛卡尔在形式上保留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第一哲学

的描述 ， 即作为存在的既是最普遍的科学又是第一原因和原理的科

学 ， 它既是普遍(katholou)又是第一(prote)。 但是，他又赋予这两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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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完全崭新的含义。 第一哲学仍研究
”

一般的所 有第一者"<D(all the 

first things in general) , 但它们在知识秩序中是第一位的 ， 鲜明地与任

何 存在秩序相对立。这不是认识论转向 。 形而上学仍主要探究存在

和存在者，但现在它是在
”

这个存在比任何其他存在更为我们所知 ， 以

至于它能作为 一个发现它们的原则"®的意义上寻求第一者的。 而

且 ，这已经表明了所谓形而上学真理普遍性已变化的含义。 因此：第

一者和第一原则的普遍性不是存在千它们的本体的一般性之中 ， 而是

存在于作为终极的和不可简化的根据所具有的生产性之中 ，它能有条

不紊地产生为人所知的一切 。

首先 ， 这意味着笛卡尔哲学是形而上学但不是本体论。 后者的可

能性—一作为对
“

存在的存在
“

的追问——在原则上是不存在的 ， 一旦

它被认为是完善的存在者和无限者(ens summe perfectum et i几fi戊tum),

神就其本质而言对于人类理性来说是不可理解的 ， 它只能在它的不可

116 理解性中并通过这种不可理解性被理解， 因此 ， 没有谓词能在严格意

义上赋予它和人同样的含义。 通过押击
＂

哲学家的范畴
＂

，也即通过押

击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经院哲学的实体 ，笛卡尔系统地破坏和解构了

经典本体论建立于其上的那些基本区分：潜能 (potentia) 和现实

(actus)的区别 、 内容和形式的区别 、本质和属性的区别。

它现在不是一种本体论 ， 而是一种人类学 ， 并且是一种崭新的人

类学 ，它成了形而上学的起点和基础。这种存在为人们所熟知 ， 关于

它的思想是每一种思想得以可能的条件 ， 它就 是我的心灵，它首先在

我思中达到自我澄明：从身体和感觉彻底抽象出来的心灵观念 ， 纯粹

自我意识的心灵。但是 ， 我思不仅对作为理论领悟的我自己的本质提

出一种新的理解一一它也是在面对被彻底欺骗的可能性引出的存在

的不确定性时所做出的一系列解答的结果 。 它代表问题的真正回答：

我是什么 ， 我所应该是的是我的意志自由的合法使用：理 性的存在 。

(D Descartes, Leiter to Mersenne, 11 November 1640 ,DAT, vol. lI1, p. 239. 

® Descarte.s, Leiter to CJersclier ,June-July 1646 ,DAT, vol. N ,p.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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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再是对存在的总体性的总的看法 ， 这种看法通过人的地位决定他

的本体的和规范的自我理解 ， 正是后者限 定了人理解世界的最大

潜能。

这种人类学也是笛卡尔神学的基础。 唯一通向我思的途径是引

入怀疑(dubito) , 彻底的怀疑：我思所提供的存在的确定性和自我理解

的清晰性与对我的理性存在本质的有限性、 不可靠性和依赖性的认识

是不可分的 。 清楚明白的有限自我概念总是已经预设了一个无限的

和全能的存在概念 ， 即上帝。

在我想象中的必然的上帝观念和上帝通过精神表现的宇宙而必

然存在的观念之间 ，笛卡尔架起了一座桥梁。 笛卡尔区分了被表现的

(represented)存在和表现的(representing)存在（后者作为一种特殊的

实在即观念的客观存在） ， 即使是在最小程度的（因为既是形式上又是

因果上的依赖关系）区别上。 通过将存在视为被表现的 ，他拓展了存

在概念。 他正是把实在等级 、完善和因果功效的传统观念应用于这个

思想(cogitata)的宇宙 ， 也就是可能的表现的总体性之上 ， 把它安排进 117 

一个等级化秩序中 ， 这个秩序从我们最费解和最困惑的 、表现着无的

“实质上的错误
”

观念 ， 延伸到作为最高的善 、 全能者和实在总体(om-

nitudo realitatis)的上帝观念。 但是 ， 一旦上帝的存在被证明 ，笛卡尔就

把第二宇宙论 ， 也就是物质世界的宇宙论当作是他的形而上学的完

成 至少按照他的设计安排 论证他的物理学原则 。 然而 ， 这种

物理学的宇宙论在其所有特征上与第一宇宙论 ， 即
＂

精神
”

宇宙论相对

立：它不知道实在、完善或因果功效的等级和阶段——它把物质宇宙

界定为仅仅是空间客观性的充满 ， 没有任何质 、自我生成的运动甚至

内在固有的时间性（因为有限实在的持存是通过神的连续创造的活动

被解释的）。

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的一致性问题从其理论出现之时就被提出来

了 ， 并且在今天仍存争议。 但是 ， 与其解决办法无关 ，笛卡尔一系列思

想在形式上的一致甚至也只是通过其所缺乏的本体论来保证的。 因

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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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恰恰是没有追问关于我思的自我的存在方式——用海德格尔的

表达方式来说就是
＂ ｀

我是 '(sum) 的存在的意义"<D——这使他从我

思故我在(the cogito ergo sum) 转变为我是思想之物(the sum res cogi

tans) , 使原来被视为行为及其作用者之间的关系转变为物及其性质的

关系。 而且 ，同样晦涩和无法言明的物性本体论在另一个重要时刻又

出现了 ，也就是在引入观念是物的表现这种概念时 ， 在意识内容被转

变为心灵独特的客体时。 如果没有这种隐蔽不明的和未经思考的 ， 甚

至将“ 无
＂

视为“ 非物"(non res) 守的物化倾向 ，笛卡尔的形而上学将缺

乏基本的一致性。

笛卡尔的双重宇宙论使他的哲学在相互对立的唯心主义 和自然

主义之间转换成为可能 。 但是 ， 正是他的隐蔽的物的本体论最终产生
118 出了新的形而上学危机。 一方面 ， 休谟对作为最终精神客体、 简单观

念的集合的心灵的经验分析破坏了笛卡尔哲学的自我概念。 但是这

种危机也来自另一只是否定的方面：将一切视为物质的无限堆积的哲

学唯物主义 无法解释自我意识现象。 新的形而上学体系的不可动摇

的基础(fundamentum inconcussum) 被动摇了；它的全部计划再一次表

现为
“

人类自负的徒劳 ， 而这种自负渗入完全无法理解的主体之

中 “ 巩

康德的哲学吸收了这种批判的成果。 它把形而上学计划的这种

矛盾特征明确转变为它的可能性这个一般问题 ，就像在笛卡尔哲学中

早已表现出来的解释(intelligere) 和理解(comprendere) 之间的区别那

样。 形而上学的这种问题化被如下二者之间的开放性矛盾所规定：一

方面 ，
一切理论论证的知识必然依赖于仅仅是给定的感性材料 ， 因而

这种知识在可能的经验条件下必然存在局限；另一方面 ， 根植于它不

(1) M. Heidegger ,Sein a叫Zeit, Tiibingen, Niemeyer, 1977, §6, p. 24. 

® Compare Descartes, Med血如.s on First Phi如ophy: Third Med如如 ， DAT,vol. Vll,p. 

43. 

@ D. Hume,An E叨uiry Concern扭g Hu血nU呻rsta叫ing, ed. Selby-Bigge, Oxford: Clar

endon Press, 1975,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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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出问题和寻求解答的本质 ，理性的内在需要原则上要求超越它的

经验活动。 形而上学关于存在的问题作为主体形而上学的先验哲学

被解答了 ， 这种先验哲学将笛卡尔所忽视的自我的存在方式问题明确

主题化了 。 从否定方面来讲， 这意味着对独断论的破坏 ， 尤其是破坏

了对主体统一性的实体化理解 ，而这种主体将其转变为一个既与其他

在世的存在对立又伴随其存在的独立实体。 从肯定方面来说， 这是一

种人类的形而上学 ， 它有限地将主观性的存在理解为相互对立的本体

论立场的统一

， 视为相互对立的知行本身的认知视域的统一：人类世

界和自我知识必然是受制约的 ， 它们受一种彻底的决定论原则所支

配 ， 同时受独立于所有经验动机 、 条件和结果的道德律的绝对义务以

及其各种义务所支配 ， 这证明理性存在的行动主体是自由的， 因为在

意志的道德决定中理性不是去认识而是立法。

因此 ， 尽管形而上学的最高使命在千展示在理性的最高目的层面 119

理性的系统统一

， 但康德哲学导致了两种特殊的形而上学 ， 它们在结

构上相互对立 ， 并彼此被
＂

巨大鸿沟"(l)所分隔。 自然形而上学 ， 也就

是
“

内在的
”

知识的形而上学是不包括宇宙论在内的作为现象的在世

实体的本体论。 道德形而上学 ， 也就是
＂

先验的
“

实践的形而上学假定

的一种超感官的宇宙神论 ，而它的本体论地位一定是仍未确定的。

感性和知性的先验(priori)形式构成了我们遭遇到的作为知识对

象和实用技术活动存在的地平线。 一切能成为外在对象和内在经验

的本体的特征都被有限主体性的先验构成事先规定。 因此 ，知识所能

得到的一切都只是现象。 在其广义上来讲 ， 被理解为自然的世界永远

是处于开放状态的领域 ， 它不断追问总是 按照知性的先验规

则一把经验规则的彻底的联系加于仅仅是给定的不可预知的经验

材料之上。 因此，理解什么是总体的努力 ， 也就是宇宙论表现为一种

将知识的任务转变为某种对象的无意义的尝试 最终它必然产生

CD Kanl, Kritik der Urteilskrafi , KAE, vol. V , p. 1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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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相矛盾 ， 因为它把认知主体的具体视角误以为是自我面对现实的唯

一合理的和有意义的立场。

另 一方面，道德活动经验作为我的自由的和理性的自我决定的意

识直接展示我的本体论存在以及我与一个非时间性的和无条件的目

的世界的从属关系。 它赋予实践实在
“

一个可理解的世界的宇宙论观

点和我们存在于其中的意识"<D'这是道德行动主体不能具有却需承

担的一种视角 。 在自然欲望和道德意志之间确立起关联的至善(sum

mum bonum)提供了这一目的王国(this kingdom of ends)的系统的统
120 一 ：在理想世界中 ， 幸福依赖于德性 ， 并与德性相称 。 为了从原则上保

证道德行动的最高目的的实现 ，为了赋予我们不断地与自然倾向的专

制进行斗争的意义 ， 需要在实践－神学方面假定不朽和上帝（目的领

域的
“

最高首领")'它们是 理性和道德信仰的
“

对象
＂

。 然而 ， 对康德

来说 ， 所有这一切的详细说明仍不足以证明和不能解决道德的宇宙神

学的本体论地位 。 我们认为超感觉领域只有在知性范畴中仅仅通过

和由于暂时的方案才具有确定意义 ， 也就是说 ，其应用于经验客体才

具有确定的意义 。 “现实" 、 ”因果性
“

和
＂

统一”等等只有在象征的意

义上 ， 也就是在与得自于现象世界的关系具有一种无法言明的形式类

似的意义上 ， 是 清楚明白的。 当康德在他的一个反思中做如下论述

时 ， “我承认我不知道神自身的性质是什么 ， 但是 ，只有像人类的性质

与他们的产物之间的关系那样设想它的性质与世界的关系
”

雹人们

才能发现他的观点在形而上学神学的合法化方面， 同时在从人类学方

面削减和清算形而上学神学方面， 都起到很好的作用 。

康德的这两种形而上学 ， 这两种倾向千视无限主体为存在的必要

且合法的立场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兼容关系：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这

两种相对立的立法彼此并不矛盾 ， 因为 ， 尽管它们的
“

地盘
＂

也许相同 ，

但是它们的立法适用于不同的
“

领域
＂

。 然而 ， 当涉及在我们的现世活

(D Kant , Kriiik如pr吐血如Vem1.mft,KAE,vol. V,p. 133. 

® Kant, Reflection 6286, KAE, vol. XVIll, p.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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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把我们的最高目的 至善的实现作为我们责任的意义问题时 ，

这种回答是不充分的。 为使我们为了完美正义的世界的到来贡献力

盐的义务有意义 ，康德需要并最终要提供一种经验实在的宇宙论作为

从自然形而上学到道德形而上学的
“

过渡
＂

。 他以自然目的论和历史

目的论的双重形式表现它 ，使二者都成为内在固有的但又被隐藏着的

理性的表达。 他甚至将二者在一种文化理论－ �在《判断力批判》中

作为自然的最终目的 中联系起来 ， 但是 ， 他坚决反对把任何客观

的－构成性的作用和意义归因千由美学的 、 自然的和历史的目的论所 121 

开启的主观合法的视角一— 没有第三种形而上学与《判断力批判》相

一致。 判断力不能为任何客观领域立法 ， 只能反思自身 ， 给主体开 一

个先验的规则 ， 依此来比较
“

正在发生的事情
”

和
＂

从别处"CD(自律之

为自已而律的原则）赋予它的概念 。 只有以一种主观必然的方式解释

自然和历史现象 ， 才使它们好像是一种自由的但非自觉的理性 。 它只

提供一种希望的主观根据 ， 希望我们内在的超感觉之物和潜在于自然

之中的超感觉之物最终统一 ， 希望有一个
“

理性独自控制" ®的可能性

世界。

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没有简单粗鲁地视康德的警告不顾。 他

要回到一种前批判的形而上学中去 ， 更糟的是 ， 这种形而上学现在包

含了总是被视为其对立面的东西 ，以及作为经验事件领域的历史。 他

的哲学基于以前所有形式的形而上学思想， 包括康德哲学在内的双方

面而又紧密相关的批判。 一方面 ， 他的批判直接反对所有历史地提出

的 ，作为所有被思想和（或）能被思想的东西的必要限定的范畴体

系一—以此为基础它们不可能毫无矛盾地阐明思想自身的可能性 ， 它

的必然的自我指称性。 另一方面 ， 他揭示了在现代哲学体系中起基础

性作用的自我意识的理论反思的不适当性和不充分性 这不仅是
一个恶性循环 ，而且使它不能理解构成自觉的自我关系本质的自我的

CD Kant, Erste Eirileitung, Kri呻 der Un啦skraft,KAE, vol. XX, p. 225 
®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KAE, vol. V , p.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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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普遍性和事实的奇特性 。 而且 ， 他还在以下两方面将历史引人形

而上学中。
一方面 ， 通过纯逻辑形式 ， 他把范畴构建的方法 ， 即辩证法

视为相左的（实践的和认识的）主张不断地理性调解的模式， 他也把其

作为历史进化的隐含逻辑。 他也将历史引入到形而上学的物质内容

122 中 ， 只要他的自我意识构成的主体间性理论直接导致承认理论 ， 而这

种承认嵌入到绝对精神的历史实体中与自我相关的一切具体形式中 ，

包括理论的实践的 。 以这种方式 ， 他还在形而上学中引入一种新的世

界概念：世界历史概念（客观的绝对精神的形成） ， 它 一—在个人之

后一—限定他们的实践世界及其自我态度的可能性 ， 以及他们的理论

世界及其自我理解的可能性。

基于这些变化 ，黑格尔很可能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第一次成功地实

现了形而上学的所有原初意图和承诺：通过一种方法把本体论 、 宇宙

论 、神学和人类学统一于一个连贯的概念框架之中。 但是 ， 他的成功

只是通过对历史的有限理解 ， 历史是这种统一的媒介和黏合剂 。 黑格

尔的历史有限论(historical finitism)不能被简化为他的体系中像
”

历史

的终结
”

这样的某个特殊的命题。 它是一种形而上学预设 ，预设了有

限主观性的特征 ，预设了它的理论可能性和实践可能性的可竭尽性和

可明晰性。 所有一 切在它的统一性和总体性中都是清楚明白的

因为没有可供我们选择的可能性让我们仔细思考。

这一原理的运作及其矛盾性的后果能在黑格尔的核心的并且是

最具有影响的概念之一中被理解：自我意识的主体性的主体间构成。

在《精神现象学》中 ，它表现得最深刻和最详尽 ， 通过对意识的一 般自

我关系的必要条件的分析 种明确
｀`

向我们
“

显现为精神现象学

的观察者 ， 也就是关于自我意识自身(An-sich)的分析 ， 它被介绍出

来。 这种分析论证了只有通过主体和另 一主体的特殊关联才能使自

我关系成为可能：以彻底的可逆性和相关性为特征的承认。 ＂他们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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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他们自已是相互承认的彼此
“

见于是 ， 随即出现了自我意识经验

地显现于其中的一连串的形式。 然而 ， 这些形式不满意于所有之前建

立的自我关系的一般条件。 当黑格尔将主奴关系描述为一种 “单方面 123

的和不平等承认＂ 的形式时 ，他使用的是一种未澄清的与它之前的解

释相矛盾的“承认”
概念 ，在这种承认中 ，

一方只是去承认对方而另 一

方只是被承认。
© 然而 ， 这并不是使人困惑或矛盾的例子。 因为 ， 被阐

述为自我意识可能性的普遍条件实际上是它的典型例子 ，也是它有意

设定的例子 ， 完全符合于它在它的一一－和我们的——历史终结处的观

念。 我们早已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遭遇的成熟的形而上学思想的矛盾 ，

也即作为范式的“ 第一”和普遍的同一又在黑格尔的理论中出现 ， 并且

是以一种特别神秘的形式 ， 因为对他来说作为范型的“ 第一＂
也是历史

的” 终结＂
。

这些形而上学历史中的逸闻片段 ， 这些关千形而上学的碎片化描

述 ，只打算说明一个观点：形而上学是统一一些思想意图和兴趣的持

续努力 ， 这些思想意图和兴趣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再三地分崩离析 ，

也许从未十分成功地形成一个完全一致的统一体 ， 然而却总是一次一

次地 并且常常是无意识地� 如

今 ， 这种凝聚力甚至是为其凝聚在一起的努力 ， 似乎也最终消失了。

但是 ，这仅仅意味着形而上学在传统意义上提出的许多基本问题已经

不再是哲学的兴趣和生长点所在 ，不再是不断发展中的思辨所追问的

重要问题。 它们只是彼此分离 ，不再被认为是能够被一个单一的概念

框架所包含或在一种单一的方法中被讨论。 但是 ， 形而上学所徒劳地

将其相互联系在—个有机的意义整体中的基本的问题集合体 ， 即便在

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形式 ， 但实际上对我们来说 ， 每一个都是独立的 ， 而

Q) C. W. F. Hegel,P妞心merwlog比 des 细tes ,ed. J. Hoffmeister, Hamburg, Meiner, 1952,

p. 142.

® C. W. 1''. Hegel,P加心merwlogie des Ce也
，

ed. J. Hoffmeister, Hamburg, Meiner, 1952, 

p.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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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每一个很可能以独特的和不同的方式靠近了哲学。 传统意义上理

解的作为统一原则的形而上学终结了 ， 但是在全部问题和事情的意义

上的形而上学仍继续存在。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这不是对当代哲学状况的不公平的描述。 即

使某人可以忽视巳经变成哲学的几个专门化学科之一而非哲学主

流一
”

本体论
”

、"宇宙论
”

和
＂

人类学
”

一的形而上学神学 ， 我们也

124 无法忽视某些哲学领域和方法在今天仍具有吸引力。

显然 ， ＂本体论
”

主要表现为追问 ： 为了解释说明日常我们关于世

界和我们自己的谈话或思想的一 些本质特征 ， 为了说明它的意义和

（或）真理 ， 我们关于世界和我们自已不得不做出的最低限度的预设是

什么？或者 ，用戴维森(Davidson沙的更有力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 ： 从

语言的最普遍方面到实在的最普遍方面 ， 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考虑到各种经验科学已经分化开来一—或者至少它们断言一

一切存在 ，
一个

“

宇宙论
＂

的问题框架的连续性就不那么明显。 但是 ，

因为科学的统一充其撮是一种成问题的断言 ， 所以对哲学来说仍有关

于存在总体性的一系列有点杂乱的问题。这里所说的间题与科学的 ，

首先是作为基础科学的物理学的最普遍的、非经验的预设相关 ， 比如

这一点反映在量子力学的
｀

或然形而上学
”

之中。更坦率地来讲 ，在这

里我们应该提到总体问题框架 ， 它与研究不同层面的自然实体的组织

和结构的科学之间的关系相关联�还原和涌现(emergence)问

题。并且 ，在后面这些问题中 ， 占据形而上学宇宙论的最显著的位置

问题仍是17世纪以来的问题 ： 心身问题。

这两种类型的追问都屈于哲学的腔调 ，它们通常公开承认它们继

承了形而上学的遗产。然而， 除了这种明显的关系和被承认的关系 ，

我们的确犹豫�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是否把它们视为形而上

© 戴维森(Davidson, 1917一2003), 美国哲学家 ， 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分析哲学家

之一
， 实在论的代表。 著有《论行动与事件》 、《关于合理性的一些间题》和《真理 、 语言 、 历

史》等书。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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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真正的 、合法的 ， 即使是部分合法的继承人。

＂分析本体论" "配得上
”

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论之名 ， 只要能证明

它们不仅是从语言的某种普遍特征中分离出来的——这本身常是争

议之事 ， 而且是从其使用的基本功能和成就中分离出来的。 实际上 ，

它们的不同类型之间的明显差别至少部分地取决于语言的实用主义 125

的特征已经事先被接受为：像信仰的表达 ，或者事实的陈述 ， 或者事物

的主体间的认同 ， 等等。 然而 ， 这些语用学的选择并不被普遍流行的

语义学分析方法认可 ．�最终它们需要一种
“

人类学
＂

的视角来详细

阐明语言交际在人类对待世界的总体态度中的作用 。

类似的观点也同样适用于当代关于
“

宇宙论
”

问题的讨论。 它们

构成了形而上学传统兴趣所在的一部分 ， 只要我们接受它们的前提：

经验科学表现为客观知识的享有特权的和最可获得的形式 。 但是对

这一前提的证明超出了它们自身的概念资源和概念兴趣 ， 因此它们也

总是处千否定它们具有形而上学重要性的开放的批判之中 ， 因为这种

基于
“

人类学
”

论证的批判把一种更为受限的认识功能归千科学。

这产生了更一般性的第二个观点：无论形而上学原来的知识关注

点和兴趣如何多样化 ， 以及它们的统一有多么困难 ，它们被一个可解

释其亲密关系的唯一的和一元的动机所规定。 无论它是否是从世界

的普遍性和总体性出发来界定人类关于世界一�能提供一个更高级

和稳定的生活意义一的态度 ， 或者 ， 无论它是否把主体的被视为构

成主体性本质的某种享有特权的态度作为出发点 ，来勾勒世界能被和

应该被如何对待和理解 ，形而上学总是力求创造这样一种在我们的世

界和我们的自我理解之间的关联 ， 我们的自我理解能够揭示我们
”

真

正的
”

自我认同 ， 这种自我认同不能被生活的异想天开或偶然遭遇所

动摇 ， 因为它只以知识为基础。 当形而上学的各组成部分成为独立的

问题集合体 ，它们就不再能为这种终极动机服务一恰恰就是在这个

意义上它们丧失了
“

形而上学的
”

重要性。

然而 ， 那些继承
“

人类学的
”

形而上学传统的当代哲学在这方面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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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矛盾状况。它们在最终动机方面仍然是最接近形而上学的一而

在其实现的特点和方法方面与形而上学最为不同。

126 因为这些哲学不可能不追间 ， 调和关于我们的世界联系的主观视

角是如何可能的 ， 这种主观视角根本上是一种实践潜能 ， 允许与我们

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保持一定距离 ， 以便使其成为我们有意识的活

动的对象 ，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和选择我们对自然和社会对象的客观

力盐的认识 ，这些客观力盐制约着我们是什么和我们是谁。 这样的哲

学试图将同时代的冲突和张力刻进这些相对立的两极之中 ， 以便于：

在作为—个总体事实的人类状况的某种普遍特征的基础上， 在人及其

世界之间关系的某种概念性表达的范式框架内 ， 在当今的自相矛盾之

中规定一个方向。无论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 无论它们的努力是否

是主要为个体的生活方式或作为另一选择的集体的生活方式的两难

境地提供启示 ，这种类型的哲学仍然试图在我们的自我理解和世界理

解的情境化形式之间创造某种意义关联 ，这不仅提供远见卓识， 而且

也提供某种实践方向。

但是 ， 即便这些哲学仍然与形而上学传统的更深刻动机保持着关

联 ， 它们实现它的方法却与形而上学的观念是根本对立的。形而上学

是一些科学的基础的断言当然已成为过去。 但当代的
”

本体论
”

和

＂宇宙论
”

仍然与科学的思维模式保持着本质上的亲密关系：它们提

供 一或至少声称要提供一可驳倒的分析和解释。 然而 ， 以
＂

人类

学
＂

逻辑为导向的哲学最终是非－解释性的。 它们在某种描述普遍的

人类真实性的范式和我们目前状况之间建立的关联只是一种有意义

的和具有启发性的叙事。 首要地 ，这种哲学提供了一 般概念框架 ， 根

据这种框架 ， 通过对过去的某些事实做出有意义的选择 ， 通过它发生

的某种
“

历史
”

进而解释它萎靡不振的根源和它的潜力， 由此当前的某

些事获得了解释。 这并不意味着 ， 至少并不必然意味着哲学
”

美学

化
＂

。 它仍然是一种概念叙事 ， 按照假定为事实的概念的清晰性 、意义

的连贯性和经验的可证明性的要求 ， 它仍对理性批判开放 。 但是 ，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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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完成（和重要性的标准）最终在于它的相关性和启发性， 即在于 127 

能否为我们目前所关注的问题、 两难困境及其替代提供解释。

但是，也正是通过这种
“

叙事化
＂

，放弃形而上学是解释性的知识

这个最基本的断言 ， 这种类型的哲学才能依旧忠于形而上学的富有生

命力的动机。 一种在当今承担
“

思想中的方向
＂

的任务的哲学，不仅承

担提供解释性的真知灼见的责任 ， 而且 ， 从某种程度来说 ， 更一般来讲

还要成为我们对待作为新纪元的现代的冲突和矛盾的一种适当的、 不

可避免是基于价值的实践态度的指南 。 从我个人来讲 ，我 不认为还可

能从某些事实中推断出来或理论构建出来 考虑到它们最普

遍一某些价值的具有约束力的特征。 当今的哲学 ， 只能通过启发性

地推荐一个
“

故事
＂

才能在事实和价值之间创造一种关联。 它阐明我

们的历史， 而且 ， 尽管不能赋予其终极意义 ， 但如果我们此时此刻以一

种通过反思选择出来的价值所选定的明确的方法和方向来肩负起继

续这种哲学的义务 ， 那么就能使它产生更少的焦虑 ， 使它更容易摆脱

冲突，而且使它更有意义 。

形而上学的终结或复兴一也许 ， 在我们的思想状况中 ， 这是一

个错误的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 形而上学的传统紧密地伴随着我们 ，

它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其他资源可供我们哲学思考而被接受下来的 ，

它不只是过去的重负，

一堆我们无法摆脱的陈旧概念。 它是作为一整

套仍吸引着我们的问题而伴随着我们的 ， 同时还伴随着一些范式性

的 、替代性的解决方案 。 但是 ， 这不意味着当代哲学在它的某些任务

和趋势中从根本上或至少部分地继续着形而上学的事业 ， 并不意味着

它只是在一种修正，也就是更适中或有意义的形式下给形而上学传统

的一些古老内容披上一种新的、更适合的外衣。 因为有意义地继续这

种传统的唯一方法是宣布某物对它来说是基础的和本质的。 当如今

的哲学继续提出并研究古老的形而上学问题时，它以一种或另 一种方

式将其置于与形而上学思想的某些基本目的和动机十分不同甚至不

相容的语境中 。 而且这里所说的
“

一种或另一种方式
“

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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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被视为仍然值得注意的传统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在何种意义

上和何种方面我们与之决裂 ； 没有一种单一的 、 预先建立起来的方法

128 能够如此有意义地使我们这样做。 这是我们思想选择的重大事

件 毫无疑问 ， 首先由我们的观念决定 ， 当今哲学能够和应该做什

么 ，它对谁以及为什么而讲话。

现代性在其历史地展开的过程中已经侵蚀了文化传统的规范实

体：为现代确定方向的力蜇和对现代具有约束力的主张。 毫无疑问 ，

这一进程以不同的 ，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方式发生在基本文化

活动的不同领域。在
“

严格的
“

科学中 ，能够有效调动的和可认识利用

的过去被简化还原为所谓的
”

当前研究状况
＂

的当下历史的瞬间 ， 并在

实践上包含过去的几十年。 相反 ， 在艺术中 ， 美学意义上的相关传统

的范围被无限扩大到不仅包括整个一系列的历史地对立的风格 ， 而且

还包括彼此相距遥远的和不相关的文化所形成的创造物和人工产物。

在哲学中 ， 同样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抗性的文化有机体及其对

其过去和现在的理解。 从康德哲学将哲学的认识能力状况问题化以

来 ，哲学成了不可调和的
“

派别
”

之间不断斗争的核心。但是它们之间

的分化原则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教条主义与怀疑论的对

抗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 ， 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 、 主体哲学和

主体间性哲学 、反基础主义与基础主义的对立——这是一些典型的例

子 ， 每一个都以不同形式清晰地表达了在哲学家们的争论中真正的关

键所在。 因为通常说来， 每一次分化都宣称以前的分化是暂时的 ， 它

们仍共享一个必然会被问题化和受到挑战的共同基础。 所以 ， 在这个

不断再概念化的过程中 ， 推动这个不可知的历史结构的最初的信仰 ，

也就是对创造一个更高的和终极的综合的信仰逐渐被削弱和摒弃了。

”系统冲突
“

无法得到解决 取而代之 ， 恰恰是
＂

系统
”

这一概念消

解了 ， 现代性早期的哲学正是通过这一普遍的文化形式清晰地表达了

它们特有的认识论主张和意义形态 ，使其文化功能合法化 ， 并在它们

多样化的问题复合体或不同学科的努力中创造了一种统一 。 （并且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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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再一次指出：文化现代性的占主导地位的形式复合体消解这种现象

不仅限于哲学中：在小说或
＂

纯
“

音乐的经典形式方面也可以得出类似

的结论 。 ）

但是 ， 只有在哲学 ， 像一些其他学科一样失去了其明晰性和明确 129

被认可的社会功能的清况下 ， 这种作为传统的传统的侵蚀才会发生。

与
“

严格的
“

科学相比 ， 这些
“

严格的
“

科学对它们的技术的－实用的

贡献的不可或缺性有信心 ， 它们能将自已过去历史的工作安全地转变

为圣徒言行录 ， 通过提及它们的过去 ， 通过提及现代性意识的形成和

其在维持中起到构成性作用的工作 ， 这些文化创造的形式在很大程度

上不仅获得它们的合法化 ， 而且获得它们作为文化实践具体形式的身

份。 因此 ，将传统视为一种规范性约束的例证加以摒弃仍然是以它现

在的可理解性和重要性这些现实条件为参考的。 作为被赋予规范合

法性的传统的这种侵蚀伴随着一些作为决定力掀的传统的重建 ， 因为

它被认为是不幸已经失效的和需要被恢复的 ， 或者仍然是灾难性的有

效的 ， 需要被抵抗和结束的。

形而上学在其长期的历史中始终是哲学的基础分支或学科。 因

此 ， 它的危机不仅涉及内在于哲学话语的一些特殊问题 ， 而且也等同

于现代性晚期条件下哲学可能的作用和重要性这个
＂

外在的
”

问题 ， 这

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讲不能与关于当代
＂

高雅文化
＂

的命运这个从实践

方面提出我们作为哲学家义务的更普遍的问题分离开来。

这肯定不意味着对这一危机的回答要在某种一般文化社会学或

含混不清地参照的
“

承诺
＂

中去探寻：文化功能和认识内容彼此是不可

分的。 但是 ， 要对这一危机做出回答意味着 ， 哲学必须使它自身的问

题作为哲学问题处于更广阔的我们时代的历史文化语境中 ， 这就为形

而上学的两难境地与它的替代方案这些主题的问题化和系统化提供

了一种方法 。

这篇论文当然不是试图完成这样 一种任务。 它只是浅尝辄止地

描述我们哲学家在我们当前的学科状况下实际上正好做了什么：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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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细枝末节 。 但是 ， 其时常提醒我们自已注意某些相当微不足道的事

实— —这丝毫没有使我们能够提出更尖锐的和更重要的问题一也

许不是完全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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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一种自我反思的活动。 我这样说 ， 并不是想把一些特殊的

尊严以及被提升的关键性的自我认知的特权给予科学实践。 我只是

想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在某种意义上 ， 我们倾向于认为
“

科学
“

只有在

这种文化本身中 ， 作为一种专门的
“

学习
＂

领域清晰地与一种普通的 、

日常的认知活动相区别 ， 并合法化地宣称它是通向真理的神圣的道

路 ， 我们才把一些在一种文化中已经成为惯例的知识描绘成
“

科学
＂

的

组成部分。 很明显 ，这对于一些作为
“

科学的
“

文化的实践并不能构成

一个充足的标准 ， 但它是一— 我认为一 —科学的一个必备的条件。 这

意味着科学不仅仅包含一些断言某些现实片段或探究领域为真的命

题作为主体 ， 同时也或多或少包含着这 种作为清晰的科学形象

(images of science沁的知识的详尽的表达。 这些形象履行了一种双重

131 

角色 ， 既有
＂

外部的
“

也有
“

内部的
“

。 一方面 ， 它们为获得知识的一些 132 

＠ 这个概念对于科学史的重要性已经由埃尔卡纳(Y. Elkana) 强调过。 参见 A Pro 
伊a叩叨比 Auempt at an 巳ropol-0盯 ofKnowf.edge, in E. Mendelsohn and Y. Elkana (eds) , Sci
e心es CL叫 C心ures,DonJrecht, Reidel 1981 , esp. pp. 13 -27 。 然而 ， 我对这个词的使用与他对这

个词的使用有点不同 。 埃尔卡纳区分了科学的
”

形象
”

和
＂

思想体系
”

， 后者由科学的思维和

行为规范组成。 在我的理解中 ，科学的特定形象一直具有一种规定的－标准性的力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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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的实践活动 ， 或者相反 ， 为众多的从文化角度被有组织地规范

的
“

较高级的
”

活动在知识等级中保证一 种合法化的地位 ；也就是说 ，

它们区分并合法化具体的认知活动。 实际上 ， 它们的内容在很大程度

上由给定文化背景中构成科学的东西以及由在通往真理的特权途径

上构成其主要竞争者的东西所决定 。 通过这种方式 ， 科学的形象也把

认知的权威(epistemic au山ority)放到了 一些社会的或专业的群体当

中 ， 这些群体通常是科学实践的代理人 ， 并把他者从这种权威中排除

出去。 另一方面 ，它们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都实现了关于正在

进行的科学实践的导向功能。 通过把
“

科学
“

定位于各种有意图的人

类活动中 ，它们引导着科学实践者们在心中承认并实施一些应该指引

他们行为的明确的目的 、 态度和价值。 同时 ， 它们也能够在为了他们

的活动而选择性地组织起来的传统中提供一种框架 ， 并影响择优的方

法思考类型和优先排列的问题域的选择；也就是说 ，它们影响着目前

的、正在进行的探究方向 。

由此可以断定 ， 科学的形象从来都不仅仅是描述性的：它们不可

避免地 、 清晰地或者绝对地包括规定的－标准性的因素。 通过清楚地

表达科学是什么 ， 它们也确定了何种知识具有明确的认知权威的权

利 。 然而 很明显 ， 任何有效的科学形象都不能独立于作为科学传统已

经在一种文化中被接受并成文的东西 ，它不只是简单地反映了这种真

实性 ， 而是由较宽泛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对其不同的社会态度共同决

定的 ， 在那儿这种知识体被投入到变化多端的使用中。 因此 ， 科学的

形象会历史地发生转变 ， 这不仅依赖于科学知识的主体和特征 ， 而 且

依赖千科学知识运用和发展所环绕的社会环境。
133 然而 ， 任何想要概览这种历史性转变过程的尝试都要面对这种不

可估批的困难 ， 即这些图景不仅具有历时性 ， 而且具有共时性的多元

化特征 ，并且体现在两个不同的方面。
一方面， 科学的形象经常在大

拔的不同的文化类型中被表达出来：在科学自身的著作中 ， 在哲学中

（就目前而言 ，它与
“

积极的
“

科学相区别） ， 在
“

民间的
“

文化中 ， 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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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 、神学中 ， 有时甚至在绘画的肖像的传统做法中被表达出来。

由千这个事实 ， 即这些很可能是在特定时代为争夺最高的认知权威而

形成的文化形式 ， 因此各自的科学观点在内容上完全不同 ，而且理所

应当 ，它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并在不同程度上被表达就不足为奇了。 然

而， 既然 ， 在现代条件下，文化的自我反思的任务明确地被分配给哲学

（以及一些人文和籵会学科） ，那么最详尽的图像经常展现在今天我们

当作完全是哲学的著作中 而且我将主要探讨它们。 但是即使有

这种限制 ， 任何时候在哲学本身也同时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多样的科学

的形象——只因为这些图景是正在进行的文化斗争的因素 ，是表达差

异的手段， 或者甚至是对立的意识趋向的手段。

因为这种复杂性 ， 所以想通过一篇论文去涵盖在我们的文化中科

学的形象已经经历的历史的转变的一般轮廓 ， 很可能与其说这是雄心

勃勃 ， 不如说是一件有勇无谋的事情。 为了简化我的任务 ， 我将集中

关注这些图景一个方面的变化：明确的特征描述；可以说 ，是科学概念

的一般定义。 目前我必须加一句：这在那些我将讨论的哲学著作中不

仅是单一的 ， 而且是一个十分边缘的因素。 作为一个原则 ， 不但有创

造力的科学家们 ， 而且连哲学家们都不太热心为那些意义能够被预先

假设的概念提供规范的定义。 这正是我执意地选择这个问题的原因。

我希望通过它能在通常是科学的无特定主题的前理解中 、在那些有重

大意义的预断中显示一些基本的转变 ，而那些是哲学的对手们无意识

分享的。 当然 ， 我意识到了这种方法的危险性；在这个意义上 ， 专注于

边缘化的东西 ， 很容易以纯粹的意外 ， 或者以无价值而结束 。 为了减

少这种结果的危险性我将尽量尝试着在各种观点中把这个主题同一 134

些不同的科学形象中较显著和较重要的因素联系起来。 总之 ， 我要呈

现的东西仅仅是—种初步的而且是片断的叙述 ，

一个
“

故事
＂

。 除了与

这种故事相适应的 ， 其他的东西我什么也没说 。

我想用经常被认为是
“

我们的
”

， 也就是现代西方的科学的诞生 ，

同样也是现代的科学概念的诞生来开始我的叙述 ， 即从 16 世纪到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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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 尤其是伴随着培根和笛卡尔的出现 ， 来开始我的叙述。 而且我

主要想关注这个事实 ， 即这两位哲学家经常被看作是科学哲学两个对

立的传统的各自的起源 ， 他们享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对千科学本身的

明确的界定极为模棱两可 ，经常在主观主义的和客观化的理解中摇摆

不定。 为了更清楚地解释我的意思 ， 或许参考那些为了清晰地表达它

们能够引征的传统 ， 以及参考它们必须对立的 ， 对科学的新的理解和

科学的
“

定义
“

都是有益的。

确实有两种这样的传统。 占优势地位的 ， 事实上被明确地表达出

来的只有一个，它来源千亚里士多德。 他用主观的－心理的术语界定

了科学知识 ， 即知识[ep叩叩 ， 无论在古罗马还是在中世纪都被翻译成

科学(scient边）］ 。 这是因为 ， 在某种程度上 ， 他像柏拉图一样 ，主要想

把科学同仅仅作为
“

意见" (do父a) 的日常知识区分开来 ， 包括依赖千明

显的相似性的经验 (emperia) 以及特殊事实的记载(h烛toria) 。 他把知

识看作是一个人能够获得真知的较好的途径， 通过这种途径人们能够

获得对另一个， 较高种类（不能是其他种类）的物体的认识 ， 这与日常

的被称为意见的东西和事实相区别应因此 ， 与其他的理智知识形式

一起 ， 科学被亚里士多德看作是一种状态 ， 凭借这种力量心灵拥有一

135 个明确的 、高级的种类的 真理。 更确切地说 ，它被定义为品质(hek

沁） ， 即 ， 被界定为一种习得的 ， 但却是持久的而且是坚定的才能 ， 抑

或 ， 使用它平常的翻译 ， 作为一种心理习惯。 明确地说 ，它通过一种论

证的习惯("一种论证的才能 状态
＂

）与理智知识的其他形式相区分 ，

那是一种占有和赞同知识的才能 ， 一方面是中庸的(mediated) , 来自不

属于科学 ， 但构成了智慧的原则；另一方面它又是普遍的 、 必需的 ， 同

时它关系着事情产生的原因。＠

＠ 参见 Poste吻r Analytics II, 88b30 -89b9. The Comple比阮rks of Aristo山(abbreviated as

CWA) Ed. by J. Barne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Vol. I ,pp. 146-14兀也可参
见 Plato, Ph.ilebu.s, 58a -59c. 7', 比 Collected Dialo炉es(abbreviated as PCD) . Ed. by E. Hamilton 

and H. C扣m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140-1141 。 ·
＠ 主要参见 The N过叨血必ean Ethics, VI, ll 39bl4 -36. CWA. Vol. II , p. 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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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对科学知识的主观主义的理解并不意味着 ， 亚里士多德的

概念是个人主义的和独白式的。 相反 ， 与此对立的评价才是真的 ， 而

且涉及古典传统的整体。 柏拉图比照了辩证法的许多修辞说服方法 ，

并把它们作为发现科学真理的方法 ， 然而他也把后者看作是一个能够

产生真正共识的相互影响的对话的过程：检验之下所形成的人们观点

的一致性应事实上 ， 亚里士多德确实在一篇文章也中把辩证法（在他

对这个术语的理解下）与哲学（即 ， 理论科学）相对比 ， 坚持认为前者

总是考虑另外一方 ， 而哲学家总是独自调查研究。 但是， 根据他所说

的 ， 科学证明的起点和跨学科的原则是通过对普遍持有的
“

具有良好

声誉的观点
＂

的辩证的调查而后天习得的硐而且他经常把争辩本身

作为一个共同的事业。 而且主体间的信息传递 、 可传授性对他来说是

科学的一种定义；他通过争辩科学没有可传授性和可学习性来否认偶

然性科学的可能性 。＠

因此知识 ，作为一种习得的才能 ， 尽管具有主观主义的定义 ， 但是 136

却能在人们之间合作的背景中显现。 但这种主体间的背景是有科学

介入的 ，而且就它的习得和运用来说 ，是从人到人的。 如果没有完全

的敌意的话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柏拉图在其著作中表达了对经典作品

哲学客观化的强烈质疑的态度 ，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 ， 亚里士多德也产

生了共鸣。＠ 不同的知识类型 ， 以及这里我们谈及的科学－概念
“

主

<D "· …. 但若我也不能从你身上举出一个证据来支持我的观点 ， 那么我想自已在当前

争论的这个问题上也毫无建树。 另外 ， 我想 ， 如果惟有我这个证人不支持你的观点 ， 不能向

你证明你的错误 ， 使你放弃其他那些解释 ， 那么这种悄况对你来说也是同样的。 " (Gorg如 ，

472bc)PCD,p. 254. (参见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 1 卷 ， 王晓朝译 ， 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352 页。 一一译者注）

® T, 叩归 ， 155b7ff. CWA. Vol. I ,pp.261-263. 

@ Top沁，101 心6-b4,p.168. 

＠ 参见 Metaphysics, VI,t027a20-23. CWA. Vol. Il ,p.1622。

＠ 参 见 Plato, Prot-agor心； 329a, P加edrus;274b 订 ， 区ter VJ!, 341c ff。 亚里士多德在

E也emo呻 Ethics(1217b22) 中对＂

大众的
”

和
＂

哲学的
”

区分的讨论很明显与这个问题有关 ，

后者涉及了他在朋友圈和学科领域所做的演讲 ， 尽管其被写下来，但是他从来没有想给平淡

无奇的阅读公众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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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化
＂

的根本意义 ， 对于经典哲学来说 ， 主要具有在理智自身与宇宙顺

序结合一体的不同方式的感知中 ， 对世界不同的精神态度的意义。 它

们的作用首先是启迪的 ， 与特征 、 可能的意义以及生活的美德有一种

亲密的关系 。 科学在这里的理解不是个人主义的 ， 而是亚里士多德所

说的具有人格的感觉。

高级经院哲学学派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作为习惯证明(hab仁

tus de1TUJnstra1动）的科学的概念和定义。 它通过很多有代表性的东西

重复这些变化。
＠ 然而 ， 尽管这个定义正式恒定 ， 但是亚里士多德的

“科学
”

概念已经不足以解释实际的文化实践。 随着希腊化时代的到

来 ，希腊城邦的陷落 ， 以及哲学或科学勺能真正创造性地运用它的个

137 性－构成功能的条件的消逝 ， 科学逐渐获得一种固定的传统特征 ， 即

个体面临着需要掌控和占有一些事情从而获得通向文化－社会精英

的路口 ， 或者在中世纪晚期 ，是通向一种职业的途径。 但正是这种传

统主义的文化实践和文化态度排除了为实际上已经包含新的理解的

“科学
“

定义提供一种清晰表达的可能性。 因此 ， 后者 ， 通过使用一套

新的术语基本上建立了它的表达方式 ， 在那里科学知识现在可以被描

0 为了说明这个间题 ，参见 'f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ae, I , 14. I . ob. I ; Summa 
contra Gentiles. II , 73: Q吵tiones DispUla,t也： De Veri比te, XIl , I . c. ; Pseudo-Grosseteste , Summa 

Philosoph如． ， 旧 ，4; Duns Scotus; De Prim�Pri心pia. (Philosophical Writings, trans. A. Woller, in

dianapolis, Franciscan Herald Press 1964, p. 10) ; Willian1 Ockl1am, Exposilio super闱l访ros Physi

corum, Pro/,ogus (Phi如ophical Writings, ed. P. Boehner, Edinburgh, Nelson 1957, pp. 3-6) ; Buri

dan, In Melaphysicam A芯totelis Q吩勋心s ,p咄mium etc。 ［罗伯特 · 格罗斯泰斯特(Robert

Grosseleste, 约 1175—1253),英国政治家、经院哲学家、 神学家和伦敦大主教 ； 布里丹 (Buri

dan, 约 1295一约 1358),法国哲学家。
－�译者注］

＠ 古典时期，哲学仅仅意味若包括我们今天通过哲学所理解的科学知识。 随看亚里

上多德哲学等同于理论知识 ，并被分成（参见 Metaphys心 ， VI, I026al 8 and XI, l064bl)数学、

物理学和神学 ， 后者经常被称作哲学（形而上学） 。 在罗马帝国后期 ， 这个词的意思被进一

步扩展 ，甚至由千哲学和雄辩术（而后者 ， 我们应该记得 ， 它包括诗歌）的混合变得更不确定

了 。 这个过程在中世纪早期没有减弱的趋势 ；哲学成为任何和每一种非实用学间的同义词。

只有高级经院哲学重建了这个词作为理论科学的古典的（亚里士多德的）意义。 关千这个

问题可参见 J. E. Heyde," Das Bedeulungs四回lrlis 邧ischen ph 心soph迈und• Philosophie• " , 

Philosop加Na比ralis, 7 (J96J), pp. 144-155; 以及E. R. Curtius, "Zur Geschichte des Wortes 

Philosophie im Millelal.ter" , Ro叩心吐e Forschu几gen, LVU(l943) ,pp.29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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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和描绘。 在这种情况下 ， 我关注学间和训练的术语（以及希腊前辈

的学问的传授和正当生活行为的训练的原有的意义） 。 起初 ， 它们只

是表明了教授和学习知识的过程和结果 ， 而且经过这些时代它们的

“正式的
“

定义保留了这个意义。 因此 ， 我们可以在伪－格罗斯泰斯特

的书中读到 ： “科学在人的教授中被恰当地称为 ， 学习 (doctrine) ; 在人

的学习中 ，被称为训练 。嚼）但是在基督教之前的罗马， 这些术语之间

的区别在时间中慢慢地被销蚀 ， 当其被放置到给定教授背景的权威著

作中时 ， 其便开始指定能够被教授／学习的内容 。 这种趋势在中世纪

越来越强 ， 因为随着教堂的权威性解释 ， 《圣经》被看作是最高级的和

最崇高的科学一 �所以产生了如基督教教义 (doctrina Christiana) (或 138

规训）（奥古斯丁耍爱留根纳®)'上帝的教诲[ doctrina Dei (奥古斯

丁）］ ，神圣的教义[ sacra doctrina (托马斯）］这样的概念。 当然 ， 在这

种意义上 ， 按照一种心理习惯来想象教义－科学是荒谬的。 更进一步

说 ，有一种趋势 ，再一次受神学需要的支配 ， 通过文本在水平和意义方

式上的差别 ，调和不同层次的权威文本 ， 从而把作为理想内容的
“

教

义
”
和客观的意义 ， 从当前原文固定的意义中区别开来。 德尔图良

(T ertullian) 早已提出把圣书作为教义的工具怠因此 ， 事实上 ， 整个中

世纪 ， 都存在一种对
“

科学
＂

的非－心理的理解（在理智学习的较高类

型的意义上） ， 即把它作为一种原本客观化的理想的意义－内容。 但

(D Summa philosophiae, Il , 4 也可参见多米尼克斯· 古蒂萨利纳斯的著作 De divisione 
吵如sop/皿e:"就所学的东西而吉 ， 与信徒有关的时候 ， 人们称它为规训 ， 但当它在人类的心

灵中保留下来时 ， 它就被称为科学。 ”引自 A. Diemer, in Beitra.ge 邓r Entl.clicklung de W芯en
schaftstheorie im 19 J呻rlrnndert, Meisenheim, Hain 1968, p. 20。 (Domenicus Gundis扯inus, 又被

称为 Domingo Gundisalvo, 多米尼克斯· 古蒂萨利纳斯是中世纪西班牙塞戈维亚的领班神父 ，

又是经院哲学家。 －译者注）

＠ 圣· 奥古斯T(Augustine ,354--430) • 早期西方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 著作有《论

上帝之城》 、 《论三位一体》等。 －译者注

＠ 爱留根纳(Eriugena,约 800— 877),是 “ 加洛林朝文化复兴
”

时期最著名的学者 ，被

称为
＂

中世纪哲学之父
＂

。 著作有《论自然的区分》 、《论神的预定》等。 －译者注
@ De prea.scr: 加eret. ,38, 引自 H. -1. M如加

，
"'D叩rina'et'disciplina'dans la langue 

des Peres de l Eglise" , B叫letin du Cange,IX(1934) ,p.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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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又同对知识不变的 、 教条的传统－权威性的理解有机地交织在一

起，在那里对科学的创造性理解 ， 也就是说 ， 作者身份的概念， 同过去

的权威概念紧密联系 。© 有时规训也不总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被强

迫的顺序和规则。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 ＂新
“

科学的伟大的传播者和倡导者们 ， 带着

善辩的热情 ， 反对所有形式的
“

书本－学习
”

， 他们与科学的概念化的

第二个传统毫无共同之处。 因此， 他们回到主观主义的理解中去并不

奇怪。© 这完全符合笛卡尔所说的情况。 他把科学直接定义为
＂

肯定

的和明显的知识"@。 它
“

独特地构成了我们获得的一种确定类型的

139 清晰的感觉
“

变或者， 用另 一种说法， 它清楚地区分并准确地把原初

概念黏附于适当的事物。＠ 这一点 ，或许培根做得不那么明显。但是

他的科学的一般定义同样地使用主观－心理的术语：＂我认为， 在哲学

之下包含所有的艺术和科学，也就是， 用一句话说 ， 它包括了所有从个

体发生并由精神消化整理成一般概念的任何东西。喝）相应地 ， 真正的

科学依赖于两种才能， 即经验和理性之间的
“

较为紧密和较为纯洁的

联合
＂

， 允许
“
在变化和消化的理解中"CD"贮藏

”
由观察和实验聚集而

(i) 参见A. J. Minnis,Medieval Theory of Authorship,2. ed. Aldershot,Scolar 1988 ,pp. 5-14。

＠ 然而 ， 这里它们的直接来源 ， 对我来说， 不是亚里士多待的传统 ， 而是拉米斯的逻辑
心理学 。 ［拉米斯(Ramus,1515一1572) , 法国逻辑学家 、哲学家 、教育改革者 ， 在逻辑学、方
法论 、数学 、天文学 、力学等方面都颇有造诣。 他首次提出 ｀` 方法

“

一词 ， 曾深入研究希腊数
学史 ． 否认数学缺乏应用性 ， 坚持将数学的起源和实际应用作为自然哲学理论的基础。 －
译者注］

@ Descartes, Re萨如 ， X,p. 362;PW, I ,p. IO. 可首先参见Adam-Tannery修订编辑的
Oeuvres也Descartes,Paris, Vrin/CNRS 1964 -1976 。 其次 ， 若适用 ，分号后的参考书籍为英文
版的Ph如op加al Writings(abbreviat叫asPW) , by J. Cottingham et aJ. , Cambridge. C皿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991 。

© Descartes, Re. 驴归 ， X,p.427 ;PW, I ,p.49. 
@ D这artes,Le心rs to El血beth,21 May 1643, 顶 ， p.665;PW ffi,p.218. 

@ A Descript初i of the lnullec比al Globe, V, 504. 除了我通过引用格言的编号而参考
No皿m Org血um(NO)外 ， 参考文献均为Sp吐ding等人编辑的The Wo� 伈of Franc区Bacon, Lon
don,Longman 1857..., l874 。

(!) Bacon,NO,Bk. I ,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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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物质。 培根经常用轻视的态度引用人们关千数学的评论 ， 诸如数

学
”

弥补和消除了智慧和才能上的许多缺陷"<D'但这并不能表明培根

对数学评价过低 ， 它只是反映了他的观点 ， 即真正的科学方法是为了
”

更好更完美地使用人类理性
＂

听而
“

装备头脑
＂

。 在这方面 ， 培根和笛

卡尔不仅对书呆子式的学习持有敌意 ，而且还明确地怀疑科学结果的

语言表达和客观化。 科学真正的、质朴的形式 ， 仅存在于头脑中 ， 更确

切地说其存在于科学家的有创造性的能力中。

当然 ， 人们可以猜测所有这些表达仅仅是对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传

统的保留。 然而 ， 事实上 ， 它们指向了一种对科学的新的理解并产生

深远的结果。 在后者的理解中我将阐述两个发展 。 首先 ， 是智力知识

体系的组织和科学在其中的地位；其次 ，是科学方法的概念。

第一个问题占据了培根的思想。 他对学习的所有存在和可能的

形式 以及理智世界的
“

地图" (mappemonde) 所做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分

类 ， 都从理性心灵的基本才能中获得知识的主要分支。 就像他说的 ，

140 

很明显 ， 等同于科学的历史 、 诗歌和哲学 ， 分别是记忆、想象和理性的

＂产物
”

笠这种分类是很令人奇怪的 ， 因为它看起来与培根关于科学

的基本概念背道而驰。 自然史 ， 也就是观察和实验的系统的记录 ， 突

然从科学本身（哲学）分离出来 ，并各自被组织到不同的知识体系和传

统体中 。 在科学研究范围逐步扩大的条件下 ， 你可以在完全采用了培

根原则的法国大百科全书中清晰地从知识树形图中看到这种分类疏

离的结果。 例如 ， 在庞大的历史分支下 ， 你可以发现流星群的自然史 ，

土地和海洋的自然史；在同一分支下又有各自不同的分支 ， 如天文景

CD Bacon , The Ad四ncement of匕aming, ID , p. 360. 
® Bacon , Pref ace to the Gr, 如 I心tauration, fil ,p. 22. 
@ Bacon, De Augmentis, IV , p. 293. 培根的心理才能本身依赖于（很大程度上是没有阐

明的）与有关灵魂
”

部分
＂

的传统学说相对立的原则。 后者主要根据适当的正规的对象的不

同， 区分了它的各种不同的功能。 另一方面， 培根才能也根据精神产生对象的不同方式来区

分过去印象的同一物质。 （参见 De Aug叩n出， IV , pp. 292-293 ; A Description of the In比llectual
Globe, V ,503-504 etc.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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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史 、异常流星史以及陆地和海洋景观史。 与所有这些相区别 ， 在科

学／哲学主干下 ，你能碰到属于应用数学的几何天文学 ，再离开这一分

支 ， 有作为
＂

特殊物理学
”

部分内容的物理天文学和宇宙学。 毫无疑

问 ，这种分类方法能够保待两个多世纪的有效性和普及性 ， 因为它与

科学活动的实践组织机构没有任何关联 。 早期现代科学是简单的而

不是专业化的。 因为学术载体(carriers)经常涉及从
“

较低
＂

到
“

较高
”

才能的提升 ， 也就是说
”

专业
“

会持续地发生变化 ， 所以个别科学家经

常的研究兴趣的范围只能由个人的爱好来决定 ， 而不是由公共机构来

决定。但是这种分类的普及却有着十分理性的根据。 而且现在我们

会遇到早期现代科学概念的第一个悖论 ， 从我们的观点看 ， 这一悖论

看起来只是统一的研究对象－领域的随意分割。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

141 这确实是统一所有知识的有决定性的尝试。

一方面 ， 这种分类推翻了

亚里士多德－经院派的基本分类方法 ，常常被理解为理论知识和实践

知识的等级制的划分 ， 因此 ， 建立一种新的科学功能的概念是可能的。

另一方面 ， 甚至说是更重要的 ， 从基本的精神才能中获得的知识的所

有分支在可能的知识整体中表达了一种建筑的统一性，这内在地只能

由人类精神的本质决定 ， 然后它被设想成一个简单的 、
一致的和自我

支撑的体系 。 下面我将返回到这两点。

然而 ， 首先 ， 我必须论及另一个问题：科学的主观主义理解联结科

学方法的新观点的方式。 这个问题在 16 到 18 世纪的哲学中极为突

出 ， 它由这样的事实来解释 ， 即科学从日常认知中的划离常常通过宣

称对科学方法的占有来实现 ，这确保了所获得的知识的肯定性。 划分

科学和日常认知之间的分界线暗示着科学知识获得了独特的方法 ， 并

能够产生前所未有的新的成果。

培根和笛卡尔学说的传统之间 ，经验论和唯理论的方法概念之间

的区别， 构成了哲学史导论课程最基本的部分 。 但是 ， 这两种方法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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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所共有的东西却依旧很重要应培根和笛卡尔都提供了 一种发现的

方法 ， 其本质上是一种对真理的探索方法 ， 他们都反对说明或陈述的

方法 ， 这种说明或陈述的方法从根本上说包括传统逻辑学和修辞学。

从我们现在的视角看 ， 培根和笛卡尔各自的方法组成了 一 个心理建

议 、 方法规诫和逻辑规则的整合体。 然而 ， 依据建立在基本的心理数

据之上的一些基本的精神活动 ， 这些规则借助于表达而成为统一 体并

被同化 ， 并具有相同的规范力量。 这样 ，方法就成为一个
＂

通向心灵的 142

适当的外援
＂

竺或者说 ， 就像《方法论》(Discours)的副标题所说的 ，它
“

直接引导人的理性
＂

的方向。 它的结果和承诺就是使得个体能够依

靠他们自己去发现科学的所有真理 ， 而这些真理是他们不厌其烦地去

寻找的雹只需有我们的智力的正确的引导 ， “不需要找任何前辈们来

帮助和支持 ， 只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力批
＂

＠来提出它们。 科学是
“

解决

任何给定问题的智力能力
”

气它联系若个人精神的生产能力 ， 通过

理性的调查程序 ， 拉开新的 ， 以及新的真理的帷幕。

这就是两个主观主义的科学概念 ， 古典的和现代的 ， 根本的不同

之处。 后者是真正的个体化的 ， 依据一种单一的知识概念。 关于此的

辩论 ， 如此强烈地受培根和笛卡尔的引导 ， 反对
“

旧
＂

逻辑和辩证法 ， 它

不仅直接反对把问题推给课本而不是推给自然的处理方法 ， 而且它在

(i) 当然，这里我不能讨论所有包含的基本相似性。 从认识论上看 ， 它们中最重要的是
这一预设， 即科学知识的整体从有限的最终的元素体系中建立了一个组合结构 ，我们有一些
简单的途径通向这些元素 ：通向培根的 ” 形式＂ 或 ＂ 单一的本性 ＂

， 并通向笛卡尔的 “ 首要的 “

或 ｀｀ 共同的观念" 。

＠ 更特别的是， 培根关于＂自然的解释 ＂ 的三个阶段是对感官 、记忆和理性各自的 “ 服
役" (ministrationi.) 。 （参见NO,Bk. II, 10)( 相关的内容可参见培根 ： 《新工具） ，许宝骏译 ，

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第117-118页 。一一 译者注）正如L. Jardine所说 ： ＂［方法的］每个
阶段模仿了精神才能的感觉的运作， 改正了其内在的和习得的缺陷。 " Franci.f Bacon, D泣:av
句 arul the Art of Discour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71-72. 

＠ 参见Desc血es'formulations in山e Rech.ere加， X, p. 496和p. 503; PW, II , p. 400和
404, 或者in the Treatise o几位如 ， XJ ,p. 48 。

@ Bacon.NO, Bk. I ,122. 

@ De忒artes,Regulae,X ,p. 367 ;PW, I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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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上是硕果累累的 ， 在著作上却少之又少；同时 ， 正是对知识观的批

判 ，让我们意识到真理的发现必然在遭遇着传递出的传统的一系列的

争辩过程中 ，以及不同观点的冲突中体现 ， 并且因此 ， 这种争辩把语言

而不是思维过程作为自己首要的研究对象。新科学的主观主义的概

念不是把科学理解为 ， 心灵通过一段时间参与精神交谈的过程所累积

的 ， 像安全的所有物一样的一大把真理 ， 而是把科学理解为由独立的

英勇的个体 ，有创造力的科学家来实施的智力的生产实践。 当然 ， 这

143 种观点与一种事实是不可分的 ， 即现代科学伟大的开创者是智力的冒

险者 ， 具有真诚的宗教信仰 ， 相信通过自身的召唤能发现知识的新的

阿基米德点 ，在这项事业中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智力的冒险。 我们与他

们的距离可以生动地用一些习惯性的适合描述科学活动的比喻来说

明。 从培根到康德 ， 科学家被比作勇敢的先锋 ， 打通了未曾尝试的和

未知的道路 ， 或者科学家被比作引导船只在神秘海域寻求新大陆的舵

手。解谜活动(o la Kuhn), 今天如此流行 ，它描述了科学家
“

通常
”

所

做的事情 ， 而它正是笛卡尔抛弃的传统算术和几何学谴责的词语 ， 因

为真正的科学不应该接受这个名字。＠

然而 ， 理智上独立的英雄这个修饰语 ，常常与谦逊的修饰语是等

同的。培根和笛卡尔一遍又一遍地强调他们思想的普通性 ， 强调他们

高级智力能力的缺乏。 他们以普通人的
“

良好的感觉
”

＠的名义劲歌

飞扬 ， 而且这不只是对基督教美德的小恩小惠。矛盾的是 ， 它是科学

的个体化的概念 ，它至少在原则上允许
“

认识论上的民主化
＂

。 一直以

来人们都认为 ， 只有精英才可以自由地参与思想的交流 ， 这或者有原

则上的理由， 或者是一个明显的社会－文化的事实。 在中世纪 ， 对知

与学的较高类型的认知的观点获得了一 种直接的身份－界限感。从

语言学角度来说 ，这种表达方式被发现在这样的事实中 ， 即在中世纪

CD Descartes , R� 萨如
，
X,p.374;PW, I .p.17

＠ 参见Bacon.IV ,p. L2 an<l41; NO,Bk. I ,122; Descartes, Vl,pp.1-3, and X ,pp. 395-

396 ,496-498 ,et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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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期(High Middle Ages) , 无论在英语还是在法语的土语中 ， 这个术语

最常使用在
“

学者
”

这个意思上 ， 最初被指定为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神

职人员的一员：＂牧师" (clerk/ clerc)。 它也经常适用于古代的或阿拉

伯的非基督教哲学家、 犹太先知等等。 在这一过程中 ， 它丧失了它的

基督教的意义。。 但是 ，它清晰地保留了它的身份地位的含义：医药和 144 

法律行业的从业者不能被称为
“

教士
＂

（学者） ， 因为这些人把
“

艺术
”

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 。 与此相对 ， 科学的新观念 ， 它作为个体在可靠

的方法的帮助下能够依靠自已产生新的真理的能力 ， 在原则上 ， 暗示

着科学活动对所有具有良好感觉的人都是开放的。 方法依据每个普

通人都享有的最基本的智力才能和行为被表达出来（或者至少 ， 给这

个时代 ， 每一位男性 ，提供了通常的心理学上的预设）。 这既保证了其

结果主体间的有效性 ， 又保证了其一旦被发现 ，对于每个时代每个人

的可获得性。 正是这一点 ， 无论是培根还是笛卡尔都有意识地使新科

学同学者化的学习相对立 ， 而且同炼金术的－魔幻的传统相对立。 科

学与其说要求有抓住自然的深奥 、 艰深知识的卓越的智力能力， 不如

说要有勇敢的（和绝对
“

男子汉气概的")道德品质：思想的独立性 ， 对

人性和真理的无私热爱 ， 研究中的韧性和耐性等等。 “对于我来说 ， 科

学发现的方法更多地与普通人的智慧水平和资质有关 ， 而不关乎个体

的美德 ， 因为它通过最确定的规则和证明履行每一件事"®; 它
＂

像一

架机器一样
＂

叩故它的工作。 因此 ，新科学也有另外的接受者 ；它不再

＠ 因此，乔叟（在《声背之宫》中）称柏拉图 、 亚里士多德、 泰奥弗拉斯托斯 、 罗马史学

家为
“

教上
＂

， 威廉 · 郎格兰（在《农夫皮尔斯）中）甚至说穆罕默德为
＂

一个伟大的教
士

”
一—对于这些更进一步的引用可参见K. Krebs, Das BedeuJ,u咚swan心l von me clerk und

妇U 卫sa"血en加咚en心Probleme , Bonn 1933, pp. 3 l -40。 有关飞Ierc"的法语用法参见 u.

Ricken, " Cele朊er" und "Wisse心chaft" im Franz心过加几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6压［乔叟

(Chaucer, 1343—1400), 英国文学之父 、哲学家， 代表作为（坎特伯雷故事集》 。 威廉· 郎格

兰(Langland , 1332至14世纪末）， 是一名改革者 ， 创作了《衣夫皮尔斯》 ， 这是一部中世纪伟

大的讲道作品 ，一部关于拯救的基督教诗歌。 一一译者注］

® Bacon, NO,Bk. I ,122; 也可参见Bk. 1 ,61。

@ Bacon, NO,Bk. I ,122; 也可参见Bk. I ,61, 作者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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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直接限定在“学＂ 的群体中也而是 ， 至少委婉地 ， 被限定到所有具有

开放思想和无偏见判断的正直的人当中： 一个好奇的诚实的人(L'
homme honneste et curieux)。 “一个好人（诚实的人， honneste homme)不

需要阅读每一本书或者勤奋地学握学校教授的每一件事情。 事实上 ，

如果他花太多的时间放在书本学习上 ， 那应是一种教育的缺陷。"®

但是 ， 在科学理解上个人英雄主义的和＂ 认识论的民主主义＂ 的这
145 两种趋向 ， 无论对培根还是对笛卡尔来说 ，在本质上都是不可调和的。

从最抽象的概念层次来说 ， 这种现象反映在一个事实中 ， 即他们谁都

没能坚守住对科学的主观主义的理解 ，在方法论上引导有创造能力的

个体 ，产生新的确定种类的真理 ， 或者产生所获得的知识的真理。 他

们经常在独立千个体的“ 明显的“ 客观的－客观化的知识体意义上使

用这一术语 ， 然而 ， 他们却没有清晰地建立它的意义 。 必须补充一句 ，

他们两个都前后矛盾地尝试着在术语学上区分这两个概念。 培根有

时在第二种背景中使用” 精神的作品或产物” 这一表达方式 ， 而笛卡尔

则更多体现“ 学说” 或＂ 科学团体＂ 的传统表达。＠ 然而 ， 总的说来 ， 他

们对“ 科学” 这一术语的使用仍然是模糊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仅在培根 ，而且在笛卡尔那里 ， 对科学的主

观主义的理解都联系着他们概念的基本方面。 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以

一种自我反思的方式 ， 这把他们推向了一种客观主义概念化的思考 ，

对于他们关千 ＂ 新“ 科学的观点并不那么必需和重要。 首先 ， 科学的观

点 ， 作为新的真理和发明的智力产品 ， 在他们的作品中注定要归于知

识的进步观念 ， 这超出了单一个体的事业 ，而且是一个必然联系着后

代的共同的、合作的、超个人的事业。 除了这一明显点 ， 培根比笛卡尔

肯定更强调 ， 他们关于科学功能的观点 ， 以及作为一个体系规范性的

＠ 例如 ， 笛卡尔讽刺地使用
“

学究" (docte) 这个表达。 参见 Ricken,'飞elehrter" u.nd. 
"Wi.ssenschaft" ,pp.160-165 。

® Descartes , Rec比rche,X , p. 495 ; PW, II , p. 400 
@ 0岱carte!!,VI, p. B; X, pp. 374 ,513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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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都不能与科学的主观主义定义相一致 。 我想进 一步地讨论后面

的这两点 ， 即使以一种纲要的方式。

关于科学的功能的问题对于古代一直是无意义的。 对于理论知

识的探索一般来说被认为是人类根本的 、 最高的愿望 。 ”本性上所有

的人都渴望知
”

，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开场白 ， 随后证明只

有对它的满足才能带来完全的幸福 。 因此 ， 科学被无休止地追求下

去 ，但是因为渴望达到自己的目标 ，所以它是自给自足的 ， 而且目的就 146

是其本身。© 正是这种观点构成了我先前描述的对科学的
“

个性化
“

的理解的基础 ，也正是这种观点使得科学从知识的所有形式中区分开

来， 把目标设定在人类活动和行为的取向与方向上［技艺(techne)和

实践智慧(phronesis)上］ 。 科学的对象是必然存在的 ， 因此它不会被

人类活动所影响 ， 而且它也超出了千变万化的实践的人类兴趣的

范围。

只有当人类的真正幸福作为拯救被重新安置在超验的王国里， 而

且依赖千恩泽和信念之时， 诸如有关科学的功能和明确的合法化的问

题才会出现。 目前对于以自身为终点的知识的探索获得了把无根据

的好奇心作为一种主要罪行的意义。 只有就目前科学获得了一种工

具性的功能来说 ， 它才是合法化的：也就是说 ， 它值得拥有拯救的终极

目的。＠ 因此 ，科学保留了它的主要的个性的意义， 而且它联系着不可

改变的超验的人类力量砚但是其只能以附属于并受限千制度化的宗

(i) Metaphysics, I ,980a22; CWA. Vol. II , p. 1552. 

® Aristotle, Metaphys比s, I , 982a3 - 983al0; The Nicomachean Eth比s;X,1177all -

I 178a8. CWA. Vol. II ,pp. 1553-1555 and 1860-1862. 

＠ 整个过程已经由 H.布鲁门格(H. Blumenberg)在Die Legitimitat de Ne卫e比De Prozess 

cl.er theoretischen Neugi.erde (Frankfurt, Suhrkamp I 973)的第 3 部分中令人信服且详细地分析出

来了 。 我不同惹他关千早期现代科学的概念的处理－ 他低估了他们反对唯名论传统主义

的
“

现实主义
”

转向的重要意义一接下来会清晰地展现。

＠ 托马斯·阿奎那把科学按其本身的含义界定为沉思理智的习惯一与艺术相区

别一“没有被预定为“ 身体或者是心灵的 “ 杠何作品＂
。 （参见 Summa Theologiae , IT . I . 

57.3.a d.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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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为代价 ， 作为宗教的准备和辅助。

早期的现代科学的图景主要被指向引导科学在保证对自然的因

果过程的探索的自主性方面从宗教中区分出来。 培根和笛卡尔都以

相似的方式 ， 而且肯定受忠诚的宗教动机的鼓动 ， 拒绝经院哲学家把

科学工具化并把它作为神学的婢女；也就是说 ， 拒绝把科学作为理性

147 的非法化侵人到神秘的信仰之中。 同时 ，他们保留了对传统基督教的

“无意义的好奇心
＂

的指责。 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对科学有用的功能 ，

＂来建立和扩展人类种族自身的力批和统治权从而反对宇宙"CD,"使

我们自已 ， 就像过去一样 ， 成为自然的主人和主宰者"®。 换句话说 ，

为了改进这个世俗的生活状况 ， 他们支持技术对自然的统治。 他们假

定并构造了科学和令人鄙视的 、 ｀｀缺乏独立性的
“

手工操作的艺术之间

必然的联系。

我有意识地使用了
＂

发明
”

这一措辞。 事实上 ， 这个新科学的功能

的定义肯定不是独断的：它
“

考虑了
“

一个复杂的社会变革的过程 ， 这

一社会变革导致了对手工艺术以及 ， 一般说来 ， 对与物质生活相连的

职业态度的转变。 它
“

考虑了
“

加速科技发展的巨大影响 ， 尤其是一些

新发明的出现 ， 比如技术文化的成长 ， 一些受传统束缚的手工艺性的

活动向机械
＂

构造
＂

的转变 ， 缩小技术和传统智力之间裂痕的尝试 ， 等

等。但是， 它肯定没有考虑实际的或者甚至是潜在的 ， 16 和 17 世纪科

学的社会角色。 事实上 ， 直到19世纪 ， 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来自技术 ，

手工技艺的积累仍然是技术发展的主要来源 ，技术的加速发展主要因

为在科学上的新的经济回报 ， 而且没有倒退。 在技术发展中 ， 人们无

论把什么地位归因千新的科学精神 ， 归因千在具有较高技能的技工和

工程师中的基本的科学文化的作用 ， 归因于他们和一些学术的科学家

之间的联系 ，但是这一事实在 17 和 18 世纪仍然存在 ， 即新获得的科

学知识在技术上的直接应用 ， 尽管承担了许多有抱负的项目或者至少

(D Bacon, NO,Bk. l ,129. 

® Descartes,Discours,Vl,p.62; PW, I ,pp.1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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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设想的项目 ， 但通常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 或者其至少没有在技

术上产生有意义的成就。 初期的
＂

新科学
”

对技术发展唯一的最重要

的贡献存在于这一事实中 ， 即它的传播者成功地创造了对这一领域的

变革的文化兴趣的氛围和社会的认可。 声称主宰技术的人同样强洞 148

哲学的普遍性 ， 像康帕内拉 (Campanella), 他对科学的理解完全处于

炼金术的－魔幻的传统中应尽管现代科学新知识的开创精神由于它

“对舒适生活的贡献
”

使得其对权威的声称合法化 ， 但正是它在占支配

地位的传统方面所具有的毁灭的－决定性的和系统的－好辩的力量 ，

增强了这一声称的可信度 ， 而不是相反。 把获得人类对自然的统治的

功能分配给科学 ，最初是一种思想上的冲动；从填补神学所创造的空

白到从神学中夺取一块知识领域。 这就是一种历史地使自身成为真

理的意识形态。

然而 ， 这种解释的直接结果就是从认知特征来看 ， 科学已经被理

解为生产性活动和个体的占有权 ，关千科学的作用目前稳固地位于一

个超个体的 、完全社会的王国里。 现在科学活动的充分的动机也同构

成个体的生活－兴趣的个性相脱离。 无论是培根还是笛卡尔 ， 他们都

不仅对科学追求像获益 、 野心或骄傲这样卑微的目标充满敌意 ， 而且

他们还谴责把追求真理作为本身的终结的观点 ； 也就是说 ， 科学活动

0 归属于科学的技术掌控功能不只联系若炼金术的－魔幻的传统。 有理由证明［正

如它曾经被不同的动机的作者证明 ， 例如M. -D. 切努(M. -D. Cheou, 法国中古史家一译者

注） 、林恩· 怀特(Lynn White Jr, 美国历史学家 ， 主要研究中世纪历史－ �译者注）或罗伯

特·施佩曼(Robert Spaemann , 钩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天主教哲学家和伦理哲学家一译者

注）］这种观点宜接联系着关于自然的内在目的论的经典的概念（以逍遥学派的内在目的论

的观念表达）转变为一种由经院哲学含蓄地完成的人类中心说的目的论 ， 而且其与人的观念

相联系一—以上帝－创造者的形象存在一一作为人类工艺品（加叩artifi立） 。 无疑 ， 尤其是

培根 ， 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传统的直接的痕迹 。 然而 ， 或许是一种误解 ， 把新的科学功能的

概念作为一种纯粹的世俗化
＂

或者预定的宗教的祛魅或者超自然的观点 。 它的详尽的阐

述涉及了—个基本概念的（更普遍地说：社会－文化的）重新定位一首先一种对人类实

用－技术活动的激进的新奇的理解 ， 不再被想象成-正如它们根据古典的和中世纪的
“

艺

术
”

概念－�对自然的模仿 ，而被看成是像仅有的真实的必然性一样的新形式和实体的产

物 ， 通过运转掌控它的法则脱离了中立和
＂

惰性
“

物质的实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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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 是由人内在的理智和情感的满足来承担的。 培根曾经争论到
“
科学这

种错误的目的和目标
“

是其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CD "仅仅趋向千满

足的知识只是一个妓女 ， 没有快乐也没有果实或者没有后代。"®现

在 ， 活动的特点和动机具有鲜明的差别。 真正的科学家既不是由个

体－个性的兴趣所推动 ， 也不是因毫无兴趣的好奇心而前进。 难怪 ，

他是一个孤独的英雄：他是道德的艺术大师 ， 是
“

每个人
＂

的化身 ， 他被

人类兴趣的完全的普遍性所激发 ， 并作为人类自身的代表乒甚至培

根 ， 因为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到了科学合作的必要性上 ， 所以他主要把

兴趣定在了创造社会的惠顾来获得教育 ， 并支持这样的行为。 在《新

大西岛》的乌托邦中 ，科学家们按照等级建构了有组织的 、 准－宗教的

秩序 ， 在其顶端是三个自然的解释者 ，他们独自号召把实验提升到
“

更

伟大的公理和格言
＂

中：世俗的博爱的教士。

然而 ， 把科学理解为生产活动的所谓
＂

去个性化的个人主义
＂

的奇

怪的组合拥有了更进一步的特征 ， 它又一次阻碍了科学的主要的主观

主义－个人主义的定义。 前文中 ， 我写到科学的新功能的
“

发明
“

时 ，

我并不十分清楚在那个概念中真正的新是什么 。 它没有把实用主义

的功能指派给科学 ， 这构成了这个观点的真正的新奇：从 13 世纪的托
150 勒密 ， 到后来 ， 当然也有哥白尼 ， 天文学经常被看作并被合法化为一种

唯一的预测性科学计算的有用的工具 ， 一些唯名论者大体上看起来很

＠ 参见 Bacon, NO, Bk. I ,81-82。

® Bacon, Vi心rias Termi皿s, m ,p.222. 

＠ 例如 ，这是莱布尼茨对理想的科学家的描绘 ： “科学家必须被选择井被安排在这项

邓业之首 ， 他们不仅在能力 、判断 ，以及学识方面是突出的 ， 而且被赋予了独特的思想稍华 ；

在他们身上 ， 敌对和妒忌是没有的；他们不会为了自已使用卑鄙的手段去侵占他人的劳动成

果；他们是没有党派的 ，而且也不希望被看作是派别的建立者；他们为了对学问本身的爱而

劳作 ， 而不是为了野心或污秽的金钱。 这种人肯定会成为他人的朋友 ，而且会向前推进他者

值得称赞的事业 ， 因此 ， 他 们应该从人类那里得到的更多 。 很早以前， 伟大的梅森

[ (Mersenne, 1588一 1648),是 17 世纪法国著名的数学家和修道士 ， 也是当时欧洲科学界一

位独特的中心人物 。 梅森的学术成就以素数研究最为著名。 －译者注］就是这种人 ， 我应

该更喜欢今天这些人在科学上而不是在正直上落后他一点 。 "P应osoph比al Papers and Letters , 

ed. L. B. Loemker, Dordrechl, Reidel 1969 ,p.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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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把这种观点扩展到物理学。 但是在这些例子中 ，知识的一些形式

通过它们的实用功能的辩护 ， 伴随着的是它们的地位及它们对真理声

称的减弱 。 它们被想象成有用的虚构 ， 或者充其摄是为了
＂

拯救现象
”

的似是而非的假说 。 在古典的 ， 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 ， 实用的观点和

科学真理的立场看起来是不可调和的 。 后者与事物的普遍性、必然性

和永恒性有关 ， 而前者从特殊性的观点来看 ， 只是把它们当成偶然的

和短暂的入类物质的兴趣来看待。 尽管它完全疏离了我们的后－康

德的思想 ， 但是功用 ，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中世纪 ， 都常常不与真理相

联系 ， 而与（感官的和非永久性的）被理解为考究的美相联系 ， 完美的

事物适合了它的目的 。 色诺芬(Xenophon)写道：
”

有用性对于有用的

东西来说是美的。

”

因此 ，当培根和笛卡尔（肯定不独立于发生在当代天文学和物理

学中的
“

现实主义的转向
”

之外）使一种固有的结果 ， 并且同时使得内

容充实的 、 亚里士多德的意义士的一个科学真理的
“

信号
“

变成实际的

可利用的时候 ， 科学就真正地意味着一个重要的概念革命 。 他们两个

人都批判
”

对实践过急的和没有理性的渴望
＂

的做法应科学是
“

人类

理解世界的真正的模型
”

饥在所创造的作为一个庞大的偶然机构的

世界的整体中 ， 它为每一个人 ， 提供了真实的 、恰当的理智方向 ， 并通

过这种途径 ， 它也获得了一种宗教的意义。 它打开了一条独立的道

路通向对创造者的力拭和智慧的理解与崇拜 ， 因此 ， 它不能是一些特

殊的和受限制的使用 ， 而更可能是人类对自然整体的正当统治的媒

介 。 当然 ， 这意味着由培根和笛卡尔所做的预言性地对现代科学功能

的宣告最终与他们的观点所体现的最突出的反现代的特征相连 ： 保留 151

了亚里士多德的只包含严格的无可置疑的必然的真理的科学知识概

念 ， 因此 ， 否定了科学假说的合法性地位 。 这看起来是反对中世纪晚

(D Bacon, NO,Bk. 1 ,70, 也可参见 pp. 99, 107 etc. 并比较 Descartes,Re砰lae X ,p. 361; 

PW, I ,p. 10。

® Bacon, NO, Bk. I ,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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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唯名论者”概率论" (probab山sm) 的一个巨大的退步 ， 甚至是很少能

被理解的一步 ， 因为 ，他们二人作为实践科学家 ， 在这方面不能胜任他

们工作的意义 ，他们非常了解假说在研究中的实际地位。 例如 ， 笛卡

尔 ， 当涉及描述他自己的物理学的确切的认识论地位和声明时 ， 他肯

定是焦虑的 、 犹豫不决的 ， 甚至可以说是小心谨慎的 ，这不仅体现在公

众场合 ， 即《哲学原理》 (Principia) 的总结性的段落中 ， 而且体现在他

的私人信件中应然而 ， 当他们清楚地表达一般的科学的图景和概念

时 ，他们不可避免地坚持非－可能性 、严格的必然性和科学真理的肯

定性的特征。

这种明显地堕落到教条主义 ，并如此地与我们关于科学精神的观

点格格不入的原因之一 ，就是我们传承下来的有关知识和信仰的论述

仍不够充分 ， 不足以阐释科学理论的假说－谬误概念。 正如伊恩· 哈

金(Ian Hacking严所说明的硐直到 17 世纪的最后十年 ， “可能的
” 并

不意味着要有证据支持 ， 而是被可信的权威支待 ， 或者至少值得一些

有理智的人支待。 那就是正确的观点的态度 ， 与知识相对。 因此 ，新

科学的宣传者 ， 为反对这些权威而战 ， 并认为科学几乎不能用可能性

来描述。

这种解释 ， 尽管完美 ， 但是看起来却并不充分。 因为通过真理的

无可置疑的必然性和肯定性来描述的 “

科学固有的" (science proper) 

特征 ， 甚至在现代概率 (probability) 概念已经被清晰地表达出来并使
152 用之后 ， 仍被广泛地保留下来。 莱布尼茨 ， 人们几乎不能指责他忽略

假说在科学中的地位 ， 然而 ，他却通过肯定的证明重复科学作为知识

O 例如参见致梅森的信 ，1638年5月27日 ， 以及致马林(Morin)的信， 1638年7月13
日 c n ,PP·142」44 and 198-200 ;PW, m ,pp. 102-105 and 106-111) 。 关千笛卡尔对科学假说
的观点的详细讨论 ， 参见R. M. Blake, C. J. Ducasse and E. H. Madden, Theories of Scientific 

M叫呕l,SeattJe, New Impression 1966 , pp. 79-99
。

＠ 伊恩·哈金(Ian Hacking, 1936一） ，西方思想界的优秀哲学家 ，研究领域涉及科学

哲学、语言哲学 、社会学等 ，代表作为＜表象与介人＞ 。
— 一译者注

＠ 参见T比E叩rgence of Probabil叮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esp. 

c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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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定义。＠ 同样的悄况在约翰· 洛克(John Locke 严和克里斯蒂

安· 沃尔夫(Chr. Wolff僮身上也体现了出来。 事实上 ， 正如我们将要

看到的 ， 在某种意义上 ， 康德也保留了这种做法。 然而 ， 持久的
“

科学

教条主义
”

必须在它适合的文化背景中被领会 它是建立科学研究

自主性和至上性的必需的预设。＠ 只要科学在对世界的描述和解释上

与宗教竞争 ， 那么对科学理论的可能和谬误特征的接受就只能通过对

比人类理性的弱点和天启的肯定性使科学屈服千制度化的信仰的权

威。 这种观点可以使与直接的实用性（而且在这个阶段很少有理论能

满足这一标准）有关的特殊的理论合法化 ， 但是这不能保证科学有一

个独立的领域 ， 并将拥有最终的权威。 只有在有关自然事物是什么 ，

以及它们的原因是什么的问题上 ， 坚持科学真理在理性上的毋庸置疑

以及严格的必然性的特征 ， 同时保持对它们存在的意义和最终目的的

完全沉默 ，才能把科学和宗教作为认识论中两个和谐的但却是独立的

形式区分开来。 只有宗教自身在文化上从用主观化的态度和意义解

释世界现象的任务中撤退出来 ，从而使它至少不再作为一种与科学抗

争的文化规范 ， 那样关千科学的不可靠性的观念才不再具有拒绝科学

的认知自主性的特征。

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区分同时暗示了上面的预设 ， 即就目前自然成

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言 ， “意义
”

和
＂

目的
＂

的概念完全与对自然的解 153

释无关。 一方而 ， 对科学
”

掌控
＂

功能的新的理解与作为偶然联系的事

Q) 比照Opuscules el fragments in.et如
，

ed. L. Couturat, 即desheim, Olms 1961 , p. 496 。

[L古图拉特(L. Coutural, 1868—1914), 法国逻辑学家、 数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 -译

者注］
© 比照An. Essay concerni几g Human Unclerstan.ding. Ed. by P. H 凡dclit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Book N, chapter 3, section 26 。

＠ 比照Preliminary Discourse on Philosophy in Ge叱ral. lndiilllapolis, Bobbs-Merrill 1963, 
p. 17 。 ［克里斯蒂安· 沃尔夫(Chr. Wolff, 1679—1754)一译者注］

＠ 本杰明·尼尔森(Benjamin Nelson, 191 I —1977, 社会学家一译者注）的许多论文

都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 例如参见《16和17世纪科学的
“

或然论
”

和 “

非或然论
＂

的来源）以
及《早期现代科学和哲学革命》 ， 二者均再版于他的茗作On the Roads to Modem切 ， Totowa,
Row·m出1&Littlefield 19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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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中立场所的主体－物质的概念化之间的联系；另 一方面 ， 由缺乏

内在意义和普遍必然性的法则来决定这些规则 ， 今天都被认为是寻常

的事情 。 因此 ， 或许这些关注表明 ， 甚至在这一方面 ， 早期现代科学的

图景比起通常被设想的样子更加不清晰和更加不明确。

伊夫林· 福克斯· 凯勒(E. Fox Keller)一直关注性别想象(ima

ginary)的矛盾性 ， 或辩证性特征笠培根曾经经常以此清晰地表达他对

自然和作为科学资源库的人类精神之间关系的概念。 这一概念经常

在暴力攻击性（征服自然并使 ” 她
＂

成为我们的奴隶）和显著的回应

（战胜自然以求合法的婚姻）的比喻之间摇摆不定。 因此， ＂女性 ＂ 逆

来顺受的角色在一种背景中也被归千自然 ， 而在其他的背景中被归于

精神。 然而在我看来 ， 这些观察能超越性别的王国而实现一般化。 总

的说来 ， 在培根看来 ， 有一种双重的概念化的自然 ， 培根把它作为唯一

的操纵和控制的对象 ， 一方面 ， 自然作为主体，是与他者交谈的伙伴。

自然被定型为＂ 一种铁站” 雹它被解剖＠ ， 被放到 “ 压力和烦恼之下"

＂挤压铸模
＂

。＠ 然而 ， 另 一方面 ， 人只是＂ 自然的仆人和解释者
”

雹
154 "真正的哲学……最忠实地重复着自然本身的声音 ， 而且以世界自己

之口记录它原本的样子 。喝）此外 ， 人们应该“ 以谦卑和崇敬的心态接

近自然 ， 去掀开宇宙的画卷 ， 在那儿徘徊 、 沉思.....因为这是我们走进

＠ 参见R吼也如rs on Gender wul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33-
40。 ［伊夫林· 福克斯· 凯勒(E. Fox Keller, 1936— ) ， 美国物理学家、 作家 、女权主义者 ，

目前是美国马萨诸塞科技学院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退休教授。
一一译者注］

® Bacon, IV ,p. 343. 
@ NO, Bk. II ,52. 
＠ 或许那只是偶然 ，然而在西方的传统中 ， 实验与烦恼和痛苦联系得多么频繁是相当

令人吃惊的。 事实上 ， 在我们的传统中 ， 看起来第一次清晰地谈及实验 ， 是在柏拉图关于毕
达哥拉斯对音程的调查的讨论中 ，这立即引起了这种景象 ；他们＂拷打琴弦 ，把它们绞在弦柱
上" 。 (Repub如 ， VJl, 531 b)(相关内容可参见柏拉图：《理想国》 ， 郭斌和 、张竹明译， 商务印书
馆1986年版 ，第296 ~297页 。

—— 译者注）
@ Bacon, NO,Bk. 1 ,I.

@ Bacon, De Augme几出， IV ,p.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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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土地的声音和语言 ， 而且不会招致巴别塔的困惑…．．．叨）一旦说

出这些话 ， 人们就立刻能够辨认出笛卡尔的双重想象的重现 ， 对千他

来说 ， 任何性别的隐喻都是极为不相容的。 然而 ，尽管笛卡尔的自然

概念是完全机械的 ， 但是它再一次显现为交流对话中的伙伴：自然在

教导我们®, 但是它也会欺骗我们例因为它会犯错误变尽管它能独自

排解闲惑。＠

很早以前 ， 卢卡奇表明 ， 一个有意义的、 和谐的宇宙或神圣的秩序

的观点并没有简单地被把宇宙理解为规律－调节事件的总体观点所

代替 ， 而是它的解体导致了自然概念的分裂：首先 ， 作为纯粹的客体 ，

自然是人类行动的来源和工具；其次 ， 自然是作为一个价值－突出的

主体。 在早期现代的科学形象中 ， 这两个概念仍然能被一起发现（而

且在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中 ， 我们看到了有意识的努力 ，

试图达到理论的和解） 。 它们经常是不稳定地共存的 ， 但是这不能被

全然认作先前的自然观的残留 ， 这种自然观没有被彻底克服；至少 ， 在

结果上 ， 这不是毫无目的的。 正是在这种模棱两可中 ， 它提供了一个

框架 ， 在那里 ， 人们能尝试着一起拉近真正的证明性科学和诸如医学

或
＂

化学
”

这样
＂

较低级的
“

智力或专业的事业之间的距离 ， 这些职业

主要依赖于证据角色中
”

自然的标识
”

和
”

事物的鲜明特征
＂

的概念。

然而 ， 更重要的是 ， 这种双重性与文化实践特征和知识的类型特征相

一致 ， 这些是早期
”

科学的形象
”

试图去表达和合法化的。 在某种意义

上 ， 这不是自然科学 ，而是
＂

自然哲学
”

。 它声称表现了世界的因果机 155

制的知识 ， 因为它展示和证明了上帝的智慧和力量 ，因此 ， 它不仅仅提

供了一个中性的人类力量的工具 ， 而且开启了对这种力量的理性使

用 。 只有作为上帝的
“

第二本书
＂

的自然概念才不会把自主性的科学

Q) Bacon, De Augmentis, V ,pp.132-137.

@ Descartes, M动tiatio,比s,VIl, pp. 38, 76 etc. ; PW, D , pp. 26 ,53 etc. 

@ De沁arles,Medit血io,心
，

VII, p. 85 ; PW, II , p. 59. 

© Descartes, Meditiationes, V11 , p. 85 ; PW, 11 , p. 59. 

@ Descartes, The World, X, p. 36; PW, I , p.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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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成冷漠的或有敌意的 ， 而是想象成对真正宗教的真实的补充和补

足 。 同时 ， 相比较而言 ，有意地或无意地 ， 科学对上帝作品的明确解释

（这种语言没有发生巴别塔的困惑）使它同宗教派别圉绕着它的解释

的语言而斗争 ， 并因此奠定了科学后来成为智力和文化霸权的基础。

然而 ， 尽管自然的双重图景对
“

自然哲学
＂

的观点是必需的 ， 但是 ，

至于哪一个概念占统治地位是毫无疑义的：作为纯粹的控制客体的自

然观点不仅在相关的文本中占优势 ，而且在其内部的一致性方面占据

主导地位。 它逐渐从科学中祛除了作为一种
“

可理解的
”

和共鸣的合

作－主体的自然图景。 这并不意味着后者的消逝——它同样内在千

现代文化当中。 它被重新安萱下来 ， 从科学到艺术 ， 这两个领域之间

的区分越来越明显。 艺术现在被视为我们练习
“

模仿
“

能力的中心 ， 而

且它允许我们遵适自然 ，并以未生效的合作
”

回答
“

我们的需求。 这一

发展过程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培根 。 他早就把
“

诗歌
＂

的功能界定为补

偿自然秩序中
”

比例失调
＂

的偶然事件 ， 并把艺术的使命想象成
＂

使事

物的展现适应精神的需求
“

吼尽管
“

交流的
“

的观点联系着自然 ， 对

它的
“

理解的
“

要求 ，不同千对它的解释 ， 且其从未完全从自然科学中

消失(2)'尤其是从相对
“

较年轻的
“

分支中消失 ， 这一概念 ， 一旦对科学

的形象是必需的 ， 它就会逐渐成为一种文化批判的媒介。

随着对客体理解的转变 ， ＂自然哲学
＂

的文化形式也发生着一种变

156 化。 当现实的统一性被理解为等级的秩序 ， 而且在其实体的基本形式

和目的的多元化中 ， 和谐通过它们之间的想象的存在或者讽喻地令人

满意的
“

一致
“

确定下来 ， 这一直预设了一种真实的文化背景、
一种信

仰和一种想当然的分类－体系 ， 它独自允许这些非－感官的关系被理

智地表达和掌握。 另一方面， 如果现实的统一体被认作是解释所有现

象的单一的方式 ， 并需要通过发现统治它们变化的一套连贯的规律来

完成 ， 那么无论什么样的未经审视的前提 ， 这都暗示了一种在概念化

(D De Augmenlis, N ,p. 316. 

® Bacon, NO.Bk. 1 ,l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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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既定和共同形式的有效性中 ， 信仰中止的因素 。 在可以实现的新的

前景中 ， 它找到了它的表现方式：它的持有者， 哲学／科学借助早期的

宣传者理想地获得了体系的形式砚（说完这个 ， 在几经迂回之后 ， 我

们回到了有关对科学的主观主义和客观化的理解上来）。

体系的概念应该不能与企图建立有序的 、 百科全书式的、存在总

结性的知识体相混淆 ， 或者不能与确定的阐释性的文学形式相混淆 ，

甚至不能与一些未经改变的逻辑建构原则相混淆。© 从17世纪早期 157

至 19 世纪末 ， 只要科学没有从哲学中区分开来 ， 体系就是哲学中占统

治地位的文化形式 ， 尽管这是肯定有争议的。 也就是说 ， 体系更应该

被看作一系列的基本的规范要求或者是文化地预定的期望 ， 这个类型

的作品应该满足决定它们的意义和真理声称的方式 ， 以及它们被理

解、 评价和批判的态度。

系统这一概念起源千神学：它产生于 16世纪晚期的新教神学 ， 新
． 

＠ 鉴千培根经常攻击哲学体系的
“

危险的影响
”

和
”

有害的权威
”

， 所以 ， 把哲学／科学

理解为体系归因于培根或许看起来是完全武断而又歪曲事实的 ， 然而哲学体系也激励了他

对格言这种表现形式的有意的偏爱和选择。 然而 ， 这种批评所关心的不是把科学理解为一

个体系，而是其过分－草率的 、 矫揉造作的和主观的（
“

根据个人的想象..)结构 ． 因此疏漏了

知识的
”

自然体系
＇

勹也就是说， 自然的反映的部分。 因为， 尽管逍到了猛烈桴击 ， 培根还是

认为提供
“

一种一般的正确的学习漫步
“

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 这不仅包括
”

已经发

明和知道的
“

科学 ， 而且包括那些
“

应该在这儿却被省略的
“

科学。 这是必然的 ， 因为特殊科

学从一般知识中的
“

娇散
＂

构成了它们前进的一个重大阻力(Va如如 Termu四， Ill. p. 228), 

部分因为科学命题的
“

力扯
＂

依赖它是否同其他命题相适合． 彼此相互支持 ， 才能促成整个

的证明（参见 Cogit.ata et visa, Ill , p. 286) 。 更进一步说， 人们必须牢记培根方法的适用性依

赖于呈现至少拥有所有简单性质的一个有序列表的可能性－这一事实他不是完全没有意

识到， 因为在某个时候 ， 他承诺只提供这种
“

宇宙中所有性质的总览" (De Augme血s, IV, pp 

149 and 155) 。 有关后面的问题， 请参见 M. Hesse,Fr叩吐 Bacon's P应osophy of Sc如ce, In B. 

Vickers(ed.) , Essent江l Art比比for 心 Study of Francis Bacon, London. Sidgwick , I 972 , esp. pp. 

123-131 。 最后 ， 培根科学的最高目标是作为最一般原理体系的总结性哲学 ， 它是
＂

其他事物

之母"(De AugmenJis, N , p. 337) 。

© 各种体系－形式_/公理演绎的 、起源的、 超验的以及辩证的（只说几种亟要的形

式）一�它们的顺序构成早期现代哲学史的一个政要的方面 ， 它们在构成的基本逻辑和认识

论原则方而彼此相同 。 因此在哲学上唯独体系的概念不能依据某种逻辑结构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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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神学坚持《圣经》本身的单一性和自我－解释的意义应这种观点

转移到哲学／科学 ，意味着 ， 这类文本应该不能被看作相互交流的临时

中介 ， 至少理想化地 ， 应该作为自我－封闭和自我－解释的意义－综

158 合体 ，它的真理对每一个要理解真理的从事合适的理性劳动的单一接

受者来说都是可得的。 一方面 ， 这涉及了非假设性的知识观点 ， 这不

是一个共同－分享的文化背景 ， 而是向理性开放的洞察力 ， 它构成了

理解的唯一条件。 这不仅要求答案 ， 而且要求问题提出的方式合理正

当 。 问题 ， 作为组成经院哲学总论的基本单位 ，实际上是一个命题 ， 或

者是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 ， 主要来自传统权威 ，它的真与假都不是明

显的 ， 因此它要通过对或错(sic et 叨n)的方法而成为争辩的对象。 现

在 ， 问题被转换成了难题。 无论问题表达得是否正确 ， 也无论它们是

否有意义 ，它们都是批判的基本观点和对象之一。 将哲学－科学知识

想象为一个系统预设 ， 并且这是要说的第二点 ， 通过抛开一些最终的

确定性 ，它们获得了意义和理性 ， 并且按照这种方法继续研究 ， 人们总

是能决定和判断 ，在探索的特定阶段 ， 哪些问题有意义 ， 或者哪些问题

没有意义；当然 ， 这也为每一个可能的真实的间题在科学知识的整体

体系中提供了肯定的空间：这一空间预定了认知的意义 ， 权衡出了它

对整个知识的贡献。

最终这一体系概念 ， 通过保证这种科学方法不仅能产生独立的和

特殊的确定性 ， 而且还能产生连贯的、完整的和自立的世界知识 ，它能

够解答有关作为纯粹对象的自然的所有有意义的问题 ， 这承认了对科

学的自主性的激进的宣告 ， 以及对作为技术掌控功能的普遍主义的设

＠ 关于体系概念的起源和发展， 最全面的哲学概述仍然是 0. Rietschl, System w1d…

印血ti.sc加 Me如心i几心r Geschichte心w凶en.schaftlichen Sprachgebrauc加 und心philosophisci比九

Methodolog比 ， Bonn,1906。 A. von der Stein 的论文对 Rietschl 的观点做了一些重要的修改和补

充
，

"Der Systembegriff in seiner gesc伍chtlichen Entwicklung'" in A. Diemer(ed.), System unde 

Klass严如 in Wissen.sc比ift u叫Dok山rum比twn, Meisenheim, Hain , 1968 。 有关体系－概念的神

学起源参见 H. -G. Gadamer, WaJirheit und Meth过e,4th edn, Tiibingen, Mohr, 1975, pp. 162-

J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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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当然 ， 有关我们现在考虑的真正的自然科学问题 ， 其中隐含的图

景仍然只是模糊的完美未来的理想（另一方面 ， 在哲学方面 ， 有一种直

接的文本 － 构成和解释－定向的力域）。 然而 ， 这并不意味着 ， 它没有

效果。 例如 ， 在自然哲学中 ， 对专业化的强烈的文化抵制 ， 已经由培根

和笛卡尔清楚地表达出来 ， 这成为19世纪上半叶科学领域内实际斗

争的一个主要问题 ， 它一直都受这个理想的激励 ；也就是说 ， 这些斗争 159

的实际结果 ， 自然科学探索的彻底专业化（和专门化）和其假定的公

众 ，也将驳倒并毁灭这一科学的形象 ， 在科学的统一体中 ， 潜在地构成

一个单一的体系。©

事实是 ， 哲学／科学 ， 作为一个体系 ， 也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不可实

现的未来的完美理想。
一种无限的科学进步观点 ，只能无限地接近体

系的完成 ， 这一思想首次清楚地出现在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时期

（而且甚至在那时 ， 它主要被理解为无限的扩展式的增长） 。 培根与笛

卡尔都认为 ， 科学的前进是一个走向完美的有限的过程 ， 到达这一终

点并不遥远。 培根 ， 尽管在这 一方面 ， 他的观点比较模糊 ， 但事实上 ，

培根反复声明 ， 尽管他的方法需要大显受过训练的人来实施 ， 但是收

集所有必要的观察与实验 ， ＂发现所有的原因 ， 科学只需几年的时

间
”

觅然而 ， 他们二人都承认哲学／科学 ， 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 ， 靠他

们不仅无法完成 ， 而且它也超出了任何单个个人的生产的 ， 或接受的

能力。 总的来说 ， 一旦体系作为充分的文化形式和科学知识的理想被

严格地建立起来 ， 就个人主观精神的生产能力来说 ， 那么关千科学的

＠ 对 19 世纪科学的各种分类的极大兴趣 ， 以及分类的扩散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尽管面

对越来越快速发展的专业化过程 ， 但还要保持这种观点的尝试 。 自20世纪初 ， 这些努力的

完全消失标志着这一 概念的瓦解。 现在甚至那些强烈想保持所有科学是统一体的观点的人

也拒绝系统化的－知识体系的统一体观点一 —因此 ， 例如 ，维也纳学派的代表们将把他们的

争辩建立在科学的语言的统一 体上 。

® Bacon, NO,Bk. l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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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主义定义 ， 将逐渐变得站不住脚。。

160 因此 ， 在对科学
”

主观主义的
”
和

＂
客观化的

“
理解上 ， 培根和笛卡

尔所表现出的模棱两可和犹豫不决 ，并不是完全偶然的 。 这两者的概

念化与对文化过程的基本方面的认知相连 ， 由此现代科学获得了它的

自主性。科学形象的变化将解决这一模棱两可的现象：它的客观化的

概念具有文化的自明性。但是最初的模糊并没有简单地消失 ，它们以

变化的形式重现 ， 导致了最终对立的和自相矛盾的理解，这看起来既

质疑了科学的自主性的事实 ， 又质疑了它的意义。

对客观化的理解的 转变最初发生在非反思的语义变化的水平

上雹并作为较宽泛的意义转换过程的一部分。 尽管我已经指出，
一些

具体的概念和文化的缘由使得盛行的对科学的主观主义理解不再能

站得住脚 ，但是 ，在所有主要术语的使用上 ， 意义的转变完全与语义的

转变相类似 ， 借此 ，我们指出了高雅文化的主要分支；这种 转变发生在

17 至 19 世纪之间。起初 ， 艺术包含任何种类的技能 、 文学 、 阅读能力 ，

或更狭义角度的教养学习 ， 文化自身 ， 较高智力和道德能力的形成过

程及其结果 ， 培养心智的模式。 从隐含的主观能力或状态到体现到

＂作品
＂

的转变 ，作为超个体的感觉和意义的对象化 ，它肯定反映了西

方现代性形成的基本过程之一 ：社会的高雅文化以其特殊的现代意义

而兴起。 也就是说 ，社会的实践领域的构成 ， 作为意义－综合体 ， 被假

定能够产生体现非时间的和普遍的价值的理想的客体 ， 但是同时 ， 存

在着理想的客体 ， 即 ， 人类的作品 ， 在那里 ， 个人能够 ， 根据他们各自的

＠ 事实上 ，有关体系概念的神学讨论 ， 凯克曼(Bartholomaus Keckermann, 1572一 1608,
待国作家、加尔文主义神学家和哲学家， 因分析方法而闻名 。

一一译者注）已经将作为习惯
的科学与作为体系的科学区分开来 ，并把它理解为方法论上清晰地表达出来的真理的整体
性(/nbegrijj) (比照 Rietschl, System u叫 systema氐che Met加心）

。

＠ 迪默(A. Diemer)一唯一一个已经在某些细节上讨论过这一过程的人一—参考
Watts的lo卢(1725)中的科学定义 ，他第一次向我们如此自然地清晰地表达了这种客观化
的意义。 “科学一词通常适用千任何关千推测主体的有规律的或系统的观察或命题的总
体"(Sy亚m uru:l.e Kl心ifi.如如， p. 23) 。 R. Williams在Keyword. A Vocabulary of C必ture a叫So
ciety, London, Croom Helm , 1976年版一书的第233页中也列举了相同的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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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能力等进行自由的选择。 这种文化被认为展现了拥有普遍的人 161

类意义的最伟大的人类成就的宝库 ， 在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是高级的 ，

因此 ， 原则上每个人都会面临着它的对象化；包括社会上不特定的和

未知名的公众。但是 ， 同时 ， 正是这种意义上的
“

高级
＂

文化才能与大

众的或粗俗的文化相对立 ， 因为它的作品要求个体把他们自身
”

提升"

到它们的水平 ， 根据它们内在的规范和标准来理斛它们 ， 这经常是专

业化的实践而且是脱离了日常生活和公众的理解。

然而 ，只要没有被间题化 ， 对于客观化理解的意义转向就没有导

致新的科学形象。只有当对科学的两种定义和理解的模棱两可的混

合被直接地挑战之时 ， 这种情况才会发生 ， 而且不是以逻辑澄清的名

义 ， 而是以通过批判为科学的自主性提供合法性的基本假设的名义。

这是让－雅克· 卢梭 (Rousseau) 的功绩 。 卢梭直接否认了作为知识

累积增长的科学进步与真正有用的个人能力和对真与善的个人洞察

力之间的联系。 除了
“

经验丰富 ，但理解力有限
＂

的普通人能够从周刚

环境的实践中学习 ， 并投入使用外 ， 爱弥儿所学的物理学 、科学对个体

的幸福毫无用处 ， 而且因为其
＂

扰乱了所有的简单的公理和原始的推

理•CD, 科学对于道德来说是毁灭性的和致命的。 卢梭推翻了经典的

知识概念：＂ 一般来说 ， 科学并不适合人类。 人类在研究中无休无止 ，

最后只能误入歧途；甚至有时人获得了科学知识 ，但是那总会导致他

的偏见。 人生来要行动和思考 ， 但不是反思 。 反思只能使得他不快

乐 ， 却不能使他过得更好或更有智慧 。
飞）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一直与公

共道德的堕落和社会关系纽带的解散为伴。 因为科学 ， 向我们许诺 ，

幻想着对永恒的和不可改变的自然的统治 ， 这只能歪曲我们人类的本 162

性并创造一个人人都争夺对他人进行统治的世界 ， 事实上 ， 每—个人

都被极其明显的 、 虚假的自我兴趣的体系所控制。 这里兴趣与真正的

＠ 我提及卢梭的内容均来自 Gallimard 出版社（巴黎 ， 1959一1969) 出版的四卷本的

Oeuvres Completes(ROG) 。

® Prefaced Narcisse ,ROC, [, p. 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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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毫无共同之处 ， 但是却要符合无形的社会压力和
”

观点
＂

。 化学家

和物理学家在可怕的实验室里痛苦劳作 ，这种辛劳并没有导致对伟大

的自然活动的认识 ， 反而导致了对渺小的艺术结合体的无意义的骄

傲。 卢梭对比了纯粹的和纯真的快乐 ， 一种重新获得的与周围环境相

融和内心平静的独特的感觉 ，这是
“

植物学家
“

在漫无目的的 、 非系统

的和无方法论的 、没有任何损坏的世界里 ，观察各种美丽的植物时发

现的感觉应这种
“

与植物的交流
“

是对
“

与人类交谈徒劳地尝试
＂

的

慰藉和补偿。©

正是在回应卢梭对科学的批判中 ， 科学的客观化概念获得了它最

初的范式的表达；新的科学形象由此诞生 。 形象之一在某种意义上是

＂回顾式的
“
而且是今天被不公平地遗忘了的 ， 它从理论上给出了启蒙

运动时期
”

科学的乌托邦
＂

的最高的表达。 另一科学的形象 ， 同样捍卫

了启蒙的地位 ， 表现了面对危机的伟大的尝试 ， 并承担后果。 第一个

是孔多塞©的作品 ， 第二个是康德的。

孔多塞在写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时四处躲藏 ， 以躲避拘

捕搜查 ，这是一种向公众辩白的行为 ， 在生命中花费在对科学的追求

和捍卫的行为上与花费在民主自由的行为上同样重要。 人们呼唤人

的历史整体去见证并反对雅各宾派政治的罪恶 ， 愚蠢的自我毁灭 ， 以

163 及它的理论来源 ， 卢梭的
“

虚假哲学
”

和
＂

耀眼的悖论
”

究从整体上来

＠ 参见 [,esReveriesduPromeneurSolilaire ,ROG, l ,pp.1067-1070 。

@ Rou.sseau juge de Jean Jacques ,ROG, I , p. 794. 

＠ 孔多塞是 18 世纪法国哲学家 ， 同时也是一 位数学家、启蒙运动的最杰出代表人物 ，

有法国大革命
”

擎炬人
”

之誉。 －译者注

＠ 我所指的孔多塞的作品源自 Oeuvres de Co叫orcet(OC), ed. A. C. 0• Connor and M. 

F. Arago.Paris 心dot.1847 -1849 。 引用（纲要》的内容来自 J. Barraclough 的英译本（缩写为

《纲要》） , London, Weidcnfeld & Nicholson 1956。

@ OC,Vl,p.195; S知吵
，

p.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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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 《纲要》展示了一个关千科学和激进民主©是有机的、 不可分割的

整体的持久性的争辩 ，展示了唯一的能够在实践上实现永久的道德法

律的社会秩序 。 正是在这一框架内 ，孔多塞形成了他的历史的科学理

论 ， 把它作为一种社会机构与客观化的理智和交流实践的具体形式。©

就科学在历史中的地位而论 ，孔多塞理论的出发点是起源于一种

洛克自然主义解释的人类学。 人和动物之间仅有的原则性的区别存

在于这一事实中 ， 即起初人由于大社偶然的生理特征保证了在心理能

力上的一定量的优越性雹人类 ， 与动物相对 ， 是
“

不再受限制的......

达到纯粹的个体的完美 "@o 因为社会性学习构成了区分人类的标

志 ，这使历史本身作为类完善的进步过程成为可能 ， 对于孔多塞来说 ，

这是可以理解的 ， 人类历史的基本转折点是交流的革命 ， 也就是说 ， 以

这种方式 ， 知识才能在补会中累积 ， 并通过作为主观－心理内容的观

念的客观化的形式进行传播。 三次这样的伟大的革命决定了人类进 164-

步的道路。

第一次革命是一种发音的传统语言的发展 ， 这与人类起源千动物

王国具有相同的意义。＠ 正因如此 ， 个体才能够从彼此的经验中学习 ，

0 孔多塞， 与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做斗争 ， 追求女性在政治 、 社会和教育上的彻底的
平等 ， 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少数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之一 ， 被称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 在大
革命本身的影响下 ， 由千长期发展的结果 ， 他形成了这一观点（这只有在《纲要》中能发现一
致的构想）。 他较早地宜称了精英主义者的科学概念 ， 而且他的社会地位已经由K. M. Baker 
做了详细的分析。 这体现在其作品中 ， Co叫orcet:From. Natural Phil-Osophy t.o Social Mathern.at
心 ， Chicago,Unjversily of Chic-ago Press, 1975 。 有关孔多塞的政治观点的演变过程 ， 可参见
M. Ludas.<;y的优秀作品 ： "Condorcet, avagy az emberi ertelem eszkatologiaja", Vilagossag, 7 ancl
9,1972 。

＠ 在这篇论文中 ， 我必须彻底忽略孔多塞的科学方法，以及数学、 物理学和社会科学
之间的联系的同样有趣的观点。

@ .. 感觉和思考的原则（规则）是人类和动物的相同的本性，他们拥有同样的才能 ， 只
是在不同的程度上......吁·,agment de l'h臼toire心la /Ve epoque, OC, VI , p. 448 。

@) Fragment de l'hi.s皿re心la I戊伞邓比 ，oc, VI , p. 16; 重点参见 S知tch,p.6 。

＠ 他有关人类学的令人印象深刻 、 更加详细的表达体现在孔多塞的Fragmenl心
l'抽妞re心la premi.ere epoq四 一书中 ， 他指出 ， 促成人类种族形成的同时发生的三大成就是 ：

工具的制造 、语言的发展以及基于未成熟的对错观所形成的社会结构的最初形式的出现 ， 参
见 OC, VI, 尤其是第305 -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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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能够形成一个稳定的传统体 ， 也就是说 ，形成一个社会知识的贮

藏室。但口头交流是受限制的 ， 不但受个人交往范围狭窄的限制， 而

且受个体记忆程度的限制。 口头交流也缺乏语言的精准和分析的手

段 ， 总的来说 ， 具有感情色彩 。＠

这些限制由历史上第二次伟大的革命所克服：文字的发明 ，
“

随着

它的发展 ， 文字成为建立和保持传统 ， 交流和传播知 识的唯一方

法"®o 此时此刻 ， 出现了孔多塞认可的历史上的唯一的选择 ， 对他来

说 ， 走东方和西方的发展道路的分歧 ， 暂时主要依赖于社会对文字的

使用。 在伟大的东方帝国 ， 知识对象化和交流的新方法被教士神职人

员（精神进步永远的反叛者）和
“

教育－阶层
”

所垄断 ， 而且被改变为

统治的工具。© 在早期发展的象形文字阶段 ，文字也常常受到冷漠 ， 因

165 为文字的复杂性使得一般读写能力的获得变得不太可能。在此基础

上， 可以获得伟大的艺术和智力的成就，但是被当成社会等级的专有

财产的知识不可避免地会变得墨守成规 ， 同时东方发展之路导向了停

滞。只有当 最发达和最简单的 ， 并因此是最
“

民主的
”
形式 ， 也就是， 拼

音文字 ， 符合适当的社会环境 ， 才能真正实现交流的新形式的潜能 ， 例

如 ，很多竞争不大的
“

共和国
“

，没有中央集权化的政治权威 ， 也没有统

一的神职人员 ，却和许多外国的文化 中心相联系。 这是希腊的奇迹：

创造了理性和批判的哲学对话 ， 在那里 ， 每个人都能平等地参与交流

他们自由地发现的真理。＠

但希腊哲学在完整的意义上仍然不是科学。 在希腊哲学所欠缺

的要素中 ， 孔多塞部分地重复了启蒙时期思辨体系的常有的批判 ， 孔

＠ 比照OC, VI ,P·16; Ske比h,pp.6 -7。 口头表达的限制是《纲要〉和附加段落中反复出

现的主题：这一问题对孔多塞来说具有政治的重要性 。 作为反民主主义的 ， 他反对雅各宾对

城市群众运用雄辩和煽动的方法（构成了公民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 而且与此相比 ， 政治

宣传和辩论的方法比较正当 。 通过这种方法 ， 书面的语言说出了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公民的

理性。

® OC,N ,p.54; 着重参见 Ske吐 ， p.36。

＠ 比照OC, VI , pp. 54 -58 ; Ske比h,pp. 36-39。

＠ 比照OC, N , pp. 59-03 ; Ske比h, pp. 39-43; 此外还有 ， OC, N • pp. 384-388 and 402-4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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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塞专门提到了与手抄本文化特征相关的不足。 一方面 ， 手抄本的稀

少使得它不可能拥有广泛传播的 、同质的大众群体；因此 ， 古代哲学具

有
＂

宗派和学派
＂

的问题。 另一方面 ， 当赋予思考与讨论自由的政治状

况消失的时候 ， 这种文化的脆弱性就使得随之而来的长期的文化衰落

成为可能 ， 尽管它曾蓬勃发展过 。 只有在学问重新诞生之后 ， 当新发

现的实验方法和交流思想的新手段统一以后 ， 正确的科学才能诞生。

印刷 ，在中国的文化中未产生出成果CD'却意味着人类史上的第三次革

命。© 这种
“

与全世界的人们交流的工具
“

＠一方面授予思想以力摄

（依靠创造公众观点 ， 把它作为一名
“

法官 ， 独立于所有人类压迫之外 ，

其青睬于理性和正义")'而另一方面 ，它产生了持久的连续性 ， 使得进

步不可逆转且不受干扰。＠

一方面 ， 孔多塞在科学的出现和发展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 知 166 

识的对象化形式和交往形式的历史性的转变＠是作为新真理进步产物

的现代科学观念激进化的结果。 科学不是一个学说 ， 不是一套储存在

头脑里的建立起来的真理 ，而是连续的 、批判的 、方法的和实验的社会

过程 ， 探究无限的和没有穷尽的自然 。 并且由此 ， 他得出了 一个更进

一步的结论 。 作为自我推进的社会实践 ， 科学只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

组织形式中 ， 它保证了连续性的条件 ， 同时创造了一个能够超越宗派

和民族的界限的框架 ， 以交换和对抗不同的观点 ， 并且它使得压制事

实和把理论变成不可争辩的教条等等现象不再可能 。 只要这些
＂

真理

的伦理
”

规范被习惯性地强迫服从 ， 科学就能有一个稳定的存在：实际

上 ，它只是一个科学共同体 ， 是
“

在一个普遍的科学共和国中的世界科

＠ 比照 OC, IV, p. 58 ;Sketch, p. 38。

© 比照 oc. VI,pp. 137-143:S知tch.pp. 98-103。

@ OC, VI,p. 139; Ske吐 ，p. 100。

＠ 比照 OC, Vl,pp. 141-143,191-192,243;S知ch,pp.102-103,140,L78 。

＠ 孔多塞也将这一联系笠千未来的背尿下 。 他把在他的乌托邦的第十个纪元中科学

的 ，更深远 、更激进的加速进步与为科学创造出一个专门预定的国际化的、理想的逻辑语言
联系起来。 参见 OC, VI ,pp. 17-18 ,89 ,261 ,269-272 ;S妇ch,pp. 7-8 ,62, 191, 197-199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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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的总的联盟"CD。

然而 ， 科学共同体是一个最特殊类型的社会组织：它是平等的个

体自愿的联合 ，“在那里 ， 不考虑出身 ， 不考虑职业 ， 不管地位 ， 只是授

予一个判断的权利 ， 这在某种情况下是不被理解的"®。 同时 ，它对所

有拥有必需的理解力和把自已服从于科学方法的规范与原则的人开

放。 这些规定确保在争辩和辩论中产生有关真理的一致认同 ， 而且这

样 ， 尽管或许个人的动机和竞争目标有所不同 ， 但是其对科学的普遍

兴趣总是占优势的。© 总之 ， 这是由并依据于理性对话和理性争辩而

形成的共同体 ， 而不是依赖力批和屈服的关系。 这种共同体 ， 即使没

167 有一个正规的组织框架 ，本质上它已经在物理科学领域形成 ， 而且， 它

不仅为其他科学 ， 而且也为总体的科学提供了
“一个仿真模型

＂
的示

范氪它是民主的组织的范例。

然而 ， 科学并不只是代表民主模式的范例 ， 它也是依据自由 、 平等

和普遍的幸福而建立的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因之一
。 把自然科学应用

于艺术 ， 就会创造一种社会状况 ，在那里
“

每一个人将无须工作太多 ，

就能生产更多 ， 并能更充分地满足他的／她的需求
“

吼把概率演算应

用于社会经济学 ， 就为社会保障体系机构提供了理论工具 ， 从而能真

正地根除那些使一些人悲惨和痛苦的经济不平等。 “社会数学
”

， 这个

孔多塞的主要科学兴趣 ， 也会使未来的公共事务简单化 ， 并易于普通

人理解。 它将允许每个人根据他们的行为结果做出合理的期望 ，然后

认识到什么才是他们真正的、长期的兴趣。 最后 ， 科学哲学 ， 分析了人

类本性的构成和它的能力并以这种方式发现了真正的人权和依据此

而形成的道德和政治的基本法律 ， 科学哲学已经成为伟大的启迪力

(D Fragment sur l'At如心心， oc, VI ,p.603. 

® OC, VI ,p. 224; Sketch, p. 164. 

＠ 重点参见 Fragment sur l'Atla心心中有关科学共同体特征的描述部分 ， 引自 OC, VI, 

pp. 603-612 and 653-660。

© OC, VI,pp.224 and 164. 

@ OC, VI ,p. 256; Ske吐 ， p.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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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变化的科学形象

痲 ，把人们的思想从支持专制和压迫的偏见中解放出来。 加速和强化

这些技术以及科学启蒙的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所需要做的是 ， 假设一种

有意识的和理性的控制 ， 用来掌控科学本身发展的方向 ， 照字面解释

称其为
＂

计划
“

科学 ，它为科学共同体创造一个恰当的 、 自愿的、 民主的

和国际化的组织形式：这一方案持续地占据孔多塞的思想 ， 直到他生

命的终结。

然而 ，科学和民主衬会之间的联系是相互的。 如果第一个能够促

进第二个， 那么只有第二个， 一个真正的民主的社会形成 ， 并取得全球

的最终胜利 ，这才能创造一种环境 ， 保证未来的科学进步不可改变且

不受干扰。 对孔多塞来说 ， 这既来自科学探究的方法论 ， 又来自科学

探究的社会特征。 至于第一个问题 ， 科学方法的本质特征一方面存在 168

于观察和实验之间的不断互动中 ， 而另一方面 ， 则存在于理论假设中 ，

它们自身建议 ， 并导致新的实验。 但理论是抽象的 ， 它包含了
“

不可避

免的不精密性
＇

勹存在
＂

大扯与需求 、方法 、时间 、 费用相关的条件 ，这些

在理论中必然被忽视
“

，而且只有在
“

出现了真正的直接的实践应用时

才会考虑这一问题
”

峦因此 ， ＂巾这些实际需求刺激的
“

存在才是理

论本身发展的条件。 否则 ， 理论总是容易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 ， 也容

易受到仅依据确定情况的实验的制约。 然而 ，这样一种永恒的联系 ，

要求科学共同体本身融人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阶层 ， 不是要求这一阶

层积极追求和创造科学 ， 而是要能够理解它的原理并应用它的成果。

然而 ， 甚至更为重要的是 ， 与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有关的考虑 。

科学不仅仅是在地位相同的人中的自由批判的讨论 ，而且原则上也是

对每个人的交谈。 当然 ， 它向每一个
“

理解它
＂

的人开放：孔多塞不仅

接受 ，而且一直捍卫科学活动的专门化和不断发展的专业化。 但是如

果 ， 事实上通向科学理解的道路只有特定的社会群体或特定阶级的成

员能找到 ，如果知识再— 次可能被垄断 ， 那么它将转化为一种反对他

Q) OC, Vl,pp. 2 1 7 -218; Sketch,p.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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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力批 ， 而且随之而来的衰落和衰退， 就会保持一种实际的危险。

只有由民主的社会所独自创造的一个自由的、 完全由精英管理的和反

169 独裁的教育体制©才能确保
“

受教育的和未受教育的人之间的界线

（将）几乎完全被抹去 ， 天才和傻瓜两个极端之间的等级变得不易被察

觉"®'从而提供最终的保证 ， 即科学共同体 ， 作为专家的自愿性组织 ，

所追求的不是自身 ， 而是普遍的对真理的兴趣 ， 这是人类本身的利益。

因此 ， 科学的进步，不仅
”

由已知的真理的数谥
＂

来衡量 ， 而且
＂

根据熟

知更明显和更重要的真理的人数
＂
来衡益。＠

这样看来 ，孔多塞反对卢梭的清况是完全有根据的。 只有对科学

的基本误解才能把科学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相对比 。 这两者是不可

分离的。 而孔多塞， 在某种意义上是十分合理的， 他能够描绘自己的

人类进步的草图 ， 是曾经被写下的人类史中最狭义的理智的处理， 作

为一部真正的
“

哲学史
”

， 它的主题不是一部分被选定的个体、 领导者

和天才 ， 而是一直被忽视的普通群众 ， “人类种族的绝大部分
”

吼

为了回应卢梭的挑战 ，孔多塞在涉及从启蒙运动的规划中引出的

O 对于孔多塞来说 ， 自由教育 ， 向每一个人提供了平等的机会的权利 ，这独立千他们
的性别、社会身份或经济地位 ，这是二个基本的民主权利 。 教育特权 ，在孔多塞看来 ， 是造成
顽固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最主要的来源。 他有关教育改革的观点已经充分地表述在他的
5卷本M如oires sur l'inst 皿吵npubl勾ue中 ，这构成了他的知pport et projet心心cret sur l'orga心

如 ion gentrale心I'沁t咄勋np吵l勾ue的基础 ，该宜言于1792年提交给国会（参见oc, VII ,pp. 
167-576) , 但是最终被雅各宾派的大多数人拒绝。 有关孔多塞的教育观念 ， 可参见R.
Waldinger and M. Albertone in Co呻rcet Studies, r , ed. L. C. Rosenfield, Atlantic t-lighlands, Hu

manilies Press, 1984 。

® OC, VI ,p.192; Sketch,p.14. 孔多塞的人类学确信这样一个设想的社会－文化局面
是可能的。 创造新的观点（术语gen比在哲学中的适当含义）的结合体的能力是人类精神基
本的 、普遍的特征 ， 即使从整个人类种族(genie的日常含义）的观点看 ， 只有少数人曾经能够
提出新的 ， 且有用的知识。 “人们不该把发明的天赋视为一种特殊的能力 ， 视为自然赋予一
些特权人群的一个礼物 ， 而应把它看作不平等分配的普通的才能": Fragment <比l'histoire心
比Ve epoq四 ， oc, VI ,p. 476。 历史再一次呼吁 ，要经验性地描述这 一根本的心理预设的五
理。 这表明 ， “不知不觉中 ，我们从野兽进化成野人， 又从野人进化成欧拉(Euler)和牛顿":
oc, VI , p. 346 。

@ OC, VI ,p. 166; s妇吐，p. 120. 

＠ 比照 OC,VI ,pp. 232-235; Sketch,pp. 17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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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解时得出了激进的结论。 他的科学的图景并未与宗教相区分。

宗教保证科学通过控制世界的实用功能来实现自身的自主性 ， 同时将 170

科学从由宗教信仰所提供的最终的实践－道德取向中严格地区分开

来（正如培根所做的 ， 而且在最后一个例子中 ， 如笛卡尔所做的） 。 在

孔多塞看来 ， 科学接管了所有的社会有用的功能 ， 而在迷信观念占主

导的时代里 ， 这些功能一直由宗教所股行。科学 ，在与社会的相互作

用中 ，不仅仅是智力和技术进步的工具 ， 也是道德和社会进步的媒介。

它不仅保证了人类对自然的主宰 ， 而且也保证了人们对个人和集体历

史命运的控制。 人类完美的历史画卷 ， 孔多塞的这 一最后的遗产 ， 它

不仅服务于理论的目的 ， 而且为即将到来的
“

预测 、指引井加速人类种

族进步的科学
”

提供了
“

首要的基础" 。©

然而追求科学的宏伟的乌托邦 ，要以沉重的理论为代价。《人类

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是一部天真的哲学作品。© 孔多塞只是对这 一事

实感到困惑 ， 即科学本身是一种用科学的道德规范的证明力
＂

伦理地
”

控制社会的活动。 总的说来 ， 他关于自然的观点和道德进步的观点是

绝对不相关的。 他顽固的历史理智化使得其对各种文化分支中变化

的特征和机制的差异毫无感觉［与他极为敬重的父亲般的朋友和前辈

杜尔哥(Turgol)®相反］。 例如 ， 他有关艺术发展的构想 ， 依赖千启蒙

运动晚期最保守的非历史的古典主义和认知主义的美学形式 。＠ 而且

最为重要的是 ， 他所有的争论都依赖于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 ， 相信真

理的力批能够征服所有的思想 ， 而且依赖于人类本性的彻底的理性特

＠ 正如孔多塞在《纲要）最后一段中所说的。 引自Baker,Condorcet, 我建议参见第252
页。

＠ 关于孔多塞进步理论中未经核实的理论假设的更普通的方式 ， 可参见J. Habennas , 
T加ories des kommunikati如 Ht1叫必 ， vol. I, Frankfurt ,Subrk砌p,1981 .pp. 214-218 。

＠ 籵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l, 1727一1781), 法国经济学家 ， 重农学派最重要

的代表人物之一， 著有《关于财岱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等。 －译者注
＠ 例如：”因此 ， 书信、 口才以及诗歌艺术能被认为适合形而上的科学 ， 作为它们的原

则适用千作用于其他人的思想和灵魂的 ， 使他们信服 、 感动或取悦他们的直接的目的".
Frag"印nt de l'histoire de la Ve� 卯que,oc, Vf , p.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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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这在每一个个体中显现 ， 也为人类兴趣的最终一致和和谐提供了

171 基础。 在他后期的一篇期刊论文©中， 孔多塞着手证明只有
“

不公正

的法律
”

和
＂

腐败的机构
＂

的 存在才会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的持久的利

益冲突 他最后告诉我们， 如果不是这样 ， 那么
“
一个或几个专制政

体
＂

的重新建立， 即大革命的失败 ，是不可避免的。

正是这种哲学的天真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现象， 如果不是不正当

的 ， 这促使康德与孔多塞为伍。 但是在哲学深度和复杂程度方面的确

定性差异不该使我们无视某些并非不重要的相似性。 康德也在回应

相同的挑战时 ， 部分地发展了自己的哲学立场©一他 也捍卫科学以

对抗卢梭的批判。 知识的发展属千人类的
“

适当的目标
＂

， 而阻止科学

发展的企图是
“
一种违反人性的罪恶"®o 此外 ， 对康德而言，科学只

是作为一种集体的＠连续的历史进程而存在 ， 而这一进程的支持者为

人类种族。＠ ＂
知识的革命

”
，每一种科学的历史都从其开始， 被这样

172 的事实精确地描绘出来 ， 即它们使得同时确保所有参与者信念的一致

性的
“

无尽的扩展
＂

的知识成为可能座其中 ，科学似乎不仅是普通人

理解簸言， 理解无偏见的原则 ， 理解拓宽的一贯的思维方式的最高的

CD "Que 如此s les cla.sses de la soc边e n'o心 qu'皿 m和me interest": oc, XIl, pp. 645-650 

＠ 当然 ， 康德同时面对休谟的怀疑论这一事实 ， 这使得洛克的经验主义不太可能保持

一种合适的认识论（和人类学） 。

＠ 当我谈及《纯粹理性批判》时一使用的是 N. 康蒲· 史密斯(N. Kemp Smith) 的英

译版，伦敦 ， 麦克米兰一�我采用了人们普遍接受的方式 ，标明了作品的版次［第2(B)版或

第I (A) 版］以及相应的页码。 引用康德的其他所有作品时 ， 我引用了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编辑的胚rke,Berlin, Bruno Cass江er Verlag, 1912 - 1922 。 使用的英译本的标注通常

（若合适）位于分号之后 ， 而且我使用了如下缩写： CPR - Grit勾ue of Prac砒al Reason, L. W. 
Beck 译 ，Inctianapolis,Bobbs-Merrill, 1956 ; CJ -C心que of J叫gmeru, W. S. Pluhar 译， lndianapo

lis, Hackett Publishing, 1987) ; Pr -Prolegomena, P. Carus 与 J. W. Ellington 译 ，以及 PMN-P妇

losophy of M. 吵rial Natu代 ，J. W. Ellington 译 ， published together, Indianapolis , Hackett Publishing, 

1985 ;FMM -Foundations of the Me叩hys兀s of Morals, L. W. Beck 译 ， [ndianapolis,Hackett Pub

lishing, 1959; H泣o可-OnR泣忙y,L. W. Beck 译 ， Indianapolis,Bobbs-Merrill , 1963。

＠ 要求个人与多方面才能结合， 参见"11,pp. 117-118。

@ VDl,p.220. 

＠ 与
“

任意组群
“

以及
“

对立论辩的冲突
＂

相反 ， 其描述了知识的前－科学状态 ， 参见
第 2(8)版 ， pp. xi心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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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变化的科学形象

实现形式<D, 而且它还构成了公民秩序的典范 ， 它的实现是地球上人类

的目的和终点。 关于在人们中创建法律的一致性 、和谐和永久的和

平 ， 对康德而言 ， 科学共同体的确切特征心这一＂普遍性条件
“

是与人

类相伴的自然的最终目标夏而且在某些时候 ， 康德自身充分利用了

这一观点 ， 至少作为一种隐喻；例如 ， 他把自已关于形而上学和将其转

变为科学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描述为只通过理性的合法化确保了哲学

上的
“

法的秩序
＂

的
“

永久和平
＂

。＠

那么 ， 为什么康德不继续沿着这一方向前进 ， 使科学在与社会的

相互作用中 ， 成 为进步的道德和社会的变革的规范的理想和理智力

黛@, 事实上取而代之的却是通过对理性的理论应用和实践应用 ， 科学

． 和道德做出严格的区分 ， 以最果断的方式结束这一发展之路？这个问

题更为合理 ， 因为康德 ， 激进化地将现代科学概念作为真理的
“

产物
11

, 173

并将所有理论知识视为理性［作为知性 (understanding) ]依据直觉所

获得的数据而进行的积极的和自发劳动的结果。 这似乎提供了将自

＠ 比照V,pp.368-369;CJ,pp.160-161。

＠ 比照VIII ,p. 13 。

@) N. pp. 161-163; VI, pp. 446-449 ,H泣ory,pp. 21-23 邮d 106-!08 etc.
@ B,p. 779; 也可参见 pp. 451-452.,

＠ 此类论述并不与康待的基本认识论观念相矛盾 ， 这巳经由皮尔斯(Pierce) 证实 ， 他

的“无限研究范围＂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 ， 以语言论与知识论为依据 ， 复兴了孔多塞的科学

乌托邦概念，基本上保留了康德批判哲学的基本原则 。 有关这一点 ， 可参见 K.0.A叫 ，

Tra, 讨omuztio11 der Philo沁ph比 ， Fr邸kfurt,Suhrkamp,1976,vol.2,pp.164-177 and 188-198。 最
近 ，阿佩尔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哈贝马斯也试图在同一方向关注 ＇＇ 商谈伦理学 ” （如scourse-e小－
ics)的观点 。 ［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一 1914), 美国哲学家、 逻辑学家和自然科

学家 ， 实用主义的创始人 ，有志建立一个能适应于各门学科的科学的逻辑 ，代表作有（如何使
我们的观念清楚》 、《什么是实用主义》 。 K.0. 阿佩尔(K. 0. Apel, 1922一 ） ， 德国当代著名
哲学家 ，＂批判理论

”

或＂ 新法兰克福学派
＂

的代表 ，提出以＂语言交往共同体” 为中心观念的

先验解释学－语用学理论 ，代表作有《哲学的改造》 、《从但丁到维科的人文主义传统中的语

言观念》等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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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概念应用于理性的理论实践的可能性应在现象给定的情况下 ， 我

们仍能就应该如何对事物做出判断运用自如乒在理论知识的王国

里， 我们将优先权给予大自然并为自然立法，在道德的领域内 ， 我们把

优先权给予自已 。 那么为什么要在两者之间树立原则的对立呢？

毫无疑问，答案部分存在千康德从卢梭那里所学到的东西中：使

道德具有一种学习 、教养或特殊认知能力的功能是不可接受的 ，因为

这将否认每个人的平等的道德价值和尊严 ，科学家在这方面不能凌驾

于普通人之上。 康德深奥的伦理民主主义(ethical democratism)使得

他不可能接受类似于孔多塞的相对激进的社会和政治观点 。 这一观

点肯定有力地鼓舞了康德， 但是这几乎不能构成他对所提出问题的全

部答案 ， 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假定 ， 而不是论据。 人们也不应该忘记的

是在一个想象的对话中 ， 孔多塞或许已经回答了科学和常识之间的

“无意义的分级
＂

的假设 ， 至少对于未来， 不是科学知识， 而是批判性思

维的
“

向下
＂

的传播 ， 而这将使人类个体之间的伦理的平等成为现实。

作为一个经验事实 ， 康德并不否认
“

道德修养
＂

存在教育的和历史的

作用。

答案部分地存在千他的科学形象当中 ，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康德哲

学的整体建构和内容。 康德用如下的方式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定义科

学：
“

每一个学说 ，如果它能成为一个体系，也就是说 ，
一个有关原则的

174 认知(Erkenntnis)整体 ，就可以被称为科学。飞）然后他缩小了这个定义

的范围 ， 首先通过把关于事实（自然史）的纯粹分类体系从科学中排

除—一科学是
“

理性的
”

， 也就是， ＂知识
＂

， 一个
“

连贯的原因和后果

O 康德在提出他的批判观点时 ， 不知怎么地确实提出过这一观点 ， 即从理论自发性中

”推导
＂

出道德自律性． 这曾经被 G. 普奥斯(G. Prauss) 在应m uber Fre如ii als A叱叩mie
(Frankfurt, Klostermann, 1983, pp. 116-120)一书中指出。 这种想法的共鸣至今在 Foundalions
of如Me比phys妇ofMoral.s 中还能找到 。

® Vl,p.40;Pr ,p.34. 
@ N,p.369;PMN,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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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解释的系统化似目的是最后达到

“
科学固有的

”
概念： 一个体系 ，

在那里最终的解释依据和原则不是经验的普遍化（比如 ， 在康德看来 ，

这种悄况与在化学中相似 ， 它应当被称为系统的艺术而不是科学） ， 而

是毋庸置疑的必然的（先验的）原则。 当然 ， 这并不意味着
“

正当的科

学
“
只包括先验真理：经验的自然科学 ，像物理学 ， 完全具备资格 ， 因为

它们的最终解释原则 ，所有经验法则都必须遵循的 ，是先验的原则。

而且正是这些最终原理， 与调查的确切的准则—起 ， 使它们从根本上

具有了经验的法则。 换句话说 ， 来源于经验而且因此取决千经验的假

设 ，只是纯粹可能的假设或推测， 但仍然具有必然性特征， 而且不被认

为是观测事实的纯粹归纳的概括 。＠

然而 ， 即使在这种附带条件下， 康德对科学的理解看起来并没有

比笛卡尔对科学的理解进步多少：它或许对主观主义的科学概念结合

体显示出同样的不稳定和模梭两可 ， 它无法支持这些特征。 然而 ， 这

是对其含义的误解， 这种情况因为翻译的困难而被加强。 引用的定义

谈及了
“

认知(cognition)整体”
， 而康德在此使用了认知(Erkenntnis)

这一术语。 然而 ， 这一术语的主要含义， 在康德那里不是主观－心理

学的意义。 正如他在《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i)® 中解释的

那样 ，一种精神状态(Gemiits皿stand)只构成一种主观条件 ， 如果而且 175

只有当前者被普遍地交流时 ， 这种条件的
”

影响"(Wirkung)就是一种

认知（知识）。 同样 ，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Prolegomena)中对

知觉判断和经验判断［只有后面这些构成认知(Erkenntnis) , 知识］所

做的区分是基千这样一个事实， 即与前者对比 ，后者的有效性
“

没有受

(D lV,p.370;PMN,p.4. 
＠ 对照 B, p. l 98; N , pp. 378-379 and 39 I -394; V , pp. 248-255; CJ, pp. 18-25 等 。 毫无

疑问 ，康镂很难在其他作品中同时准确地表达自然的经验法则的偶然性及必然性特征一一

甚至在《康德遗稿） (Opu.s Postumum) 中 ， 康德仍然十分关注这一问题。 在《判断力批判）

(Kritik 心rU心lskraft) 的构想中 ，这种法则在其本身（也就是 ， 客观地说）是偶然发生的 ，但必

须把
“

作为我们知性的需要
“

（也就是 ， 主观上的）看作是必然的 ， V , p. 252; CJ, p. 23 。

@ V , p. 309 ; CJ, 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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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特定时间的主体或它的状态的限制
＂

。 因为
“

客观的有效性和必然

的普遍有效性（对每个人而言）是相同的概念......'心而且在他的《逻

辑学讲义》(Lo驴k Poelitz)中 ， 他专门系统地讨论了认知的属性特征 ，

他严格并坚持区分这一术语的客观含义与作为认知衍生的和主观的

意义的区别：这是由某个人提出的 、 获得或学到的知识［我的知识 ， 知

识在我身上(meine Erkenntnis , Erkenntnis in mir) ]。 因此 ， 从上面定义

的意义来说， 科学是
“ 客观的知识

＂
， 是头脑中产生的，而不能被简化为

在某一时刻个体精神中实际存在的东西 。 当然 ， 这预设了它以某种形

式客观地存在 ， 也就是， 客观化地交流。 这种超验的可能性得到了自

176 称为知识的必然命题结构(Form des Urteils)的保证。 这种可能性如何

实现 ， 以及
“

经验
”

如何交流 ， 康德根本不感兴趣。 对他而言， 这部分地

是关于经验人类学和历史学的问题而不是知识和科学哲学的问题， 但

更为重要的是 ， 部分原因是科学当然地不能与它客观化的具体形式等

同 。 物理科学不是有关物理书籍的总和， 不管怎样 ， 大部分物理书籍

随若物理科学的发展被废弃屯这些知识仍然不能保证物理学知识。＠

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告诉我们 ， 纯粹的数学和纯粹的物理学

是“ 实际的和被给定的
”

， 它们亳无疑间作为正当的科学而存在， 他没

© lV ,pp.49-50;Pr ,pp.42-43. 也可比照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 (KrV)中关于知识与
信念 ， 以及确信与咒信之间的区别的论述：＂笠信是一种单纯的幻相 ， 因为那只存在千主观中
的判断根据被看做了客观的。 因此这样一个判断也只有私人有效性 ，这种视其为贞是不能
传达的。 但真理是建立在与客体相一致之上的 ， 因而就客体而言 ， 每一个知性的判断都必然
是相互一致的……所以 ， 检验视其为真是确信或只不过是笠信的试金石是在外部 ． 即它的传
达的可能性 ， 以及这个视其为且对于每个人的理性都被认为有效的可能性。" (B. p. 848)( 参
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 邓晓芒译 ，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 第621 -622页。 －译者注） 。

然而 ， 显而易见的是 ， 此处 ， 康待只是将主体间的交流和一致的可能性视为客观有效性的外
在的（假设性的）标识。 然而 ， 在上述引语中 ， 康德在其随后的作品中将这两者视为相同的 ，

也就是说 ， 主体间性被乔作具有知识的本质的和定义的特征 。 对此康德犹豫不决 ，这明显反
映在单一的知识理论范围内 ， 概括主体间的有效性概念是困难的。 然而， 康徘一直想把知识
的概念与主体问的有效性概念联系在一起 ，这是毋府置疑的。

® VID, p. 359. 

＠ 若仅学习书本知识 ， 即使这些书本中包含 “ 理性＂ 知识 ， 在主观上这也只能构成 “ 历
史

”

知识。 B,p. 864擢 ， pp. 341 and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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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对存在于思想中的东西做出说明 ， 也没有提及某些书籍的存在；相

反他宣称存在一种特定种类的知识 ， 就像（人们或许会说的）
“

理想的

客观性
＂

。 康德的意识哲学肯定不允许对相关的客观性进行更详细的

描述 ，尽管人们必须补充说他经常谈及“ 包含命题" (enthalt Satze)的

科学 ，
一个对我们来说比谈论认知更为熟悉的术语。 （如果所有的困

难都与命题的清形有关 ， 那么这一术语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阐

明问题本身是另一个问题。）
“

客观性理想
”

这一概念必须与康德对科学的理解的另一特征相

联系：也就是说 ， 它必须假定在一个必然的规范背景下 。 正如我们所

看到的 ，科学知识 ， 主要通过
“

体系
＂

的概念与理论知识［常识 、 ｀｀历史

的
”

知识、学间(Gelehrtsamkeit)等等—一所有体现认知的“ 简单集合
＂

］

的所有其他形式相区别。 只有体系的统一 体才能确保每一种科学具

有适当的客体 ， 即 ，
一个统一的研究领域 ， 否则不仅无法判断什么东西

屈千科学的兴趣和能力 ， 而且也无法判断是否一个给定的命题真正代

表新的知识 ，或仅仅表明巳知的事实。。 然而 ， 体系是指
“ 一种观点下 177

各种知识的统一体"®, 即 ， 在纯粹启发式的 ， 而非”
事实例证的

“
理性

概念下 ， 它表达了一种必然性 ， 但从来没有完全地实现拓展经验知识

的目的和目标 。 作为体系的科学
“

只是一个被规划的统一 体 ， 不是被

视为本身被给定的 ， 而只是作为一个问题
”

仇体系 ， 就经验的自然科

学而言 ，不与一些固定的 、 外在的逻辑结构形式相同一例也不能被视

为未来可获得知识的最终状态。 它是一个无限的任务 ，对于这个任务

的解决 ，科学只能在它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靠新的努力来
＂

渐渐
＂

接近。

知识的这种增长可以有一个确定的方向 ，可以被判断为进步 ， 它由
“

理

性的簸言
”

所保障 ， 这些簇言是引导其发展的科学探究的方法与规范

O《康德遗稿》若重强调且详细描述了这些要点。 有关该方面的信息 ， 可参见H
Hoppe, Kant's'I', 加orie der Physik, Frankfurt, Kloslennann, 1969, pp. 72如 。

＠ 我建议重点参见 B,p. 860。

@ B,p.675.

＠ 通常仅展现了技术 ， 而不是体系的整体。 可与 B 版进行比较 ，第 8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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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决条件 ， 以及那些自然现象的同质性 、 专业性和连续性的原理。Q)

因此 ， 在科学的连续发展中 ， 有 一个目标明确的理性——但它是超个

体的和非个人化的 。 理解的先验原理保证了自然的类似规律性 ， 但是

它们没有保证发现控制各种现象的具体法则的无条件的可能性。 理

性的簇言指明了应该朝着哪个方向去探究已发现的经验法则的统一，

但是它们没有使预见和甚至更少地（根据孔多塞所设想的）计划科学

进一步前进的过程成为可能。 在自然科学中没有发现的逻辑， 没有某
178 个绝对可靠的科学方法例

“

只有无尽的猜想"®, 而且 ， 在科学中朝向

系统统一的无限的进步是这个词在日常意义上的准－系统的 、自发增

长的传递者。

“

体系看起来以缓慢的组织方式形成 ， 通过来自聚集的

概念的纯粹的汇合的自然发生(generatio aequivoca) , 起初是不完美的，

而且只是逐渐地达到完满……
＂

＠为了描述作为科学手段的某些命题

或认知 ， 就要假定把它规划到这个规范的控制领域 ， 这是独立于个人

的直觉和知识进一步长期发展的决策过程。

到目前为止 ， 我主要讨论了康德对科学理解的形式的方面。 然

而，我们所发现的一—科学的独立既与它
＂

存在
＂

的模式有关又与发展

的特性有关 ， 这来自个人的主体发展及
“

去个人化
＂

的特征一完全与

康德所设想的自然科学的认知内容相一致。 在某种意义上 ， 作为它们

的客体的自然是
“

我们的构想
＂

， 即现象界。 我们根据我们的 知性的先

验原则为它的领域立法。 但是
“

我们
”

这些立法者 ， 科学的主体 ， 是没

有主观性和个性的主体 ， 总的来说是意识 ， “思想的超验的主体＝

x心 ， 这不是自身， 既不是经验的（自我保存的经验） ， 也不是本体的

0 比照 B,pp. 538-548; V , pp. 251-253; CJ, pp. 21-23 。

® .. ……用千实际生产的工具论……主观断言" (B, p. 85); 也可比较他对培根的批

判 ， 谓 ，p. 113。

@ 8,p.508. 

© B,p. 863. 

@ B,p.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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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决定的本体）。 我们从理论上为自然立法 ，与道德的自我立法相

对(j)'它排除了所有有意识的 决定和选择 ， 通过这种方式 ， 我们使我们

自身担任了自已真正的角色：＂……这种理解通过这些法则（分类统

治） ， 以及它自己本性的必然性无目的地前行。心）人们或许说：就目前

我们对自然的立法而言 ，我们不是自由的 ； 同时就我们在理论理性（正 179

如我们肯定处于普遍化 、 假说和推测条件下）上的应用而言我们是自

由的 ，我们根本没有立法 ， 我们必须从自然中
＂

学习" o
® 而且一般说

来这一立法保证 ，
一种确定的选择方式以及占统治地位的把我们的主

观直觉同客观的自然秩序联系起来 ， 这恰好暗示眷 ， 没有任何东西与

作为个体的真实的自我具有有意义的关系 ， 而且为了它 们的目的 ，可

以走进对自然的科学的理解和解释中。 严格地说 ，分类的 T什作包括从

我们的陈述中排除
“

纯粹主观的
“

东西 ， 也就是说 ， 依靠认识主体经验

的特征和状态 ， 而且只要科学始终继续和持续这种日常经验的客观化

趋势 ，它就会逐渐使知识从社会－历史的还有人类学的特性中解放出

来 。 根据知性(understanding)的先验原则 ，只有那些在时间和空间中

准确定位的 ，可测撮和可截化的 ， 有规律的和可进行严格复制的事物 ，

才能成为自然的科学概念化的元素一—所有这些都使自然受控于我

们 ， 但对我们却毫无意义 。＠ 在康德的构想中 ，所有这些都只属于建构

的自然王国 ， 没有任何内在价值 ， 仅仅作为手段具有相对的价值俘因

此 ，康德从作为宇宙的自然概念的解体中得出了最终的结论：拥有的
一个理性的－科学的路口所通向的自然是一个对所有人类有着重要

＠ 道德代表着自由的立法 ， 理论科学因必然的立法而成为可能。 道待法则作为一种

应然适用于主体 ， 也就是说 ， 它使主体有义务并要求主休根据客观的道德原则选择其意愿准

则 。 在道德中 ，个体的受经验控制的意愿被自由地提升为普遍的客观的意愿（法则） ，科学

的普遍性消除了个体性。

® V  , p. 256; CJ, p. 27. 

@ B,p. xiv. 

＠ 参见 0. Marquard, Skeptische Me小ode im Blick a1if Kant, Freiburg, Alber, 1958 ,esp. pp. 

57-73
。

® IV  ,pp. 286-287 ;FMM,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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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科学、社会一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性和意义的被
“

我们
＂

掏空的自然。 因此 ， 自然科学在所创造的世界

（自在之物的世界）中既没有给我们提供普遍的理智的方向似也没有

在作为我们的
“

住宅
＂

， 我们的生活环境的世界中为我们提供实用的生

活－取向(Weltkenntnis) 。

然而 ， 尽管他的论辩或许看起来有些新奇 ， 但康德只是再创造并

合法化了旧有的 ， 已经出现的 ， 一方面是科学 ， 另一方面是宗教道德之
180 间的界限。 一切都未远离真理。 首先 ， 在积极的意义上 ， 宗教对康德

来说 ，是一个本身教条的制度化的体系 ， 不具有任何理性的权威。 它

不是依赖于宗教信仰， 并由宗教信仰所判断的道德，而是相反 ，它是纯

粹实践理性的世俗道德， 构成了宗教信仰的唯一基础， 是一个
“

仅在理

性限制下的宗教
＂

。 其次 ， 康德的目标不是要以这种方式区分实证科

学（数学和自然科学） ， 这确保它们拥有一个独立的领域 ， 在那儿 ，它们

独自拥有认知的权威。 对他来说 ， 这些科学的自主性是一个被广泛接

受的事实 ；而且正如他明确地声明的雹它们在其自身（是
＂

为了它们

自己的安全和确定性
＂

）之中是
“

实际的和被给定的
“

。 康德的目的是

为了理性的其他形式 ， 限制这些科学的合法化权威和能力， 他主要想

通过有限的 、 人的主体（也包括对自然的非理论的主体态度的形式）设

定目的和意义。 启蒙道路上的重大阻碍不在千我们缺乏科学知识 ，或

者甚至缺乏批判的思考的能力 ， 而在于超越前者限制的倾向。＠ 实现

了上述任务 ，康德随后明确地划分了科学理性（在上述意义下）和哲

＠ 比照V ,pp. 111 雹112;CPR,p.106。

® VI,p.79;Pr,p.69. 

＠ 比照V ,p.368;CJ,p. 1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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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复道德、 宗教 、 审美态度 、理论的自然观和人性观(humaniora)的范

削与合法化兴趣的界限。＠ 这样 ， 在历史上第—次 ， 康德基本上描绘了 181

他的学说的建筑体系 ； 基本描绘了自律的现代高雅文化主要领域之间

的相互关系 。

因此 ， 康德有关实证科学作用的观点与启蒙运动时期经常提及的

观点明显不同。 科学和常识之间
“

没有察觉的分级
＂

的观点与他的观

点格格不入 ， 不是因为他对启蒙运动的快速传播和早期胜利的远景越

来越放弃和质疑 ， 而更主要的是原则性的理由 。 在通常的思考方式

下 ， 科学的出现一直是思维方式革命的结果 ， 是打破
＂

普通意识
＂

的结

果雹因为科学和常识的
“

认知水平
”

在原则上是不同的。＠ 科学不可

避免地是少数人的专业化的活动。 而且它的代理人 ， 科学家 ， 与哲学

家不同 ， 不是早期现代科学概念的道德英雄 ， 也不是启蒙运动的天才：

＂数学家、 自然哲学家(Naturkundiger)和逻辑学家， 无论前两者或许在

理性知识的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 以及后两者在哲学知识领域中取

得了更大的进步 ， 他们仍然只是理性领域的工匠(Vernunftkunstler : 理

性的工匠） 。 飞）作为拥有或多或少技能和能力的科学家执行由（理论）

理性确定的任务 ， 而且在这一点上 ， 扮演了（不存在的）
＂

世界公民社

会" (Weltburgerschaft)的一员 。 在
“ 他的理性的公共使用

＂
中 ， 他向匿

＠ 对康德来说， 或者哲学与形而上学等同 ， 或者形而上学仅仅构成了哲学的主要的和

垃高的部分， 这是一个他的文本也没有给出洁晰答案的间题。 无论如何 ， 对康德来说， 哲学／

形而上学是一种理性的先验的科学 ， 也就是 ， 一个绝对的理论认知体系 ， 但是 ， 科学 ， 无论从

它的内在的目的还是从它的科学方法来看 ， 都与数学和自然科学有养原则上和根本上的不

同 。 证明作为科学（当涉及实证科学时， 它的不可能性）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是第一《批判》

的主要任务（
“

主要的超验的问题") 。

“

超验的哲学 ， 也就是关于所有先验知识可能性的学

说 ， 总的来说是纯粹理性批判．．．．其目的是为形而上学奠定基础......" : \刑 ， p. 251 。 有关该

问题的信息 ， 参见 Marquard ,Skeptische Methode。

＠ 最后一点随处可见 ， 如 ， 可参见 V , pp. 431 -433 ; CJ, pp. 230-232; V皿 ，p.361 。

@ B,p.xi. 

＠ 有关这一方面的信息 ， 诮重点阅读 F. Kaulbach, "Weltorientienmg: Weltkennlnis und 

pragmatische Vemunft bei Kant" in Kritik w1d Metaphysik (lleimsoeth-Festschrift) , Berlin, Akade

mie Verlag, 1966 。

＠ 特别强调 B,p. 867; 也可参见 Vll,p.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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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阅读公众演讲， 此时他应当是绝对自由的应批判的科学演说原

则上必须是每一个人的自由 而且（在政治上）允许它是自由的 ， 不

受任何约束 ，因为事实上， 根据它的这个特征 ， 它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

另一方面，就科学家在具体的实际的共同体内所扮演的某些公众社会

182 角色（公务员职位）而言 ， 在
“

他的理性的私人使用
＂

中 ， 他合法化地受

到国家可能施加千运用这种功能上的所有限制。

这个奇怪的术语 ， 在那里完全是公众的和社会的东西却被称为

＂私人的
”

， 这不是偶然的。 关千科学的功能， 每个具体的社会功能都

有点特别， 即
“

私人的
＂

。 把科学从专业化活动中排除不是遴循千它服

务千一些特殊利益 ，而是遵循于它服务于人类种族的总体利益这一事

实。 实证科学是人类文明史进程中的重要因素。 它们构成了被康德

称为
＂

技能文化
＂

的决定性因素：＂普遍地促进目的的才能的主观条

件
＂

的发展雹任意的(beliebige)目的。 它们是一种中立工具， 它们既允

许人类扩大所设想的目标（正确的和错误的）范围又加强了它们实现

的力拭和安全。 因此， 康德始终没有对科学的理论命题和相关技术的

生产性规则做出任何原则性的区分。 两者的内容是相同的 ， 而后者

＂作为技术规则 ，作为后果……属千我们的自然的理论知识
＂

矶但这

是人类种族的教化而不是大多数个体的教化。 ”在人类中发展技能是

困难的， 除非通过人类的不平等方式。喝）康德反对卢梭对文化发展的

批判；对卢梭而言 ， 某些个体的进步是以类的衰退和丧失为代价而实

现的；对康德而言， 作为类的人类的进步只能以大多数个体的痛苦和

悲惨为代价来实现 。 尽管它具有对抗性和悲剧性特征 ， 然而， 这却是

真正的进步 ， 缓慢 ， 并带有许多倒退 ， 它朝着消灭敌对观点和
＂

完美的

述。

(i) VI. p. 171 ;History ,p. 5.

＠ 也可比照 S四it der Fakul血en,Vll , pp. 340-342, 康德关于普通人与科学的关系的论

® V  ,p.511 ;CJ,p.319. 

@ V ,pp. 183-184, 也可参见 pp. 29 , 240-242; CJ, pp. 390 and l0-12; CPR, p. 25。

® V  ,p.512;CJ,p.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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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结构“ 前进；这一 目标或许从来没有被完全实现 ， 但却是可以接
近的。 科学是这一对抗性文化进步的构成要素 。 通过一般性地不断

加强人类有目的活动的范阶和力量 ， 科学服务于” 所有人的幸福 ＂也
即使科学自身 ， 科学也绝不能保证， 甚至不能影响 ， 那些科学使用的 、

183

良好的且正确的目的。

的确 ，康德不仅把实证科学看作是一种教化 ， 而且潜在地也把它
看作是文明化（尽管不是道德化）的因素 ， 如果它们 “ 受助于......形而
上学 ”雹当然 ，是科学的形而上学。 哲学 ，在其＂ 广袤的 ” 意义上(Welt

begriff) , 作为智慧©的器官 ， “是与人类理性基本目标有关的所有知识
的科学”究在哲学的指引下 ， 实证科学本身促进了对理性力量和限
制的认知 ，促进了 “ 给予（理性）的能力的最终界限 ＂ 的决心硐并因此
促进了理性自我－认识和自我－约束的进程的发展 ， 这为人们准备了
“ 一个理性统治的主权国家“ 吼

不仅作为“ 智慧的科学 ＂的哲学概念 ， 而且他对这项计划坚定不移

的支持都证明了启蒙的观念深深地扎根于康德的思想中。 他极为强
调理性形式的不可简约的多元化 ， 以及因此－产生的 “ 利益＂ 的多元
化 ， 最终的理性的统一体仍然是康德哲学的一个主要观点 。 超验的能
力 ， 它们的相互影响构成有限的人类理性 ， 最终 ， 其实现了 ＂ 自由的一

致性＂

。 如果每个界线 ， 以及它们之间的等级 ， 都能被观察到 ， 那么它

们就处千彼此和谐的状态中 。 而且甚至它们的不一致 ， 它们之间有关 184

CD B,p. 879. 

® B,p. 878. 

＠ 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 ，哲学就是
“

每个人必然有兴趣
＂

的唯一科学(B, p. 867, 特别

强调） 。 但是在这个意义上 ，哲学只是一个规定的观点 ： ＂典范... …服务于每—个其结构经

常如此不同和易变的主体性哲学的目的 ， 因此认为 ，哲学是一种可能的科学的观念 ， 它从来

不存在于具体的科学之中 ， 但是 ， 我们努力通过很多途径接近它 ， 直到发现一条正确的道

路... …至少已经被发现 ． 而且形象 ， 迄今为止如此失败 ，但就授予（道德的）人类而言 ， 其取

得了通向典范的可能性":R,p. 866 。

© B,p.867, 比照V围 ， pp.342-345。

@ N ,p.478;PMN,p.134. 

@ V ,p.513;CJ,p.3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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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线的持续的争斗 ， 有关
“

能力的纠纷
“

是一个历史事实 ， 只是最终其

促进了人类的进步 ， 尽管人类的进步不再被认为导致普遍的幸福 ， 但

它却继续承诺一个更有意义和更理性的 ， 而且至少是外表上看（法律

和政治上）更自由的 ， 而且或许更加公正的人类生活。

马克斯· 韦伯的全部作品生动地展示了 ， 一个本质上来源于康德

的科学图景如何在启蒙运动的基本预设下被破坏 ， 而且不再被认为是

在想当然的情况下完成转变的。 韦伯对现代文化危机的分析是从对

形势的这样一种观察出发 ， 在这种形势中 ， ＂划界的纷争
“

反复变化 ， 而

且因为结构的原因 ， 在原则上是无法解决的。 在一 个具有讽刺意味的

“启蒙辩证法
＂

中 ， 正是理性的实际的普遍化 ， 也就是说 ， 社会的所有行

为和象征体制彻底的理性化和理智化 ， 作为西方现代性的典型特征 ，

它导致了理性的破碎并摧毁了它的统一性 。

因为理性化和人与各价值领域的关系的有意识的升华 ，

外部的和内部的 ， 以及宗教的和世俗的 ， 逼迫着个体领域的

内部和法律的自主性变得有意识：从而让它们不知不觉地陷

入那些隐藏于外部世界的原始的朴素的 关系的紧张状

态中。CD

自律性文化的出现 ， 是这一理性化的历史过程的结果之一 ， 它使

185 每一个分支具有一种固有的 、 非个人的和普遍的价值 ， 它能够产生自

己的无条件的规范和要求 。 但是
“

不同的价值领域被紧密地结合并纠

(i) 我引用的韦伯的语官依据下列英译本：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FMW), 
ed. H. H. Gerth and C. W.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阮ss, 1958; Weber, Select如s in 

Trans如如(ST) , ed. W. C. Runciman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MSS) ,ed. E. A. Ehils and H. A. Finch,New York ,Free Press, 

1949 ; Weber, &ribner, 1984。 有关韦伯的未翻译的文本 ，我参考了Gesamm.elle Au/slllze 叩·W氐
se心chafislehre(WL)第 4版 ， Tubingen,Mol1r, 1973。 [H. H. 葛斯(H. H. Gerth, 1908一1978), 德

国流亡学者 ， 与米尔斯合著（性格与社会结构） ， 合译（韦伯社会学文选）等。 c. 赖特· 米尔
斯(C. W. Mills,1916一1962),美国社会学家 ， 文化批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 著有《权

力稍英》和（社会学的想象力＞等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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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在真实的人们所采取的每一种单一的重要的态度中,
,
(j)。 然而 ， 对

每一个价值领域（科学、 艺术 、宗教等）的普遍性和它们规范的无条件

性的宣称 ， 都使得人们不可能在它们之间做出原则性的让步 ， 也不可

能把它们每一个限制到边界－清楚的领域 ， 而它们价值中的非个人

的 、 ｀｀祛魅的
”

特征使其远离
“

内部真实的可塑性
＂

， 通过它 ， 古代的多

神教至少可以对个人所经历的价值－冲突赋予一个广泛的意义。 因

此 ， ＂世界上的各价值领域彼此之间都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如果

有的话 ， 今天我们再次意识到事物可以是神圣的 ， 不仅因为它不是美

丽的 ，而且更因为到目前为止它都不是美丽的... …而且 ， 因为尼采 ， 我

们认识到事物尽管在这方面不是很好 ， 但在那个方面却相当好。 事物

或许是真实的 ， 尽管它不是美丽的 ，不是神圣的 ， 也不是好的 ， 这是司

空见惯的事情。 事实上 ，正因为那些方面它才或许是真实的
“

霓

科学 ，作为这种文化的一 个要素 ， 被迫通过努力获取文化霸权和

宣称自已为理智上合法的世界－解释的唯一拥有人 ， 来坚持其普遍性

的声称：“科学 ， 以理智完整性的名义 ， 随着声称代表一种理性的世界

观的唯一可能的形式挺身而出 。 "(©然而 ， 如果这种声称被认可 ， 如栗

科学真正想回答我们向世界提出的所有问题 ， 不是被迫的 ， 它就不再

是实证科学 ，而是被转化为
“

科学的世界观
”

， 一个伪－宗教的特别无

吸引力的和不令人满意的形式。

在现代文化冲突以及危机－隐藏的总体性中 ， 对科学的这种矛盾

地位的感知必然深深地影响对科学的理解 。 韦伯发现清晰地表达一

个整体的科学形象不再可能：对它作为客观化知识的理解要求可经验 186

地证实的 、 主体间有效的真理 ， 而对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活动

形式的理解 ， 变得彼此分离 。 两者都被看作是科学定义的自律性特征

的必然结果 ， 但在概念上它们是不相关的 ， 要求完全不同的理论解释

(i) 亟点是ST,p. 84。

® FMW,pp. 147-148. 
Q) FMW,p.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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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 ， 因为它们不能再被视为彼此之间自然地和谐地互为条件并相互

补充。 现在 ，对作为知识的科学的理解和作为社会实践形式的科学的

理解看起来 ， 至少是潜在地 ， 出现了冲突 。

一方面 ， 科学是一个独自的且独特的价值领域(Wertsphere)也这

是它自律的意义。 它是一个概念和命题（＂ 判断" - Urteile)的体系， 允

许以声称客观的和经验的 ， 主体间可证实的真理的方式对经验现实进

行理智的(denkend)排序。© 那样的真理（与通过夭启证明的真理、 通

过特殊的文化传统证实的真理 、 靠神秘启发证明的真理 ， 或基于实践

知道－怎样的真理 ，基千移情等获得的真理相对立）是
＂

值得被了解
“

的并且本身是有价值的 ， 这独立千我们对它们的使用之外， 这是自律

的科学的最终的价值假定 ， 作为一般的价值假定， 它们从来不能通过

科学方法被证明或合法化。＠ 科学活动， 其目标旨在扩大本身作为目

的的真理的范割，这仅在这种最终的且不可简约的价值前提下才有意

义—— 在这种意义上 ， 它是价值－理性活动的明显的例证。

187 尤为特殊的是 ， 自然科学＠旨在通过一个更为一般 、更为精确和经

验可证实的依据普遍的关系概念假定了因果律的体系 ，对经验的现实

事件进行理智的排序和解释。 从它们的视角来看 ， 个别事件只要能被

视为一个开放的种类的成员 ， 与另外的这个种类的一些成员之间具有

某些可量化的因果关系， 其就
“

值得被了解
＂

（与科学相关的）。 这些

科学的最终的
“

逻辑理想
＂

， 指向了它们的发展 ， 将世界转变成
＂

具有

自然的因果关系的宇宙
＂

， 这体现在使得所有未来的事件可计算并能

＠ 比照 FMW,p. 154 。

＠ 比照 MSS,pp. 58 -59 and 111 ; 四，pp.4 ,89 。

＠ 比照 FMW,pp. 143 and 152-153;MSS,pp. 110-JJJ
。

＠ 我把我的讨论限制在一—与这篇论文的目的和主题相一致一韦伯的不容置疑的

有关自然科学的稀少的和片断的评论中 ， 完全忽视他对社会和人文学科更复杂和更详尽的

讨论 ，在这些科学中他论及了价值－自由 、价值－关系和价值－解释的相关问题。 然而 ， 这

些后面的问题 ，并不影响与韦伯的
“

科学形象
”

有关的那些（更基本的）观察的有效性 ， 这里

我只是关心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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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的 “ 绝对普遍有效的规则的体系 ＂ 中 。心 正如韦伯所说 ， 这些科学

由千历史的联结已经被形成 ， 这种联结使得针对直接地和技术地使用

的实用的取向的“ 联合
“

变得可能 ， 带着获得一种有关现实总体性的纯
“ 客观的 ” 和一 元论的希 望（与古代的传统相联系 ， 也具备宗教的动

机） 。© 正是这种联结影响了直接实用－技术利益的 “ 虚拟化 ＂ ：也就

是 ， 转变成一种总体的理智态度 ， 寻求一般的和精确的 ， 同时是可计算

的和可控制的 、 反复发生的事件中的因果关系 ， 借助千方法论的数

据－选择的固定程序、概念－形成和理论－验证的方法 ， 这些目前被

假定能够创造有效的和有价值的知识 ， 无论其是否具有直接的有用

性。 这样 ， 理论的自然科学实现了它们的自律性 ， 然而它们的延伸保

持了＂ 与技术－实践的可能性的扩展紧密相连并相一致
＂

究 ” 如果我

们希望技术性地华控生活 ， 那么自然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我们必须解决

的相关问题的答案。 它完全没有考虑 ， 或设想它的目的 ， 无论我们是

否应当希望或确实希望技术性地掌控生活 ，也无论这样做最终是否有
意义。 ''@

毫无疑问 ， 这本质上屈千康德的科学形象。 然而 ， 这种把科学作

为一个理想化地体现了绝对非个人的和主体间的真理的价值的 ， 客观

的和客观化的知识体系的理解 ， 在韦伯看来是作为制度化组织的社会

活动的绝对非－康德的科学概念的补充。作为自律（而且现在在技术 188

发展中拥有确定有效的 ，而不只是被宣称的角色）的结果 ， 科学活动在

特殊的机构中被严格地专业化＠和专门化地组织起来。 它的组织不再

被看作志愿的和开放的 ， 非正式的共和国(republique des l仑ttres)或理智

＠ 比照 WL,pp.4-5 and 12-13;FMW,pp.350,355 。

＠ 比照 MSS,p. 85 ;FMW,pp. 141-142。

@ MSS,p. 86. 

@ FMW,p. 144. 

＠ ＂（科学）已经进入 r前所未有的专业化阶段 ，而且这种状况将永远持续……只有通

过严格的专业化 ， 科学工作者才能充分意识到他已经获得并将永久获得的东西 ， 而且仅此一

次 ， 在其生命中或许不会再有第二次":FMlV,pp.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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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WeltbUrgertum)的平等的联合体。 因为有关
“

国家资本主义企

业"<D的原则的研究被组织起来 ， 所以韦伯 ， 主要依据美国的经验 ， 描

述了科学的制度性结构的转化过程。 这包括从劳动的智力的 、 实验的

手段中 ， 从依据雇佣劳动原则的科学活动的经济组织中 ， 以及从直接

的研究机构的官僚化中逐渐分离出来 ， 并伴随着所有随之而来的特

征：正式界定的（教育上认证的）专业化 ， 根据非反思地接受的准则的

活动取向("被证明
＂

的研究方法） ，任务的非个人特征 ， 以及权力和能

力的等级秩序 。© 用最一般的说法 ， 这意味着科学的进步（跟随其本

身制度化的逻辑）方向以社会上固定和结构上确定的方式从参与和有

助于个体的动机与理性的决定中分离出来。

在韦伯看来 ，科学的两次概念化 ， 认识论的和社会学的 ， 不只是迥

然不同的 ， 它们还代表了潜在的冲突：前者明确要求一种价值－理性
189 的取向 ， 第二个预设了科学活动目标－理性的取向。＠ 追求客观真理

的坚定的个人的承诺与对它们的意义毫无反思的非个人的假定任务

的程序化技术解决方案相对立("解谜")炒韦伯当然知道这种潜在

的冲突：他有关文化人的职业定位和专家的专业知识之间斗争的评

论 ， ＂涉及了所有相关的文化问题
”

例并清楚地指向这一方向。 然而 ，

这一主题在他的作品中一直没有得到彰显。 此外 ， 他试图在两个图景

0 比照 FMW,pp.131 and 223-224。

＠ 能感知到的科学活动特征的变化 ， 我在这篇论文中试图粗略地追溯它的过程 ， 甚至

反映在语义学的层次上， 体现在这些活动代理人通常指称的变化上 ． 从学者 (Ge比hrter,sa

vant) 到科学家 (Wisse,ischafi如， hom叩 de sci妞ce) 然后到研究者 (Forscher, chercheur sci研

可切四） 。 有关语言学发展的早期阶段（体现在英语上的）参见 S. Ross," Sc比ntist: The Story of 
a Word" ,Anfl,(认s of Sc比nce,18(1962) ,pp.65-85 。

＠ 比照 S. N. Eisenstadt, Tradition, Change and Modernity, New York, 1973, pp. 253-259 。

[S. N. 艾森斯塔德(Shmuel Noah Eisenstadt, 1923— 2010), 以色列社会学家 ，专长在历史社会

学、比较文明研究，早期集中在对结构功能论的 一些中心假设及概念 ， 如结构分化、现代性社

会特征等的研究上 ，用比较历史的手法来辩驳更正 ， 晚期则进行多元现代性的理论阐述工

作。 著有《帝国的政治系统》 、《现代化、反抗与改变》等。 － 译者注］

＠ 韦伯写道：＂专业化的科学是技术
”

《致 E. 贾非》， 1907年9 月 I3 日 ， 引用于 E.
Baumgarten ,Max Weber: Werk u叫Person,Tubingen, 1964, p. 647 。

@ E. Baumgarten,M釭 Weber: Werk u叫Perso几
，
Tuhingen,1964, p.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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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进行洞韶 ， 想既从实践又从理论上将它们联系起来。 韦伯把现代

文化的根本的危机－现象定位在各种文化价值－领域之间的对抗性

的相互关系中 ， 定位在无法调和的
“各种秩序中的众神之间的斗争

”
和

它直接的影响中少每一种文化价值－领域的普遍性－声称 ， 对韦伯

来说 ， 尽管本身是
“

非理性的
”

， 内部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 但至少在某种

意义上其是
“

最终对待生活的可能的态度
＂

的完整的连贯的表达 。©

为此 ，韦伯的努力主要指向了连接两个迥然不同的科学形象， 指

向了证实它们结合的可能性。 在实践层面上 ， 这是通过他对
＂

作为职

业的科学
＂ 的理解和他对关于科学家的标准形象的理解来实现的。＠

对韦伯而言 ，科学家是独立千
”

所有个人的伦理品质
”＠之外的道德艺 190

术大师和
＂

追求真理的反宗教的苦行者
”

究把科学看作是
“

内在的天

命
＂

的观点的中心是完整的 、 热情的自我认同与作为唯一的激起生活

兴趣的智力任务的结合。 一个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自我选择的

任务 ， 而且其最终的意义永远不能与将时间花费在
“

相对琐碎的计算
”

和接下来的“ 固定且可靠的工作程序
＂

上的能力一起进行理性的判断 ，

无论作为＂ 技术
＂

的科学中的任务的
“

固有的逻辑
＂

要求什么 ， 它都是：

一种
“ 职业的日常生活

＂
中两种对立的价值取向的形式的结合。

更加有趣和重要的是韦伯考虑在科学的两个图景之间建立一种

理论的联系。 尽管是片断式的 ， 但他对现代西方社会和文化产生的历

史条件以及类型特征的伟大的重建表明了（至少）两个不同的理性化

O 在科学方面 ， 大众对科学不满的潮流刺激了 ＂ 文学” 和 ＂ 咖啡馆＂ 知识分子的反理智
主义。

® FMW,p . .152. 
＠ 在某些方面 ，后一种观点似乎有点奇怪有点落伍 ， 或者至少与他关于作为 “ 事业＂ 的

科学的特征不一致。 在谈论科学家的职业时 ， 韦伯的语言有时呈现出奇怪的伪宗教的言外
之意 。 他谈及将“ 人的灵魂的命运” 进行正确的推测 ， 谈论了 “ 沉醉 ＂

、 ＂迷乱” 和“ 内心的挚
爱”

， 谈及自愿接受的“ 一叶障目 “

、

”命运” 和主宰生活品质的恶陇。 参见FMW,pp. 134-137, 
t56,355-356;S1',p. 73 。

@ FMIV,p. 355. 
@ FMIV, 特别强淜p.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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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 这两个过程起源于不同的源头 ， 却都停留在确切的联结点并决

定了西方理性主义的逻辑。 一方面 ， 存在着观念体系的理智理性化的

过程（根据它们不断增长的内部一致性、精确性、普遍性等） ， 这导致了

单一的宗教世界观的毁灭 ， 导致了文化上有效象征的 ， 基于无法调和

的最终价值的世界解释体系的不可简约的多元化 ，也导致了它的各领

域彼此之间处于一种冲突的关系的自律性文化中。 另一方面 ， 与前者

相类似 ， 存在着社会行为制度秩序的实践的理性化过程（依据它们不

断提高的可计算性、可预测性、有效性等） ， 根据目标理性化（所有生活

领域的官僚化）的要求 ，这导致了社会制度的所有形式的组织结构的

同质性。

理性主义或许意味着宪全不同的事情。 如果我们想到

系统思想家对世界图景所进行的那种理性化 ， 那么它就意味

着一件事情：通过越来越精确和抽象的概念对现实进行不断

191 增长的理论掌握。 如果我们考虑到通过越来越精确的适当

的计算方法 ， 来获得一个在方法上明确被给定的和实际的目

标 ，那么理性主义就意味着另外的事情。 这些类型的理性主

义是完全不同的 ， 尽管事实上它们最终属于不可分割的

整体。。

在这种意义上 ，
“

认识论
”

和
＂

社会学
＂

的科学形象之间的分歧只

展示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基本的潜在特征 在
“

逻辑
＂

的层面上 ，两者

属于
“

不可分割的整体
”

。

然而 ， 韦伯的这些思考进 一 步提出了令人担忧的问题 。 通过它

们 ，科学 ，“我们的
“

科学（或者如韦伯所说：
“

科学已经达到一个今天

我们应把它作为真实的科学而接受它的发展阶段")®被毅然地置于

一个历史的和比较的视角当中：它是一种借助于概念而理论地掌握世

界的形式 ， 其中包括对真理特征和我们的文化有效性的特殊理解。

(D FMW, 特别强调 p.293 。

® ST,p. 3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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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记住的是 ，对科学真理价值的信仰是特定文化的产物而不是人

类的原始的本性的产物。嘀）它是
“

对西方而言独一无二的
“

理性化过

程的结果。© 然而 ，这是否意味着 ，在这种意义上科学只是对现实 ， 对

每一个相关的文化和每一个理性化的理智的理解的一种形式 ， 只不过

来自不同的方向和为了不同的目标呢？或者说西方科学在这些比较

中 ， 是否展现出它独立于特殊的历史起源问题之外 ， 独立于一个特权

情况之外呢？从它内在的理性和客观有效性来看 ， 它是否具有绝对的

“优势
”

呢？在韦伯后期的一部著作中 ， 带着这种纲领性的构想意图 ，

韦伯开始提出这个问题：

本身作为现代欧洲文明产物的人着手处理世界历史中

的问题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正确的 ， 但需记住下面的问题：

通过哪些联结的背景使它在西方世界特定的文化现象中确 192 

切地 、 独一无二地发生 ， 至少我们想思考 ，它是否代表了普遍

的意义和有效性发展的方向？＠

然而 ，我们有任何合理的理巾这样想吗？或者它仅仅是一种文化

中心主义的问题吗？

韦伯在其作品中并没有就这个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 ， 同时在我看

来 ，它们也暗示着这一问题根本没有清晰的和明了的解决办法。＠ ＿

方面 ， 韦伯极力强调理性化和
”

理性主义
”

形式的多重性 ， 以及它们意

义的多样性 ，这不仅体现在它们应用于不同的生活领域 ， 而且还体现

CD MSS,p. 110. 

® ST,p. 339. 

@ ST, 特别强悯 p.331。

＠ 关于这一问题不同的解释立场紧密联系若与韦伯理论的基本意图以及它的形成和

发展过程的重建有关的各种观点。 对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新观点已经在最近的讨论中出现 ，

参见F. H. Tenbruck," Das Werk Max Weber" ,Ko如r Zeitschrifr. fur Sozi.ologi.e urul So立如ycho/.o

g比 ， vol. 27, I 975, pp. 663-702; W. SchJuchter, Di.e Eruwi.cklung心心如皿Len Ra1如呻mus,

Tubingen, Mohr, J 979, chs I - Il , esp. pp. 34-38 ; H心红mas,7', 如r记des komm皿如如n Handel心
，

vol. I , ch. II , esp. pp. 252-261 ; and W. J. Mommsen," Rationalisierung und Mythos bei Max We

her", in K. H. Bohrer(Hg) ,Mythes und Moder心 ， Frankfurt,Suhrkamp, 1983, pp. 382-402。

185 



文化 、科学 、社会——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在每一领域之内。 尤其 ， 他特别强调理性主义的不同类型在知识领域

本身内的存在<D,在那里 ， 文化上最有意义的类型彼此不同 ，这体现在

”终极的观点和..…目标
＂

（或
”

方向")上 ， 由此产生它们的理性化 ， 而

且区别如此强烈 ，以至千
“

从一种观点看是
＇

理性的
＇

东西可能从另一

个视角看就是
＇
不理性的

＇＂
气因为韦伯拒绝接受有关历史演变的任

何一般理论的可能性或一个可以一劳永逸地确定它们的秩序和意义

的普遍的价值体系的可能性 ， 结论看起来是必然的：就那些属千完全

不同的文化的伟大的世界解释体系而言 ， 人们能做的仅仅是弄清楚它

193 们类型的区别 ，因为它们是
“

不能比较的
“

。 另一方面 ， 韦伯的很多构

想都清楚地暗示了知识发展的跨文化逻辑的预设笠他毫不犹豫地谈

到
＇
世界图景的终极形式

＂
砚并反复将现代西方文化的自主的价值领

域描述为表达
“

对待生活的最终的可能的态度
”

氮
“

我们对待生活的

最终的观点
”

例以及作为
“

朝向理性的内在的和超俗的价值观发展
”

结果的自律性（着重强调被称为
＂

合法的
“

东西） 。© 至少他的说辞能

唤起人们的印象 ， 即现代伟大的文化冲突显示了基本价值之间的最终

选择 ，这些基本价值最终归于它们完全连贯的形式 ，这样它们的特征

现在才能以自我反思的形式被认可：换句话说 ， 在一个缺乏任何意义

的世界里 ， 意义－产生有多种不同的方式 。 但是其暗含的选择理论 ，

如果确实存在的话 ， 对韦伯来说 ，这个问题永远不会发生 ： 它如此坚定

地相信我们超越的不可能性 ， 至少是以一种理性地可以预见的方式 ，

以现代性的立场（这将作为一种历史事实随着时间而变得更具普遍

性 ， 席卷其他所有的社会－文化综合体） ， 以至于这个问题 ， 在任何情

＠ 比照 FMW,p.293。

® ST, p. 34-0; 也可参见 PE,pp.77-78 and 194-199
。

＠ 比如 ， “理性的世界概念包含在救世主神话内的萌芽之中",FMW,p. 274。

@ FMW, p. 352. 

(5) FMW,p. 152. 

@ FMW,p. 143. 

(J) FMW,p.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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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都不属于经验科学家的能力范围 ，这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可以想象

的实际的关联。 而且这个信念的一 个基本构成是韦伯的坚定的信仰 ，

即对那些已经从知识之树中获得果实的人来说 ， 根本没有其他途径去

获得关千世界的连贯的经验的知识， 除了由实证科学家提供：
“

科学真

理对所有探寻真理的人来说都是确切有效的。叨）

因此 ， 有关科学的普遍有效性与文化相对性的困境作为一个真正

迫切的问题出现或许绝非偶然 ，它影响了当今的科学形象 ， 在公众对 194

科学的信心逐渐削弱之时 ， 人们对引起一种相当模糊的探索某些
“

对

科学的替代" (alternative to science) 或
＂

替代的科学" (alterative sci-

ence)的迥然有异的原因表达了各种担忧 。 在韦伯与我们的时代之

间 ， 科学的两种图景巳经被固化为毋府置疑的不同学科的方法： 一段

时间里 ， 哲学与科学社会学处千 一种彼此善意地忽视和无视的状态 。

科学的历史维度早巳被两者暂时地舍弃 ， 但韦伯曾试图通过此将这两

种方法有机地联系起来。＠ 然而， 尽管科学的不同的学科图景没有任

何接触点 ， 但它们也并非无法兼容， 事实上它们彼此处于相互补充的

关系中并且具有类似的结构。科学哲学家［以在卡尔纳普 (Carnap) 便

赖兴巴赫 (Reichenbach)和亨佩尔 (Hempel) 的著作中出现的
“

逻辑经

验主义
”

为传统］自身从事科学语言的
“

逻辑重建
“

， 即对那些理论的

句法和语义特征进行恰当的描述 ，这些理论被理解为复杂的逻辑陈述

体系 ，这使得它们满足（在不同程度上）科学性("认知的意义")的准

(D MSS, p. 84. 

＠ 接下来的一 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常概要化的和过于简单化的一评论与说英语

的文化区域的发展有关。 比如 ．在法因 ，科学哲学［在梅耶松(Meyerson) 、 加斯东 · 巴舍拉尔

(Gaston Bachelard) 、 康居朗(Canguilhem)等人的著作中］始终保持强烈的历史指向 。 它与科

学社会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其出现晚于美国）之间的差距通常不那么明显。 ［梅耶松

(Meyerson, 1859一1933),法国科学史家、古典唯理论科学哲学代表 ； 巴舍拉尔 (Gaston Bache

larcl, 1884— 1962), 法国哲学家、科学家诗人 ， 力图调和理性与经验 ， 建立一种新的唯理论 ，

若有《新科学精神》等 ；康居朗(Canguilhem, 1904一1995).法国哲学家 ， 他发展并修正巴什拉

的科学观 ．将其扩展至生物及医学课题 。 一—译者注］

＠ 卡尔纳普(Camap,J891-1970), 美国哲学家。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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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阐述的标准：证实的程度 、充分解释的条件等等。 这些标准被视为

对实际情形的纯粹的逻辑阐明和精确－正式的陈述 ， 尽管它们通常也

采用模糊的且无法自我反思的标准来引导对假说和理论的接受或拒

绝 ， 因为它们的满足说明什么被作为一种不证自明的事实而被接受。

另一方面 ，有关科学具有良好的认知功能的陈述向我们提供了一种经

验证实和技术可行（预测性的）的有关世界所获得的事物的状态的系

统知识。 科学社会学家［如斯托尔(Storer)或哈格斯特隆 (Hagstrom)

正按照默顿(Merton)的后期作品的传统工作］也忙于构建一种科学模

型 ， 该模型被理解为一个通过指向追求特定社会目标的制度化的规范

195 而建立的独立的社会行为功能体系。 这一模型后来用于确定和评判

奖励 、晋升 、交流等效果的各种经验的和可盘化的措施（指标） ， 并被作

为具体的科学组织的准备。科学的制度化规范再一次被视为（整体的

和在
“

常规
＂

的情形下）有意识地内化的簇言 ， 它实际上引导和激励了

科学家的活动 ， 因为这个充分地说明了所接受的是 一种不证自明的事

实：科学（排除一些特殊社会环境：纳粹德国 、俄罗斯斯大林时期）在社

会中运转良好 ， 也就是说， 科学成功地生产出一个逐渐被社会证实的

（被有关人员—致认可的）和全新的知识体。

然而 ，这种无意识的
“

预设的和谐
＂

的幸福状态自 20 世纪 60 年代

后期开始缓慢地解体 。 这与科学的历史观的再次出现有关一由卡

尔·波普尔(Karl Popper) <D发起 ， 他强调假说和证据之间纯粹的暂时

的关系对千科学理论有效性的重要性。 在这两门学科中 ， 托马斯· 库

恩(Thomas Kuhn严的
“

标准的
”

和
＂

革命的
“

科学理论唤醒了人们对这

＠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 I 902— 1994), 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 他认为可证伪

性是科学的不可缺少的特征 ，科学的增长是通过猜想和反驳发展的 ，理论不能被证实 ， 只能

被证伪 ， 因而其理论又被称为证伪主义。 著有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科学发现的逻辑）

等。
一—译者注

＠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1922一 1996),美国科学史家 ，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

创世人 ． 著有《科学革命的结构） 。 库恩反对把科学知识的增长看成直线似的积累 ， 或者不

断推翻的增长 ， 提出了科学和科学思想发展的动态结构理论， 第一次明确地使用了这个理论

的核心概念
“

范式
＂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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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变化的科学形象

一问题的关注。 同时 ， 人们对社会的 、 “现象论者
＂

的科学史表现出极

大的兴趣的复兴。 然而 ， 科学的全球性的再－历史化并没有导致两种

概念化的 ， 认识论上和社会学上的 ， 明显的连接 。 它的结果恰恰相反：

两种科学形象出现明显的不兼容。 诚然 ， 绝大多数（或许是大多数）工

作在两者中任一领域的人员对两个竞争的观点都保持
＂

中间的
“

立场 ，

然而这与其说是连贯的理论考虑的结果 ， 也就是一些科学的统一的概

念的结果 ， 还不如说它具有一种实际的妥协的特征 ， 这一妥协来自人

们对简单地接受由任一观点产生的所有结果的事实难以置信 。

这两种对立的图景不再与学科界限严格地相一致。 然而 ，为方便

起见 ， 我将按照普遍的方式将它们等同于学科。 在科学哲学中 ， 兴趣

巳明显从证实孤立的理论问题转移到对理论变化过程的
“

理性重建
“

上来 。 科学进一步被理解为
“

理想地客观化的
”

知识 ， 即 ，

一套陈述体

系 ， 现在通常被视为一个具有几个层次的复杂的等级组织 ， 并且包括 196

不同的逻辑－认识论的类型应人们正努力构想这种逻辑的和认识论

的（在某些情形下 ， 定为理论上的）标准 ， 它将允许在相互冲突的理论

之间做出理智的选择；某种理论在认知上的特征要 “ 优
“

千它的对手。

这一企图预设了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理性的存在， 它足以解释科学

是如何能做它显然做了的事情：创造一套变化的和发展的知识体 ， 它

考虑逐渐做出更加精确的预测并对自然进程实行更加有效的控制。

但是这一方法也导致一些不愉快的后果。 因为有关理论变化的（通常

与哲学中一以一种高度理想化的形式一作为先进理论的替代品

相同）同时期的历史的或社会学的调查案例都极具说服力地宣称 ， 所

建立的理性理论选择的标准不足以解释科学家在相关情形中的实际

＠ 尽管出现了所谓的“ 非－陈述观点
”

（斯尼德 、施坦格缪勒） ， 但总的来说 ， 我认为 ，

这保持右一种公平的描述 ， 即使科学的概念阐释 ， 强调了它的多层次结构 ， 但是其现在通常
直接被表达在程序 、 范例 、价值论的规范等中。 ［斯尼德(J. D. Sneed,1938— ) ， 美国物理学
家 、科学哲学家， 著有《数学物理学的逻辑结构》；施坦格缪勒(Wolfgang Stegmuller, 1923—

1991), 德国哲学家 ， 以对现代英美分析哲学 、逻辑学和科学基础论的研究著称 ，著有《科学哲
学的新道路》等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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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 不仅杰出的科学家们经常在一些情形中做出
＂

错误
＂

的选择 ， 此

时 ， 鉴于构想的标准 ， 他们已经能做出更加合理的选择 ， 然而 ， 更重要

的是 ， “正确
＂

的选择也经常被证明是由（至少是部分地）
＂

错误的原

因
“

激发而来的 ，也就是 ， 由这些在标准的意义上是
“

不合理的
”

想法

而产生的。 反常的是 ，科学认识论的历史化导致了科学的真实的（现

在被称作
”

表面的")历史是
＂

大量的异常现象
＂

的结果少因此 ， 如果

科学发展的内在的 、理性的逻辑这一假设能圆满解释科学是如何做到

197 它实际做到的 ， 它就通过制造一个新的谜团获得了答案 ： 如果作为科

学家的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从上述意义上说）是不合理

的 ， 那么科学发展的实际进程最终是如何与这一逻辑相一致的？

同时 ， 在科学社会学领域中 ， 人们的研究兴趣也已发生了显著的

转变从建立功能主义的作为独特的社会体系的科学模式中和从对科

学制度各种形式的有效性进行的统计评估中 ， 转移到对研究的实际进

程进行详细的实证调查 ， 经常考虑从活动者自身的视角对它进行重

建 ，重塑他们对形势（不仅包括社会的 ， 而且包括认知的 ， 以及更广义

O 参见
“

不用说 ， 任何历史哲学研究计划都不能或不该把所有的科学史解释为理性

的：甚至砓伟大的科学家也会采取错误的措施或在判断中失败 。 因为这种理性的重建保持

着永远被淹没在异常现象的海洋中" : I. Lakatos , " History of Science and 如 Ralional Recon

structions" in Ph认osophical Pa严rs, vol. I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函ty Press, 1978, p. 134 。

［伊姆雷·拉卡托斯(l而e Lakatos, 1922一1974),英籍匈牙利人 ， 著名数学哲学家和科学哲

学家 ，现代科学哲学
”

历史学派
＂

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 著有《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等。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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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层面）以及彼此相互作用的策略的解释应并不意外地 ， 这些

调查倾向于显示 ， 科学家们在实践中确实表现得很理性 ， 只是这种作

为科学家行为的理性并不是简单地遵从任何
“

科学理性的逻辑
＂

， 例如

他们决定要追寻何种研究路线 ， 是否接受或拒绝他人有争议的实验结

果 ， 在竞争的假说或理论中该如何抉择 ， 等等情形；论证性的考虑会在

一个更加宽泛的 、 普遍化的文化预期和方向的
”

外部
“

环境中产生 。 他

们与纯粹的实用主义考虑交织在一起 ， 带着由专业的和制度性的兴趣

决定的动机 ，并带着获得或维持
“

公众
”

对研究的支持的需求等。最终

科学共识的出现往往是相关的活动者之间复杂的社会谈判的结果 ， 在

那里 ， 他们的权力地位 、 声誉和豪言壮语所发挥的作用或许不亚于辩

论。 在客观－公正的科学语言中对这些选择和决定的辩护 ， 只允许在

适当的出版物上发表 ， 从这个视角来看 ， 它被视为狂欢之后(po辽f岱

tum)的理性化 ，表达一种特定文化下的专业的意识形态 ， 而不是真实

的原因和动机。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那些充分地备有证明文件的调查

的精确性 ， 但是对科学家们实际行为的解释却让人产生另外的困惑：

如果说这一行为仅仅在这一社会学的意义上是合理的 ， 如果科学的发

展事实上主要由 ， 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由这种
“

外部的
”

因素所决定 ，

而且科学的客观性是只受社会和文化控制的意识形态 ， 那么这种科学 198

＠ 参见8. 拉图尔(Bruno Latour. 法国科学哲学家，

“

科学技术学
”

领域巴黎学派的代表

人物 ，著有《行动中的科学》、 《潘多拉的希望＞等。 －译者注） 、s. w 伍尔加(S. W. Wool

gar, 英国社会学家 ，在科学和技术的社会研究 、社会问题以及社会理论方面出版了大屈著

作 。 科学家如何工作？他们如何
＂

发现
“

科学事实？为试图同答这些问题 ， 拉图尔以及伍尔

加深入到美国的一个神经内分泌学实验室， 对科学家进行观察。 与拉图尔合著（实验室生

活 ： 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等。 －译者注） 、 K. D. 诺尔－塞蒂纳(K. D. Knoor-Cetina, 美国

著名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科学人类学家，主要学术成就在于建立并完善了科学知识实验室

建构论 ，著有《制造知识－�建构主 义与科学的与境性》等。
－译者注） 、 M. J. 马尔凯(M.

J. Mulkay, 英国科学社会学家 ， 爱丁竖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著有《科学与知识社会学》 0 -

译者注） 、G.N吉尔伯特(G. N. Gil比rt'科学社会学家 ，研究科学的
“

社会修辞学
”

， 对科学

家的谈话进行语用和语义分析， 从而分析影响科学家谈话的语境及社会因素。 －一－译者

注） 、 H. M. 科林斯(H. M. Collings, 英国科学知识社会学家 ，发展了库恩的相对主义 ，著有《改

变秩序》等。
—— 译者注）等人的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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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控制自然的进程提供理论基础时 ， 怎么能成为至少技术上如此有

效的（而且日益明显）呢？人们努力将社会学的研究兴趣从科学活动

的制度条件拓展到
“

科学家们真正做的事情
＂

，这似乎又自相矛盾地导

致了这一活动的认知方面的消失 ， 而这一认知事实上构成了它的独

特性。
“

社会学的理性与认识论的理性必须在某一点上重叠
＂

， 在辩论©

初期阶段一位参与者如此写道。 大多数人会同意这一观点 ， 因为看起

来完全拒绝两种科学形象中的任何一种 并且不加限制地接受对立观

点的所有结果是不可能的。 然而 ，在两者之间的纯粹
＂

折中
“

， 它们的

混合（在科学的发展中有一种既适合外部决定又适合内部决定的角

色）也是不可行的 ，这不仅因为它看起来最终没有回答任何一个相关

的理论问题 ， 而且因为这两种相关的图景既表达了不同学科的兴趣与

方法 ， 又表达了最初对科学对立的实用的态度。 但是这两种态度的理

论表达 ， 对科学的
“

认识论的
“

辩护和
＂

社会学的
“

批评 ，如今看起来在

完全不同的平面上发展 ， 而且似乎根本没有接触过 ， 因此它们相互之

间也不可能交战 ，以进行一场有意义的交锋与对话。

在我看来 ， 所需要做的是 ，在这两种概念与方法之间做一个
“

调

解
＂

：如果你愿意 ， 可以称之为科学的
“

第三种
“

形象。 既没有关于科学

实验、假说和理论的认识论的声称 ， 也没有发生在封闭状态中的科学家

们的社交策略和谈判：它们在一个特殊的社会关系体系中被清晰地表达

出来通过这一体系变得具体化 ， 并受这一体系的约束 ，这个社会关系体

系构成并界定了科学 ， 把科学作为一种历史上特定的和特殊的文化形式

Q) R. Whitley, Introduction Lo Soc边l Proce.s.�es 。ifScien啡c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1974,p.5. [R. 惠特莱(R. Whitley) , 英国科学社会学家 ， 强询科学共同体的作用 。
一一译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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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类型。在一篇早期的论文中©我曾试图详细说明这种方法并把科学 199 

作为一种文化类型来描述 ，这依据制度化的规范 、预期和评估标准 ， 涉及

被归责的作者 、
“

正确
＂

的公众以及有效的传统之间的关系 ； 总的来说 ，

依据被制度强加的和规范性的作者－作用－观众的关系 。 在那篇文章

中 ，尽管只是以概略的和预想的方式 ，但我试图辨析这种科学的
“

文化学

的
”

观点与刚刚概述的两种现有的对立的图景之间的纠纷相关。 科学在

良好－界定的意义和清晰的真理主张的精神的客观性中被理解为一种

陈述体系；在他们的社会动机和结果都是模糊不清的情况下 ，科学被理

解为科学家们（包括他们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行为的复杂序列 ， 以及他

们相互作用的复杂序列；在这两种理解之间存在一种科学，它是高度组

织化（且不断重组）的文体(body of texts) , 就像文化的对象化一样 ， 具有

明确定义的范刚和可接受的意义形式 ， 而这些意义又由规定它们书写方

式的文化规范来决定 ，而且这些意义不能被解释、被批判或被积极地参

考和同被放人其他文本类型的关系中。科学的认知语义学和科学家行

为的社会民族学作为—个整体应该由受历史导向的 ，作为文化对象化的

一种特殊形式的科学的文化语用学进行补充和调解。

科学的这种
＂

文化学的
“

图景和研究方法 ， 肯定至少就现代自然科

学而言是片面的；它的解释潜能 ， 甚至在自己的术语上都是有限的。

因为这些科学不能仅被看作文本上的客观化的话语实践。 它们也包

含确切的 ， 平等地社会地建构的操作性的
“

实验室
”

实践 ， 这些实践具

(D G. Markus," Why is There No Hem1eneutics of Natural Sciences'? 如me Prelimi1沺-y T h e 

ses" ,S叩吵in Co, 业立 ，I, 1987, pp. 5 -51. 描述” 如果用各种可列举的和适当语境的方法来描绘

科学家的行为与信仰的方式 ，那么科学家的探究在这些方式中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
＂

的必要性

已经被M. 马尔凯(M. Mulkay)和与其合作的其他社会学家反复强调 ：参见M. Mulkay, "Action 
and Belief or Scientific Discourse?" , The P压losophy of Social S啦nces,vol. JI, 1981, pp. 173-181; M. 

Mulkay , J. Potter and S. Ye江ley , "Why an Analysis of Scientific Discourse is Needed" , in K. D. 

Knorr-Cetina, M. Mulkay (eds) , Sci.ence Obseroed, London, Sage, 1983, pp. 171-203。 然而 ， 马尔凯

等人提供的“ 话语分析”一特别参见N. Gilbert, M. Mullcay , Ope心ig p叨必ra's Box, Can1一

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理论前提方面都与我提出

的观点有很大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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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有它们自己的客观性（科学仪器） ， 自己的部分传统（来自实验的学派

和程序） ， 以及同社会活动（通常为技术 、 物质文化）的其他领域的独

特的联系 。 自然科学的特征主要由历史地转变的和文化地规定的方

式所决定 ，这是人类活动的两种基本上不同的类型 ，文本的
”

表现
“

和

实验的
“

干预
＂

，在科学本身内也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协调的应因此 ，

对自然科学的分析肯定以一种非常明确的形式使我们面对 ， 一个哲学

的基本问题：我们如何用这两种基本的方式创造意义 ， 并试图把感觉

授予话语和行为－彼此相关的世界？然而 ，为解决与科学相关的这一

点 ， 首先我们必须能充分地分析每一个特殊的实践是如何文化地在其

中构成的？只有那样我们才能有希望回答更加深入的问题：构成式的

科学能告诉我们有关世界的什么呢 ， 而且作为在世界上的社会存在，

它确实对我们做了什么呢？

＠ 在一些方面 ， 类似的观点参见 I. Hacking, Represeniing and lrneroiew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Gallison, "几story, Philosophy and the Central Metaphor", 
Science in Context, Il , I 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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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萃 为何没有自然科学的

解释学？几个初步论题

一、问题－情境

1. 自然科学的解释学—一作为一个有着鲜明认知特点的领

域一�如今已不复存在。 专门研究这一领域的著作凤毛麟角 ，为数不

多的几篇通常不过是一般性的论战－纲领性文章 ， 且主要局限于对

“主流
”

问题 ， 即关于科学的分析哲学的解释学批评。 总的说来 ， 今天

的清况依然如故 ， 关于解释学 ， 仅有一份过时的文献目录罢了应这份

书单列出了上百本关于历史 、 法学和语言学的解释学书目 ， 却没有一

本是关千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的。 与自然科学的解释学多少有点关系

的著作仅仅出现在陈旧的关千方法论的争论(Methodenstreil)之中
， 这

一争论主要围绕着因果性解释与解释学认识之间的关系展开。

201 

2. 当然 ，解释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哲学学科 ， 恰恰与这种争论 202

有关 ， 或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 ， 与人文科学试图摆脱自然科学研究范

CD N. Henrichs , B山liographie der Hen邸邸utik, Munchen, Saur,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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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建立独立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体系的斗争有关。 然而 ， 在现代 ， 后海

德格尔时期的解释学却以解释学方法的普适性为名 ， 对作为解释学研

究对象的这一有限的方法论理念发动猛烈攻击 。 这种解释学理论强

调指出 ， 不应将对解释学的
“

理解
＂

视为知识的主体与某些特定客体之

间的 某 一种可能性认知关系 ， 而应将其看作一种人类存在的基本方

式 ， 即在有限的存在中包含完整世界体验的模式。 正是由于这一普适

性要求 特别是考虑到这个学科的早期历史－－－自然科学的解释

学在现代的默默无闻才显得奇怪。

3. 如果你密切地关注
“

解释学转向
“

发起者的观点 ， 那么这种感觉

就会更加强烈 ， 他们将自然科学视为一种文化形式或者文化类别。 在

此 ， 我仅以伽达默尔为例。 伽达默尔一方面同样从自然科学自身的角

度出发 ， 明确认为解释学应具有普遍适用性。 另 一方面 ， 伽达默尔认

为自然科学体现为文学形式 ， 有着与文学作品同样的基本特性 ， 与语

言有内在关联 ， 能够用文字记录下来（语言性Sprachlichkeit) , 因此科学

与文学之间的差异并非人们通常所想的那样格格不入。 伽达默尔进

一步强调指出(D'重要的科学著作同时也可能是文学作品中的杰出典

范 ， 可以被归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一一他的这一观点多少显得有些过

时 ， 因为它更适用千伽利略时代 ，而不适合当前的自然科学研究状况。

确实 ， 当伽达默尔明确谈及现代科学时 ， 他似乎又收回了上述观点。

伽达默尔不仅重复了海德格尔著名的（对许多人而言许是臭名昭著

的）论断 ， 即
“

科学本身不会思考
”

，而且还补充道：科学
”

实际上也未
203 必能用多准确的语言说话"®。 他着重强调科学的

”

符号系统
＂

的独白

(D H. G. Gadamer, W. 心r加it un.d Me如过e, 4th edn, Tubingen, Mohr, 1975, pp. 155-
156. 

® H. G. Gad血er, Vemunft im Ze如如r 心rW炬e心c加ifi, Frankfurt, Suhrkamp, 1976,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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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特征， 认为这些符号系统完全取决于与之相关的研究领域应这样

一来 ， 他似乎否认了文学实践与自然科学著作中存在着的最基本的语

言性特征：在
”

两位会话者
＂

的对话中构建谈话
“

内容
”

， 以及与之相关

的语言的世界性和开放性。 简而言之， 伽达默尔最终想表明，一方面，

自然科学的解释学方法对日常语言和交往具有无法忽视的依赖关系；

另一方面， 考虑到它们在人之存在的总体性中所起的作用 ， 又需要在

更高层次上实现一种理性－哲学的
“

统一
”

（作为一个开放式过程） 。

这样， 解释学就能够在自然科学领域扮演—个重要的文化重构角色，

但在自主科学研究的正确文化－认知实践方面却乏善可陈。 这一直

是关于科学的分析哲学的传统研究领域， 分析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为

构建的第二
”

符号系统
”

， 即关于自然科学的理想化
＂

语言
”

， 所蕴含的

逻辑关系和方法论。

4. 这种对自然科学采取的放任（或有时甚至是敌对的）态度在某

种意义上接受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形象 ， 不仅代表了伽达默尔的观

点 ， 也代表了他的前華诸如海德格尔以及他的批评者诸如哈贝马斯的

观点（至少是其早期作品中的观点）。 然而 ，这种观点却在今天遇到了

自然科学的哲学 、史学和社会学领域内多种发展趋势的对抗， 自然科

学对这一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解释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批评意见， 并

（明里暗里地）强烈呼吁构建一 种针对科学活动自身的解释学方法。

显而易见， 针对那些用传统的
“

辉格" (whig)史观叭将过去描述为形

成该学科当前状况的一系列持续贡献）解读科学的做法所提出的强烈

批评， 从不同角度重新提出了与幼稚的发展观相对立的著名的解释学

CD H. G. Gadarner, Vern叩ft im Ze山业r der Wisse心chaft, Frankfurt, Suhrkarnp, 1976, p. 

I l. 汉娜·阿伦特在（人的条件）（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 ，第3页）中 ， 哈贝马斯在其早

期作品 ， 如《解释学与意识形态批判》（法兰克福 ， Suhrkamp出版社1971年版 ， 第130-131

贞）中的《解释学的节遍性要求》－文中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 辉格史观即
｀＇

历史的辉格解释
＇．

， 来自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uerfield) 

1931年的一次演讲 19世纪初期 ， 屈于辉格党的一些历史学家从辉格党的利益出发 ． 把历

史作为t具来论证辉格党的政见。 辉格史观者相信在历史学中存在演变的逻辑 ， 他们用现

在的标准评判过去。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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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那些幼稚的发展观不承认解释学差异在历史和历史阐释过程中
204 的作用和

“
创造性

＂
。 有趣的是 ， 即使持后一种观点的科学史家

这些人当然不是
＂ 修正主义者

”
——例如 A.C. 克龙比(A. C. Crombie)也

如今也将哲学史中的解释学方法看作科学史研究中应效仿的方法论

范例 。 在自然科学的社会学领域也能观察到同样的现象 ， 即研究兴趣

已明显从科学家之间的非正式社会交往转为（或起码是扩展到）对其

活动的文学描述构建方式上来了。©

5. 直接研究自然科学解释学的文章虽然寥寥无几 ， 但却轻而易

举地证明了解释学的某些概念和思想足以恰当描述自然科学的认知

活动。 波普尔曾指出科学研究中问答(question and answer)的解释学

逻辑 ， 并据此详尽描述了某些科学活动的问题模型。 科学知识的预判

性为包括波兰尼(Polanyi)的
“

隐性维度" (tacit dimension)副库恩的范

(D A. C. Crombie, "Philosophical Presuppositions and Shifting Interpretations of Galileo," 

In Theory Change, Anc比nt Axiomat比 and Galileo's Methodology, ed. J. Hintikka and D. Gruender, 

Dordrecht, Reidel, 1981 , vol. l , p. 279. 在本卷中 ， N. A. Jardine 表达了相同的观点("Philos

ophy of Science and the Art of Historical lnterp1戏ation," p. 347) [ A. C 克龙比(A. C. Crombie, 

1915一1996),澳大利亚动物学家 ，后成为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 －译者注］
® N. Gilbert,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Findings inlo Scientific Knowledge, " Soc. 

Stud. S也 ， 1976; L. J. Gusfield, "The Literruy Rhetorics of Sci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 

讥ew, 41 , 1976; B. Latour and P. Fabri , "La rhetorique de la science," Actes心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13, 1977; S. Woolgar, "Discovery: .Logic and Sequence in a Scientific Text," 

In The Social Process of Scien咖Investigation, ed. K.D.Knorr et al., Dord1-echt, Reidel, 1980; 

N. Gilbert and M. Mulkay, "ConlexL'> of Scientific Discourse: Social Accounting in Experimental

Papers," in函d. ; M. Mulkay,''Action and Belief or Scientific Discourse?" Phil. Soc. Sci. , 1 l ,

1981; C. Bazerman, "What Written Knowledge Does: Three Examples of Academic Discourse,"

Phil. Soc. Sci. , 11, 198 l; K. D. Knorr-Cetina, The Manufi也血e of凡砌vledge, Oxford , Perga

mon, 1981; N. Gilbert and M. Mulkay, Ope血g Pander矿s Bo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 

sity Press, 1984. 

＠ 波兰尼(Michael Polanyi, 1891一1976), 英籍犹太裔物理化学家和哲学家。 在其于

1958 年出版的《个人知识》和 1966 年出版的《隐性维度》（又译《隐性方面》）中 ， 波兰尼最早

系统论述了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知识的显性维度与隐性维度）的区别 ， 并对隐性知识及其
与科学研究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和分析。 ——译者注

198 



第七章 为何没有自然科学的解释学？几个初步论题

式(paradigm) 概念0或爱尔卡纳 (Elkana) 对“科学意象" (images of sci

ence 严作用的强调等理论提供了基础 ， 它是历史传承下来的
“

偏见
＂

（即预判）的体现（或者具体案例） ， 这种先验之见构成解释学中任何 205

认识的前提 。 同样 ， 通过解释学循环(hermeneutic circle)® 这一概念可

以对理论与观察的关系做出启发性分析。 隐喻在新理论产生过程中

所起的作用 ， 以及科学史中呈现出来的科学理论产生与承认之间的密

切关系＠一所有这些无疑都代表了各种各样的主题和问题复合体 ，

在这种复合体中 ， 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解释学方法之间有着密切的

联系。

6. 但是 ，这类观点 仅仅在为数不多的几篇试图将哲学解释学

理论引入自然科学研究中去的文章中有所体现＠ 在我看来， 却代

表了成功的类比 ， 其影响力和意义均不可小觑。 这些观点将形成已久

的解释学研究与另一条独立发展的研究和问题路线出乎意料地结合

起来 ， 从而为解释学提供了新的启示。 不过 ， 这些观点同样无法摆脱

＠ 范式概念是库恩范式理论的核心 ， 它指的是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
践规范 ， 以及从事某—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 。 －译者注

＠ 爱尔卡纳 (Y ehuda Elkana , 1934— 2012),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科学哲学家 。 爱尔卡纳

提出要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 ， 将科学作为文化解释的对象。 －译者注
＠ 西方照释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 ， 它的经典表述是：整体只有通过它的部分才能得

到理解 ， 而对部分的理解又只能通过对整体的理解。
－译者注

＠ 关于后一观点 ， 可参见 G. Holton 和 C. A. Blanpied 主编的 Science and Its Public; The 

Changing Relat如呻ip(Dordrecht, Reidel, l 976) 一书中的几篇论文 ；也可进一步参见以下论

文： R. G. A. Dolby,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n Natural Sciences," Sci. St叫. , I , 1971 , pp. 16-

21 ; S. Shapin and A .  Thackray, "Prosopography 邸 a Research'「ool in the History o「Science,"

Hi.st. Sci. , 12, 1974, pruts 2 -3; S. Shapin, "The Audience for Scie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Ed

inburgl1," H凶. Sci. , 12, 1974; R. Porter, "Science, Provincial Culture and Public Opinion in 

Enlightenment England," British Journal of Eighteenth-C叩比ry Studies , 3 , 1980 。

＠ 类似观点还出现在下列英文文献中 ， P. A. Healan, "Hermeneutics of Experimental 
Scie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Life-World," Philosop加Matlte叩如

，
9, 1972;T. Kisiel, "Com 

ments on Healan, 1972," Ze心cir.rift fur allgemeine Wissenschnftstheorie, 4, 1974; T .  Kisiel, 

"llem1eneulic Models for the Natural Sciences," in Ph彻on比心logische Fors动urtgen, ed. E.W. 
Orth, Freiburg, Alber, vol. 2, 1976; T.)(jsiel, "Heide郘er and lhe New lmagr>s of Science," in 

R吵cal Phenomenology, ed. J. Sallis, Atlantic llighlands, HumaniLics Press, 1978; and J. Farr, 

Popper s Hermeneutics, " Phil. Soc. Sci. , 13 ,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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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推过程中常见的缺陷：在转换的过程中 ， 一些原始问题或概念会丧

失其最基本的要素。 例如 ， 卡尔－奥托·阿佩尔曾明确指出<D, 当人们

206 将理论－观察之间的关系视作一种
“

解释学循环
”

时 ，就已经错过了通

过引入这一概念解决问题的整体问题－背景（这个问题是 ， 对特定认

知距离下不同的交往意义－目的进行调和的必要性）。但是 ， 在我看

来更重要的是 ， 这些做法多少有些牵强附会 ， 它们只是简单地将现成

的一般哲学解释学概念移植到自然科学活动的文化领域中去。 解释

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不仅受到解释学观点的限制；从自然科学的观点

来看也是成问题的。 直言不讳地说 ， 自然科学似乎并不需要解释学的

帮助——即使没有解释学 ， 自然科学也已经是成绩斐然了。

7. 上述观点不过是陈述了一个客观事实。 如果将人文科学和许

多
“

软
“

科学中的专业社会化现象与发达的自然科学学科中的同类现

象进行比较 ， 可以很好地说明上述观点的最大关切。 哲学 、 历史和社

会学专业的学生在受教育期间花费大蜇时间学习基本的解释学技能 ：

他们重点接受的教育和训练是如何用特定的方式理解 、 阐释和运用特

定类型的文本。 而另 一方面 ， 尽管物理学的文献在外行看起来艰深难

懂 ，但没有人明确教授物理专业的学生如何阅读本学科的这些经典文

献。 不论学生被传授了什么样的知识和技能一—物理学理论 、 数学技

巧 、在实验室环境中使用各种仪器和设备并准确分析实验结果等

等 �通过这一学习过程 ， 学生能够学会
“

物理的语言
＂

。 一旦掌握了

这种语言 ， 学生就应该能清晰无误地读懂这个学科的文章。 有趣的

是 ， 物理学的学习同 样需要严格训练学生撰写此类文献。 在不同的人

文学科中 ， 有形形色色的指南教会学生如何阅读 ， 而在自然科学中 ， 同

样有各种各样的指南教会他们如何写作-{旦不是相反。 看起来 ， 这

两大学科领域各代表了莎翁笔下角色道格培里(Dogberry)®的两种对

0) K. 0. Apel, "Comments on J. Farr, 1983," Phi如op切ofSocial沁ences, 13, 1983, pp.

186-187.

＠ 道格培里 (Dogberry)是莎士比亚喜剧《无事生非》中的人物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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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信仰：要么写 ， 要么读 ，
“

生而如此
＂

。

8. 建立一套生动而清晰的理想物理语言的想法 ， 可能会被从事

科学哲学研究的哲学家掷地有声地击碎 ； 研究科学发展史的学者可能

会发现 ，在科学领域的所有重大争论中——从哥白尼的学说到量子力 207

学 争论双方常常误解了对方的意思 ， 而这些误会却起到了建设性

的作用 ， 因为它们在争论中影响了相关理论的实际发展方式 ； 研究实

验室实验寿命＠的 “
常人方法学者" (ethnomet.hodologists)® 可以证明 ，

本已简单化了的
“

实验报告
“

对其所传达的意义通常未进行充分论证 ，

因而如果不补充一些附加条件的话 ， 即使某些专家型的读者也会看出

其中的不严谨之处 尽管有一些批评意见 ， 但自然科学的
“

素朴的

解释学
”

并未消失 ， 因为它
“

有效
＂

。 换言之 ， 自然科学的
”

意识形态"

（假如它是纯粹的意识形态的话）认为任何可接受的科学文本都能自

圆其说（因而对有判断力的读者而言是清楚明白的） ， 这种意识形态之

所以能够站得住脚 ， 是因为按其构想展开的实践的解释学结果似乎证

实了其自身的合理性。 考虑到自然科学实际取得的解释学成就 ， 自然

科学似乎比人文科学和 ＂ 软
“

社会科学学科更适合解释学。

不论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线性发展持何种观点 ， 确定无疑的是 ， 现

代自然科学起码为
＂
历史的渐进发展

”
观提供了几近完美的诠释

连续不断的传统传承以及对传统的创造和补充 ， 这一过程始终以一种

典型的方式进行着。 因此 ， 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 自然科学都具

有一—尤其是与人文科学领域永无休止的
“

派系斗争
”

形成鲜明对比

的——广泛的背景共识(background consensus)@特点。 由于存在着这

＠ 例如 ， B. Latour and S. Woolgar, labora如ry life: The Social Co咄n止tion of Scient如
Fact, Beverly Hills, Sage, 1979; or,in some respects,Knorr-Cetina, The Manufacture of知owl

edge。

＠ 常人方法学 (ethnomethodology) , 义译本土方法论或民族方法学等 ， 是 20 世纪 60年

代发展起来的微观杜会学理论之一 ，是分析人们在日常社会相互作用中所逄循的全部规则

的社会学方法 ，创始人是美国社会学家芬克尔 。 一一译者注

＠ 哈贝马斯认为背景共识是一种比世界观、道徙观、历史观等更为根本的共识 ， 它是

一个民族的潜意识。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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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共识， 因此前沿研究领域中的争议和不同观点都能相对快速地得到

＂化解
＂

（即使争端有时候不得不通过
“

决议
＂

来解决 ， 这一”决议
“

可能

是错误的 ， 随时可能被撤销）。 最后 ， 不论实际发生的误解有多频繁
208 (无法判断的事实） ，至少

”

因误解而引起的争议
＂

， 这种也许在哲学领

域（以及许多其他人文科学领域中）经常出现的对抗 ，在当代自然科学

界并不是一种“ 常态
＂

。总是担心自己的思想被误读似乎成了哲学家

的心病(neurosis philosophicus) , 从柏拉图的第七封书信开始并贯穿整

个哲学史，但在公开发表的自然科学文献中我们几乎不会发现这种情

绪。因而 ，考虑到所有必备条件 ， 现代自然科学似乎代表了一个真正

的解释学伊甸园：一种无须费力劳神即可实现的完美状态。 因此 ， 任

何对自然科学所做的解释学考察都要首先回答这一问题：为什么从自

然科学实践的观点来看 ， 解释学自身的认知兴趣和方法变得无关紧要

了（或者 ，至少可以这样问 ，为什么它们似乎变得无关紧要了）？但是 ，

如果仅仅指出或证明某些哲学解释学观点和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对自

然科学研究依然适用 ，那么这样的回答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

9. 众所周知 ， 伊甸园式的幸福和单纯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 并且这

种纯真和美好需要我们做出取舍：在伊甸园中生活是要付出代价的 。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各小节中历数这些代价。 或者 ， 用不大
”

诗情画意
”

的方式来说：我将试着以 一种概要的方式 ， 阐述当代自然科学的某些

基本特征 ，即自然科学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实践和文化类型的特征

（或者用另一套术语来说 ，

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类型） 。 这些特征至

少可以部分地 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的解释学成果既
＂

成功
”

又
“

天

真
＂

。 同时我还想指出（哪怕只是简要提示）形成这些特征的历史－

文化过程。（如果说我们的分析停留千这一本质上的
“

文化
＂

层面 ， 并

不意味着我否认其与更深层次的社会变革之间的相互作用。 我的态

度恰恰相反 ，只是棚于篇幅 ， 无法对二者的相互关系做有意义的探讨。

我还要补充一点：关千科学的
“

文化学
”

方法确实反映了本人的观点 ，

不仅从公认的 、现代社会文化活动的
“

相对自主性
＂

角度来看如此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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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特定的、自成一体的关系体系的存在中亦是如此 ， 这种关系体系

与文化的生产、传播 、接受 、创新有关。 ）

10. 以下分析所采用的 方法就其本身而言 至少在我看 209

来 －是解释学的方法 ，但是 这些方法不大常见 ， 而且带有
＂

修正主

义
“

色彩。 为了同当代哲学解释学的本体论方法相区别 ，我将其称为

文化制度的历史解释学范畴应这种方法强调对作者－文本－读者

(ATR) 关系的比较性分析 ，这一关系构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文化

类型。 无疑 ，ATR 关系的术语本身并不仅仅属千解释学 ； 它们也可被

视作（文学）交往社会学的概念域。但是 ，下列三个要点明确属于解释

学范畴：

(I)作者和读者的角色并不完全取决于经验－社会学和／或心理

学－变橄 ， 也决定于具体文本的类型特征所提出的规范性要求。 每篇

文本都深深烙印着作者的立场和
＂

心声
”

， 同时还假定了一个鲜明的读

者角色以及这个角色所规定的（与其角色相适应的）一种或多种读者

态度。

(2) 某一文本只能在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中获得自身的
”

类型
”

特

征 ，
一个文本必须以文化的方式嵌入这一关系传统中 ，并且这一传统

可以（或应该可以）在文本中得到体现和部分重构。

(3)文化对象化（或狭义的文学对象化）的历史
”

产物
”

只能通过

与其同步的接受过程进行理韶 ， 这一过程一方面包含着第一个活动的

特定目的；另一方面 ， 它作为一个主动的过程 ，在交互对话中 ， 与其他

因索共同决定这些活动的进程。

在接下来的第二节至第四节中 ，我们将从以上论述的三个方面 ，

即文本的署名作者 、 预先假定的合格读者 ， 以及一篇文本与其他文本

CD 在方法论意义上 ， 我从所谓的
“

接受美学 ＂ 中 ， 特别是从H. R. Jauss的/.i.J,eraturge
schichte al.s ProvokaJ如 (Frankfurt. Suhrkamp, 1970) 和 R. Warning 编担的 R迈ptior心如tik:

Then由und Pr心is(Munchen, Fink, 1975)两书中借用了一些概念（虽然只是笼统地使用 ， 而

且对其含义也做了相当大的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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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传统进行简要分析。

二、自然科学文本的署名作者

11. 在我们复杂的文明体系中， 与文化相关的文本都被约定俗成

地视作
＂

带有作者个人色彩
＂

的作品， 即是说， 这些作品属于某一特定

的个人（或是几个人合作的结果），是他或她（或他们）的
“

创造
＂

。 但

这些文本（或广义上的著作）的这一文化特性不能简单地被视作某个

人或某些人有意识的 、 相对自主的非习惯性活动的结果。 传统文化认

为这些作品是不应署名的， 而另一方面 ， 在当前的文化环境中， 人们又

有着强烈的冲动要为意义重大的文化客体找到其明确的作者， 这种冲

动是如此强烈， 以至于人们要去
＂

发现
“

过去传承下来的无名作品的真

实作者， 即使大家也知道， 围千这些作品当年的创作条件， 这个想法的

可行性是相当值得怀疑的。。

从上述归属－”所有权
＂

的角度来看， 自然科学的文本带有强烈的

作者个人色彩。 这一点明确体现在（当前常见的）多作者合作的情况

中：关于
“

作者排名
”

，有一个精心推敲 、 高度正规的习惯做法 ， 对每位

作者在合作成果中所
＂

承担的份额
“

给予认定。 这样看来 ，著作权在现

代科学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因为社会对作者的奖励（以及激

励）机制深深植根于这一观念之中。

12. 尽管有着如此高度个人化的著作权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个

人主义思想），当代自然科学文本的署名作者（作为一种常规）却完全

＠ 在艺术史实践中 ，这一趋势尤其明显 ，因为这个领域对
“

属性
”

问题特别感兴趣。 过

去的艺术作品往往归功干艺术家个人 ， 尽管大家都知道 ，这些作品产生于内部严格分工的团

队 ，其制作
”

计划
”

有可能完全出自其捐赠人或赞助商（之所以
”

制作
”

这一作品是因为赞助

者生活于作品发生的年代） ， 而且在这些作品产生的年代， 在文化领域中并不重视现在对

“原本
”

和
＂

复制品
＂

的区分。 在艺术领域里 ， 大家特别关心著作权的归属问题 ， 这似乎不是

偶然的，因为在我们的文化范畴内 ， 艺术作品大多被看作是与众不同的杰出人物的自我表达

和自我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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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去个性化的。作者角色的去个性化是这些文本的一个基本特征 ， 构 211

成了一个独立的 、 特色鲜明的话语类型。。 以下几个观点可能与此

相关：

(1)当代自然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类型）的特点是极端缺乏普遍

接受的文学类型或形式（一般来说 ，文学类型或形式的多样化能够让

作者以符合文化规范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交流内容所持的不同的态度

和义务） 。 “科技论文
＂

（被不够严谨地划分为实验性论文和理论性论

文） 、 ｀｀综合性教科书
”

和
”

理论专著
”

等都是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主要文

字类型乒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 ， 自19世纪末以来 ， “理论专著
”

这一

类型在逐渐减少。 巾于教科书的主要功能是全面系统地将某个研究

领域内业已取得的成果加以固化 ， 因此
“

论文
“

几乎就成了形成（或者

至少是公开记录）新科研成果和新思想的唯一文字类型。＠

(2) 当代科技论文（特别是实验性的
”

研究报告
＂

）都为作者严格

规范了常规的标准结构 ， 这一结构规定了著名的论文写作格式：摘

要 － 引言 － 材料与方法 － 结果 － 讨论 － 参考文献。 后面我们还会讨

论这种结构的解释学意义(§39 -40) 。这种论文组织方式有着深远的

影响 ， 因为它揭示了论文应被理解的特有方式。 摘要的存在假定了概

括论文的基本
”

内容
“

是可能的 ，也就是说 ， 后者独立于论文的文字形 212

式和论证语境之外。 引言部分和讨论部分的区别以及方法部分与结

果部分的区别暗示了将
“

阐释
＂

与
＂

描述
＂

区分开来的可能性 ， 而方法

部分和结果部分的划分也意味着有可能将研究与研究
”

结果
”

区别

＠ 比照Bazerman在''What Written Knowledge Does" (第365贞）中的观点 ： ＂作者似乎

只是被用来填补一个空缺，仅仅是与其他试图填补同一 个空缺的作者竞争。
一个人也许在

面对其他同事时会感到自豪 ， 但是在大自然而前却是微不足道的 。＂考虑到科学家之间日益

减少的日常交流强化了每个人的个性和思想交锋 ， 这—文本对象化的去个性化特点越发显

得引入注目 。

＠ 在这个清单中 ， 也许还要加上相当规范化的
“

类型
”

， 诸如博士论文和学术会议或学

术研讨会
”

论文集
＂

。

@ T. Kuhn, T. 如StntCture of Sc印ntifi比 Revolutio心 ， 2nd ed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pp. 136-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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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来。

(3) 研究性论文有其自身独特的写作风格和严格遵守的惯例；它

们通常都有一种共同的特定
”
语域"CD, 我们之前提到的

”
写作训练

“
基

本上源于其使用的社会化。 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年里 ，社会学家（语言

学家次之）对自然科学的这个
＂

文学修辞
＂

领域给予了大撇关注。＠ 由

于不可能详尽地逐一介绍每个人的具体观点 ， 在此仅概括他们共同的

某些最具代表性的特点。我们已经指出 ，实验性论文的
”
语言

“
首先是

高度去语境化(decontexiualised)的：在这些文章的主体部分中 ， 人们根

据实验室的具体条件 ， 从一套限定的词汇中选取规范 、 简洁和通用的

公式来表达具体的实验行为。 去语境化的另 一个标志是 ， 这些文章

（与其他类型的文本相比）中很少出现
“

索引性表达
＂

。特别是－—－与

作者的去个性化直接相关一一 在所有的人称代词（用来表达主体与文

本内容的不同关系）中只允许使用无差别的
“

我们
＂

。 此外 ， 自然科学

文本喜欢使用被动语态 ， 通过这种语态的使用 ， 实验者（
＂

真正的作

者")在实验室中通过实际选择有意识采取的行动被转变成一系列前
213 后相继的事件。最后 ， 这些文本不仅排除任何明确的价值判断 ， 而且

CD .. 语域
”

这个概念是指关于词汇－语法和文本－组织的选择(.. 域
＂

、”本体
”

和
＂

话语

模式
＂

） ， 这些选择通过根据社交情景中确定的语言使用来系统实现。 关干这个概念的详细

解释， 可参见M. A. K. Halliday, Lang皿ge as Soc叫Semio如 ， London, Arnold, 1978 , pp. 31-

35, 63-68, etc. 

＠ 参见M. Gopnik, 切guistic S匹如 res in S叩,u如 T釭ts, 吓e Hague, Mouton; A. Hof 

stadter, "The Scientific 叩d Literary Uses of Language'' in Symbols a叫Soc比灯， ed. L. Bryson, 

New York, Harper, 1955 ; 以及N. Gilbert,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Fin血gs into Scien

ti fie Knowledge," Soc. Stud. Sci. , 1976; L. J. Gusfield, "The Literary Rhetorics of Science," 

A叩rican Soc叫o驴cal Rev如 ， 41, 1976; B. 压our and P .  Fabri , "La rh�torique de la science," 

Actes心la Recherc加e几斡nces Soc比Les • 13 , 1977 ; S. W oolgar, " Discove可： Logic and Sequence 

in a Scientific Text , " ln The Soc比l Pro吽 ofScien1. 如 Im.亚ga血 ， ed. K. D. Knorr et al. , D o r 

drecht, Reidel, 1980; N. Gilbert and M. Mulkay, "Contexts of Sci en Li fie Oil叱ourse: Social A c 

counting in Experimental Papers," in ibid. ; M. Mulkay, "Action and Belief or Scientific Dis 

course?" Phil. Soc. Sci. , 11, 1981; C. Bazem1an, "What Written Knowledge Does: Three Ex

amples of Academic Discourse," Phil. Soc. Sci. , 11, 1981; K. D. Knorr-Cetina, 71如 Manufac-

ture of K动wledge, Oxford, Pergamon, 1981; N. Gilbert and M. Mulkay, Ope咖g Pandora's 

Bo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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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使用情绪化 、不规范 、 暗示作者个人态度的词语。

从以上列出的这些特点来看 ， 自然科学文本的
“

署名作者
”

更像是

一位无名的执行者 ， 按照适当的方法论和严格规范的程序开展活动 ，

并以客观的观察者身份分析活动结果－他只需具有必需的专业能

力 ，而无须任何个性化标签。 通过这种作者去个性化的做法 ， 实验性

论文获得了报告这一文学类型的基本文化特征。

13. 当然 ， 作者角色的去个性化代表的是一种
“

类型
＂

要求；它不是

事实 ， 但是起到规范的作用（而且具有规范意义）：

(I) 实验报告不与作者个人挂钩 ，这 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虚设的

命题 ， 因为做同样实验的两位科学家绝不会（根据公认的
“

雷同性
“

标

准 ， 因为原则上实验不可能从文字表达角度加以复制）以一模一样的

方式写报告。 此外 ， 各种
“

解释方式
＂

之间存在的差异 ，不仅反映无关

紧要的个人特质 ， 也具有深远的认知效果。 一般说来 ， 实验数据（取决

于其理论语境）允许人们对结论做不同的解释 ， 这些解释又可以用不

同的
“

认知力
”

予以重构 ， 有的解释是有条件的 ，而有的则是确定无疑

的。 因此 ， 尽管科技论文有着纯粹的去个性化
＂

语境
”

色彩 ， 但总是留

有个人选择的余地 ， 例如 ， 对于某些可能的知识性论断 ，需要在对其进

行最大化处理还是最小化处理两种策略之间做出选择。

(2) 然而 ，很有特点的是－这一特点属于上述
＂

作者角色
”

规范

效应—— 对文中的知识性论断（即认真考虑所有可能遇到的反对意

见 、 以适当怀疑的态度提供解读数据等）进行最小化处理的策略被认

为是一种正确的科学态度。 这不仅仅体现在作为科学精神的一部分 ，

应以谨慎和怀疑的态度对各种可能观点进行评估 ， 更重要的是， 如果

采用了这种 最小化处理的策略 ， 那么即使实验结果不为科学界所接

受 ， 也不会被看作是作者的错误或失误。 通常只会被看作
” 运气不 214

好
＂

，是由于以现有的知识水平无法预见和解释的
“

异常事件
＂

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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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 ， 它可以
＂

发生
“

在任何实验者身上应从这个意义上看 ， 作者

角色的去个性化一在适当的条件下一与减轻公开发表文章的作

者责任（认知意义上的）是联系在一起的。 这当然意味着作者因减轻

了文中知识性论断的分量而得到了
＂

回报
”

一 —不过这个策略对千科

学进步而言却几乎毫无益处。 然而 ， 这一趋势又被科学对象化的另一

条规范性要求抵消了：知识性论断必须对现有知识体系有新的贡献。

由于成果的创新性既是科学界接受任何研究成果的基本标准 ， 又是对

其重要性进行评估所遵循的准则 ， 因此从这一要求的角度看 ， 对认知

论断进行最大化处理的策略更为适用。 由于这两条规范同时有效 ， 因

此可能在选择时发生冲突 ， 所以每位科学家在每个研究课题中都必须

在
“

怀疑论
”
和

＂
独断论

”
表述之间选择一个折中方案。

(3) 如果说署名作者的去个性化减轻了文本真正作者的责任 ， 那

么这种去主体化的做法同时也削弱了作者对文本意义的权威性和控

制权。 在前面的章节中 (§8) 我提到过一个事实一 一与人文科学相

比一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关千蓄意或不慎误解的指责是相对罕见的

（仅就发表的文本而言 ， 因为这样的指责在非正式信函中频频出现）。

然而现在还得用一个观察结果来补充这个说法 ，即在自然科学领域中

常常发生另外一种 ， 而且是更奇怪的误解。 人们常常指责作者（即使

只是轻描淡写地）误解了他人论文中
”

描述
＂

的内容。 研究性论文的

主体部分所阐述的内容被认为是超出作者控制的 ， 它属于非个体和多

个体范畴。 在这个意义上 ， 科技论文在这一文化－解释学实践中确实

被视为无限的
”

自然之书
”

中的不完美片段。 这或许同时解释了为何
215 这个关于

＂
自然之书

＂

的不完美片段的比喻能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 ，为

了表达对自然的
“

同情
＂

，这一比喻起初作为神创的意义－联结被引入

<D 想了解说明这个观点的案例研究 ， 可参见8. Harvey, "The Effects of Social Context on 
如 Process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 " in The Social Process of S涩niific Im迎igat如n, 叫. Knorr et 
al. ,esp. pp. 149-151; 还可以进一步参见Knorr-Celina, The Ma几／如叩re of Knowl叫'ge,pp.102,
124-126; Gilbert and Mulkay, Ope几ing Pandor矿 s Box, ch.4,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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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的传统之中 ， 即使在其全部神学－本体论背景发生首次变革

之后其依然保持着生命力 ，只是后来彻底消失了。。

14. 作者角色的去个性化和去主体化出人意料地将自然科学文

本置于与某些现代主义文学相似的路线上 ， 现代主义文学有计划有意

识地试图排除作者的个人色彩［用马拉美(Mallarme严的话来说 ， 叫作

以 ＂ 诗人话语的消失" (dispari勋n elocutoire du poete)为特色的 “
纯作

品" (oeu订e pure)]。 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对比看上去似乎（我还得加几

个字：它实际上就是）相当荒谬 ， 反倒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一番。

有计划地将作者的主观色彩从
“

纯诗歌
＂

中排除（或者将叙述者

从
＂

新小说
＂

中排除） ， 其目的是使这些文本完全成为自我指涉的。 就

是说 ，它坚持让读者因文本
”

自身
＂

而接受文本：它强调文中的语言应

该是组成文本的质料 ， 而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交流手段（关于某种事

物的交流手段 ， 不论它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 这要通过对直接指代

关系的同一性和统一性进行有意识和系统的摧毁来实现（只要它有可

＠ 当然 ， 最近一次引用这一比喻是在我们将
“

生物密码
＂

氨基酸分析比作＂ 解码＂

的时

候。 还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 ，经常反复引用这个惯用语句的思想家 ，居然是一些在理论上

完全反对将知识的理解比作对某些已经清楚表达的东西的
“

正确解读
＂

的人。 例如 ， 马克思

在他首次试图从激进的历史观点出发 ， 将知识的理解看作一种特定的生产类型的时候 ， 就干

脆将
“

自然之书
＂

的比喻转化为T业领域中
“

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负的书.
,

(M叩 ，

飞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 1844, reprinted in Mar.l:-Engels: 肌r比 ， Berlin, Di

ctz, 1968, vol. I, p. 543) 。 关千这个比喻的历史和作用 ， 可参见E. Curtius, Europiiische lite
ratur urul la如心ches Miuelalter, Bern, Francke, 1948, ch.16; B. Nelson,''Certitude and the 

Book of Scripture, Nature, ru1d Conscience," in The Nature of Scient和D这卯句， ed. 0. Gin
gerich,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e, 1975; E. Rothacker, D心 'Buch心r Natur', Bonn , 

Bouvier, 1979; E. L. Eisenstein, The Printing Press 心 an Ag如 of Change, Cambridge, C a m 

hridge Unjven. 八y Press, 1980, ch. 5; 以及H. Blumenberg, Die压如rkeit 心r Welt 、 Frankfurt,

Suhrkan1p, 1981 。

© 马拉美(Sttphane Mallarmt, J 842—1898), 法国诗人、 文学评论家 。 一 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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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能实现） ， 这些指代关系在语言的使用中自然地呈现出来。<D

自然科学文本在各个相关方面都表现出与此完全对立的特点。

有限的词汇量 ， 平直的句法结构 ， 修辞手段 、 诗意形象和惯用语句 (to

poi)的禁用等 ，所有这些都使得自然科学文本的语言（对千合格的
“

说

话者
＂

而言）直白易懂 ， 完全没有语言上的雕琢润饰。 它们将语言的作

用确定为规范的交流工具 ， 将表达作者态度的成分排除在外（至少排

除在论文的主体之外） ， 这种做法旨在实现其指代功能的统一 ， 而它欲

统一和强调的恰恰是直接（对象）指代功能。

因此 ， 两种
“

去个性化
＂

文本恰好在大世文化性文本中处于两个相

对的极点。 那些主张让
＂

语言自已来说话
＂

的文本和那些主张让
”

事

实自已来说话
＂

的文本代表着多种解释学立场中的两种极端观点 ， 从

这些解释学观点出发 ，我们的文化允许我们（或使我们有可能）在我们

只是偶然生活千其中的世界中发出声音（或谈论这个世界）。

15. 据我所知 ， 还没有关于
“

科学
”

文本的基本
”

类型
”

－文字特点

演变的系统化 、历史性研究。 但是 ，初步的历史思考又表明 ， 如果把自

然科学一词置于普遍接受的历史坐标和意义范畴中进行考僵 ， 对作者

个人色彩和立场的去个性化并不能完全代表
”

自然科学
＂

的特点。 简

要回顾一下前面(§12) 描述过的
”

类型
”

－文本特点 ， 就可以清楚看

出 ， 这样一种解释学的特点只属于相对晚近的自然科学阶段。 从文艺

217 复兴的全盛时期到 18 世纪末 ， 一直有多种特点鲜明的文献类型可供

作家－科学家们根据环境 、作者意图和态度等因索进行选择。© 这些

文献形式受到的规范性限制要比今天少得多。 另外 ，在 17 世纪和 18

CD R. Warning, "Der inszenierte Diskurs," in Funktione11 des Fiktiven. eel. D. Hen百ch and 

W. Iser, Muachen. Fink, 1983, pp. 198-200; R. S. Zons, " Ober den Ursprong des literarischeo

W呻s nus d如 Geist cler Autorscl呻, •·in Kol炳uium 灿，过 ,md Ph如ophie, ed. W. OelmuUer,

M!inchen, Schoningh, vol. 3 , l983, pp. 122-127; M. Riffaterrc, Text Prod四如 ， New York, C o 

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2 2 1 -239. 

＠ 所以 L. Olschki 才有可能用将近一百页的篇幅来讨论 16 世纪意大利科学文献的各

种类型 。 参见 L. Olscl如 ， Ceschichte der ne匹prac汕chen wissenschaftl比hen literatur, Lei 西g, 01-

schki. vol. 2, 1922, pp. 21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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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许多重要的自然哲学和自然历史著作中都带有明显的作者个

人色彩 ， 在涉及神学－形而上学或方法论问题的章节中更是比比皆是

（常常如此）。 直至 19 世纪 ， 实验报告还遵循一个带有强烈
＂

叙事
”

特

点的组织结构 ， 作者在其中担任叙事者的角色。 总的说来 ， 在 19 世纪

末以前 ， 如上所述的作者角色去个性化现象还没有完全形成。

16. 我们对自然科学文献形式的演变缺乏严密的历史考察 ， 但这

种缺失可以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弥补：对自然科学如何摆脱人文艺术领

域 ， 建立独立学科的过程做一简要回顾 ， 而这个过程更为人所熟知 。

这一历史性的独立与作家－科学家角色的去个性化现象有关 ， 因为在

我们的文化传统里 ， 文学艺术作品被首要地阐释为一尽管存在着前

面提到过的 、与此对立的现代主义倾向 一种不可复制的 、 极其个

性化的表达方式 ， 也就是说 ， 它们通常与作者强烈的个性化形象和角

色有关。

因此 ， 令人颇为感兴趣的是 ， 在文学艺术作品与自然科学各自获

得文化自主性的漫长过程中 ， 一开始它们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紧密相关

的统一体 ， 因为二者都被看作个性化－个体化创造的体现。 文艺复兴

时期的大师们将艺术家和学者统称为
“

科学家
“

，这样一来 ， 像布鲁内

莱斯基(Brunellesc伍）或列奥纳多· 达· 芬奇(Leonardo <la Vinci)这样

的全才0就很难在自己的艺术 、技艺和科学追求之间划分严格的界限。

达·芬奇断然将绘画归入科学的范畴 ， 并认为绘画与诗歌不同 ， 理由 218

是诗歌与道德哲学有关 ， 而绘画则与自然哲学有关。＠ 一般认为 ， 这种

将建筑艺术和视觉艺术的
“

融合
＂

划分为一种类型 ， 将自然
“

科学
”

划

＠ 布鲁内莱斯枯(Filippo Rmnelleschi, I 377一1446).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颇负盛名的

建筑师与T程师 ． 在建筑艺术上取得了杰出成就， 并在透视学和数学领域做出（丑要贡献 ；

列奥纳多· 达· 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452一） 519),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多个领域的

博物学家 ， 同时是画家 、解剖学者 、 艺术家 、 工程师 、 数学家 、 发明家。 布鲁内莱斯基与达· 芬

奇无穷的好奇与创意使得二人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全才型的代表人物。 ——译者注

(ID Leona兀lo da Vinci,Notebooks,selected and ed. I. A. Richter, Oxforcl, 0血rd Unive函ty

Press, 1980, p.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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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一种类型的方法到 15 世纪就结束了：＂到了16世纪中叶
”

， 本－

戴维写道 ， “科学与艺术的关系又回归到早期的模式 ， 二者分道扬镶 ，

几乎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交集
”

吼

但是 ， 以上描述显得过于简单了， 因为科学与艺术的彻底分化过

程是相当漫长的。 就那些技术创新（比如旋转 、 圆形浮雕 、雕刻等）在

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
“

小艺术
”

领域而言 ， 一人身兼艺术家和科学家二

职的情况甚至一直持续到 18 世纪雹而且这看起来更加容易 ， 因为那

些艺术的实践者同时又是
＂

哲学工具
＂

的制造者。 甚至像绘画这样的

主要艺术领域也与某些自然哲学分支（主要是光学）保持着相对密切

和直接的关系 ， 直到 18 世纪都是如此。 二者间的交集既有实践特色

［比如维米尔(Vermeer) 、 法布里蒂乌斯(Fab如us)或霍赫斯特拉滕

(Hoogstraaten)® 等画家对最新光学装置的使用］ ， 又有意识形态特色

（比如在绘画手册中错误地运用牛顿光学原理） ， 这一交集使得这个时

期的风景画家们继续将自已看作自然哲学的实验者怠甚至到了 19

219 世纪 ， 约翰· 拉斯金(John Ruskjn)® 还在意味深长地告诉画家们首先

要学会把大自然看作来自科学的大自然（符合那个时代的特点 ， 他所

指的科学是地质学）。

17. 然而 ， 就我们讨论的主体而言 ， 自然科学与文学艺术分化的问

(i) J. Ben-David, "The Scientific Role: The Con如tions of Its压tablishment in E叩pe," Mi
neroa, 4, 1965, p. 29. 类似的观点请参见 G. de Santillana, "The Role of Art in the Scientific 
Ren昢ssance,"in Cril.ical Proble呕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ed. M. Clagett,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9; and J. S. Ackennan, "Science and the Visual Arts," in Seventeenth-Cen怔

ry Science a叫the A心 ， ed. H. H. Rhy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 有个与此相关的有趣的例子 ， 参见 P. M. Gouk, "The Union of Art and Scie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 Spengler, Artist, Turner and Natural Scientist," An叩ls 沁. , 40, 1983 。

＠ 维米尔(Jan Vermeer, I 632—1675) 、法布里蒂乌斯(Carel Fabritius, 1622一1654) 、霍
赫斯特拉滕(Samuel van Hoogstraaten, J 627—1678), 同为荷兰黄金时代著名画家 ， 其作品注

重对光影的巧妙运用 。 －译者注
＠ 参见 J. Gage, "Newton and Painting," in Common De心n血吵rs in Art and Scie亟

，
ed.

M. PoUock,Aberdeen, Aberdeen University Pre邸 ， 1983 。

＠ 约翰·拉斯金(Jolm Ruskin, 1819一1900),英国作家 、 艺术家 、艺术评论家 、哲学家 、

业余地质学家。 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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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这个问题超出自然科学发展给文学带来的

影响 ， 以及文学对科学理 论认可程度的影响宽勒佩尼斯 (W. Lepe

nies)® 在一篇有趣的论文中对此做过详尽探讨。 他 的主要结论是：

“直到18世纪以前 ，科学和文学的分化是毫无意义的
“

例如果按照字

面意思来理解的话 ， 这种说法显然是过于夸张了。 比如说 ， 肯定没有

哪个当代读者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 ， 即马里沃 (Marivaux)@和莫佩尔

蒂 (Maupertuis 沁二人分别屈千不同的文化类别。但是 ， 当勒佩尼斯强

调说直到18世纪上半叶 ， 将明确的美学－修辞学要求和标准运用到

自然哲学和历史学的写作中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正确做法时 ， 他是完全

正确的。 据我所知 ， 最先明确提出科学与文学关系问题的是瑙泽 (De

La Nauze)于 1740 年（为了反对科学与文学的分离）向皇家学术委员

会雕塑与文学院提交的一份备忘录应只是到了18世纪的下半叶才

有越来越多的人发表与此不同的意见［例如 ，关千布丰 (Buffon 炒著作

的讨论和争议］ ， 他们一方面强调科学的客观性和精确性要求 ， 另一方

面强调科学应具有文体的
“

美感
＂

， 而二者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 然

而 ， 只要文学和科学首先都被看作智慧和道德修养的力员 ， 即只荌二

者均从其与个人的关系角度， 而不是从对象化的角度去理解 ， 那么就

无须对二者做严格区分。 因此 ， 第一个从理论上明确区分科学与艺术

＠ 与牛顿主义和英国诗歌有关的观点消参见 M. H. Nicolson, Net讥on Deman小小e
Muse, Princeton, Print;eton University Pr邸

，
1946; and D. Bush, Sc比nee nruL Engl呻Poet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 勒佩尼斯 (W. Lepenies, 1941一 ） ， 德国著名补会学家 ， 柏林自巾大学社会学教授 ， 曾

任柏林高等研究院院长(I986 - 200 l) , 并曾在世界多所大学任职。
－译者注

® W. Lepenies, "Der Wissenschaftler als Autor," Akzenle, 25, I 979, p. 137.

＠ 马里沃(Pierre Carlel de M叩vaux,1688一1763),法国小说家 、剧作家。 －译者注

＠ 莫佩尔蒂(Pierre-Louis Moreau de Maupertuis, 1698一1759) , 法国数学家 、 哲学家物

理学家。 －译者注
＠ 参见 U. Ricken, "Le champ lexical' 忒ience-lit6rature' en F'rani;ais ct en Allemand," 

D i x -Hu吵me Si如比 10, 1978 , p. 39 。

＠ 布丰(Ouffon,1707一1788),法国博物学家、作家。 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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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的人是康德就不是偶然的了应自然科学摆脱文学－修辞学特点（以

及作者那纠缠不清的个人－叙述者角色）的实际过程在不同国家的文

化环境中具有不完全同步性一一例如 ， 这 一过程在法国就比在德国

长。 可是 ， 到了 19 世纪末 ，科学家的作者角色去个性化现象已经牢固

地建立起来 ，成了不言自明的惯例 ， 以至于福楼拜(Fla心ert)可能够把

自已以实现叙事非个体化为目的的艺术纲领描述成文学的
“

科学

化"。@

18. 有必要强调的是， 早期
”

自然知识
”

形态所具备的文学－修辞

学特点 ， 并不仅仅意味着某些外在的（我们理解为外来的） 、 与科学文

献的
“

阐释
”

特点有关的某些要求的在场和有效性。 自然哲学和自然

历史（作为一个成型或不成型的文化规范）著作那令人愉悦和引人人

胜的写作特点一直与其认知结构 、文化功能和社会制度化方式有着密

221 切关系。 首先 ， 加斯东· 巴舍拉尔＠曾指出 ， “实验性自然哲学
”

注重

论证和解释强大神奇的自然力 ， 因而其将实验活动集中在公开演示惊

<D .. 不存在美的科学， 只有批评。 同样也不存在优雅的科学(scliiJne Wi.sse心C加ift) . 只有
优雅的艺术(sc励ne Ku吨） 。 因为关于美的科学必须用科学的方式（即通过证据）来证明一
件事物是美还是丑 ，所以 ， 如果对美的判断属于科学的范畴 ， 那么它就不再是对审美鉴赏力
的判断标准了。 至千什么美丽的科学（即这门科学应该是美丽的）， 它根本就不存在。 因
为， 如果把它当作一门科学来看，就需要得到理由和证据 ， 优雅的词语(boos mots)只能让我
们反感。 ＂（康德《判断力批判》§44, J. C. Meredjth译）

＠ 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 1821一1880), 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 －译者

注
＠ 这一进展即使从其语义学的角度来看也不是没有遇到阻力。 所以拉斯金在1874

年还写道： ”在现代数学家 、化学家和药剂师们中间 ， 自称为｀ 科学人 ＇ 已经成为公认的时尚 ，

借此与神学家 、诗人和艺术家相区别。 他们知道自己的领域与众不同：但是在我们的大学里
不应该允许这种荒唐理念的存在，即他们的领域屈于特别科学的领域。 我们有道德科学、 历
史科学、语法科学、音乐科学和绘画科学。 所有这些学科都屈千无与伦比的人类高级知识领
域 ， 都比化学、 电学或地质学有着更环的精密观察要求。 " (Aria.d心Florenti心， quoted by S. 
Ross, "Scientist: The Story of a Word," Anr呻邸. , 18, 1962, p. 70.) 

© G. Bachelan:I, la form血on心l'esprit sci.em ifi勺归 ， Paris, Vrin, 1938, ch.2; 亦可参见

S. Schaffer, "Natural Philosophy and Public Spectacle in止e Eighteen山Century, " H机扣. ,21,
1983; S. Schaffer," Natural Philosophy," in The Fennern of K叩叫edge, ed. G. S. Rousseau and
R. Por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7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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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现象上 ， 这种做法与早期自然科学文献中的对话－修辞风格存在着

密切关系 。 这产生了重要的认知效果。 这类形形色色的非扯化实验，

通常使用非标准的仪器设备和非标准的实验材料 ， 并用纯文学语言撰

写报告 ，缺乏公认的可复制性标准(i): 一般来说 ， 这样的实验能够激发

理论的建构 ， 但是不能在相互对立的理论之间起到系统控制（证伪）的

作用。 另一方面 ， 这种注重直接证明隐秘惊人的自然力的做法与关于

自然的本体论概念有关（将大自然理解成无所不在的 、隐秘的和千差

万别的力撮 ， 它要么来自物质内部 ， 要么是上帝所赋予的） ， 同时将科

学所扮演的文化角色理解为一种具有道德（常常与宗教有关）提升和 222

升华作用的力拯 。 这里再一次涉及潜在科学受众的特殊形象 ， 而反过

来 ， 科学与其自身主要的制度化形式不无关系 ， 尤其与科学活动获得

并确立社会支持的方式有关。 因此 ， 作者角色去个性化趋势的出现是

发生在19世纪的那场变革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 在那场变

革中 ， 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制度化的文化实践形式所具备的全部特征被

彻底颠覆了。

三、预期读者

19. 正如上述讨论中指出的那样， 自然科学文本的署名作者的角

色不能独立于文本所预期的读者／对象之外 ， 因为预期读者是一个文

本的合格受众（即有能力对文本进行理解 、 判断 、讨论 、批评的人）。 正

＠ 可复制性规范一例如 ， 在皇家学会的绯鱼配方中已有明确体现一已经得到公

认。 然而 ，在前述条件下 ， 如果第二位实验人未能复制某些报告的实验结果 ， 那么这总会被

解释成因为笫二位实验人缺乏
“

艺术水平
＂

。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克莱斯特发明莱顿瓶

时，最初向四名科学家通报了他的成果 ， 但是这四个人都无法重复他的实验 。 ）另一方而 ， 如

果不质疑实验人的诚实（意味看他的受众容易接受暗示） ， 然后指出某些特意不描述清楚

的无法控制的批化因素（将其说成复杂化原因"). 借此证明成果无效的话 ， 那么最初的实

验有可能同样轻易地被抛弃不用 。 总之 ，这个时期的典型特色是 ，可复制性被说成事关对科

学界进行
“

监督管制
＂

的问题 ，事关与学术造假做斗争的间题 ， 也就是说， 它被看作对个人道

德进行管控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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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化活动一样 ， 规范定义的
“

合格受众
＂

（在各个

历史时刻）是科学文献实践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只有当科学文献

对象化运动以某种明确的方式得到理解 、解读／使用的时候 ， 其才具有

文化意义。 不论是什么文本（包括科学文本） ， 只有当它被
＂

充分
＂

接

受时 ， 它的实际历史含义和文化意义才能被建立和完善起来应因此 ，

223 从文化角度假定的
“

科学的公众
”

不仅从屈于
＂

影响
”

自然科学研究方

向的社会语境 ， 而且构成了这个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 那就是对象化

的活动。

所设想的当代科学文献的
“

预期
”

（合格／有能力）读者是一且

仅是一专家型专业人员 ， 他们应与文献作者同属一个研究领域 。 诚

然 ， 这一研究领域 以及被认可的读者圈子-的概念有着各种各

样的定义 ， 但是作者基本上能根据现有科学分类的体制结构（细分为

公认的具体分支领域 ，各分支有其特定的关注点和能力要求）事先确

定其读者范刚 ， 还可根据论文的内容部分地进行重新定义。 但是 ， 原

则上 ， 自然科学话语的受众应限定为那些能够平等参与下一步研究工

作的人。 科学话语自我设定的社会性封闭条件：预期／潜在受众的专

业化和职业化素质一既与作为科学家的作家／
“

生产者
＂

的专业化与

职业化素质之间有关联�又是一种相当独特的现 象 ， 这又构成了作

为 一种文化类型的当代自然科学的具体特征。

20. 人们可以当即对这一构想提出反对意见 ， 他们可以指出 ， 上述

＠ 比如 ， 如果考虑到研究成果的新颖度是任何作品被认可为一项科学贡献的必要前

提条件 ，那么这一点就自然清楚了 。 然而 ，

“ 科学新颖度
”

却不能用该作品本身的产出过程

来定义（是否“原创 ＂或“ 首创 ＂

）。 作品的新颖度取决于其与这个主题的当代文献的关系 。

一件科学作品可能是高度原创的研究成果 ，但是它却
＂

复制
”

了别人刚刚发表的成果。 在这
种情况下就完全不能认可它是一项科学贡献 。 由于在科学界通常不存在关于“ 霍同性 ＂的

严格判断标准（因此在竞争激烈的领域中才常常见到
“

半复制” 这样的概念） ， 因此只有饮于

接受过程内以后 ， 新颖度（作为一个似乎是作品的内在的特征）才有可能被确定下来（往往
还要经过谈判和争论）。 可以理解的是 ， 随着文献规范的变化 ，有些作品可以出现在回顾栏

目中。 这类作品一般都包含虽然没有复制嫌疑 ， 但起初未被认定为
＂

新颖
＂的内容。 关于最

后这一点 ， 可参见G. Holton, ·• Can S<'ience Be Measured?" in Toward a Met成 of Sciet1Ce, ed. 
Y. Elkana el aJ., New York, Wtley,1978,pp.43-44。

216 



第七章
＇

为何没有自然科学的解释学？几个初步论题

意义上的
“

受众职业化
“

不仅仅适用千自然科学；在当今条件下 ， 它可

以描述所有形式和类型的学术活动的特征 。 虽然这个说法听起来几

乎是不言自明的 ， 尤其是在英语国家的文化背累下 ，而且毫无疑问 ， 它

合理地指出了一个明确的历史趋势 ， 但不能认为它是没有问题的。

确实 ，如今在自然科学和
＂

软
“

社会科学领域里 ， 甚至在更广义的

人文科学领域里 ， 都存在着学术作品和普及作品（各自有着不同的评

估标准）之分。此外 ， 还必须承认 ，最近发表的学术著作中 ， 以哲学著

作为例 ， 大概有 99% 的作品都是为
＂

专业入士
”

（也包括希望成为专业 224

人士的学生）写的 ，而且实际上也是这些人在看。 令入感兴趣的反倒

是剩下的那1%。 因为这1%的作品不仅具有无可置疑的学术价值 ，

而且一般被本专业领域认为对研究现状有看最重要的贡献 。 例如 ， 只

要以爱因斯坦和迪拉克的学术著作为一方 ， 以维特根斯坦 、 海德格尔

或删因的学术作品为另 一方 ， 对双方在国际上公开发行的出版物及其

发行量做一个比较（相对于 一个较长的时间段） ， 立刻就看出差别了。

同时还要指出的是 ， 这一现象不仅限千哲学领域 ， 如果把上述哲学家

换成像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汃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或

格尔茨这样的人类学家 ， 或者像涂尔干(Durkheim) 、 韦伯 ， 甚至默顿或

拉扎斯菲尔德(Lazru·sfeld)这样的社会学家 ，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

即使在今天 ， 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 ，最重要 、最具影响力的

学术著作也经常发现其受众不仅局限千该领域的
“

专家
＂

。 这些受众

一部分由其他学科和专业的学者构成 ， 一部分由可遇不可求的
＂

高知

型读者
”

构成-并且其数最似乎在不断增长而非减少。 当然 ， 这部

分受众与相关专家相比不具备同等的知识基础 ， 因而不能参与到与著

作相关的讨论中 ， 但是 ， 他们的态度 、 评价和观点却以不同的方式影响

着这些讨论。 这些读者被视作该作品的合格的接受者 ， 仅仅处于
“

从

属
“

地位（参见§24)。 在完善的自然科学 作品中没有类似的现象 。

21. 关于这一差异的原因 ，最简单又最常见的解释是 ，这两类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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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涩难懂
＇

， 为非专业读者带来了不同程度的阅读困难 。 人们常常认

225 为CD, 自然科学文本采用自主话语模式 ，或者说 ， 它们至少与日常语言

相去甚远 ， 因为文中讨论的问题与日常生活没多大关系。 另一方面 ，

人文社会科学尽管也使用了一些专用术语或词汇 ， 但是这些词汇深深

依赖于自然语言和日常兴趣点 。 这一特点可以看作理论欠发达的标

志 ， 或者与其认知兴趣的具体特点相关的构成特征；不论怎样， 这些都

足以解释为何人文社会学科的文本较容易被外行或非专业人员所

接受。

虽然这一假想出来的 ， 与日常语言有关的差异一般而言是正确

的 ， 但是我仍怀疑它能否充分解释为什么我们所讨论的文化类型有着

不同的受众构成。 首先 ， 我们还完全不知道像《逻辑哲学论》或者《存

在与时间》这样的著作（如今无疑也有很多非哲学家读者在看这些

书）是否要比理论物理或生物学作品更容易被文化程度不高的外行所

接受。 看起来即使想达到初步理解这两类文本的程度 ，也需要接受过

相当高深的教育（或自我教育）；而且这两类文本之间在强度和长度方

面还存在很大的差异 ， 这些都还有待证明（能否证明似乎还是个问

题）。 其次 ， 即使上述情况属实 ，也不能解释为何自然科学文本预设的

合格读者是该研究领域的专家型人员 ， 因为我们所谈到的这些困难 ，

对于工作在其他研究领域内的同学科或同专业的科学家而言不可能

构成困难 ，或者说起码不能形成严重的障碍。

22. 最后这个问题的答案确实与日常语言和自然科学话语之间 的

关系有关 ， 但是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 （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中）自然

＠ 在相对晚近的文献中 ， 这种观点可参见 C. J. Lammers," Mono-and Poly-Paradigmatic 

Developments in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in沁ial P呕心 ofSc比ntific Development, ed. R. 

Whitley, London, Routledge, 1974; K. D. Knorr, "The Nature of Scientific Consensus and the 

Case of Social Sciences," in Determi皿心血d Co,urols of扣叩如D亟wpme111., ed. K. D. Kno订 et

al. , Dordrecht, Reidel, 1975, pp. 232-235; P. Bo呻eu, "The Specificity of the Scientific Field 

and止e Social Conditions of小e Progress of Reason , " Soci.al S如nee In/om皿如
，

14, 1975, pp. 

34-36, 等等 ，但是这些作者在评价时使用的语气却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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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活动不仅具有论证－推理功能 ， 还具有实验－操作功能。因此 ，

该领域内的新知识不仅要用文本对象化的形式固定和累积下来 ， 而且

还要与实验室活动结合起来。 实验室活动由于带有工艺技术的特点 ，
226

只能通过在相关情景中的示范和可控性来掌握。特别是 ， 实验性自然

科学那套自成体系的
”

观察
＂

术语与这种特殊形式（常常是工具型）的

行动－语境和行动－目的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些基本概念被置于操

作活动的实际背景中 ， 考虑到这种情况 ， 自然科学话语与日常语言非

常相似（但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 即实验室内的活动与日常活动不

同 ， 作为理所当然的技术活动 ， 前者通常在社会和道德层面上保持中

立）。 自然科学当然没有自己的自主
＂

语言
”

（独立于日常话语之外的

语言） ，但是鉴于在实际情境 、操作性行动和语言－概念的表达之间存

在着密切的本质关联 ， 其话语确实含有不同于人文社会科学语言的 、

自成体系的（即使是
＂

派生出来的")语言游戏。因为人文社会学科所

表达的基本上是与实际操作活动无直接关系的元话语(metadiscours -

es) 。

这样一来 ， 对于自然科学文本的充分理解便不能仅仅通过文本之

间的互动来实现 。 要想充分理解研究报告的内容（即了解实验者是如

何做的 ，为什么这样做 ， 这个实验原则上是否可靠 ， 换句话说 ， 实验是

否具有科学意义）， 首先必须有能力将抽象 的 、公式化表达的
”

方法
“

转化为作者所描述的实验室场景中的具体行为 ， 这样才能判断它们是

否
＂

适合
“

我们所关注的问题 。 因此理解的前提是必须具备与实验者

相似的某种程度的工艺技术和实用技巧：这种
“

隐性
＂

知识实际上仅仅

存在于同一研究领域内（或密切相关的领域内）的有限的专家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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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中。。

227 23. 因此 ， 有充分理由将当代自然科学文本（或者其中的某一重

要类别）看作只能被小圈子内的职业专家所读懂的文本。 然而 ， 如果

仅把科学文本注重事实这一性质作为其合格受众不多的原因 ， 那是不

够充分的。 相关读者群体的文化结构必定在科学文本中起到规范性

强制的作用 ， 因而不能被看作是某些不可回避的事实的纯粹后果。 限

制和禁铜自然科学话语的界限并不是先天存在的 ， 而是积极维护的结

果。＠ 在自然科学界 ， 外行和非专家型人员不应在科学著作的讨论中

提出自己的解释和观点。 他们的观点在这个文化捆子里一直被视作

是荒谬的或至少是无意义的。 这一现象直接体现在下面这一条（作为

制度予以强制执行的）规矩中：在研究成果被相关的权威性专业团体

接受和
＂
认可

”
之前 ，严禁研究人员以任何方式求助千外部公众。 千

是 ， 通过正规的科学出版物来发表文章就被看作
＂

诉诸公众
＂

的反面。

按照惯例 ， 谁违反了这条规定就会受到严厉制裁；否则就意味着认可

了严重违反职业规范的行为 ， 而对这种行为的认可就是对客观公正准

则的严重亵渎。＠ 然而 ， 在其他学术领域里并不存在这样的制度化

规范。

＠ 参见M. Polanyi , Personal知叩砖e, New Yo中 ， Harper, 1964, pp. 49-03; P.A. Hea

Ian, "Hermeneutics of Experimental Scie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Life-World;" Phi.losophia Ma出

emat比a, 9,1972;H. M. Colli咽， "']'he TEA Set: Tacit Knowledge and Scientific Networks, " S心

e心e Stud四 ， 4, 1974; N. Gilbert and M. Mulkay, "Contexts of Scientific Discourse: Social A c 

counting in Experimental Papers, " in The Soc叫Process of Scie出如I叩SI丐at如n, ed. Knorr et 

al. , pp. 2 8 2 -293 。

＠ 出于同样的理由 ， 我对库恩关千自然科学话语中 ， 科学社会－心理特点（其教育的

同质化 ， 较为严亚的社会孤立）意义上的社会终结理论并不满意。

＠ 参见B. Barnes, "On the Reception of Scientific Beliefs," in Socwlo盯of S如nee, ed. 

B. Barnes, Harmoodsworth, Penguin, 1972, pp. 2 8 3 -287; P. Bourdieu, "The Specificity of the

Scientific Field and小e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Progress of Reason," Social Sci.ence lnfomwtio九 ，

14, 1975 , pp. 23, 42; R. Whitley, "Changes in the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Orgai1isat.ion o「Sci

ences," in The Soc叫Prod四ion of Sc印r.tifi比 Knowledge, 叫. F. Mendelsohn et al. , Dordrecht,

Reidel, 1977, pp. 146-148; R. C. A. Dolby, "On the Anatomy of Pure Science," in Scient如Es

tablishme心 and Hi.erarch比s, ed.N.Eli邸 el al. , Oordrecht, Reidel, l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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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这样 ， 自然科学受众的专业化就成了 一个规范性文化索质要 228

求 ， 而不仅仅是一个事实。 这一点也可以反过来证明 。 必须假定 ， 这

个文化类型中的作品甚至在今天也经常被非专业局外人士阅读 ， 而且

这些人的阅读也确实对相关学科的实际进展产生了影响。 首先 ， 似乎

某些科学出版物确实能引起本专业或本学科以外的科学家的兴趣 ， 因

为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要借鉴其他领域的技术 、成果和理论6 其次 ，

某些科学文章（工程项目 、报告等）应该接受某些机构成员的阅读和评

估 ， 因为他们要决定为各种研究项目提供何种支持 ， 选择哪些科研人

员 ， 以及如何分配维持科研活动所必需的经济和社会资源。 而这些人

大多不是同行专业人员 。

因此 ， 在这个意义上 ， 当代自然科学实践需要拥有一批
“

非专家

型
”

读者 。 但是 ， 这一解释学结论又具有下述特点 ， 即这些潜在的或实

际的读者并不能被看作严格意义上的相关文本受众（连勉强为之的受

众也算不上） ， 而应被看作作品成果或信息的委托人－使用者。 我们

承认 ，他们有能力以
＂

局外人
＂

的观点来判断某些成果的工具价值 ， 但

是不能判断其内在价值和意义 ， 而这些内在价值应由相关研究机构做

出权威性判断。

以下观点虽未得到证实 ， 但是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明问题 ， 即

上一段落中关于合格受众与委托人－使用者的对立 ， 与仍然被人文科

学所接受的 、关于受众类型多样化的假设（尽管面对各种专业化趋势）

有何不同。。 数学家和哲学家（我本来还可以选择其他例子）都抱怨 229

（至少在他们的阁子里抱怨）物理学家或社会学家没有能力清楚阐发

数学或哲学观点 。 但是 ， 数学家不会公开批评物理学家对数学的
“

误

韶
＂

（这与在数学计算过程中犯技术性错误明显不同） ， 因为他们也没

指望物理学家能把数学搞明白 。 不过 ， 对于社会学家对哲学观点的误

＠ 当然 ，这一潜在受众类型的多样性在艺术领域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在艺术领域中 ，

对艺术同行 、艺术批评家 、 艺术鉴赏家和“天贞＂ 的读者（或观众）各自的立场和态度进行区
分 ，这已经不足为怪了。 针对各方而的相对正要的问题 ，还展开了多次重大的思想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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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哲学家则会提出指责。 举个例子 ， 在最近的哲学文献中我们可以

看到不少对科学社会学家提出的尖锐批评 ， 认为他们错误地解读了维

特根斯坦和库恩的观点应哲学家有时候也会在所谓
＂

哲学旅行
“

的

过程中直接采用社会学家提出的观点。 他们承认社会学家是哲学思

想和哲学文本的受众和解读者 ， 但是其能力值得怀疑 ， 而且他们理所

当然地属于档次不高的那一类受众 。

人文学科的受众类型多样化概念甚至在今天仍在扮演一 个多功

能的文化角色。 自然科学文献假定的预期读者
”

专业化
”

这一理念与

其文化功能单一性理念是同义的。根据后面这个理念 ， 对自然科学文

献成果和资源的
“

非专业化
＂

应用只不过是一种表面上的技术－工具

型应用而已 。

25. 考虑到由于某些科学出版物所归属的研究领域一般划分得不

够严密而且多变 ， 因此存在于合格读者与自然科学文本的普通使用者

之间的差别也就具有了同样的特点。 在多数情况下 ，这个特点并不是

预先给定的 ，而是在一个复杂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这个过程始于对研

究中遇到的难题进行描述和定义 ， 止于为不同的立场和批评意见贴上

合格／不合格和重要／不重要的标签。在这个过程中 ， 争论和社会协商

230 都起作用。
＠ 至于某些科学调研工作的

“
内部性质

＂
与

“
外部性质

”
之

间的界线 ， 那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的 ， 实际参与互动的不仅有科

学家 ，而且还有科学家的某些
“

客户
＂

。 然而 ，这样一条界线应该被划

出来 ， 因为它是作为制度化文化实践的当代自然科学对象化的进程和

＂成果
＂

的一个组成部分。

26. 尽管如此 ， 受众专业化的最重要解释学成果还是体现在这样

＠ 参见 G. Gutting,ed. ,Pan叫igms 叩d Revolu勋心 ，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0, pp. 9-ll 的编者序言。
＠ 参见 M. Callon, "Struggles and Negotiatio啦 to Defwe What ls Problematic and What Is

Not," in 7', 加 Social Process of Sc切U如I心estig吐血
，

ed. Knorr et al. ; Knorr-Celina, The M叩止

f也ure of Kn如,Ledge, ch. 4; H. M. Collins, "Son of Seven Sexes: The Social Destruction of a Phys

ical Phenomenon , " Social St叫ie.s of Sc切心
， 11, 19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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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事实上 ， 即 ， 鉴于前面提到的作者角色去个性化倾向 ， 它规范性地

假定作者与受众的角色完全可以互换。 （署名）作者仅以相关研究组

织成员的身份出现 ， 而这个组织是其论文的合格读者， 同时也是
“

我

们
”

这个代词的承载者 ， 文本就是以
＂

我们
＂

的名义写成的。 这个
”

组

织
＂

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同等的能力和权利去判断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和解释这些内容的意思（正确解释） 。

这种作者与预期读者共享的平等解释权肯定是文本特征所内含

的一个反事实假定 在当代自然科学领域中 并不完全是虚构

的。 如今手稿和预印本的流行 ， 以及
“

审阅人
”

所发挥的作用 ，都能够

将一批重要的预期读者吸收到文本的形成过程中来 ， 因为读者的反

应 、评论和批评可能对论文最终的
“

公开
＂

版本产生重大影响应从这

个意义来看 ， 现代自然科学比其他类型的文化实践更接近千罗马时代

解释学的直接实现 ， 即关于受众的协同创造作用这一假定。

27. 上面我们讨论了作者与读者角色的可互换性假设 ， 如果把这

一问题的重要性放到某些现代虚构性理论的框架中去审视 ， 它就显而

易见地变成了问题的焦点 。 瓦宁(Rainer Warning)® 曾经特别指出过 ： 231 

一方面 ，文学艺术作品的
“

虚构
”

特征获得了文化上的认同 ； 另一方面 ，

文本中出现的作者（或叙事人）声音是否与作品真正的创作者具有同
一性 ， 这一点是存有争议的 ，而这两方面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这种

“
二

分
“

造成了文本内部的
“

内在
“

交流情境与
“

外在
“

实际接受情境的分

离 ， 为读者创造了一个双重约束条件。 结果是 ， 一方面 ， 这类文本强迫

或至少是刺激读者利用自己的想象对
“

信息
＂

采取不同的立场 ； 另一方

面 ，读者自身由此获得一个纯粹的
“

故事
＂
的虚构特征 ， 即由无法确定

身份、观点等等的人所讲述的 ， 因此基本上无法以明确的方式去定下

© 这是 Knorr -Cetina 在 The Maniifacture of K心叫edge 一 书中第 104 - 106 页以及第

125 - L26 页所表达的观点 。

® Warning, "Der inszenierte Disk血
，

"in Fun胚on.en des F如ven, ed. Henrich and Iser, 

pp. 191-198. 还可以参见 F. K. Sta皿el, Theorie如Erzahlens, 2nd edn , Gottingen , V andenho

eek, 1982, 特别是其中的第四章到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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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也理所当然地无法（也不应该）核实故事。

用这种方式虚构出来的文本 ， 如果系统地排除掉对话角色的可互

换性 ， 那么就可以将这种互换性认定为自然科学文本的不二法则 ， 这

种可互换性是日常信息交流的总体特征。© 这些文本所讲述的是任何

一位具备必要（而且原则上是普遍可得的）能力的人士都能（而且 ， 根

据基本的真实性规则也应该能）讲述的事情。 至于严格的主体间性和

客观性的要求 ，这与自然科学的文化对象化运动在其现代实践中的构

成方式有关。

28. 就
“

研究报告
＂
而言 ， 严格的主体间性的要求体现为实验结果

232 的可复制性这一基本原则 。 这一原则具有自相矛盾的特点。© 自然科

学文本的一些特性为可复制性提供可能 ， 但需要排除以
＂

字面
”

或普通

意义实现该要求的可能性。 一方面 ， 我们用极为固定和典型的描述方

式将实验过程作为
“

方法
＂

来介绍 ， 这使得论文中的信息不够明确 ， 因

而无法进行真正的复制。 而另一方面 ， 只有用这种描述方式才可能实

现可复制性的要求。 之所以这样 ， 不仅是因为考虑到某些精细环节 ，

没有一种实验条件和行为是真正可复制（甚至描述）的。 更重要的是 ，

因为文本仅关注实验室事件中那些不可再现的 、 与特定地点相关的因

素 ， 这就直接将文本的作者置于一种享有特权的观察者地位 ， 他的作

用原则上无法被“ 任何人
”

取代。 关千实验的
“

科学报告
＂

与关于实验

室活动的报告文学或新闻
“

报道
”

之间的差别就在千此 。

这样看来 ，通常在科研论文中出现的｀
方法

“一节应该被看作一个

Q) "· …· 作者并不认为自已与其受众相比 ， 拥有任何优越的地位或观点。
．．．… 受众

知道的信息不比作者多 ，也不比作者少。 他们处于同一个层面……这种写作模式缩短了二

者的距离 ， 也避免作者声称自已拥有权威或超越常人的判断力 。 " L. J. Cusfield , " The压erary
Rhetorics of Science,''A,n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1 , 1976 , p. 21 . 

＠ 参见H. M. Collins, "The Seven Sexes: A Study in the沁ciology of a Phenomenon , or 

the Replication of压periments in Physics," Sociology, 9, l 975; Collins, "Son of Seven Se

xes ... , " Social Stud归 ofSci.ence, 11, 1981; B. HaTVey, "'几e Effects of Social Context on山e

Process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in The Social Pr妞I of Sc比11tific I叩estiga1,如
，

ed. Knorr el 

al. ; A. Pit;kering, "The Hunting of the Quark,"如 ，
72, 19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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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声明 ， 它具体描述那些公式化的实验条件 ， 依赖这些条件 ， 所有的

合格人t(具备必要的
“

隐性
＂

知识和实验技巧）都能在与所描述的内

容基本相同的知识层面上得到实验结果。 如果就实验结果发生了争

议（多数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什么样的结果是合格的可复制结果） ， 这些

争议往往围绕着上述声明是否站得住脚展开。 在当代自然科学领域

的文化实践中 ， 这样的争议照例会在短时间内通过互谅的方式得到解

决 ， 即使从原则上看 ， 这样的解决力案绝不可能完全令人信服（当然 ，

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解决方案一定是缺乏理性或不能激发认知兴趣

的）。 在解决争议的过程中 ， “内部的
“

争议（例如 ， 关于竞争对手在其

报告中暗自假定的各种其他条件均同这类用语的合法性问题等）与 233

＂协商的
＇

＼受社会
”

影响
＂

的决定（例如 ， 关于继续进行一系列实验的

利与弊等问题） ，通常共同起作用。 当科研团体无法通过上述方式重

建共识（这种情况当然会发生）的时候 ， 常常不会使争论无休止地进行

下去 ， 而是采取折中的方式将原始的研究领域拆分为两个具体的研究

方向 。 （关于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将
“

专门化
＂

作为解决争议的办法 ， 可

参见§37 。 )

29. 在 19 世纪以前 ， 预期受众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这两个概念显然

不能被看作自然科学知识的规范化特点。 关千这个方面， 我们将对以

下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做一简要回顾：

(1) 在自然科学话语凸现的时期 ， 传统学术团体与新兴自然知识

形式的代表人物之间频繁地发生争论。 在这些争论中 ， 后者不断呼吁

更广泛的高素质受众为他们提供支持。 他们新建的学术机构（学院

等） ，不仅包含科学知识的产出者 ， 还将作为业余爱好者的赞助人一并

吸纳进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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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7 至 18 世纪的
”

自然哲学
”
仍然带有明显的多功能特色（见

§24) 吼因而它一般能成功地与各种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受众进行沟

通 。 即使是那些对于当时的高素质读者来说都难以理解的艰深之作，

234 比如牛顿的《原理》 ，不仅很快就成为被广泛阅读的
“

普及
“
读物 ， 而且

对其他不同文化形态的话语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并且在这些领域中被

彻底讨论了一番 ， 这些领域包括神学 、 哲学 ， 甚至文学。 反过来 ， 这些

发生在
“

异类
＂

文化范畴的讨论又大大影响了相关作品狭义上的科学

影响力 ， 并且通常认为它们也直接关系到作品的真实性问题。＠

(3)在 18 世纪下半叶 ， 关于科学著作合格受众的问题和科学文献

的
＂

普及性
＂

与
“

专业性
”

特征的间题成了文化纷争的主题 ， 并在法国

大革命期间被直接赋予了政治色彩 。© 只是到了 19 世纪 ， 整个自然科

学活动的组织框架发生了深刻变革 ， 而且科学活动获得社会支持和赞

助的方式也有所改变以后 ， 受众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在不同的学科里

以不同的进展速度）才形成了规范 ， 也变成了现实。广义地看 ， 它是与

科学家－作者角色的职业化同步推进的 。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 18 世纪

的学者共同体 ， 当时仍然是个由科学家 、 哲学家 、 评论家和高素质业余

<D C. Lawrence 对 18 世纪科学义献的多功能性问题做过直接探讨， 参见 C. Lawrence, 

"The Nenrous Syslem and Society in the Scouish Enlightenment," in Natural Order: Historical 

Studies of Scienl如 C咄ure, ed. B. Barnes and S. Shapin, Beverly Hills, Sage, 1979 。 也可参见

S. Shapin 对这个问题的探讨("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Sociological Reconstruction , " Hist.

沁. , 20, 1982, pp. 187-194) 。 还可以参见 Shapin 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提到的著作。 在我看

来 ，虽然 Shapin 倾向千将以下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混淆在一起 ， 即关千科学作品在不同社会

文化背泵中为不同类型的文化受众（以并非偶然的方式）所扮演的多种角色的问题， 以及决

定科学家理论选择结果的多种动机和兴趣因素问题。

＠ 关千神学争议的直接影响 ，关于早期粒子理论的构想和发展 ， 以及关于牛颉主义的

各类文章 ，可参见 J. R. Jacob and M. C. Jacob, "Seventeenth-Century Science and Religion: The 

Slate of the Ar即ment," Hist. Sci., 14, 1976; J.B. McGuire and J. G. McEvoy, "God and Na

lure: Priestley's Way of Rational Dissent," H如rical St叫比s i几 Physical沁e吵
，

6, 1975等。

＠ 参见 C. C. Gillispie, "The Encyclopedic and Jacob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Crit比al

Problems in the Histo可 of沁ence,ed. M. Clagett, Madison, Wisconsin University P芘ss, 1959; E. 

Mendelsohn, "The Emergence of Science as a Profess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in The 

Management of沁enJ,过s,ed. K. Hill, Boston, Beacon, 1964, pp. 7-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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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组成的松散联合体 ， 演变成许许多多由特定领域专业人士组成的

独立研究团体。 这些团体的成员就是我们今天假定为科学对象化运

动的唯一受众的那些人。©

30. 这个历史过程初步形成了当代自然科学的单一性特征 ， 同时 235

也逐步限定了自然科学的文化意义 。＠ 要讨论这个问题 ， 首先需要对

自然科学与神学和哲学分离的各个主要阶段进行回顾 ， 但本文却无法

做到这一点 。 因此我只能就这个问题给出一些非常粗浅的提示 。

早期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还声称其具有直接的木体－神学意义 ，

因而也有直接的道德和政治意义 。 有人可能会想到丰特奈尔 (Fon

tenelle) (1)的构想 ， 而他当然不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

天文学和解剖学是最能证明造物主两个伟大特点的学

科；天文学能用众多天体的规模和距离证明上帝的无限性 ；

而解剖学则通过动物机体的结构来证明上帝的无穷智慧 。
236 

真正意义上的物理学则我行我素 ， 最终变成了某种类型的

(i) 对这一过程的较早的 、 简洁的描述 ， 可参见Mendelsohn, •·The Emergence of Science 
as a Profession"。 但是 ， 这篇文汪既未对专业化和职业化概念做清楚的区分 、 也术对这些过

程与科学从业者的关系及其与受众的关系加以区分。 关于第一种区分 ， 可参见R. Porter, 
"Gentlemen 叩d Ge ology: The Emergence of a Scientific Career," The Historical Jo叩al, 21,

1978, 以及他援引的相关文献。 Shapin和Thackray在"Pro沁pography as a Research Tool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第4 ~ 13 页中（从较为宽泛的杜会－文化背朵角度）部分地探讨了科学

受众被限定为专业人员的复杂过程。 关于这些制度性和文化性变革过程与认知变革之间的
关系 ， 可参见Diemer和Bonme在Konzeption und Begri.ff心r F orscliun.g in心几W氐e心ch啡en des 
19. Jahr加呻rts, Meisenheim, Hain , 1978 , 第228 -231 页中的讨论和述评。

＠ 当然 ， 巾此也形成了科学理性普遍化这 一悖论。 后者是马克斯· 韦伯关干现代性

的历史社会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应与他关于新教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特殊设想区分
开来）。 F. 日. Tenbruck和M. Riedel近来又令人信服地对韦伯这一基本理念做了重新阐述
(F. H. Tenbruck, "Fortsch百ti der Wissenschaft als Trivialisierungsprozess," Kolner Zeitschrifi ftir 
沁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Sonderheft J 8, 1975; and M. Riedel, "Die Universali诅I cler e u ·  

ropaischen Wissenschaft als begriffs-un<l wisseaschaftsgeschichtliches Problem, " Z必chrift ft订

allgemeine W还en;叫如rftstheorie, 10 , 1979) 。

＠ 丰特奈尔(Fontenelle,1657一1757),法国哲学家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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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 。CD

科学发现了大自然的
“

秘密秩序
＂

， 一般认为， 而且文化上也这样

假设 ， 它提供了一条理性路径 ， 可接近神的创世计划， 沿着这条道路可

以了解上帝创造整个世界和人类的意图。 特别是在16世纪和17世

纪的重大宗教危机和政治动荡中 ，各式各样的
”
自然之书

”
读物为各种

竞相解释
＂

上帝之书
＇
和基督教传统的理论起到了辩护和证明的作用，

被看作是
“

社会黏合剂
＂

。＠

自 18 世纪中期以来（国家不同 ， 发生的时代也不同。 例如 ， 在法

国就比英国发生得早些） ，自然科学逐渐失去了为真正的形而上学做

注解的功能。 现在它们自已承担起为新创建的情结和文化概念提供

关键要素的任务 ， 试图为人类提供一种完全属于内心世界的固有生活

取向 ， 以此来取代宗教的作用。 自然科学现在不仅能最雄辩地证明人

类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理性行动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而且通过实际取

得的成就一一通过发现的永恒的宇宙规律（或者通过后来发现的宇宙

演变过程）——能够找到建立理性和公正的道德与社会秩序所应依据

237 的基本理念。© 主要是受到这一说法的启发 ， 社会上的新兴中产阶层

才把自然科学教育和自我修养当作实现社会－文化进步的一条重要

途径 。 19世纪早期实证主义的战斗口号是
＂
自然科 学世界观

＂
的口

号 ，完整地表达了这些思想倾向， 在其具体内容中已经预先显现出消

(D B. L. de Fontenelle, "Preface sur I'utilite des mathematiques et de la physique," in Oe止

vres, Paris, Bastien, vol. 6 , 1790 , p. 70. 

＠ 关于相关当代文献的简短综述 ， 可参见 Jacob , "Seventeenth-Century Science and Re

ligion" ; P. M. Heimann, "Science and the Engljsh Enlightenment," Hist. Sci. , 16, 1978; S. 

Shapin,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Sociolo伊cal Reconstruction," Hist. Sci. , 20, 1982, pp. 180-

184 。

＠ 这一观点在托马斯· 亨利· 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的讲话稿《增进自然知

识的好处》 (1866) 中已有生动的描述：“我要说， 自然知识在需求实现自然欲望的过程中已

经找到了能够抑制精神欲望的办法。 我要说准然知识在探索安逸法则的过程中已经发现

了建立新道德观的行为规范。 ＂（转引自 Tenbruck, " Fortschritt der Wissenschaft als Triviali
sierungsprozess, "p. 30) 还可进一步参见 Shapin and Thackray , " Prosopography 邸 a Research 

Tool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第 5 到第 II 页中关千这个问题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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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的迹象。

当自然科学话语给自已套上的文化禁锄变成了不得不承认的事

实以后 ， 当自然科学成果和理论意义已从文化角度限定在这类话语圈

子内部 ， 而对这个陨子以外的世界只具有实用性技术价值的时候 ， 自

然科学研究与普通文化教化的分化也就不可避免了。 自然科学现在

承担了一项基本社会功能， 即为采用重大技术措施来干预环境而寻找

新的 、原则上是无限多的可能性。 自从承担了这一社会功能后 ， 自然

科学就不再能够为自然现象提供固有的内在意义诠注了。 对于其他

文化形式而言 ， 它还能保留其方法论的作用 ，但是现在人们认为 ， 这些

方法在其应用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对确定人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取向

米说没有任何意义 ， 换言之 ， 无助于人们了解这个世界。 弗里德里

希．滕布鲁克(Fried门ch Tenbruck)对此有恰当的阐释：科学所提供的

自然观不再是一种世界观了应至于那个天真单纯的简单问题：为什

么如今自然科学的对象化文献超出专业人士的狭窄圈子以外就没有

什么人阅读了？答案绝不仅仅是这类文木对千非专业人士来说非常

难懂这么简单。 即使你回答说 ， 这些文本只是按照规范写作 ， 给专业

化读者看的 ， 这个答案仍然不够充分，， 还应该加上一句：因为它们对

于非专家型读者而言不具有文化兴趣和文化作用 。 如果不是出于无

聊的好奇心 ，今天的读者应该完全没有理由去翻看自然科学的文本。

四、传统语境中的作品

31. 与所有被赋予文化意义的文本一样 ， 当代自然科学著作所传

达的意义具有主体间的可理解性和文化上的相关性（在此情况下是科

学的） ， 这是因为这些文本与构成其
＂

文献传统
＂

的旧有文本储备之间

存在关联。 意义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是所有文化对象化（至少是

CD TcnLrnc-k, ·• Fu,tschritl der Wissc11schafl als Trivialisirrun穸prozcss,"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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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形式）的构成特征。 在我们的文化体系中， 即在西方现代性条件

下 ， 自然科学的存在以决定这一文化特征的基本条件一一创新要求为

前提 ，而自然科学作为一种广义上的文化类型本身也处于现代性背景

之中 。 一些文化体系 ， 将保存、整理和加工
＂

传统
”

（宗教的或世俗的）

的功能视作作品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与此不同 ，在现代性背景下 ， 作品

必须突破传统有所创新 ， 成为自成一格的文化客体。

自然科学著作的互文性特征正需要这种创新性 ， 只有当一部作品

包含某种类型的
＂

新成果
”

时 ， 它才被视为与科学有关的作品——相比

之下这一点与
＂

文学
”

不同 ，在文学语境中 ， 作品作为一种文化形式 ，被

接受还是被拒绝 ， 完全由人来决定 。

32. 自然科学具有文学传统 ，这一传统最显著的特点是其在时间

上的短暂性("透入深度")应一般说来 ， 自然科学的整个发展历程与

自然科学的活跃传统（意即科学家直接和有意识地利用过去的著作 ，

因此通常也在其著作中加以引用）＠在时间跨度上是不一致的— —而

239 这种差异正在不断地扩大。 这样看来 ， 在当代自然科学领域中 ， 对传

统的传承和保护的文化组织形式不仅与哲学等人文学科有显著差异 ，

而且与社会科学也相去甚远 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在这方面（至少

在基本的理论性著作中）并没有如此大的差异。 （更不用说艺术了 ，特

别是在过去的一百年中 ，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艺术在美学传承方面的长

期性。）例如 ，物理学著作不会引用发表时间超过 50 年的文献 ，而另 一

方面 ，哲学家却可以名正言顺地引用或讨论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而

且是在处理
”

当代
＂

问题的非历史性论文或著作中） 。 我们在此所讨

＠ 几乎所有致力千研究自然科学传统特征的作者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参见 T. Kuhn, 

The Essential Tens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pp. 228-229; E. Shils, Trai让

勋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pp. !09-113; 以及 H. G. Dosch, "Geschichts

bewussL">ein in der Naturwissenschaft," in Geschic比sbewus心ein a叫Rati.onal烛t, ed. E. Rudolph 

and B. Stove, Stuttgart, Klett-Cotta, 1982, pp.51-52
。

© 当然 ，科学家积极利用的体现在科学术语 、科学仪器和程序中的传统 ， 通常比文学

传统持续的时间更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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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差异问题很好地反映在作为所谓
＂

价格指标
＂

的
“

文献计拭指标
＂

（过去五年的文献引用百分比）中。 这个比例在物理学中为 60%-

70%, 在社会学中（主要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社会学文献 ）约为

40%, 而在哲学期刊中为 15% — 30% 。
＠

然而 ， 其他文献计掀数据©则有力地表明 ， 不可能用这些学科领域

内知识进步的速度（无论 这意味着什么）来解释这一差异。 对所谓的

“引用行为
“
所做的历时性研究并不能证明不同学科间在平均折旧速

率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例如 ， 物理学与社会学论文的平均折旧速率之

间的差异）。 我也想从常识性的角度出发做一点补充：虽然谈论哲学

领域里的
”
进步

”
似乎毫无意义 ， 但是当代哲学文献的改变速度似乎是 240

相当快速的 各种流派 、各种趋势 、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等 ， 往往在

学术领域独占鳌头一段时间后 ， 就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 取而代之的

是其他的流派 、 趋势和问题 。 无论怎么说 ， 在过去 50 年的哲学历程中

发生的（至少哲学家自已是这样认为的）
“

转向
“

和
＂

革命
”
比整个物理

学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变革还要多。

在某些具体方面 ， 物理学和哲学之间确实存在差异 ， 但并不能因

此将其视为二者之间在作为当代经典的平均寿命上的差异 因为

在这两个领域中 ， 绝大多数文学对象化趋势很快就变得过时了。 至少

应该可以分析一下存在于这两个领域各自的
“

积极的传统
＂

中的那些

独特的组合方式和结构化倾向 ， 以此对这一差异进行部分的说明。 物

理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学科）中实际兴起的文字传统包含两种类型

CD J. D. de Solla Price, "Cilation Measures of Hard Science, Soft Science, Technology and 

Nonscience," in Comniun奴1 twn anwng Sc比ntists a叫Engi,比ers, ed. C. F. Nelson and D. K. P o l 

lock, Lexington, Heath, 1970, pp. 10-21. 

＠ 参见 R. N. Broadus," The Literatur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lntemat如i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3. 1971 ; M. Oromaner, "The Career of Sociological Literature: A Diachronous Study," 

Soc. Stud. Sci. • 7 , 1977 。 我深知获取这些数据的方法是存有争议的（可参见 D. Edge, "Quan止

tative Measures of Communication in Science: A Critical Review," Hisiory of Science, 17, 1979) 。

但是 ， 这些数据仍然可以说明问题－因此在我石来－它们粗略地反映了一种总体趋势 ， 而在

此 ， 这些总体趋势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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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近期文献（即最近5到10年）中的相关著作和该领域中的奠

基性论文。 奠基性论文包括那些在建立新研究领域、新理论 、新实验

技术方面起到开拓作用的 ， 并且可能在 30 年至 50 年内© 直到整

个研究前沿转移到其他领域 ，或者直到能用更加现代化的术语对之进

行彻底重建并取而代之为止 ， 被反复引用的出版物。

哲学家在引用过去著作的过程中也遇到过这两种类型的作品。
＂

奠基性著作
“

是指那些
＂

旗手人物
＂

的著作。 这些人物为某自成体系

的
“

潮流
＂

或
＂

流派
”

提出各种纲领性思想。 同样 ， 只要这个流派的直

接文化意义和身份依然存在 ，这些作品也就会经常被拿来讨论。［因

此 ， 我会将玻尔(Bohr严1913年关于原子结构的文章和卡尔纳普或纽

拉特(Neurath)在《认识》(Erke几nt心炒中的一些关于知识的纲领性论

文同样称为
＂

奠基性著作"。]

但是 ， 哲学还有第＝类传统 ， 即经典作品。 经典作品是（通常较为
241 久远的）过去的文学产品 ， 当代文化实践认为它们具有

＂

永久的
”

（或

至少具有划时代的）效力：也就是说 ， 它们有能力为解决任何时代的间

题提供启示 ， 即使我们知道它们是某个特定文化背景的产物 ， 而且当

时用它们来直接解决的间题在现在看来已经过时了 。 正是由于这个

原因 ，这些文本才被哲学家们以哲学家的身份（而不是以具有哲学思

想的历史学家的身份）一遍遍地反复阅读 、 引用 、讨论 、 争论 ， 尽管文本

作者们的当年被奉若神明的那些
“

教义
”

（即学术观点）已经不再站得

住脚了 。 而且 ， 尽管有些著作中的当年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和方法今天

几乎已被所有人嫔弃 ， 但有时还要将其作为经典作品保留下来：它们

＠ 这些引用中有相当大比例的部分实际上可能是
＂

敷衍了事
＂

或纯粹是出 "f" 礼节需

要
＂

。 但是因为我不关心实际
＂

影响
＂

的间题 ， 而是关心自然科学传统的义化组织 ， 这一点似

乎与话题并不特别相关。

© 玻尔 (Bohr,1885一1962) , 丹麦物理学家。 －译者注

＠ 纽拉特(Neurath, 1882—1945), 奥地利哲学家 。 他和卡尔纳普同为逻辑实证主义的

重要代表人物 。 卡尔纳普与赖辛巴赫 (Hans Reichenbach) 一起出版逻辑实证主义的机关刊

物《认识》杂志 ， 后在纽拉特的影响下 ， 《认识》于 1939 年更名为《统一科学期刊》 (Journal of 

如rf奴d Science)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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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看作
＂

错误的典型
＂

。 不仅在哲学界有这样的古典传统 ，许多社会科

学一尽管其历史要短得多一—似乎也拥有自己的经典作品。 在理

论社会学中 ， 马克思 、 韦伯或涂尔干的著作（虽然在某些方面被认为是

相当陈旧过时的）被认为对于解决当代问题和争议来说具有高度重要

的意义。 即使在经济学中， 将当今的一些观点视为新李嘉图学派、 马

克思主义学派或凯恩斯主义学派等等 ，也不无道理。

由于我的整个观点是想表明当代自然科学中没有经典文本， 因此

也许不必在此对
“

经典
”

这个概念做进一步说明。 然而 ， 至少应该指

出 ， 具备（或不具备）古典传统是某些当代文化实践的特点（特别是它

们在主动地 ， 有选择地与其过去的活动成果发生联系并与之融合方面

所具备的特点） ， 而不应被看作相关传统本身的固有特点。 在这方面，

当然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 ， 即虽然一旦被奉为经典就意味若作品的

效力
”

不受年代限制
＂

， 但是在经典作品的实际构成中 ， 也就是经典著

作的
“

核心书目
“
却常常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发生很大的变化。CD 此外 ，

人们可能认为某些文化类型在某个时代中不可能产生具有重大意义 242

的经典作品 ， 但是后来却
＂

发现
＂

其有一整套很古老的古典传统（如文

艺复兴过渡时期的视觉艺术就是如此）。 与此相反的情况当然也有。

如果说， 今天的自然科学没有古典传统 ， 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从未有过

这种传统。 牛顿的一些著作无疑在 19 世纪早期物理学中起到了这样

的作用 。 同样， 欧几里得(Euclid) 的《几何学原理》也许一直到本世纪

初都被奉为几何学的经典文献。 然而 ，在当代自然科学领域里却没有

哪个文本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 因此 ， 亳不意外的是 ，从 19 世纪下半

(i) 在这一语境下 ， 不妨回顾一下这段恬：＂也必须承认这一点， 即最长久以及正直的名

声 ， 已经被那些用简单易懂的文字表述观点的哲学家所获得；而棺长抽象推理的哲学家似乎

迄今只能从同时代那些怪僻的或无知的人那里获得短暂的声誉 ．但一宜无法得到后来者的
公正支持...…目前， 西塞罗的名声显赫 ， 但亚里士多德的名声则是完全衰落了 。 拉布吕耶尔

漂洋过海 ， 仍然保持着他的和脊 ： 但梅尔布朗斯的荣耀只是局限于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时

代。 而当洛克被完全遗忘的时候 ，也许爱迪生还能被愉快地记住。”这一荒谬错误论断的作
者多少对哲学还有些了解－他的名字叫大卫· 休谟(An E叨uiry Coru.·erni11g Hunia几 Under
standing, 1748 ,Sect. I,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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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开始 ， 自然科学的史学和自然的实际科学研究彼此日益脱离 ， 成为

完全不同的两个学科和两种文化追求 ， 尽管此前它们通常由同一批人

完成 ， 并被看作同一项工作 。

33. 缺乏古典传统导致当代自然科学－�与其他文化类型相比

而言一的历史记忆特别短暂 ， 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
＂

历史失忆

症
＂

。CD (或者 ， 如果这个说法看起来过于消极 ， 那么我还可以这样说：

它确保能够轻易地遗忘_:_些事情 ， 而根据尼采的说法 ， 没有这种遗忘 ，

生活本身就不可能继续下去。）然而， 这个说法比较片面 ， 而且不完全

准确 。 自然科学实际上拥有自己的长期记忆（而且这个长期记忆被固

定在了当代文本之中）。 伽利略力学 、 牛顿定律 、 达尔文自然选择学

说孟德尔遗传学 、 洛伦兹变换 、 迈克耳孙－莫雷实验等等 ， 所有这些

都是现代科学的
“

文学丰碑
＂

。 通过这些文献 ， 人们对这些久已远去的

英雄保持着敬重与怀念 ， 尽管英雄们的著作在今天的科学实践中已不

243 再被频繁使用。 自然科学用编制大事记的方式来代替长期的历史记

忆 。 用科学的语言将科学史所特有的事件记录下来 ， 不仅起到
“

树碑

立传
＂
的作用（虽然并没有将

“
迈克耳孙－莫雷实验

＂
作为一个历史事

件记录下来 ，但是这个术语本身就代表了一个情节复杂的故事）®, 而

且也毫不客气地将这些事件现代化了。＠ 在最近出版的物理课本中 ，

Q) Y. Elk打1a, "A Programmatic Allempl at an Anthropolo窃of Knowledge," in Sciences and

Cultures, ed. B. Mendel劝Im and Y. Elkana, Doi妇ht, Reidel, 1981,pp.35-36. 

＠ 参见J. Lakatos 对此的描述和分析("Fal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窃of Scientific Re
search Progrummcs," in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叨wledge, ed. I. Lakatos and A. Mus驴\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咄y Press, 1970, pp.159-165). 他还强调，通常 ＂ 该“ 实验的意义

只有在25年后通过回顾的方式才能了解清楚 。

＠ 库恩特别强调这一点(The Structure of Sci如如 Revolut如ns, pp. 136-143)。 但是， 库

恩从根木上将这一事实解释为意识形态的产物 ， 这一意识形态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予以培养

并起到创建一种群体思维来促进” 进步
＂

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参见本文的§40 和§43。 关
千科学

“
民俗史

＂
中谈到的“ 无意识的现代化 ＂

，请参见Y. EJkana, The Di.� 如对r of the Conseroa.
勋n of Energy, London, Hutchinson, 1974,pp.175-197,and Y. Elkana,"A压grammatic Allempt 

al an Anthropology of Knowledge," pp. 59-60, 其中也谈到了自然科学中＂ 同步发现
＂

的著名案

例的回顾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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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牛顿定律的描述方法正是牛顿当年如果掌握了现代数学符号和现

代物理概念的话 ， 本可以采用的那种表达方式。 因此 ， 科学表达的含

义随着科学的进展而变化 ， 虽然一般认为它们的作用是专门为那些可

明确识别的独特历史现象和事件进行定义。©

这种内在的学科
“

民俗史
”

提出了其发展特征的一个很明确的概 244

念。 首先 ， 它确认了科学认知变化的主要动因是那些真正重要的英名

永存的文化－英雄有着高度个体化的特征。 其次 ，它将过去与当今直

接融合在一起 ，而一般认为 ，这个当今包含了过去一切有价值（和值得

回忆）的东西 。 我们一不论是否微不足道 只是因为站在巨人的

肩膀上 ， 所以才能看得更远——而］不是相反 。 再次 ，这些历史大事记

也相当于死亡通知书：科学 ， 在其不懈前行的进程中 ， 会将哪怕是最伟

大的思想成果也转变成历史遗迹 ， 对科学而言 ， 只有这种无休止的前

进是确定无疑的 。

哲学同样拥有并利用其历史发展中的这些
＂

文学丰碑
＂

。 毫无疑

问 ， ＂笛卡尔的二元论
”

、“斯宾诺莎的一元论
”

、 “黑格尔的辩证法
”

等 ，

都是同一类型的历史大事记 ， 其具有现代化和模糊的含义。 但是 ， 哲

学与科学在此问题上存在差别 。 在哲学的讨论中（我要强调：是哲学

的讨论而不是历史的讨论） ， 如果条件确定 ， 那么相关意义的解释学合

理性能够得到提高 。 例如 ， 在对吉尔伯特 · 赖尔(Gilbert Ryle) 的《心

的概念》®(这本著作没有历史主张）的批评意见中 ， 人们经常提到并

着重强调赖尔对笛卡尔二元论概念的解释是否充分和正当的问题。

因为 ， 无论当代哲学对此持何种观点 ， 二元论形而上学的经典和范式

＠ 我们可以认为 ， 在解释学的语吉中 ， 在历史理解的隐匿形式下 ， 伽达默尔总义上的

应用层面完全主导了正确的阐释方式勹 白然科学的
“

幼稚的照释学
”

在这方面是一种教条

式的韶释学 ， 类似于传统的圣经阐释力式 ： 二者都将某些文木的合法性要求认定为理解的前

提。 当然 ，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在现代自然科学条件下 ， 这些文本不是关干过去的

权威性经典 ， 却是对永恒变化的现在进行即时编煤的文献 。

＠ 吉尔伯特· 赖尔(Gill沦rt Ryle, 1900一1976),英国哲学家。 《心的概念》(1949)是赖

尔的代表作 ，他在具中通过批评心物二元论 ， 尤其是笛卡尔式的心物二元论 ， 系统阐述了他

的心的理论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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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给所讨论的问题提供好的答案－纲要， 这与赖尔的不当阐释密切

相关。 在我看来， 当代自然科学不可能发生类似的情况 没有人会

因为指出牛顿定律在叙述方面不准确或巳经落伍过时而受到指责 。

当然， 之所以不大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是因为只有哲学家具有关千经

典文献（至少是某些经典文献）的专业能力。

34. 当然， 自然科学的这种
“

历史失忆症
＂

也不无良好的存在理

由 。 在这方面， 下面这个事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 即实验性自然科

学所积累的知识不能在文本中被完全对象化（见 §22) 。 特别是对实

245 验报告的理解需要具备一定的
“

隐性知识
＂

， 没有这些知识就不可能将

公式所表示的程序性规则和技术规定的实验材料、设备等转化为对规

定对象实施的可行性实际操作。 由千实验设备、材料变化的计量标准

以及测散程序等发生了改变， 这种对理解文本所必需的隐性操作专业

知识就消失了（被其他知识所取代）；现在，也只能通过适当的历史研

究对这些知识进行重建。 自然科学低层次理论（或独特的观察）术语

的操作意义以这种方式在进行改变， 而其所指的对象却没有改变， 这

种情况只能使局面变得更加复杂 。 在阅读年代久远的研究报告时，科

学家往往无法搞清楚实验者实际上在做什么， 其测批的可靠性如何，

甚至不知道其数据实际代表什么意义。 （科学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

子， 其中某些过去测量的数据的意义已经在回顾性研究中被彻底修改

了；例如， 电力研究的早期历史不断地告诉我们：所测藏到的结果其实

与实验者原来设想的完全不是 一回事。）纯理论性文本中也出现过类

似的， 尽管多少有些不同的情况。 鉴于当今科学家的专业能力是在其

文化背景中形成的， 那么自然科学的文本就具有了
＂

固有折旧率
＂

， 这

就使得跨越时间界限去扩大
＂

文献搜索
＂

范围的做法基本上没有了任

何意义。

35. 然而 ，就经典文本的理解而言， 类似的困难在人文和
＂

软
“

科

学领域也并不少见。 即使经典文本代表各种形式的
“

元话语
“

一 一也

就是说， 虽然与隐性操作技巧消失得无影无踪相关的具体理解难题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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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现一但是其意义也绝不是简单地” 奉送给“ 现代读者的：必须用

历史－解释学的手段进行意义恢复。由于人们认为这些文本的意义

与当代问题相关且具有启发性 ， 就需要一遍又一遍地对其进行重新诠

释。 因此 ， 两种文化类型之间在其有效传统组织方式上存在的差异

（ “ 长期” 与“短期历史记忆＂的差异）不能仅仅根据构成其各自历史的

文本的不同特征来解释。 （更不要说还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了 ， 即在历

史久远的案例中 ， 同样一个文本既可被看作物理史文本 ，又可被看作 246

哲学史文本 ， 而阅读它的常常是哲学家 ， 而不是物理学家。）还是这样

来提这个问题比较合适：为什么了解亚里士多德并具备阅读亚里士多

德文章的基本能力是当代哲学家的职责 ， 而为什么对于物理学家来说

却没有这样的要求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最终还是要归结为：第一

，

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中 ， 当代科研或学术活动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化

表达方式；第二 ， 这一组织方式得到了强化 、合法化并被继承和发扬 ，

方式是对其活跃的过去进行结构化 。

36. 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的文化表达一般采取论战－争论的方

式应虽然它们通常被分成（通常以一种短暂的 、重叠的和流动的方

式）若干＂ 协同性 ＂ 专业 ， 这种分类至少部分地被另一种形式的分类所

遮蔽 ， 即把它们划分成相 互竞争的各种理论 ” 学派 ＂

、

＂ 趋势 ” 和＂ 潮

流"o® 这些趋势之间的关系是无偏差的竞争性关系。 通常认为 ， 针

对本质上基本相同或密切相关的问题（尽管这类问题在其显性表达方

式上有所不同） ， 它们给出的各种解决方案虽然代表各自学科的理论

模型或形象 ，但原则上它们却是互不相容的。 要想将各种知识统一起

来（以及经常性地实际接触）就要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

学科或学科分支的传统组织形式则支持其在当代领域中论战的

Q) C. J. Lan1mers 已经在相关意义上谈到了其
“

多范式
”

特征。 参见" Mono-and Poly

P釭adigmatic Developments in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 in Social Process of Scienl如 D毗lop

menJ., ed. R. W拓tley, London , Routledge , 197 4。

＠ 这一学派出现在很多（虽然不是所有）构成这一学科的专业中 ， 并对这些专业产生

了犹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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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 它将目前各种相互关联的不同理论（各种理论中的各种组成

概念）回溯到其
”

本原
”

， 并将理论中那些可在学科间相互引为范例的

247 文本固定为经典作品 ： 所谓可引为范例的文本 ， 即那些具有
＂

永久性
＂

效力或至少具有时代性效力的文本， 因为这些文本向读者最清晰地展

示了接受某些基本理论模型或形象的理由 、动机及其结果 。 由此可以

将学科的传统又划分为多个
“

传统
”

， 而且其中的每个当代
＂

流派
＂

通

常 利用
“

经典作品
”

这一公共资源——建立起多少有些与众不同

的专有
“

书目
”

，并提供与其他学科流派不同的（有时是截然相反的）

诠释应这样一个
“

无偏差
”

重建的历史使得一些非常久远的历史著

作可直接应用于当代的论战中（既为了给自己寻找合法依据， 又为了

给自已提供论据） ，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增加了目前可供选择的概念的

数址产以极大的历史深度追溯充满文化色彩的传统 ， 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会超出该学科开始存在的时间点。 （今天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

学 ， 虽然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没有这一社会学形式。）另一方面 ， 这样

的问题或选择 即使是在容易把其当作永恒延续的问题和争议的

哲学领域—一最终也取决于学术研究的现状。 例如 ， 哲学家们倾向于

追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争论 ， 至少要追溯到德谟克里特和柏

拉图之间的
“

冲突
＂

，他们却忽略了哲学思想的上述两种趋势 ， 直到 18

世纪其才被视为两种对立的选择。

37. 与上述论述相反 ， 当代自然科学的文化领域是以一种既容许

248 多元化存在又强调协调一致的方式组织起来的 。 这些学科不仅相当

明确地分为多个专业 ， 而且这些专业又非正式地分解为多个研究领

＠ 哲学史学正是始于亚历山大时代对哲学发展的论战式的－”对抗式的
“

解释 ： 参见

G. Markus, "lnte中relations of, and lnte中relation in Philosophy, " Cri也al Philo沁phy (Sydney) ,

I, 1984。

＠ 因此 ，作者在这些学科中提出的具体断言和知识主张通常只在更广泛的背景下接

受评估 ， 反过来 ，这些背景既不是严格固定的 ， 也不是一致认可的。 贝泽曼 (C. Bazerman, 

"What Written Knowledge Does: Tluee Examples of Acade面c Discourse," Phil. Soc. Sci. , 1 I ,

1981, pp. 370-373)特别强调这一点 。

238 



第七章 为何没有自然科学的解释学？几个初步论题

域 ，这些领域是创新探索的主阵地。 同一学科内的各个领域和专业以

松散的方式进行合作 ， 形成对不同但相关问题的各种研究形式 ， 它们

处千同一（理论和实验）学科背景之下 ， 而其基本内容则在其实际使用

的
“

基础教科书
＂

中予以了表述。 即使人们认为—一或根据常识或诉

诸科学的本体论而理所当然地认为——不同专业实际上在研究同一

“

对象
”

， 各专业所形成的理论 、成果等也不能被看作是相互对立的或

可供取舍的备选模式 ， 而应被视为该学科不同研究领域的概念化结

果，这些结果至少在原则上是彼此兼容的。 这一假设甚至在所涉及的

各种理论（以其目前的形式）逻辑上不可调和的清况下仍然站得住脚：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前瞻性地假定 ，

“

未来的研究
“

能够实现

不同理论之间的协调统一（例如 ， 广义相对论与非相对论益子力学之

间的关系）。 通过这种方式 ， 至少在
“

正常
＂

的发展时期内 ， 可以解决

自然科学的异议 ，将其容纳 、 限定为特定研究领域内就如何回答某些

具体问题而提出的不同看法�而不去争论如何理解这个问题本身

和如何去实现研究目标。

研究领域中的这种既强调一致性又容许多元化的组织形式 ， 与其

说是
＂

规范的科学
”

（即自然科学领域里大部分时间为真的状态描述）

的一个真实特点 ，还不如说是这一文化实践类型试图加以
＂

规范化
＂

的

一种状态。 也就是说 ， 这些实践旨在采用一系列具体手段来努力遏制

和限制具有相关认知背景的不同意见 。 如果说在目前的学科知识水

平下 ，缺乏充分的理论和技术资源为某些争议找到看似合理的解决方

案 ， 那么就干脆把这些争议贴上
“

不科学
”

或者
”

形而上学
＂

的标签搁

置起来（也许在以后的某个阶段会重新启动） 。 经久不息的论战会起

到长期分裂相关研究领域的作用 ，千是其常常将最初的不同观点分解

为具有同等合法性的多个独立专业 ，各自研究同一个现象的不同方

面 ，从而达到
“

中 和
＂

争议的效果。 由此将不同派别之间的竞争从争 249

论－认知的层面转移到
“

社会
“

层面（依据其
＂

丰硕成果
”

和重要意义

争取在学术上和更大范围内得到认可 ，以及争取财政资金等）。 因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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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发展中的研究领域的专业化运动就在自然科学界承担了解决冲

突的功能应以这样一种方式 ， 强有力的科学客观主义 (§27) 被很容

易引起共鸣的视角主义 (perspectivism)®"调和
＂

。 视角主义采用具体

化的方式 ， 从理论上、方法论上和技术上将不同的 ，有时是相互冲突的

研究方法转化成研究现实的不同层面的差异 。

当这些科学规范化的做法未能有效平息争议 ， 那么就会导致异常

事件的发生：如果其后果后来被视为有意义和积极的 ， 那么这就是一

场
”

革命
”

；如果是无果而终 ， 那么这就会被看成一次
＂

越轨行为
＂

。 下

这种判断的依据不是相关事件在科学史中的发生频率－—－判断一件

事是否屈于异常事件与其是否罕见毫不相干。

38. 自然科学对于传统的实际组织方式为其当代活动的这一透

视化 、 多元化和协调化提供支持。教科书往往包含（如引言）学科的官

方历史 一个理想化的故事将其最重要的
“

大事记
“

连接成简单的

序列。 但实际的文化－认知传统却是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独立地进

行组织和建构的。 自然科学中被激活的过去表现为众多共存 、 并行的

”研究状态
＂

，每种状态持续时间相对较短 ， 并有部分的重合 ，而不是一

些持久的倾向－＂传统
”

（其争议性的竞争保证了学科中研究分支的

250 统一）。 每一篇研究论文直接有助于对这种传统的巩固和完善。 自然

科学可以容忍历史意识的缺乏 ， 因为每种文学对象化可以立即从其当

前活动的角度参与到对有关（浅显的）历史的表达和解释之中。

39. 在今天 ，这种传统－组织方面的功能是自然科学出版物的形

式特征和要求 。 这与前面已经提到的当代科研论文的传统和标准化

＠ 关千科学专业化和＂ 细分 ” 在化解冲突中的作用 ， 首先可参见W. 0. Hagstrom, The

Sc如屯位 Commun切
，

New York, B的c Books, 1965 , pp. 187-226。 关于说明这个过程的历史
案例研究（贝特森和皮尔森之间的争端和生物统计学的出现） ， 可参见 L. A. F arall , " Cont.ro

versy and Conflict in Science: A Cuse Study," Soc. S皿i. Sci. ,5, 1975 。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热力学和气体动力学理论之间的分离 ， 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之间的分离等） 。

<ID .. 视角主义" (perspeclivism), 亦作＂ 透视主义”

， 由尼采开始形成影响，为后现代主
义所充分发挥。 视角主义认为认识取决千认识者的生存条件 、主观需要等等 ， 就如透视画面
取决千画家的位置 、视角—样。

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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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结构的解释学功能与意义有关(§7) 。

研究报告的引言部分（连同其参考文献）的任务就是进行关于

”当代文献
＂

的给定研究 ， 即短期历史的文字记载。 为此 ， 相应的传统

被以 一种特有的方式进行重构和解释：它被转换成 一种单一
、 局部和

开放式的争议性复合体 。 最初可能完全无关的著作 ， 现在从特定问题

的观点来看或者证实或者证伪 ， 总之互相有了联系 ； 出版物的实际时

间顺序（和实际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并被争议关系所取代。＠

这样 ， 作者—一作为以往科学著作的一个真正的 、 创造性的接受者和

阐释者 不仅要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 ， 同时还要将复杂的 ， 通常是

多中心和混杂的历史故事转变成
“

逻辑化
＂

的故事 ，从而将其组合成一

种瞬时状态：＂研究现状
＂

。 对千这种短期历史的逻辑化和瞬时化的目

的非常明确 ， 就是要将一个关注的具体领域界定为一个相对独立 、 合

理的研究领域—一－更重要的是一在其中划分出问题得以解决的已

知领域 ，以及尚未解决争议的领域和未知领域。 以这种方式 ， 过去被

理解为客观地提出 一个（或多个）问题 ， 而论文的任务就是解决这些问 251

题。 因此 ， 引言通过对传统的明确构建 ， 通过缩小客观上预先给定的

不确定性和未知性领域 ， 为论文中对知识现有状态的
“

贡献
”

提供了正

当性解释。 为使自己的著作合理地建立起与科学的相关性 ， 科学家必

须
＂

承认
＂

其作品与一些早期出版物的相关性 ， 他们以这种方式将这些

早期出版物转换为对当代富有意义的文化传统。©

自然科学家这种对于传统经常性地、 草率地组织当然是一种
“

主

观性
＂

的解读活动 ， 也就是说 ， 它需要个人（或小组）对研究领域的界

限、相关性、创新性及其早期意义等做出决断 当然 ， 所有这些取决

于这些科学家阐释其结果和可能意义的方式。 并没有一个认知标准

＠ 在关千科学的主流分析哲学中 ，这种真正的实践通过 “ 发现语境” 和＂ 证明语境＂ 的
概念差异获得规范化 、合法化特征。

＠ 参见 N. Gilbert, "Refereneing as Persuasion," Soc. Stud. Sci., 7, pp. 100-101 ,110-

113; Knorr-Cetina, The Manufac应e of Knowled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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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规定（或允许）对这些问题进行清楚明白的选择。 很可能出现的

情况是， 两位科学家进行大致相同的 实验 ， 却建构出完全不同的相关

文献传统 ， 并据此将各自的研究结果置千不同的理论背景中加以阐

释应然而 ， 这种对于传统的建构（或重建）被视作是对预先存在的

（知识）状态的一种简单描述。 要保证做到这一点 ，不仅要明令禁止直

接表达个人的选择和态度 ， 还要（且首要地）建立一些规范性要求 ， 这

些要求旨在确保这一建构的
“

客观性
＂

。 ＂文献查找
＂

应该全面 ， 所有

著作的影响和意义应予以承认 ， 对其他作者的成果的阐释一—除非在

直接论战的清况下一—不能完全脱离作者的解释 ， 等等。 当然 ， 虽然

这些要求的含义已经得到普及， 但是在实践中对此明目张胆的违反
252 (完全忽视对手的理论）仍是时有发生。 但是， 这些要求仍被假定是有

效的。 也就是说 ， 如果论文明显不遴守这些要求 ， 可以对其进行批评

（甚至否认其科学性）。 也许最好是把对传统的构建（在引言中介绍）

作为一种自愿接受的建议 ， 即给出究竟什么应该算作特定领域中知识

的实际状态的建议。 那 么 ， 在相关出版物的文学关系中， 这 一 传

统 在一段时间内－就保持相对稳定（选择某个领域内引用率高

的、内容相关的
”

重要近期著作")'论文是否能够使自身成功地进入

这一传统同样在这一过程中得出结论。

40. 如果引言部分的任务主要是构建一种短期历史 ， 客观地提出
一个需要回答或解决的问题 ， 那么方法部分就是证明科学家着手

｀｀

发

现
“

答案的途径及其产生新科学知识的方式是一种有根据的方式 ， 并

巳纳入到以前的文献和研究中。 在结果部分介绍答案的所谓
”

原始数

据
“

，在讨论部分指出这些数据为前面提出的 问题提供（或贡献）解决

方法。 但是，讨论部分通常还要完成更多任务：对于不确定的 解释性

替代理论 、有待进 一步研究的理论和实证性问题 ，应以科学研究固有

的怀疑态度至少给出某种预测。 这样 ， 论文不仅将自身置于当下的历

(i) 例如 ， 对比 Gilbert 和 Mulkay 在 Ope,血g Pandora's Box(第43 -51 页）一文中提供的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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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之中 ，并且建立起与计划（建议）的未来研究的某种关系 。

41. 因此， 自然科学论文的正式－常规组织整体上服从于问题与

答案的解释学逻辑 一以呈现给我们自己的间题（取决于当前的知

识状况）为必要限定条件 ，而答案在很大程度上是客观化和归化的（答

案由作为
＂

朴素的事实
＂

的 ， 具有决定性的数据提供）。 因此 ， 如此完

成的实验真正成为一种
＂

强迫自然回答我们的问题
＂

（康德）的方

式一第二种全能的比喻 ， 就像
”

自然之书
＂

的比喻(§13) , 直接将主

体间性 、解释学－对话关系转换成自然与人的关系。

解释学过程的这种
“

归化
”

部分地通过将间题与答案的逻辑应用 253

千自然科学领域予以保证 ， 这种问题与答案的逻辑是其历史传统的直

接组织原则 ， 历史以这样的方式被强烈地
”

逻辑化
“

立并且（从当下的

观点出发）转变为一个线性过程 。 通过上文提到的建构 ， 每一篇论文

扎实地嵌入到短期历史中 ，并且在其中清晰地划出了已知和未知之间

的分界线 。 接下来应进一步推进这一前沿 ， 从而开启对新问题的研

究。 因此， 文献对象化的这 些制度化特征为它们赋予了重要意义 ， 即

对始终开放的、不断进步的集体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因此， 自然科学

的所有文献著作只属于某一暂时性阶段 ， 是人类知识坚持不懈向前迈

进过程中转瞬即逝的步进点和停靠地。

因此 ，科学进步的理念既不单纯是科学家（和一些哲学家）的意识

形态 ， 也不仅仅是表达科学史的某 些事实：而是一个基本条件和准入

证 ，只有有了它 ， 才能为自然科学活动赋予意义 ， 因为自然科学活动在

当代以文化的方式组织起来。 之所以如此， 不仅仅是在现代自然科学

患有
＂

历史失忆症
”

这个意义上 ， 只要人们认识到古老著作中的一切认

知价值都完全包含在
“

近期
＂

的文献中 ， 则其活跃的传统的短暂性即可

＠ 历史的这种
“

逻辑化
＂

与实验的可复制性有直接关系 。 科研论文描述实验者行为的

原则是实验结果可被复制 ， 因此必须去除与实验者动机有关的行为的真正历史性 。 必须用

理性取代行为者可能的个体或历史动机 ， 因为理性对于每一个致力千在特定知识领域进行

科学研究的人来说都是具有说服力的。 具休的实验做法是仅仅关乎特定
”

知识状态
＂

的理

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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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作是理性的。 我想指出的是， 考虑到科学论文的形式特征 ， 对科

学论文进行
“

适当理解
“

是将它视作对于认知这个不断前进、无所不包

254 的不可逆过程所做出的贡献。 因此 且 进步的理念被设想为一个具有历

史－文化偶然性的规范性理念＠ ， 它本质上与自然科学活动的当代文

化组织及其文献对象化密切相关。 当然 ， 有这样一个问题：在科学或

研究的具体分支中是否有
＂

进步
＂

的概念 ， 这一”进步
“

是在准绳的意

义上的 是一个实证性问题。 但是 ， 总体上 ， 自然科学知识能够累

积进步这个前提是一个历史性的假设 ， 它与这一认知形式的当代文化

组织形式有关。 然而 ，其
＂

偶然性
”

并不意味着它的随意性。 只要此种

组织形式的认知实践可以实际满足对它的基本社会期望 、要求和需

要 ， 或至少是它没有受到以其他方式组织起来的实践的挑战 ， 自然科

学就是
“

能够进步
＂

的。

42. 当然 ， 有充足的社会理由可以解释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文

化领域和相关传统建构方式上的显著差别 。 人文和社会科学著作仍

然一要么以一种公开的方式 ，要么以一种非反省的方式——与分化

的 、部分对立的社会利益 ， 与各种现存社会机构的合法化或批评 ， 以及

与对不同社会群体社会地位产生不同影响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 另

一方面 ， 在我们的文化中假定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是技术关系 ， 只

能根据通常被视作道德和社会中立的有效性评定标准进行判断。 有

良好的社会文化基础可以理解上述差异的存在 ， 但这并不是解释这一

差异的令人信服的认知理由。 在后一种意义上 ，人文科学的传统不应

255 被组织为与漫长的历史时期相竞争的对立
＂

趋势
”

， 而自然科学的传统

也没有必要组织成许多共存的 、仅仅部分重叠的
”

研究状态
＂

。

事实上 ， 哲学的历史传统（举一个在此方面最为极端的例子） ， 可

以很好地按照哲学知识持续增长的模式进行排序。 这是由从亚里士

＠ 在此 ， 我在准康德的意义上使用
“

理念
“

一词 。 “理念
“

是非任意的有意义概念 ： 自

我解释的形式 ，通过为实践赋予特定的意义 ， 实现规范和引导的作用 ， 然而 ， 这个意义不是一

个
”

自由发明
＂

的个人行为 ，而是与相关实践的文化－社会构成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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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德到黑格尔再到新康德主义史学这一最伟大的
“

哲学的哲学史
”

（主要是将作者的体系描述为整个进化过程的内在目的）完成的。 不

应该只承认这些著作的历史有效性［在效果历史 (Wirkungsgeschich

te沙的意义上］ ， 但是 我认为也不能断言它们毫无启发性可言。

此外 ，当然它们很可能在任何特定的历史时刻
＂

调节
”

哲学的
“

派系
”

之争 ， 并消除其争端 ，这主要通过视角主义相对化的方法和与其（在
＂

范围
＂

或
＂

角度
”

上）对立的适当限制 ，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 这些方法

往往在自然科学中使用 。 今天这样的尝试被轻蔑地评价为
＂

折中
“

。

在哲学史上 ，

一直有这种强烈的调和主义冲动 ， 今天我们在贬义的意

义上将它称为
＂

折中主义
＂

。 然而 ，这种消极的判断既很难准确地反映

其历史上的意义（历史上一些最伟大的哲学成就 如莱布尼茨和康

德 就是被这样的目标所激励） ，也不能反映其现在的角色（很可能

大多数当代学院派哲学家不是清晰界定的
“

学派
＂

的正统信徒 ， 而是

＂折中主义者")。 但是 ， 这种评价的确正确表达了在当代条件下 ， 折

中主义作为解决永恒的
“

学派争端
＂

的哲学纲领在文化上的不相干性。

但是 ， 必须补充一点：存在一些整体性文化时期 （例如 ， 罗马共和国和

罗马帝国晚期） ，其中某种融合的尝试确实取得了相对持久的优势地

位。（诚然 ，这并不是哲学史上成果最丰硕的时期。）

43. 就自然科学而言， 情况恰好相反。 直到18世纪初 ， 自然知识

的接受形式一般体现在一些具有文化（和民族）特异性的 、多功能的理

论中 ， 这些理论作为彼此对立的 、不可调和的自然世界
”

模型
＂

而存在 ，
256

人们不得不从中做出选择。 笛卡尔 、 牛顿和莱布尼茨
“

物理学
”

之间的

关系（在此仅举一例）原则上与竞争的形而上学体系之间存在的关系

并无不同（当然， 它们只能通过一个现代化的 、与历史无关的抽象从这

个体系中分离出来） 。 这种情况在整个18世纪已经逐渐改变了。 尽

管主要还是牛顿时代的语言风格 ， 但它并不是在此期间实际发生的范

0 效果历史的概念由伽达默尔提出 。 伽达默尔认为历史或传统不仅仅是过去 ， 而且

也是一个实现的过程 ，历史通过制约我们的历史理解力而产生效果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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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的共识性胜利和普遍接受（比如人们将库恩理论应用于真实历史

中的方式太过轻率）， 而是这些模型的一种
“

杂交
”

， 这些模型在早期

被视作彼此排斥的； 一种
“

机会主义的折中主义
”

，将各种特征和成分

进行混合和结合， 方式是首先诉诸占主导地位的中心研究兴趣（以及

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主流文化传统）应自然科学中出现
“

视角主义调

和
”

这种认知策略的时间或许应该从这个时候算起。 在此之前 ， 在对

哥白尼理论进行解释的争议过程中， 这种调和被明确拒绝 。 无论如

何 ， 正是各种范式的这种
“

折中 性杂交
”

为在理论上和在方法论上将

“实验性自然哲学
＂

的问题 、 结果和模型更严密地结合到
“

普通物理
”

的数学原理中准备了概念性根据 ，主要是（适当地重新解释）了牛顿力

学定律 ，并使物理学作为一个统一（和日益专业化的）学科在 19 世纪

上半叶得以出现。 这个过程也涉及在理解实验与理论之间的关系以

257 及经验和数学之间的关系时深远的认知改变， 这种改变影响了学科的

操作（实验）实践和文学实践。
＠

44. 然而，即使在 19 世纪人们也不认为自然科学中的传统文化构

成等同于他们当前实践的相关特征。 在此期间牛顿被当成了
“

经典物

理学
”

， 从这个词完整的意义上来说 ， 仅凭这 一事实就已经表明了其区

别 。 无尽的科学进步这 一概念当时已经在自然科学的文化实践之中

被牢固地建立起来 ， 仍然与明确的（实现或即将实现的）
“

科学世界

观
＂

同样坚定的信念结合在一起 ，其原理不容置疑 ， 为知识的广泛增长

＠ 爱尔卡纳整理了这一效应的证据和简洁论证， 参见 Y. Elkana," Ne叭onianism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如cSophy of Sc比nee, 22, L97J; H. Guerlac, "Ne忙

ton's Changing Reputa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Essays and Papers irt the History of Mod

em Sci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and R. E. Schofield, "An Evolu

tionary Taxonomy of Eighteenth-Century Newtonianisms," in Studies in the E屯比eenth-Cen比ry Cul

lure, ed. R. Rw1l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vol. 7, I 978。

＠ 参见 R. H. Silliman, "Fresnel and山e Em叩；ence of Physics as a Discipline," H吼

St以l. Phys. Sci. , 4, 1973; C. W. Smith, "A New Chart for British Natural Philosophy," H吼

Stud. Phys. 沁 . , 9, 1978;5. F. Cannon. S也nee in. Cul比re: The Early V. 比toria.几凡riod, New 

York, Daw叨n, 1978, ch. 4; and E. Bellone, A World. on Pape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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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保证。 又是康德第一次在他的理论哲学中清楚地说明了这种

发展观念的两个方面。

只是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起 ，科学知识无限增长的观念已经与

原则上的可证伪性(fallibilism) 交织在一起。 现在 ，科学的进步意味着

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 不断逼近一些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而这些目标的

内容的任何实质特征也是无法描述和不可预知的。 大约在自然科学

的文学对象化的同一时间 ，关于其适当构成和文献使用的传统和规则

也获得了其当代 、现代的形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 目前已知的引用

规则 ，结合上述的自然科学特有的
“

短期历史记忆"'从 19 世纪下半叶

逐渐建立起来。科学历史学家最近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谈论发生在 19

世纪的
“

第二次科技革命
”

——这意味着或在科学（首先是物理学）的

理论取向和标准方法上的一些激进性转变 ， 或在科学活动社会组织的

一般形式上发生根本性转变应自然科学的解释学分析表明， 这两种 258

类型的转变通过一系列同时发生的变化而相互联系 、相互结合 ， 这些

变化不仅发生在其文学实践中 ，也更广泛地发生在维持这种实践的文

化(ATR)关系的集合之中。 自然科学作为我们知道的文化流派 ， 作为

我们熟悉的制度化话语行为的形式 ，是 19 世纪发展的产物 ， 在这些发

展中 ， 认知结构 、机构组织 、 客观化的文化形式和整体社会功能等都发

生了改变。

五、推测性的结语

45. 总体而言 ， 上述我们尝试从解释学分析中得出的任何与自然

科学有关的实质性结论 ， 都是推测的和不确定的。首先 ， 这种分析能

＠ 第一种观点体现在 Bellone 的 A World on Paper 和 Cannon 的 Science in Culture : 7', 厄

Early Vic如ia几氏riod 两部著作中 。 第二种观点参见 E. Mendelsohn , " The Emergence of S c i 

ence as a Profess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in T/1e Manage11即nl of Scieru如， ed. K. Hill, 
Boston, Beacon Press, 19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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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以现象学描述文化状况 ， 从而赋予当代自然科学话语以对象化的文

学意义。 因此 ， 自然科学的文化规定 ， 相较千其 他文化类型或时间更

久远的
”

自然知识
＂

而言就会引起更大的关注。 由千我们在此所关注

的现代自然科学不仅包含文学推论功能 ， 因此我们所做的解释学分析

并不能详尽阐释主体问题。此外 ， 解释学的分析主要关注文化意义的

历史的和文化的偶然现象 ， 而认识论和社会学的分析分别关注真理和

社会问题 ，它们更加传统 ， 因此，解释学的分析并不能取代认识论和社

A皿
云子o

但是 ，这三大问题域当然不是彼此孤立的。自然科学的解释学阐

259 释可以为传统的认识论和社会学方法的某些偏见提供必要的修正。

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哲学家经常或者曾长时间地将自然科学研

究的成果作为非实体化的
“

理论
”

， 换言之 ， 与一些
“

理想化
＂

的语言相

关的观点体系 。 另 一 方面 ， 在默顿传统科学社会学影响下 ， 研究科学

问题的社会学家则一度将这些成果视作传达演讲者自身价值和目标

的演讲 ， 目的是使聆听者实现这些价值目标。 而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研

究则可以有效矫正哲学和社会学的观点 ， 只要它坚持文化实践的成果

是严格规范的文本这一原则：具有强烈
”

类型化
”

特征的文学对象化 ，

将其生产 、传达、 接受和阐释的方式限定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

46 同时 ，解释学的阐释或许还可以缓和那些修正主义对于上述主

流哲学和社会学观点的押击 ，这种扞击似乎要将哲学和社会学带向一种

激进的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或社会学上的形式主义 ， 或两者兼而有之。

观点的客观也可复制性 、集体性 、创新性以及知识的发展不仅仅是意识

形态 ，这是一种错误的意识形式（一些机构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 ， 使得

对于实践本质的正确认识变得不可能；因为它们不是（在默顿看来）激

发科学家们行动或形成对于他人行为预期的准则 ， 而是施加给行为者的

行为与文字的相互作用的规范性要求 ， 方式是文化实践及其对象化的历

史的构成 ， 而这很大程度上与我们所说的某些机构的实际行为动机和准

则无关。 当然 ，可以肯定的是 ， 如果不考虑文化－社会语境 ，这些要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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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实现。 此外， 在任何实际情况中 ，并没有确定无疑、
一成不变的方法

论或认识论准则 ， 无论这些要求是否遵照甚至与智力和技术资源有关。

对于相关机构而言， 这必须成为其做决定时要考虑的问题。 但是， 这并

不是说 ，决定是变化无常的，虽然它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千具体情况 260

的本质和特征 ， 即是说 ，决定必须是谨慎的 ， 同时可能是包含错误因而

需要及时修正的。此外， 不仅仅是认知上的争论 ，

一些 “

外在的
”

因素

同样会影响我们做出决定。 但是 ， 这并不能使关于
＂

外在
“

和
＂

内在
“

因素的区分变得不具合法性或者无效 ， 因为它属于当代自然科学实践

的文化组织 ， 因此需要—一再次以一种不确定的、可商议的 ， 但并非随

意的方式 做出这种区分。 总体而言 ， 考虑到当前自然科学实践的

构成 ， 在当前科学界各成员的文化互动过程中 ，科学活动
“

内在
＂

要求

的
“

慎重
“

实现是这些活动的意义所在 。

47. 在我看来 ， 自然科学的解释学使得所有在普遍理性条件下为

当代自然科学的认知特征辩护的努力变得难以实现（当然 ， 自然科学

的解释学并不能证明自然科学的认知特征是错误的） ， 无论这种努力

是在严格的超验意义上 ， 抑或在与人类知识有关的不大严格的超验的

人类学限制的意义上 。 解释学的分析凸显了那些偶然的文化状况和与

这些认知特征紧密相关或至少历史地统一的关系。 这表明即使是在古

代西方思想发展中也有作为不同的文化类型存在的关千自然的各种形

式的
“

科学
”

知识 ， 它们不仅实现了不同的社会－文化功能 ， 并且具有独

特的认识论结构（它们有对于实验 、理论、科学论证 、创新和发展的标准

等等的统一理解） 。 重建这些 形式的次序（和它们所体现的理论的次

序） ，使它们在我们关于自然现象的理性认识中构成 一种渐进式的发

展；甚至可以 说 ，当代自然科学 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的文化形式要求我

们如此。 一旦我们接受了作为这一整体发展之目的和准则的自然知

识的现状 ， 我们便能够成功地进行这种
”

进化的
”

重建。 我们成功地进

行重建的事实 科学的
”

自由主义的
”

历史对我们而言不仅比起诸

如绘画的”

进化的
”

历史等等更加令人信服并且更为明确 并非是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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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足轻重的；其与我们的文化和科学都有关系。 但是 ， 这一成功及这

一 成功之
“

轻松
”

不应让我们忽略这一事实 ，即它们是对历史的解释性

的重建 ， 而这一历史由我们自身的文化前提决定 ，并且 ， 被理解为过去

的
“

科学的进化
＂

的实际过程事实上随着我们当前知识的构成和 特性

的每一次重要的改变而 改变（有时是显著地 改变） 。 中于有了现代性

的社会－文化前提 ， 自然科学就成为一项具有
”

进步
＂

的内在能力的复

杂理性活动 ， 但是 ， 在我看来 ， 任何基于这一进步概念的、 在 不包含历

史－文化的不确定因素的框架内的努力 ， 似乎注定要失败 ， 最终只能

导向作为一种人类理性普遍 构成的某种特定文化特征的本质。

48. 这样一 种
“

强烈的历史主义
“

立场并不能否定一种
“

非传统

的
”

自然科学理念的（原则上）可能意义。 当代自然科学的解释学方

法本身能够表明（虽然这并非本 文阐释的重点）自然科学现实发展过

程中明显的张力 ， 并且必然显现出与对千启蒙运动的伟大传统已经与

科学进步 理念建立起有机联系的期待相去甚远 ，甚至完全相悖的特

征 。 但是 ， 解释学的方法并未实际地为关千科学的浪漫批评提供很多

支持 ，同样 ，也没有为 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提供过多的理论支撑 。 这

表明 ，现代自然科学实践所具有的不同的认知的文化与社会功能特性

之间具有广泛的历史同步性和明显的亲和力 。 特别是 ， 强调了自然科

学已丧失其直接的和普遍的文化意义（在马克斯· 韦伯意义上 ，即 ， 作

为自然存在的生活世界中无所不包的认知倾向） ， 自然科学的话语变

成自我封闭的（即仅仅是专家的话语）话语 ，自然科学获得那些认知和

社会特征 ， 与此同时 ，这些特征使得自然科学可以在技术进步中 实现

某种直接的功能（将自然科学转化成一种马克思所说的
“

适当的生产

力,,)。 虽然自然科学特征当中所具有的历史同步性与 文化亲和力尚

未证明在任何条件下这些特征都是彼此依赖 、 不可分割的 ， 但是其严

262 重削弱了对于当前自然科学的文化焦虑特征的大规模批评 ， 并预先假

定了自然科学不必牺牲某些可能对千现代 社会而言根本性的特征 和

待续的发展 ，这些特征也可以被改变。 我们在（理想的）普遍性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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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阐述的
“

非主流科学
＂

的理念至多只是一个无法理性思考的完全空

洞的可能性。 一种经过系统发展的社会－文化实践 ， 如若要对其进行

有效批评 ， 必须在一种有意义和明确选择的层面上才能实现 ， 因为这

种选择可以改变或替换这种社会－文化实践 。 一种强烈的历史主义

立场与那种认为
“

什么都可以
＂

的令人鼓舞的相对主义信仰是刚好对

立的：如果历史教会我们一切 ， 它教会我们的这一切一—很不幸一 —

只能是在所有历史时刻 ，在大量可能的 ， 也许是理想的事物中 ， 微乎其

微的实现实践 －社会可能性的机会 。

49. 自然科学的解释学只能使自然科学的各种特征明确地展现

出来 ， 而在当前形势下 ，这些特征使得解释学对千成功的自然科学实

践的反映和认识变得无足轻重；它仅仅暗示了忽视自然科学解释学成

果的
”

代价
＂

。 对于
”

这一代价是否值得
”

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无可奉

告 ， 因为对此问题 ，哲学家与其他所有人一样束手无策 。 自然科学的

解释学只能试图一 像哲学所需要的那样 澄清当我们提出这—

间题时 ， 真正至关重要的是什么 ， 阐明我们按照当前的方式从事自然

科学研究时——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 需要为自己做些什么。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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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chel) (波士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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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代的哲学

＿ 

当代的文化受到科学的支配 。 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的方法 、 理论或

范式能够决定性地影响今天的日常思维 ， 或者在更为宽广的环境中 ，

在
“生活世界" (life-world)中为有效的定位充当指南。 事实恰恰相反。

一部分原因是随着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变得自律(autonomous) , 它们将

自身从习惯的 、日常的解释图式中抽离和分割出来 ， 这一后果使它们

的方法与结论只能被一个日益狭小的专家群体所理解；另 一部分原因

是 ，从 19 世纪末开始 ， 一种统一的
“ 科学世界观

“

能够完成一般的认知

和实践导向的任务 ， 这一启蒙运动和早期实证主义的伟大的目标和许

诺 ，越来越失去了科学自身发展的相关性。 今天这些概要性的概述已

经明确从本来的科学领域中被删除掉了。 它们沦入
＂

大众化
＂

和普通
264 知识的传播范图 ， 与真正的科学实践严格地区分开来。 在其技术影响

下统一
、 均质化了日常生活环境 ， 也即人类世界的科学 ， 已经被证明无

法提供唯一的、一致的 、 与其相连而可理解的对现实的解释——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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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它们不再承担这样的任务。 20 世纪 20 年代伊始 ， 马克斯· 舍勒

(Max Scheler)就已经说过
“ 没有所谓的科学 ， 只有各门科学学科

＂

。 如

果我们在广义上即人类学的意义上使用
“

文化
”

这一术语的话 ， 那么在

西方的思想文化史中很少有某段时间 ， 所谓的
“

科学
”

不像今天这样直

接影响文化的形成。

然而 ， 我认为这是真实的 ， 甚至更为明显真实的是 ， 科学 更确

切地说：主要是所谓的
“

硬
”

自然科学 ， 以及更少遵循它们认知模式的

那些社会科学－是当代高雅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 因为 ，就它们变

得自律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它们同时失去了所有的社会功能 ， 它们是这

种文化的独有的组成部分 ，或者－—－以一种更为谨慎的方式来说——

就它们在人类生活中可能的功能来说 ， 这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怀疑和不

确定性。 硬科学 ， 通过其广泛了解的技术应用 ， 成为一种塑造现实的

力鼠 ， 这种力晕的贡献和进步对于现代社会的待续存在是十分必要

的。 有一些社会的物质生活以过度开发利用和耗尽有限的、人力不可

再生的自然资源为基础 ，对这些社会来说 ，从长远看 ， 只有在同样快速

的技术进步的情况下才能维持自身。 而且只有通过不断利用科学研

究的成果 ， 才能保证这一点 。 在这个意义上 ， 科学已经成为社会变革

的主要决定因素和操控性机制 。 当然 ， 人们可能会用完全不同的方式

来评估它们的角色 、 它们的影响对人类产生的后果。 它们具有社会重

要性 ， 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 而且 ， 更为清楚的是 ， 没有它们自身的

贡献它们的消极后果也是不能补救的。

＿ 

“

哲学是一切科学之母 。

”

如果我们姑且接受关于文化历史的这一

（而且最多是）令人将信将疑的老生常谈的话 ， 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

文化领域中的家庭关系(fami]y relaLions)似乎没有比大多数平淡无奇 265

的家庭关系表现得更好 。 因为 ， 在科学的眼中并且从科学的视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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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 哲学看起来像是从没长大、 爱惹麻烦的父母。 科学理论给后者赋

予清楚明了的意义并且尽可能通过经验性的证明与证伪解决矛盾理

论之间的冲突 ，与界限清晰的科学理论的概念相反 ，思辨的哲学理论

大厦的真理价值始终具有不变的不可判定性 ， 原因在千它们特殊意义

的主题就是永无止境地解释冲突。 因此 ， 当代科学研究前沿争论的基

础和背景往往是公认的知识文献("教科书科学")'并且它们的解决

方法促进了知识文献的扩大和修正 ， 然而 ， 迄今为止的整个哲学史的

特征则表现为对立的学说和甚至无法共享一个共同范式的知识派别

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 专业性科学存在的文化形式是一种持续前进 、

集体性实践的研究 ， 甚至最重要的知识成果也不过隶属千它的伟大贡

献。 然而 ，哲学主要体现在
＂

大师－思想家
“

的全部著作中－�体现在

个人的和封闭的理论建构中 ，正是如此 ， 它只能以一种追随者的方式

持续下去。 由此 ， 在所有这些方面 ，从科学的立场来看 ， 不可避免 ， 哲

学就是一种文化形态 ，它以前不能 ，现在仍然不能克服初期的混乱 ， 这

种状态代表其自已形成阶段的 、科学发展的前范式性阶段的特征。 从

这种观点来看 ，哲学不过是 用胡塞尔(Husserl) 的表达方式—一概

念剩余物(Restbegriff) : 它指的是纯粹的剩余和剩余物；它指涉的领域

是由不能转变为可以凭经验解决的科学问题的那些问题组成的一

要么由于它们被错误地陈述 ， 成为伪问题， 要么由于在现有知识的水

平上我们缺乏合适的概念和技术方法能够使它们变成经验上得以阐

释并且得以确定性的表述。

＿－ 

很容易一援引当代理论和科学编史中的一些最新观点和见

266 解一能够弱化这里凸显出来的对立的尖锐性 ，在这种形式下的这种

对立与其说属于科学实践的对象化特征不如说属于科学研究内在的

意识形态 。 然而 ，在这里 ， 我更倾向于一个事实 ， 根本上说， 当代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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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影响的趋势之一是接受如此解释的对立关系的 ， 只不过完全颠倒

了与之相连的价值标准。因为科学已经并且仍然还在为它们毋府置

疑的成功付出代价 。 在某种程度上 ， 我已经提到过：它们成为有效地

满足迫切的社会需求的一个因索 ， 只能通过变成单一功能的存在 ，通

过
“

摆脱
”

所有的任务来实现 ，这些任务在别的文化中是由最受社会尊

重和认可的知识形式完成的——首先要摆脱的任务就是用统一

、 一致

的世界阐释方式给日常活动中的人类行为以直接导向。 当代的科学

具有建设性 ，但不再是启蒙的。 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是关于事实的经验

科学。就科学研究实践预设了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而言 ，它们并不

是不受价值影响的 ， 社会和文化环境使活动成为可能并为其赋予意

义 ， 这种环境的特点体现了事实上特定价值的主导地位 。 但是总体上

科学没有也不能研究由此设想的价值的重要性与有效性。由此 ， 尽管

它们提供了关于我们的实践中能够使用和利用的 、 关于可能性领域

的 ， 不断增长的总体信息 ， 但它们并没有说明对我们来说什么才是正

确的。

然而 ，在这一点上 ， 这里提到的对科学合理性限制的哲学批判并

没有停止。 它的核心目标是关于
”

事实
＂

的概念 ，这是实际的现代科学

要处理的问题 。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 事实就是可以被描述为许多一般

性的 ， 概念上可区分的和有特征的事件 ， 因果上或者功能上的相互依

赖性 ， 在这个词广义的理解上 ，其组成部分就是对象， 也就是说 ， 是原

则上我们能够处理和控制的实体 ， 我们曾经找到它们潜在的相互影响

的规则。科学的认知观点是一个彻底对象化的观点。 但是 ，在这一特

殊意义上说， 并不是事实上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件事情都是一个
”

事

实
＂

， 而且并不是我们的所有行为都致力千产生和改进这样的事实 ， 因

为原则上我们不能处理所有的事情 ， 而且我们也不能把在生活中起作

用的每件事都仅仅作为对象来对待。更重要的是 ， 甚至在今天被理解

为研究的动态过程的科学 ，对我们来说 ， 也越来越具有
“

非任意使用" 267

的特征。它的发展方向和速率 ，它的应用特征越发不受人们有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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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的影响－—－相关研究共同体的成员－这些人表面上看具备完

成这一任务的适合的理性能力。 这完全成为各种不同的政权 、经济和

其他机构与组织的截然不同的、 短暂的决策的结果 。 总体上看 ，它呈

现出一种匿名的 、 无法控制的形态。 因此 ， 专业化的科学一如此批

判之下一一 不仅不能够证明那些实际上由自己的实践预设自身实现

的价值标准 ，而且它们同样不能通过自己的概念手段说明自身活动的

真正特征 ， 不能说明所有伴随着它们并通过它们才得以
＂

发生
＂

的

事物。

仅就我在这里所提到的对科学的哲学批判而言 ，其本身发挥的作

用在于表明了在这个意义上什么才是
“

不可处理的
”

和
＂

难以控制

的
＂

。 它们可以依据自己的概念框架 ， 用
“

生活
”

、 "个体的具体
”

、 "存

在
“

、“实体的存在
“

或者
”

一 般化的文本性
＂

的名称来进行命名。 然

而 ， 无论它们以什么方式来描绘它 ，从其自身的角度来看 ， 有关事实的

经验性科学现在都具有一种概念剩余物的特征 ， 一个剩余的概念：如

果这些观念被片面地和曲解地限定为对实际－客观存在物 、 对仅仅作

为对象存在的事物的描述和计算性预测的话 ，它们就是从合理性或者

原始思维的普遍观点中存留下来的。

四

然而 ，这一争论的双方 ， 处于不平等的位置上。 而这不仅因为经

验科学 ， 在它们必不可少的社会功能的意识中 ， 能够自信地面对这样

一种揣测性的批判 ，而且还因为哲学 ， 作为
“一切学科之母

＂

， 在（所谓

的或真正的）现代科学的不充足方面也难辞其咎。 由此出现了非常矛

盾的情形：一般来说 ， 哲学对科学的态度越具批判性 ，它就越少去具体

地研究科学而是越多地关注一 哲学 。 这就解释了在相当自我陶醉

268 式的当代哲学著作中最受欢迎的间题 ： ＂什么是哲学？
”

“今天的哲学

是什么样的？
”

一一毫无疑问 ，本文正是这种老套形式的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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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当一个人想直接问答这个问题时他会面临巨大的难题。 而

且并不是因为无法得到这样的答案。 哲学家个人和哲学派别通常都

会非常清晰地表述什么是应该被视为哲学论述和探究的真正的主题

(subject-matter) 。 他们必须如此恰恰是因为哲学家与科学家不同 ， 他

们并没有任凭使用的 、 一致接受的 、以统一的方式阐释的背景知识 ， 这

些背景知识能够从总体上划定有待解决和可解决的问题的界限。 但

是对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简直是五花八门。 当代有影响的哲学思潮

分配给它的任务有对先验主体性的现象学分析 ， 对科学的语义和句法

结构的揭露 ， 对认知知识的复兴 ， 对社会批判理论的产生甚至是哲学

自身传统的解构。 今天 ， 哲学不仅要与其社会和文化功能变得有间题

这一事实斗争 ， 而且还处千认同危机之中。 威廉 · 狄尔泰 (Wilhelm

Dilthey) 在 19 世纪之交就巳经表述过这一危机的事实：＂只有各种哲

学学科 ， 但没有所谓的哲学。 ”

狄尔泰的表述很明显使人想起舍勒早些时候关于科学的引用语。

然而 ，这两种命题， 实际上指涉两种根本不同的事态。 当然 ， 在两种情

况下我们面对的都是矛盾性的表述 ， 因为多样性与差异性只有基于某

种默认的整体观时才得以确认。 然而 ， 关于整体的隐含的界定 ， 在我

们这两种情况中 ， 有着根本不同的特点。 就科学而言 ， 主要是通过不

同的学科和专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得以保证 ， 通过在其他知识分支中得

到发展的科学结果和方法的部分应用 ， 以及通过跨学科调查的广泛实

践。 结果 ， 没有某一专门的研究领域能够同其他研究完全分离；它们

共同组成同一个科学的复数形式 ， 尽管在整体上它们并没有提供唯一

的 、统一的和一致的认知体系。 这样 ， 科学的普遍概念证明了维特根

斯坦的家族相似性 (family resemblance) 原则。 另一方面 ，各门哲学的

统一 ， 主要通过持续不断的争论和对立学派与思潮的辩论而实现 ， 在 269

这一过程中 ， 每一个都参照一个大体相同的 ， 但也是竞争性组织起来

的传统 ， 然而 ， 这一传统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被表述 、解释和评价。 如果

它有任何意义的话 ， 可以说这样的哲学的普遍概念就是基于家族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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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血ly animosities)的形态而建立的。

五

哲学的现状是分解过程的产物 。 后者并不能维持早期占主导地

位的文化形式一从 18 世纪到 19 世纪晚期一一这些文化形式仍然

使哲学与仅仅新兴 的 现代理论科学［在当时被称为自然哲 学

(philosophia naturalis) ]保持一种可表述的统一 。 体系的理念构成了

这一文化形式。 因为体系概念不是要与特定的文学创作形式相同一
，

它确实也不能简化为作为
“

内在
”

形式的某种特殊的逻辑结构类型。

事实上， 在后文艺复兴的哲学史上 ， 人们会发现许多彼此不同的体系

类型(system-types) , 这甚至涉及最根本的建构原则问题。 在这方面 ，

人们能够清楚地区分出公理化演绎的 、 演进的 、 先验的体系和辩证的

体系。 使它们得以统一的不是它们逻辑特性的抽象同一性 ， 而是在人

类生活的整体中 ， 认为哲学的作用与功能等于科学的理解方式上的根

本相似性。 而且， 接下来， 这将决定什么是标准化的期待， 至少在理想

的情况下 ， 被现有的文化成就所满足；也就是说 ，它界定了它们的意义

和有关真理的主张得以被理解的方式， 而且这也是它们能够， 或者应

该 ， 被评价和批判的方式。

六

当然，在这里 ， 我只能以最简略的方式提及被理解为文化形式的

这种体系理念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尽管如此 ，我想要至少简短述及其

中的三个重要方面。

210 I. 首先在体系理念充分的概念实现中 ， 暗含着哲学等于科学

(philosophy = science) , 在其存在的方式上， 从某种程度上说其是一系

列对象化（而且由此在原则上能够接近每个人）的认知。 对我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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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太自然了 ， 以至于我们轻易地忽略了它根本的新颖性：它与

作为知识（拉丁语scientia)的古希腊概念哲学出现了断裂——知识概

念甚至也被大多数早期的现代思想家所认同。因为在最初的理解中 ，

知识意味着一种获得的 、 不能脱离个人全部个性的 、持久且稳定的精

神察赋或习性 心灵的一种倾向性 ， 要去洞察最高类型的真理 、洞

察涉及现象
”

起因
＂

的绝对普遍和必然特征的真理。 相应地 ， 这种知识

也被认为只有在智力和道德特征形成的教育过程中才能在人与人之

间适当传播。（顺便提一句 ， 这也解释了对古希腊哲学书写特点的总

体上的敌意。）体系的理念摧毁了对社会上最受敬重的知识形式的“

人

格主义的
“

理解 ， 这种知识形式声称自己就是目的本身。 它把哲

学一—自身被进一步看作是一种价值－�从它对其参与者（或受众）

的生活的直接影响中分离 出来 ， 从它的个性－形成 ， 明显的影响中分

离出来 ， 由此创造了概念前提 ， 在其框架中 ，文化成就的自律性这一现

代概念首次变成可理解的。

2. 根据这些暗含在体系理念中的文化规范和期望 ， 这种对象化

的知识应该组成一个一贯的意义－构造 ， 它具有纯粹的内在意义 ， 也

就是说 ，它本身能够完全独立地被理解和评价。因此这样的知识不仅

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 ，而且就其主张真理和重要性而言 ， 原则上 ， 其也

能够被每个人理性地评价。哲学等千科学被理解为体系 ， 将它对普遍

真理的主张呈现为
＂

认知的民主主义
”

原则。 在这种方式下它不仅脱

离了经典的知识概念的精英主义特性 ，而且根本上改变了基本的认识

论的要求和与其概念相连的前提。 它在某种程度上激进化它们 ， 也在

某种程度上给予它们（奇异地对立于上面所描述的非个性化趋势）主

观主义的转向 。

在经典的理解中 ， 哲学不仅是理论知识(epi.steme theoretike) , 同样 271

是证明科学(epi.steme apodeiktike) : 它代表了必然知识和基于证据的普

遍真理 ， 通过逻辑证明可以获得。 这或许是这一观点最重要的特征 ，

它深深影响了古希腊哲学西方遗产的整个后续的思想演进；最高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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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价值所属的知识形式彻底的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sation)。 因为这

意味着这种知识的价值完全独立于它的来源（既独立于与传统的关系

也独立于个人宣称的它的权威或感召力） ， 独立千其表述和交流的方

式与形式（独立于其诗意地唤起感情或修辞上具有说服力的特征） ， 进

一步独立于其内容的直接使用性。 它的重要性只基于其真理－价值

的特性 ，这是由它的获得方式来保障的：通过清晰描述的 、 不变的和人

际交往的过程 ， 通过演绎推理 ， 其纯粹形式得到古希腊思想最先明确

的承认和确定。 以这种方式 ， 逻各斯(logos)彻底地与神话(mythos)和

史诗(epos)划清界限 ； 与智慧(metis)划清界限 ，理性的狡计十分重要 ，

尤其在政治行为中；与正义(eikos)划清界限 ，可能被归类为修辞方法 ；

与实践的专业技能(know-how) 、 技艺(techne)划清界限；而且同样与

在构成成分相似的基础上可以观察到的事物的描述和系统化划清界

限 ， 与经验(empeiria)和历史（加tor迈）划清界限。 正是合法事物和认

知基础界限的缩小的、 根本且清晰的界定 ， 为关千由此构成的文化形

式获得公认的论述赋予了特殊的方向一它们被明确地限定在其描

述性基础的讨论和判断上 ， 它们获得严格认识批判的形式。 由此 ， 古

典时代第一次创造了科学性概念。

然而 ， 古希腊哲学并没有一贯地执行它最终的目标 ， 即知识的去

语境化。 知识指的是论证的知识 ，但是普遍体现所有种类存在物的存

在方式特征的这些原则 ， 作为最高的前提使整个推论过程完全可能的

这些原则 ，没有被视为（至少在亚里士多德概念的范式下）属于由此构
272 成的哲学知识的能力范圃 。 它们属于另外一种心灵能力 ，属千努斯和

智慧(sophia汃思维和才智(wisdom)。 它们的见解通过民众与哲学家

的共识(consensus gentium et ph必soplwmm)原则而合法化 ， 最终是通过

一些人的根本一致的观点而合法化 ，＂普通人
＂

把这些人视为最有能力

和最明智的人。 因此， 古典时代只能在一种共享的文化背景下理解哲

学 ， 在相关共同的传统和生活方式的框架内。 而且正是这一背景使设

计问题并最终答复这些问题的方式变得容易理解并且合理合法。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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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一事使得哲学普遍有效性的主张与其公然的排外性得以和解。

然而 ，意义－内在性与认知民主主义的假设不能和任何对知识实

际的背景－依赖性相和解：它们无论如何都要求不能有任何外部的假

设。 这一体系通过连接客观的逻辑基础和主观的确定性的观念来确

保这一点 ， 由此清除了思维的最终原则以及论证的知识真理 ， 即原本

的
“

科学
＂

的认知的二元论。这个起点 ， 体系的最高前提（无论以何种

方式来界定）都被给予直观的自明性甚至排除了怀疑的可能性。 为了

获得这样的证据需要真正的智力劳动 ， 清理思维中已经积累起来的所

有偏见和成见 ， 但原则上它们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和辨别的。这

些自明性构成了所有知识的不可动摇的基础。 体系的扩大 、 构建和详

细阐述 ， 在千总体上或部分地一步步根据最终真理而构建越来越新的

真理而转移这种证据。 这一点得以可能是通过以下方法：许多复杂的

程序通常不能只简化为演绎推理 ， 而仍然是公共的和人际可以控制的

那种思想。 用这种方法建立的智力大厦 ， 其特征体现在这种每个正常

人都能进行的基本的脑力活动的方式中。 由此哲学等千科学的重要

性从个性－塑造的对真理的理解和沉思 ， 转变为基千可靠和不断扩大

的基础的常新真理的生产 。 因此这一体系是封闭的 ， 同时又是开放

的。说它是封闭的 ， 是因为基础和方法的牢固性从一开始就预先决定

了其论述的范围和它实现目标的方式。说它是开放的 ， 是因为方法的

价值在千它的生产力 ， 在于去创造新的 ， 更加特殊的 ， 从预先给定的体 273

系的观点来看易理解和可解释的现象。

3. 然而 ， 这一切 ， 同时意味着哲学的作用得以设想及其价值在古

典传统中得以合法的方式会不可避免地走向瓦解。 在关于后者的看

法中 ，其深入普遍的和必然真理的见解的最终意义在于 ，这种知识从

本质上来说相关千 ， 并且只相关于那些不变的和永恒的事物。 因此其

理解将心灵提升到高于那些统治日常经验和观点领域的偶然性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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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 ，它培养了一种从机运(tyche炒的力量中解放出来的精神态

度 ， 从我们对遭遇的事物的妥协中解放出来。 正是因为这一点 ， 哲学

并不是需要学习的知识体 ， 而是实践 ，有意义的、幸福的、有益的生活

的最高形式 ， 即沉思生活的最高形式。 在这一方面 ，作为它最终的目

标 如果一个人忽略如何设想和实现这一最终目的的所有关键点

的话——古希腊哲学更接近千伟大的解放宗教而不是现代科学。

体系的理念打乱了理论和实践 、智性理解和良善生活的直接一致

性。 它进一步支持所有科学真理绝对的必然论特征是一种规范性的

要求。 由于对确定性的承诺 ，它甚至强化了知识的传统概念的教条主

义。 但它不再在变化的、偶然的个体现象领域之上寻求普遍的和必然

的事物 ， 超越了短暂的实践需要和利益的领域。 更确切地讲 ， 它现在

恰恰把普遍的事物定位于在现象的变化中仍然保持恒定和同一的事

物 ，定位千因果作用中的不变的法则 ， 也即它们的
”

规律
＂

。 由此 ， 发现

这些隐蔽的因果机制使我们有可能控制它们潜在的结果 ， 不断获取支

配自然的力昼 ， 以及所有我们活动的最终的材料和对象。 取代一种

“哲学的
“

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以对永恒宇宙的合理性的智性沉思为基

础 ， 并且仅有少数被选中者才能实现 ， 哲学现在致力于生活条件积极

的集体的合理化 ， 并且它在其中也找到了自己的合法性。

然而 ，把这个目标仅仅等同千我们操控自然过程能力的增长 ， 等

274 同于生活意义纯粹生存上独立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不断增长 ， 这是 一

个将人引入歧途过于简单化的理解。 早期现代哲学的伟大体系把支

配自然的能力视为极其重要的 ， 但尽管如此其也只是人类自由的一个

方面。 它们将它理解为实现人类目的和价值的可能性范围的扩大 ， 这
一人类目的和价值被有意识地选择出来是建立在它们具有公认的有

效性的基础上。 尽管体系的理念摧毁了理性知识与良善生活之间的

直接一致性的经典计划 ， 它仍然打算和尝试通过并且在一个独一的、

＠ 这个词源于希腊语 ， 有带来好运或者厄运 、偶然机会的意思 ， 也是希腊神话中命运

女神堤喀的名字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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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概念架构内把物理学和伦理学都涵盖进来 ，即使在它们的联系

被认为是对立的情况下。 对人类关系的理解——这些自由和理性的

存在者能够发现自然的规律并根据巳获取的知识调整自身的活

动 一—对于这种因果序列 ， 人在自然中的地位 ， 这种理解不仅阐明了

人类目的的实现条件 ， 而且还有他们的内在价值与合理性。 在德国唯

心主义的体系中 ， 已经开始对
“

实证
“

科学与哲学的脱离做出回应 ， 科

学与哲学的任务变得彼此泾渭分明。 经验科学（黑格尔归为客观精神

范畴）是回答能够(K,彻nen)的问题 ，能做些什么的问题 ， 而绝对精神在

其中得以实现的哲学 ， 则主要表明应该做什么 ， 人力适当利用扩大的

活动和选择范图的途径问题。 哲学等于科学作为一种体系 ， 清晰地表

述了现代性的宏伟承诺：在理论上与实践上 ， 带来最终的统一并且顺

带以和谐的方式实现自我保护与自我实现的双重要求。

七

正是在体系的文化形式中 ，早期现代哲学等千科学获得了它的自

律性。 首先 ， 在这种形式中 ， 它从宗教与神学中独立出来 ， 而且获得了

这样的可知领域 ， 于此之上它能够成功主张最高的认识权威。 然而 ，

这一文化形式是未竟的 ， 尤其就其成功的结果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它

被证明是自我毁灭性的。

我之前已经总结性概述的体系理念的特性也让彻底修改科学合 275

理性的概念成为可能。 对科学的自然－改造功能的强调使它能够与

技术知识联系在一起 ， 与那些早期被认为是
＂

附属性的
““

机械性艺

术
＂

联系在一起 ，以这种方式 ， 也可以将实验接纳为可靠知识的合法来

源。 被理解为主观确定性的证据有可能打破之前划定的分界线 ，也即

作为真正科学的自然哲学与基于观察的 、排除在原本的科学之外的自

然历史之间的分界线 ， 因为 ， 至少在某些解释中 ， 感觉的数据也能满足

自明性的要求。广义的方法概念使归纳法被接受为一种科学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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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其结果就是 ， 有可能的事物也找到了进入科学的途径。一 般来

说 ， 早期的现代哲学被证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克服自身在今天被反复

强调为致命缺陷的狭隘性 、佃化和片面性 ， 虽然它一直维持 ， 甚至在某

些方面激进化了经典的科学性概念最基本的认知特征 ， 首先就是其去

语境化知识的特征表现。 似乎 ， 正是严格界定的逻各斯概念的清晰性

与鲜明性赋予其传统以力批和灵活性 ， 使它能够把大部分通过它最初

的界定排除掉的东西纳入自己的轨道。

很清晰的是 ， 主要是非理论性的条件负责将概念上的可能性变成

真的现实。然而 ， 当这种转变发生后 ，科学 ，更确切地说是在对象和方

法上都有所区别的科学 ， 便从哲学中分离了出来 。 今天 ， 科学的每一

个伟大的分支都被设想为拥有自己的经验－实验性基础 ， 因此不再需

要知识－主张的哲学合理化。体现在始终进步的研究过程中的科学

合理性概念 ， 不再需要用某种无疑不证自明的 、最终哲学的基础来表

达。 反而 ， 依据所能达到的知识水平 、分等级的 经验证明便能够使之

得以恰当表述。在19世纪末就已经基本完成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过

276 程 ， 也为知识的各种类型和分支的解体提供了制度性框架。20世纪早

期的科学革命 首先是基础的和典范的物理学�人们不可避

免地承认所有科学知识的可证伪性特征 ， 因此关千科学具有
＂

哲学基

础
＂

的理念变得——至少初步看起来-站不住脚。 以这种方式 ， 逐

步产生了我在开篇的时候所提到的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对抗状态。

八

然而 ，这种对抗只是体现了内在千高雅文化领域之中的晚期现代

性更为普遍和基本的张力与问题的症候之一。 首先它只是价值多元

主义和社会有效的认可价值之间的冲突个案 ， 它们不再能够－至少

一致地解决 通过建立一个固定的价值等级制而获得解决。在另

一方面 ，对抗本身是由矛盾的情形构成的 ， 在这一情形中 ， 可利用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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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我们周围现实的信息量的急速增长 ， 与在我们所生存的世界中直接

为自己选取方向的能力的下降感如影相随。 后者似乎与一个事实紧

密相连 ， 即在现代性的条件下 ， 有意图的 行为和活动致力于有目的地

转变生活条件 ， 这种生活往往产生 ， 或者陷入 ， 匿名的和自动的过程 ，

我们既不能预见也不能自己控制其远期的结果 ， 或许是因为它们复杂

程度的增长远快于它们可利用的信息批的增长。

在我们的时代 ， 对于哲学家来说 ， 关于
“

哲学是什么？
”“

今天的哲

学是什么样的？
＂

的问题巳经是标准的
“

专业化
”

特征的问题 ， 尽管很

明显 ， 这些问题根据哲学家的知识储备是有个人倾向性的问题。但是

因为今天的文化现状使焦虑性的自我反思任务势在必行 ， 这种现状是

现代性的冲突所产生的更普遍和实际困境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所以

这些问题的答案也不能独立于人们（直白的或含糊的）关于这些备选 277

方案的决定和选择。 人不能
“

证明
”

这一答案的正确性 ， 但是 ， 他当然

应该去论证 ， 并为这个答案提供一个合理性的动机。

我认为在当代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中 ，人们能在纯粹理想的－典型

的意义上观察到三种基本的趋势和方向 ， 通过这些方式这些问题应该

能得到解答。 我必须马上补充的是 ， 我们受惠千每一种趋势的独到见

解或者至少是学到了经验教训 ， 如果遗忘和忽视它们将会隐患无穷。

因此如果现在 ，在本文的结尾处 ， 我想要针对它们进行一些批判 ， 甚至

做出（为了简明扼要）尖锐质疑性的评论 ， 我这样做并不是想要对它们

置之不理或者希望反驳它们。 我只是想要下决心表达我自己的观点

和选择。

九

对于哲学的认同危机 ， 一种有可能的解决方式体现在
“

唯科学
”

(scientifisation) 的纲领中 ， 向真正的科学转变。 这样一个目标在哲学

不得不面对科学自律化的那一刻就已经表述过了 。 人们可以将之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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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到康德， 而且从那时开始， 这一点就用变化的解释和内容一直反复

地被明确表达 。 任何这样的纲领基本上都会预设发现这样的话语领

域的可能性， 它还没有被某一种实证科学所
＂

占领
”

， 而且哲学 ， 以它自

己的传统视角来看， 似乎在某些方面有资格去处理这个问题。在由此

激发的对千哲学的主题选择的多样性中， 在我们时代最具影响性和最

重要的选择就是把自己的任务指定为分析科学自身。哲学被理解为

对实际存在的科学的自我反思， 它重建了科学理论的结构 、 方法和证

明程序 ， 理论变化过程的内在逻辑 ， 并且正是通过这种重建 ， 它把科学

主张具有作为问题解决最有效方式的公认权威的要求合法化。

哲学与所有科学学科一起都属于学术学科，哲学的
“

唯科学化
”

当

278 然有优势能够符合这样的哲学的制度化状态。 然而 ， 这一纲领， 至少

在它至今为止的历史中， 没有成功过（显然 ，是从它公开表明的目的的

角度得出的判断） 。 科学哲学仍然是哲学， 并没有转变为科学。 它的

整个发展的特性一直表现为缺乏背景性共识和共同的范式 ， 即不同学

派和思潮之间充满争议的地方性特征 ， 实际上， 它表现为许多尚未解

决的传统哲学的困境， 以一 种全新的更加特殊的形式反复出现。 此

外， 即使它的纲领实现了， 它只是实现了某些实证科学一看起来如

此－—一没有很好地设法处理的事物：其认知状态的科学合法化 。 但是

它仍然遗留了恰恰没有回答的问题 ， 在今天， 这些问题在涉及科学的

时候会越来越频繁地被问及， 并且科学家自身也在追问：科学研究中

关于伦理学的特有问题；关千社会－政治条件以及关于科学的开发和

应用的不同策略的广泛后果的问题；一般来说 ， 这些问题通常以实践

上充满张力的形式出现， 这涉及科学在当代文化和社会中的制度化地

位 、组织和功能间题。 把现今的科学形式当作不变的事实性的理论方

法， 并且当作只限定在对其内在分析这一程度上的理论方法 ， 原则上

似乎不符合对这样的问题的批判性阐明。

但或许这种方法所面对的最严峻的困难是由一个事实引起的， 即

科学哲学的发展本身不仅让人怀疑可能具有怎样的重要性， 还会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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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这种内在分析的纲领的有意义性。 因为在其过程中 ，

一些严谨的

和重要的考量被用千支待这样的观点 ， 根据这种观点能够使科学理论

合理有效的程序和标准 ，本身依赖于相关理论随历史而不断变化的内

容和一般特征 ，而且更普遍的是 ，它们证明的力量预设了确定的、特殊

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作用。不存在自己本身就能够包含所有认知合

理性的条件的科学方法。己深深渗入我们整个思想传统中的知识的

去语境化的观念 ， 只能被视为一个从来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界限概念

(Grenzbegriff)复正是康德意义上的
“

理念
＂

。 然而 ，能够在其方向上继

续前进需要批判性的努力 ，致力千揭示相关的
”

外部
“

背景和条件。传 279

统的科学哲学的纲领似乎对这样一个任务并无裨益。

十

我们已经面对当代哲学认同危机的第二种理想的－典型的答案。

它试图表达一种他者 ，是把一切简化为对象的事实性的科学合理性所

排除的内容 ，而且我们有限的存在就根植千其中：我们无法处理的 、我

们存在的不可对象化的基础。然而 ， 在一种被科学所控制 ，并全面渗

透的文化里面， 这样的目的只能消极地通过思想或话语深层结构的

＂破坏
＂

或
“

解构
＂

来实现 ，这些思想或话语是自律的 ， 大部分非反思性

的前提已经决定了西方思想发展的整个方向。并且因为后者普遍接

受传统哲学中最耐人寻味的说法和表达 ，今天 ，这种话语形式的潜能

已经被消耗殆尽 ， 所以这一系列思想的代表把自身的成就和特点 ， 有

计划地描述为
＂

终点
”

，以形而上学 、人道主义 、 本体神学 、 逻各斯中心

主义和类似传统为终点。

然而 ，这个纲领 ，至少在它至今为止的历史中 ，没有成功过（显然 ，

是从它公开表明的目的的角度得出的判断）。无论如何这一点似乎通

＠ 也可译作际缘性概念。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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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个事实可以说明 ， 即每一次旨在实现它的新的努力都伴随着对于

具有相似意向的前人的谴责 ， 因为他们仍然无意识地成为 形而上学的

俘虏。 这样做的人包括 而 且以一种非常令人信服的方式——海

德格尔对于尼采 ， 德里达对千海德格尔 ， 最终罗蒂对于德里达。 宣告

死亡的传统被证明更像是复活的幽灵。 同时这一纲领也难辞其咎 。

支持它的哲学家应该在自己的文化实践中 ， 在行动上实现消解和克服

传统哲学的概念性以及辩论性的推论。 首先 ， 这似乎消除了作为文化

类型的哲学的界限并且就这种成就而言 ， 把批判的标准完全合法的那

些事物变成不确定的 。 这可能仅仅对
“

专业
＂

来说是一个问题 ， 但是对

280 哲学精神来说却并不必然如此。 但是它能够导致一种权威主义的教

条主义 ，对后者来说它也代表着一种危险。 因此从这种观点来看 ， 所

有辩论性的批判一定独立千具体的内容 ， 表现为仅仅是被批判的话语

彻底终结的和克服的事物的重复出现。 这将会带来毁灭性的危险 ， 甚

至会破坏被争议性的辩论以及各种不同趋势的争辩对话所保证的 、 哲

学脆弱的统一体。 如果哲学的
“

唯科学化
“

将哲学家转变为拥有质疑

利益技巧的专家而且只能够（或者意图）与同一类型的专家相交流 ， 那

么就总体上科学合理性的要求而言 ， 需要一种原则性强的哲学治外法

权的观点能够把他们转变为一因为先知在我们的时代并不特别有

前途－�受到他们特殊派别的忠实拥护者爱戴的专家。

然而 ，对于我来说 ，这种思想风格和趋势最有问题的特征在千 ，似

乎它悬而未决的只是最极端的 ， 与当代性的世界紧密相关的选择。 因

为 ， 从这一点来看 ， 现代性现象表现为扎根于这种形而上学的深度结

构 ， 作为稀松平常的事件和状态 ，这种结构在今天构成了所有有意识

的 、有意图的选择和行动的前提 ， 不论 它们是集体性的还是个人的 。

因此 ， 如果现在被理解为带有末世危险的衰退和衰落历史的最后阶

段 ， 那么它仅仅考虑到了一种无意义的政治专注态度 ， 这种态度总是

准备好了迎接即将到来的
“

转折
＂

， 倾向于欢迎所有主张彻底代表某种

＂他者
”

事物的要求；或者 ， 认为正是我们现在的传统把我们变成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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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所是的样子 ， 它主张无条件和全面地接受现代性的价值 ， 也包括

所有其尚未解决的矛盾冲突 。 只有付出有意的 、 深度的歧义性的代

价 ， 才有可能在这两种态度之间进行调停。 我认为 ， 这一点体现了法

国后结构主义代表的某些观点：从现在起直到永远 ， 这都是一个快乐

的小启示录 。

十一

对于哲学现状的第三种答案类型一—－ 我将与之广泛地密切相

连一—并没有竭力为危机寻找最终的解决方法 ， 因为后者只是哲学无 281

法控制的极为广泛的社会－文化复杂体的一个因素和组成部分。 因

此它只是试图在这一 ，情形中提供一般的思想定位 ， 这种情形以偶然性

和迷失方向的普遍经验为特征 ，而且以这种方式来保持生机或者去培

养这样承载了整个哲学传统特殊意义的倾向性。

定位(orientation) 的概念是康德引入哲学的。 在其最初的 、 直白

的意义上 ， 为自己定位指的是在关千从哪里来与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中

找到自己的临时位置。 当我们不能把对走过的路径回忆与我们面前

的路程的理念统一起来的时候 ， 当我们不确定我们是否处于我们选择

的方向的正确位置 ， 或者我们最初选择的终点是否是——鉴于目前为

止我们走过的经验－我们最后真正希望到达的地方的时候 ， 一个明

确的定位需要就会出现。 所有定位上的完成都需要回答这些问题：从

哪里来 ， 在何处 ， 以及到哪里去。 然而 ， 包含意义是什么；赋予的隐喻：

在历史情形中在思想中为自己定位？在何种程度上 ， 哲学如何能够用

自己的文化手段为这个任务发挥作用？而且如果它能这样做 ， 这究竟

会产生什么意义？

在历史的当下为自身定位 ， 首先需要对特殊的人类处境进行解

释。 哲学就其试图为这种努力发挥作用而言 ，部分是通过概念的分

析 ，部分是通过对我们传统有决定意义的组成部分的重建 ， 去阐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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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主要实践活动的规范和事实的先决条件的 ， 去阐明那些历史特殊

的 、多元的而且通常是对立的 、 授权的和抑制性的条件的 ， 这些条件使

它们看起来具有合法合理性。 通过揭露它们的相互依赖性和冲突性 ，

它们与日常生活－实践的关系 ， 在无法假定组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的

一种文化范围内 ， 哲学表现为总体化的努力。 以这种方式， 它远离（或

者至少 ，依据其内容 ， 它能够疏离）许多在今天看起来十分自然的实践

和认知的假设与前提 。

然而 ， 定位的目标需要的不只是从起点和终点的视角出发 ， 对事

物现今状态进行全方面的描述或者判断 ， 对我们现今的处境进行阐

282 明。 无论如何 ，位置和路径的隐喻 ，在这里变得完全是误导性的。 首

先 ， 哲学家当然不能通过 从先前状态出发一重建实际历史起源

的过程来回答
“

从哪里来
＂

的问题 。 这既不是他们的任务 ，也不在他们

的能力范围内 。 与它的传统和认知要求的具体特征相一致 ， 哲学并不

是把现在与真正的其他历史或文化特殊性联系在一起 ， 正如人类学

家 、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所做的那样 ，而是主要与普遍性联系在一起 ；

与一般的 、人类与他们世界之间关系的概念特殊范式联系在一起

当然 ， 因为它能够依据现在的经验来构想并且符合当代的知识水平。

基于被假定为普遍的存在论问题的背景基础 ， 哲学提出了一个时代的

问题。 只有对后者的表述给它提供一种普遍的概念框架 ，借由这种框

架它能够一致地解释同时代的现象 ， 并且使这种解释变得合情合理。

毫无疑问 ，今天在哲学中存在多元化的范式 。 然而 ， 这不能认为是其

不足性的征兆 ，而是它能够实际履行的文化功能的基本特征 。 一方面

是我们最终的 ， 尽管是定位性的自我理解 ； 另一方面是我们与当下的

问题和冲突的实际关系 ， 因为如果哲学试图在两者之间创造某种理性

的联系的话 ， 那么它只有清楚地意识到 ， 不再可能选择或者指定某一

种关千自我或生活的概念是有意义的和典范的 ，而只能期望在其备选

方案中有可能做出一种积极的和反思性的选择 ，这种努力才能实现 。

然而 ，这种表述 ， 可能引起非常合情合理的怀疑 ， 即是否这样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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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概念能够完全得到证实。 为了以某种方式把人类与其世界之间

关系的一般范式，和对当下困境的实践态度的表述联系在一起—— 这

确实属于思想 定位的任务 ，应该回答
＂

到哪里去
＂

的问题。哲学当然 不

能通过描述美好未来的具体图像来满足这一要求。 而 且 不是因为今

夭的乌托邦是不可能的或是有害的 ，而是因为在这一方面哲学家并没

有特别的能力， 因为乌托邦思想并不是当今彻底专业化的文化实践的

特权或负担 。 哲学恰恰通过依据被假定为普遍的存在论问题而阐明 283

一个时代的问题来满足这个要求 ， 以这种方式对解释上得以判断的冲

突和对立现象表达一种评价性的态度。 毫无疑问所有这类哲学实际

上都是在做这件事。 唯一的问题是：用什么方式以及有什么权利？因

为我并不认为 ， 在今天 ，它能代表令人信服的观点， 能够从某些事实中

推断或建构特定的价值—一 哪怕是最普遍的类型 。

对于这个问题：哲学家如何在 体现普遍人类真实性特征的范式

中 ， 与某些具体的 、 定位性的价值态度之间建立一种积极的联系？最

基本的回答是 ， 他们倾向千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去完成。然而， 我认为，

在这个方面 ， 他们至少共享一个相同特征。 对他们来说 ， 这种联系并

不具有严格的理论－逻辑的推理或构建的特征。 它根本上体现了叙

事性质 。 在
“

体系
”

之后 ， 哲学不再要求绝对知识的地位 ； 它只能是一

种理论化的
”

概念叙述
＂

， 在科学研究已获得的水平上变成可以接受的

而且能够（至少在意图上）在思想中成为一般 定位性的事物 。 如果此

时此地我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承担起自身的责任 ，并且循着某些反思

性选择出来的价值所标识的方向继续下去 ， 那么哲学就能通过坚持或

者说明一种观点从而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建立某种联系， 那就是， 解释

我们的历史的
“

故事
“

能够让价值变得更加有意义。

由此可以得出合理性特有的， 兼具最大和最小的特征 ， 这种合理

性是由一种哲学代表和要求的。 它具有 最大的本性是因为哲学应该

满足两种类型的文化要求。 一方面， 我们希望从美好的故事中得到满

足：因为与我们生活中的某些事情相关 ， 所以它是有意义的和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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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另一方面 ， 因为它是一种理论化的 、概念上的叙述 ，哲学也应该满

足基本的科学性要求：概念的清晰性、 逻辑的连贯性和被假想为事实

状态的经验正当性。 哲学往往受到合理批判是因为它违反了后面的

这一系列规范。 但是 这一点体现了它话语合理性的
“

最小的
”

特

征 对这种类型的质疑， 正如这一 点由哲学的接受史所证明的那

284 样 ， 通常只有在具体的形式和解释方面才具有重要性， 并不是在核心

概念方面 ， 哲学的
”

精神
”

方面。 当然， 哲学家必须主要将自身的活动

定位在实现后面这一系列要求上， 但哲学的命运最终是由它能够满足

更微弱和无形的第一种标准的能力来决定的。

被设想为
“

思想中的定位
＂

的哲学具有什么功能 ，哲学在今天能够

“做
＂

什么？我认为——即使不考虑所有关于其潜在受众的范酣和对

他们的影响的实际有效性因素—�它所能做的微乎其微 、 少之又少。

给自身
“

定向
“

对千具体生活环境中的具体的个人来说是一项任务。

哲学并不
”

提供
“

定位 ，它只能为之提供一般的指导方针 ，而且首先 ，它

能够有助于这方面有用的才能的培养：评判性的质疑和判断的能力 ，

反思性地远离 一个人习以为常的 、社会的和文化环境的能力 ， 为做出

的选择负责任的能力。 它们是有用的一一为了什么？我对这种习性

能够具有什么特别高的生存的或者成功的价值深表怀疑。 它们通过

保持一种传统的活力而变成
“

有用的
”

，这一传统穿透了所有的历史断

裂而激发了欧洲的思想史 ， 而且这一传统主要是由哲学所承载的：批

判的 、 反思性的自我意识的传统， 在今天这种传统也竭力批判性地对

自身的限度进行评价；如果让我用 一个词来命名这种传统的话， 在这

个名字所负担的所有历史的意识中 ，我将把它称为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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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整个文化传统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起源千公元前5 世纪早

期的希腊 ，当时巴门尼德(Pannenides)在知识与意见（心xa)之间 、 真

理或知识的方式与意见或纯粹信念的方式之间做出了本质上的区分。

从某种意义上讲 ， 这不仅是哲学这一特殊文化事业的基本行为 ， 从广

泛意义上来看 ， 更是理性批判研究的行为 ， 其自我反思性(self-refiexi

咄y)是我们文化的一种基本特性。 它意味着与我们通常所称的
“

诗意

的怀疑主义" (poetic scepticism)的根本断裂 ， 这种
“

诗意的怀疑主义
”

在显然更符合大众想象力的伟大的史诗传统之中根深蒂固 。 按照后

者的观点来看 ， 真正的知识是诸神神圣的所有物 ，无助的人类努力永

远也无法获得。 也有观点认为 ， 至少有一些杰出的人 ， 如哲学家 ， 只凭

借适当地使用自己的能力 ，也就是理性（广义上的）便能够实现这一终

极目标，这种主张对我们的文化来说是古希腊遗产中最为重要的元

285 

素。 更是因为这种真正的知识被确信不仅具有理论意义 ， 同时更具有 286

决定性的 、重要的实践意义。

当然， 知识和信念的区别 ， 不仅仅是个哲学问题。 尽管其属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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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反映问题 ，但是对我们来说 ， 它体现在日常语言中而且从根本上为

我们的认知活动指明方向。 它为我们提供了 一条思路 ， 我们需要并且

切实去仔细思考一下我们习以为常以及不经反思所做的事情：提出 一

些断言要么被别人接受 ，从而成为进一步断言和行为的理由 ， 要么遭

到他人质疑让我们继续给出理由进一步加以证实。 从这个意义上讲 ，

它关涉并指导着今天现行的平等互换的人类交往模式， 在这种交往模

式中所谈论内容的状况不必事先确定 ， 也不是毫无非议地取决于相关

表述者的身份 、能力或其他个人品质。

那么 ， 我们怎么理解＂ 知识
”

呢？根据通常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

《美诺篇》(Merw) (毫无疑问 ， 极其简化了他的观点） ， 并在今天得到广

泛认可且反复出现在该主题的相关文献中的传统 ， 知识是被证明的真

的信念。 我将以这种理解为出发点。

初看之下 ， 该观点似乎与我们平常使用“ 知道" (know)这一词语

的方式不一致。 例如我自己就认为：尽管我从来没有去过西班牙 ， 但

是我知道马德里位于西班牙 ， 同样 ， 我还知道在真空状态下光速为平

均每秒钟 300,000 千米。 如果我要对这些观点提出质疑 ， 那么我肯定

会遇到问题 ， 因为我无法为之提供充分的实证依据或理由 。 在不太可

能的清况下 ， 倘若真的有人向我提出此类质疑的观点 ， 充其隘我只能

让我的对话者查阅最新版的世界地图 ， 或建议他们去参阅物理教材。

不过 ，

＂ 充其掀
”

就巳经
”

足够好
＂

了。 事实上 ， 在大多数情况下 ， 当我

表明我知道的时候 ，我无法提供详尽的认知证明证实我的观点

般而言 ， 我只能代之以利用我们文化中被认为有效的 、 获得认可的实

例(authorising instances)进行证明 。

这种做法对于阐明“

知识
”

概念具有重要意义。 当我声称我已懂

得这些以及这些是如此这般时 ，我实际上提出了一种特殊的权威的主

张。 知识作为被证明的真的信念 ，通过对知识经典的三重概念进行适

当的解释 ， 便可以阐明其特征。

287 声称知道的人首先提出了一种断言（表达了一种
“

信念") : 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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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推论性的承诺(discursive commitment)。 但是这个假定的认知者

同时也暗示这一承诺是负责的 、理性的：它是名副其实的 ， 因为它把获

得认可的适当的实例（它是“被证明的")作为基础和理论支持。 最

后 ，认知者还要求 ， 这种获得认可的实例应该作为有效并且具有约束

力的依据得到每个人（至少每一个理性的人）的承认 因而他们所

坚持的 ， 至少在我们目前的知识状态下 ， 应被视作真实的。 认知者主

张的权威性在于他们拥有认知＂ 权
”

， 有权将自己的认知承诺传递或强

加给他人 ， 有权”

命令
＂

他人同意 ， 那么这也赋予他们进一步从中得出

其他（理论的或实践的）结论的权利 。 （权威性的这个方面在我们的

日常认知概念中具有多么重要的分量可以通过一个事实获得证实 ，当

只有非常有限的群体才有权做出特定类型的断言时 ， 我们一相当不

一致地－�即使认为他们的断言是错的 ， 也倾向于认为他们是有
＂

知

识
＂

的。 因此 ， 我们往往把家族里的长辈对于神话的适度描述和解释

称作
＂

秘密的知识
＂

神话 ， 尽管我们认为后者只是
＂

单纯的信念" 。)

当然 ， 这样一种解释 ， 很快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什么是适当的 、合

法有效的实例？或者更准确地说 ， 在我们的文化中它们是什么？我认

为它们包括基本的两种 ， 我将其称为一一可能有些误导地 认识的

(epistemic)和文化的实例 。

一般来说 ， 认识上认可的实例(epistemic authorising instances)是

在正常环境下（一种需要许多内容的重要条件）获得的观察报告。 正

是这些报告为特定的知识主张赋予权利 ， 它们本身却不需要进一步的

理论支持：它们防止获得证明的要求变成一种逐渐衰弱的、 永无止境

的倒退。 但无论如何 ， 这绝不意味着这些报告是毋庸置疑的 、不可批

判的：此类报告可以受到质疑并且通常质疑都是有效的 它们是可

证伪的（由千错误认知 、 不合标准的观察条件 、观察者的不可靠性等

等）。 然而 ， 在这种情况下 ，不是做出断言的人而是对断言提出质疑的

人 ，才有义务证明其质疑的观点：如若缺乏特殊的质疑理由 ， 这些报告

就不容置疑 ， 而被视为 “

未经证明的正当理由
“ ［布兰顿(R. B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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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 J 。

288 我把观察报告称为认识上认可的实例是基千这样一个事实 ，即观

察报告把自已授予权威的功能归千其认识的状况以及它们在认知上

被获得的方式 最终归因于作为关于世界信息来源的人类感官知

觉适应性的演化机制所具有的总体可靠性(overall reliability)。但是 ，

若认为此类特殊功能是文化的恒定元素那就大错特错了。 确实 ，我想

报告在所有文化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此类功能。 但是 ， 另一方

面 ，观测的内容则取决于特定文化的一般资源－我们只需要考虑一

个事实 ，即存在于我们文化中的种类繁多的观察报告（例如 ， 通过电子

显微镜或在气泡室中所见的报告）依赖千高精的特殊仪器与环境 ，还

依赖于极其特殊的、 专业的技能。 同时 ，在许多文化中 ，并不只有观察

报告能真正地履行（或已经履行）防止倒退的功能 ， 充当
“

未经证明的

正当理由
＂

。 关于（往往非常重要的）推论性的承诺还包括对梦的报

告 ，特定文化实践引起的催眠状态的报告 ， 并且得到一致认可的传统

也在其中发挥了相似的作用。

因此 ，当我提到其他类型的信念－认可的实例指的是文化实例

时 ， 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 ， 在现代性条件下 ， 特殊形式的文化实践

（及其结果与对象化）被赋予了这样的功能 。 这就是一—尽管丧失了

一定程度的客观性＿科学 ， 主要是
＂

硬
“

科学 ， 自然科学。 这指的是

一定意义上的文化规范。 毋庸置疑 ， 对于大多数个人来说 ， 在我们的

社会中 ，其他文化形式 宗教的教义、哲学 、社会与政治的意识形态

或民俗传统——或许对于特殊信念的承诺来说是最终具有合法性的

实例。但是 ， 这些文化形式本身从规范上被假定是以特质的 、 个人的

承诺为基础的 ， 接受它们对他人并无约束力。 另—方面 ， 科学 科

学研究的结果被相关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一致性接受一在所有这些

纯粹个性的承诺方面 ，被视为是
＂

中立的
“

。

科学真理同时也被理解为可证伪的：即使是最完善且获得全员认

可的科学命题也能够接受批判 。 然而 ， 不禁又再次提及 ， 批评家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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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提供理由 ，而且 ，为使其质疑观点切实相关 ， 批评家提出的理由必须 289

至少在广义上满足科学研究领域内普遍有效的标准。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 ， 信念－认可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来源 ， 至少在

理想情况下是 相互 一 致 的。 因为人们一般认为一无论正确 与

否－—正是“ 经验的裁定
“

决定了科学的真理：最终又是观察为科学领

域内的知识主张提供所有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 ，现代性的知识体系

是连贯一致的。

然而 ， 在我们的文化中 ， 关于知识建构的这种图式 ， 还需做出一点

重要的评论。 在这里 ， 观察和科学都是被广泛接受的信念－认可的实

例 ，但这两种断言式的权威性的来源都只是涉及事实。 然而 ， 信念却

不仅关涉事实 ， 而且作为承诺同样也关涉规范和价值 。 对千这些后

者 ，并没有标准上公认的实例能够证实这些承诺的
”

真理性
＂

， 或至少

在标准上对它们做出要求。 这种不平衡(disequilibrium)和拼贴性(de

coupage)是现代性认知结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 与前现代文化相反 ，

前现代文化一般认为
＂

宇宙观
”

和
＂

伦理学
”

之间是统一的 ， 世界的存

在方式与我们个人和集体地指导自身的行为方式之间是基本统一的。

正是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填补并连接了这条鸿沟。 然而法律是人造的 、

外在的和鳖脚的 ， 主要只是发挥禁止作用的工具 ，其公正性本身可以

并且应该受到评判。 这种评判得以实现的共同的社会－政治进程 ， 在

现代社会 ， 很可能受到一些普遍接受的普遍主义特征的基本标准的控

制 。 然而 ， 这些标准的排列并不固定 ， 它们的组成部分之间没有预先

给定的等级 ， 尽管在实际情况下， 它们的实践结果往往相互矛盾 ； 而

且－ —－可能最重要的是 这些标准在社会中存在极具分歧 、某种程

度上相互对立的解释。 因此 ， 在现代性条件下 ， 社会知识结构中存在

一种根本的失衡、规范的缺失。

但是 ， 对于这一观 点 ， 有人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 ， 他们认为宪

法——至少在理想条件下 能够提供持久不衰的价值框架 ， 其不仅

为法律体系发挥功效指明方向 ，而且为根本程序上的共识提供明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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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 础 ， 这一点对千现代民主社会的继续存在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 ， 宪法

本身是充满现代性矛盾的法律－政治文件和制度 ，与公共领域分割为

相对自律的领域紧密相关—一经济 、社会、 法律 、政治等等。 宪法首先

必须旨在维护民众平等参与政治活动的自由和权利 ，同时还应确保通

过这种方式 ， 使更多符合共同利益的实质性价值— —平等 、公平与团

结 能够得到满足。但是 ， 除了融合的妥协之外 ， 再没有其他方法

可以实现这种双重要求 ， 这种情况在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历史与实

际的社会安排和组成 ， 呈现明显不同的形式。 然而 ， 通过这种方式 ， 宪

法作为统一的力量 ， 本身的不变主题就是不断的 、尖锐的和完全分裂

的解释性纠纷 ， 从而毫不稀奇地频繁发生变更与修改。 在现代民主政

治中 ， 它为获得政治程序的共识提供了普遍主义价值的稳定基础 ，但

同时宪法也造成了自身无法消除的脆弱性。 甚至在相关的有限领域

内 ， 宪法无法成功地消除规范失衡带来的后果。

在这些转变的结果中 ， 信念的地位发生了某种变化。 ”自然
＂

的过

程与事件只是可以认识的事实 ， 这一设想只是人类行为许可的和有限

的条件 ， 即个人及其群体承担唯一责任的行为 ， 实际上 ，在现代性条件

下它极大地开拓了信念作为认知结构的范围 ， 尽管与知识截然不同 ，

但它仍然是必要的、合法的以及无缺陷的。 既然给出这种对
“

知识
＂

的

理解 ， 那么对于日常的
“

信念
”

概念我们又该如何进行解读呢？

将知识定义为被证明的真的信念 ， 显然将
“

信念
＂

视为更广泛 、 更

具包容性的范畴。 从先前的分析来看 ， 我们可以说， 宣称
“

我相信这些

以及这些是（或应该）如此这般
＂

的人做出了推论性的承诺（因为相信

p当然暗含着认为p为真的判断） ， 无须参照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规范

有效的 、受到认可的实例规范来证实这一承诺的责任。 至少 ， 这个人

291 并未承担所有的责任：信念并不仅仅是猜想， 它们仍属于理性的逻辑

层面 它们不仅能为进一步推断提供理由 ，同时人们也可以坚持它

们还合理地要求用理由来加以证实：它们是有理可循的。 但是 ，坚持

某种信念的理由也可能（且通常被认为是）纯粹是个人的：愿望 、情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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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以及有信仰的主体的直觉。信念是一种认知主张 ， 提出 一种信念

不需要强迫他人认可来证 实自已 。 信念可能 ， 但并不必定被他人接

受。 因此 ， 如此设想的
“

单纯的信念
“

既能被视为整个知识上层建筑的

广泛的基础 ， 又能被视为一种剩余的概念 ，基本上寄生千成熟的知识

主张之上一—这将在我们的认识论中产生根本差异。

毫无疑问 ， 这是吸引人的思考轨迹与合理的分析。但是 ， 我认为 ，

这还是片面而且不够充分的。它并未考虑到 ， 当提及知识或信仰时，

这些承诺被置于基本不同的相关语境之下 。 要验证知识主张 ， 所主张

的真理一或更准确地说 ， 有根据的逼真性(verisimilitude) [ "似真

性" (truthlikeness) ]令—一应该是直接相关的：所断言的事物与适当的

事实 ， 即世界之间的相互对应 。 然而 ， 当我表达一种信念时 ， 不是断言

的似真性 ，恰恰是这种表达的诚实(truthfulness) [ "真诚" (sincerity) ] 

被置于主要相关的中心位置。我的信念始终都可能在内容上被批判

为错误的 ，但是它所引发的首要问题不是它与事实世界之间的对应性

问题 ，而是我的信念与我的行为之间的实际(pragmatic)一致性问题 ，

我的语言行为与非语言行为的全部过程的一致性问题。信念被认为

是可以激发、解释和使行为合法化的事物 使这些行为变得可理解

的事物。若由千实际行为与所表达的信念不一致 ， 而导致信念未能发

挥这些功能 ， 那么这种信念表达本身就是无效的：我在声明我真正相

信的事情时我是不诚实的（或者可能是错误的） 。 皮尔斯(Peirce)说

过 ，真诚的信念是 一种习惯的本性 ， 这种习惯一一 在适当的条件

下一将决定我们的行为方式 。 知道与相信之间存在不同 ， 其中 ， 谈

论前者的方式强调的是认知 ，论及后者关注的是主体间断言性承诺的

实践－实际的方面。

但是 ， 所有这些与特殊个人的特殊信念紧密相关 ， 它们大多是短

期的 、特质的 ，且不会引发更广泛的社会后果 。 不过 ， 这里我们研究的 292

是现代性文化中信念的一般特征 、 范围与功能 。 这就需要提出有关我

们这个时代的信念体系(belief-systems)的问题 。 因为 ， 作为最敏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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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文化人类学家之一， 克利福德·格尔茨曾经说过 ，实际上 ， 正是文

化特殊方面的体系性等级才是最根本的特征与决定性因索之一。

“

信念体系
”

显然并非日常话语中的概念 ，而属千解释性的概念构

想。 它主要用于阐明和分析那些信念 ， 即被一个共同体或群体的大多

数 成员共奉的 、广泛传播的，并且对千理解其社会行为极其重要的信

念。 我想暂时指出 ， 信念体系包括（明确的以及隐晦的）大多数的一般

信念 ， 对千某一集体来说这些信念是共同的且相对较持久稳固的。 个

人通常在社会化进程中获得这些一般信念 ， 而这些信念共同构成了他

们的文化认同。 这种体系不仅包含实质性的假设 ， 还包括（通常只是

以隐晦的方式）第二序的信念 ， 即关于评价断言的标准 、能够构成真理

或谎言需要满足的条件 、它们可能被支持或反对的方式等等。 简而言

之， 第二序 信念也体现了特定
“

思维方式
＂

的特征。 信念体系激发 、 解

释并合法化事物 ， 与其说是特殊的个人行为 ， 不如说——详细说明并

为其成功或失败的条件提供依据�某些集体中普遍的社会实践。

它们就像通用地图 ， 为团体／集体行为定位和导向。 信念体系构成了

文化中极为关键的一部分 ， 从人类学意义上来看其是所有非生物学固

定的人类行为及其结果的意义－承载与意义－传递的方面 。

此处 ， 我必须进一步阐明的一点是：根据这一概略特征来看，现代

社会中这种高级文化的形式 ，如科学、 哲学或详尽的理论学说不应被

视为信念体系 。 的确有合理的理由可以将上述高级文化形式视为信

念体系 ，并且也能提出适当的概念定义允许我们这么做 ， 对此我深信

不疑。 但是 ， 鉴于刚才提出的解释 ， 还有许多理由说明它们并不具备

资格 ， 其中 最重要的原因是，它们脱离其他社会实践环境：它们主要的

验证标准仅适用千自身内部。 它们是 在现代性 条件下已经变成

293 这样一— 自律的。 无论如何不能将一个重要事实排除在外 ， 那就是这

些文化形式的某 些特殊部分一特定的科学命题 、 哲学或理论观

念－一－ 从其原有的环境中分离出来 ，能够并且已然进入日常信念体系

之中 。 无论如何 ， 我的讨论都将限定 在它们更独特的、 最初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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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

现在 ， 对我来说 ， 有关如此理解的概念应该提出的基本问题似乎

是：如此界定的（无疑是含混模糊界定的）一套信念究竟需要依据什么

权利 ，并且首先在什么意义上才能具备体系的特征？

最显而易见的答案可能将体系性的理念与相关的一套信念的逻

辑一致性联系起来。 哪怕某 一个人坚持再多的信念也无法构成一个

集合。 如上述所示 ， 信念属于理性层面一— 它们产生的结果能够获得

其他信念的支撑 ， 同时也隐含着其他信念。 那些完全无法认识并且得

出此类推断的人就不是一个信念的主体。

但是 ， 很明显 ， 有大量这种往往短期的 、独立的实质推断的关系与

整套信念的逻辑—致性问题毫不相关。 我更倾向于认为， 对千后者的

要求 至少乍看起来——与日常信念体系是全然无关的。 因为日

常信念体系一般来讲是不一致的 ， 而且往往是根本对立的：体系中包

含的诸多信念 ， 从其明显的一般构成上看， 逻辑上常常相互矛盾。 并

且由于逻辑一致性是一个全或无(all-or-none) 的概念 ， 因此所谓的
“

体

系性等级
“

从原则上来讲就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体系性需要逻辑一致

性的认同 ， 那么
“

信念体系
＂

的理念就是个逆喻 。

因此， 我认为， 任何体系性概念必定隐含的一致性应该存在于别

的地方。 它不应该在相关的特殊信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当中寻求 ， 而是

要在一个集体的整套信念与相关的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中设法寻求。

被共享 、坚持等等的一套信念 ， 就它能够成功引导 、激励并合法化这个

集体重要的社会实践而言 ，在这个程度上它就是
“

体系的
”

就其理

想功能
“

发挥作用
“

而言 。 （由此同样可以得出 ， 信念体系的体系性不 294

能从纯粹外部的视角进行判断 ， 它预设了一种一 一至少是想象的／虚

拟的一”参与性
＂

态度 。）我将这称为一—具体原因在下文中将清晰

说明一信念体系性的根本或基本标准 。

但是 ，这种解释又会引发根本的异议 。 如果信念体系往往或通常

包含直接矛盾的断言 ， 那么它们究竟如何在引导实践与公共活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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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作用
”

呢？如果我同时相信p与非p,此后任何事以及每一件事

都遵循这一思路� 此外 ，之前我们

认为 ，如果不具备基本的推理能力这一前提 ， 我们不能认为这个人拥

有信念 ， 那么 ，如果将逻辑的不一致性视为信念体系的特征 ， 难道我们

不是与之前的观点发生矛盾吗？实际上 ， 难道我们不是因此复兴了己

经弃置不用的 、不受矛盾影响的
“

前逻辑
“

思维观念 ， 仅在现在不仅将

其归为
“

原始的" (pri血tives)[莱维－布吕尔(Levy-Bruhl)], 而且还将

其归为一般意义上的日常生活的主题吗？

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 因为这些问题进一步阐明了日常信念

体系的特征。 为了回答这些异议 ， 我们可以指出 ， 信念体系作为一种

规范并不包含去语境化的断言 ，但是与此类断言一道 ， 获得强大的（尽

管几乎总是十分隐晦的）
“

实用索引" (pragmatic indexes)的补充 ， 这种

“实用索引
”

规定了信念适用性的条件 、 场合以及社会形式， 在这里我

们可以或应该适当地提出所提到的信念。 ［这是哈贝马斯曾经特别强

调过的观点：提出断言的
“

社交礼仪" (social propriety)是评价断言的

必要方面。］如今 ， 坚信享用圣餐即是分享耶稣的血肉的虔诚的天主教

徒（并不太了解理论细微之处） ， 显然也清楚 ，他们所享用的只是普通

的面包和红酒 ，他们就像罗马帝国的地方高官 一样丝毫
“

不受矛盾的

影响
＂

， 这些高官对皇帝的神圣深信不疑 ，但是同时又把皇帝当作一个

凡人(mortal being)而热衷于讨论他健康状况的最新传闻。 矛盾的断

言并未构成信念的矛盾 ， 因为信念体系本身将其隔绝在外：在同一个

现实语境中 ，信念体系禁止它们的联合调用或使其变得不合法。

295 然而，所有这些都涉及共享的日常信念体系性的基本意义。 在历

史进程中 ， 许多信念体系都经受过深远的、 ｀｀间接的
“

体系化与理性化。

理性化主要的社会进程与载体是专业化（对特别重要的信念的保护 、

维持与细化成为一些
“

专家
“

群体的任务）；书面化（在书面形式中固

定此类信念）；以及法典化／标准化(codification/canorusation) (赋予某

些特别的文本充分代表的独特权威）。 这些进程使得这些信念不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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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细化 ， 同时通过这种方式其也获得了物质性的永恒 。 但是 ， 主要

结果仍然是自身日益发展的去语境化 ， 也就是将自身从现行交往的原

初的实用索引与语境中
“

解脱
＂

出来。 现在 ， 信念真的转化成为
＂

彻底

的断言
”

， 而且正是因此 ， 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信念的不断细

化 。 由千失去了原有的实际背景 ， 调解信念矛盾性的机制也同样不复

存在一 —现在 ，这一任务的解决方案需要明确的认知意义。 一致性现

在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

此处 ，有必要提及上述转变造成的两个更广泛意义上的结果 。
一

方面 ， 可以理解的是 ， 信念的固定是要将彼此相互联系着的不同文化

之间原本可渗透 、 可穿越的边界转化为严密的并且排他的界限：现在 ，

信念体系可以变成信仰(f釭th) 的教义。 就这个方面而言 ， 将古希腊罗

马时代松散的制度化的多神论宗教与《圣经》伟大的一神论宗教进行

比较 ，是极具启发意义的。 前者在其融合性上 ， 甚至愿意接受外来的

异教。 而后者的一些仪式与传说可能被认为是奇怪的或荒唐的 ， 但是

在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 (oikumene) 里 ， 不同文化崇拜的诸神被视

为 通过特殊的
“

翻译
“

活动——本质上是完全同一的。 因此 ， 在每

个地方 ，诸神是真实的因此也是一样的 ， 只是他们的名字有所不同。

对于宙斯(Zeus)/朱庇特 (Jove)来说 ， 密特拉 (Mithra)Q)只是一个外来

名 ， 对于赫拉 (Hera)/朱诺 (Juno) 来说 ， 伊希斯(Isis)也是一样。 不信

宗教的人、皈依者、异教徒的观念， 及其所隐含的一切矛盾冲突 ， 均是

理性化的圣经－宗教(book-religions) 的产物。

另一方面 ，这一进程同时也为批判的反思性制造了越来越多的资

源。 信念的固定把实际上嵌入性的 、语境中的断言封固为永恒命题的 296

体系 ， 也为批判性的检验创造了新的可能性 ， 将注意力单单集中到构

思的内容上 。 在之前的论述中 ， 我们将信念体系背景部分的特性表述

为独特的
“

思维方式
＂

， 更为重要的是 ， 去语境化刺激并促进了这种背

＠ 也作Mithras , 是波斯神话中的光明之神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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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向明确的规则以及逻辑 、词汇或叙述过程的转化。 在此基础之上将

兴起全新的论证 、 探究以及谈话方式与类型 全新的文化实践形

式 ，其中的一些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将获得自律性。

＊

现在 ， 如果我们根据上述分析 ， 再次提出有关现代西方社会中信

念体系的显著特征问题 ， 我们很 可能会发现我们提出的问题本身就是

有问题的。 因为 我们共同／共享的信念并未像其先前宣称的那样满足

体系 性基本的／根本的条件。 如果我们认为后者就是广泛传播的能力

并且稳定持久的信念就是要引导 、解释并激励既定集体中最重要的社

会实践的话， 那么被现代社会成员或特定群体的成员共享的信念 ， 在

众多至关重要的社会 活动方面 ， 早就被免除了这一任务。 在现代社

会 ，这个任务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完成的。

往往各种各样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实践 ， 具有一种
“

技术
”

特征 ， 当

然是在这个词最广泛的意义上 ， 在现代社会中 ， 这些实践活动不是由

行为者－参与者的
“

信念
＂

来调整和确认的。 生产劳动活动， 还包括官

僚体制中（代理人以及委托人）的行为 ， 一般说来 ， 其直接受到源于

＂别处
＂

的客观规则支配下的程序的引导 ，并且根据这一程序得到评

价。 其适用性与合法性以制度化体系关系为基础 ， 远远超出任务直接

执行者的意识或知识范围一一如果这些任务的执行者能够大致相信

这些体制的合理性 ， 或者至少被动地接受这种不可避免性 ， 这就已经

足够了。 信念的功能范围已经被大大削减。 如今 ， 一方面 ， 它们主要

297 涉及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个人行为 、发展与人际关系问题 ； 另一方面 ，它

们则涉及 一些广泛且现实的公共问题－— －经济 、 社会与政治一

事务。

但是 ， 尽管信念范圉受到很大限制 ， 但是它们可以适当获得的潜

在来源也已经极大增加。 就信念而言（与 规范上认 可的知识截然不

同） ， 现代性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文化形式一宗教信仰 、科学 、艺术 、哲

学 、 不同的意识形态一—每一种都具有普遍主义的主张并因此向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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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表现为有效的依据 ，能够相应地引导他们的生活。 由于涉及特定

的场合或严格界定的生活领域／方面时 ，这些文化形式潜在的相关性

并未明确划定 ， 并且由千它们体现出来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调

和的 ，因此这些文化形式之间存在相互竞争的关系（即韦伯的“ 诸神之

争") : 它们是作为有意识的选择对象而出现的。

如果通过这种方式 ，现代性把个人的认知承诺变成了一种自律性

的实行 ， 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 ，现代性同时为信念不受控的 ，以及极大

程度上不可控的广泛传播创造了强有力的机制：大众传媒。 既然媒体

利用大盘极大地脱离了实际生活实践与直接经验的信息与图像 ， 不断

轰炸社会上的所有成员 ，那么以隐蔽的方式控制这种信息选择的惯有

模式同样也要摆脱经验控制。 尽管有些理论宣称媒体 具有无限的操

纵能力 ，在我看来这似乎完全夸大其词 ， 但是大众传媒确实意欲创造

大扯的信念 ，而绝大多数孤立的个 体在无意识间已经完全接受。

因此 ，现代社会里的协同社会实践 ，

一般而言并非由共享的实 质

性信念指引方向 ，同时也不以这些信念为支撑。 它们整合的本质上的

功能特征是由类似市场机制的制度化机制和客观的技术－官僚规则

所确定的。 功能的运行预设了一 种内容浅薄 、共享的政治文化 ，这种

文化的内涵基本上体现为一种程序共识 ， 即围绕共同利益问题的谈判

以及裁定公共领域中潜在冲突所采取的适当方式而达成的程序上的

共识 ， 尽管这极其脆弱 ， 但同时也充满弹性。 现代性中的信念已经被

私人化了(privatised)一一不仅体现在它们主要关注日常生活问题这 298

个意义上 ，最主要的是因为个人被理解为一种权利的承担者 ，有权构

想、确认并公开地表达自己的信念 ， 并且有权在其所选的生活方式中

实现它们－前提是 ，在此过程中 ， 他们没有侵犯他人所享有的同等

权利。 这就是其自律性的基本内容。

无论信念是个人的还是被广泛共享的 ， 体系性的缺失实际上构成

现代信念的最重要的特征。 这不仅指的是已经表明的信念同普遍的

社会实践相脱离 ，还指的是其具有拼贴式(collage-like)特征。 在今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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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产生于不同的源头 ， 不仅来源于不同的文化形式 ， 这些文化形式

在我们多元文化的社会中 ， 既牵涉到商业化的进程 ， 也置身千文化全

球化的进程中 ， 同时 ， 信念还来源千不同的历史－地理位置和不同起

源的多种文化。 这是一种新型的融合， 其不是建立在把外来的信念翻

译成我们自己的语言或者把一些预先给定的、 法典化的元素进行结合

的基础上 ， 而是建立在实际不受限制的资源的
”

自由拼接
”

和规范的宽

容原则的基础之上。

然而 ， 正是这种非体系性使得现代社会中的个人能够让自己的信

念变得实际一致 ， 由此能为自己所选的生活方式和个人的发展提供一

致的基础。 至少从原则上讲 ， 它让现代社会成员有可能满足自律性与

完整性(integrity) 的双重要求 ， 在不断变化 、 动态的和多元化社会中 ，

这两者是保持持续的自我认同(seU-identity) 的标准要求。 当然 ， 个人

并不是凭空创造信念 很大程度上 ，他们仍然是在自身社会化的过

程中 ，以非反思的方式 ， 从自已较为狭窄的社会环境和体制中获得这

些信念。 但是 ， 他们能够 ， 或至少可以自由地， 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 ，

凭借生活经历修正 、 拒绝并接受这些信念 ，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自行创

造一些新的信念。 非体系性使得对千自己的信念所具有的实践－经

验的 、 个人的反思性力量得以实行：学习到的不是预设的社会作用和

规则 ，而是怎样成为以及将要成为人自己。

这种力量的实行 ，这种学习的实现 ， 需要实质性的、明显依赖于经

299 济和社会资源的文化资源。 对于大多数个人来说 ，创造自己一致性信

念的
＂

大杂绘
＂

的自由 ， 与在我们这个非归属性的 (non-ascriptive 汃原

则上唯精英的(meritocratic) 社会中 ， 根据自己的愿望 、 兴趣和能力实

现社会经济地位的自由一样都是不太现实的。 对他们来说 ， 信念的非

体系性一它们没有被固定在一般接受的 、可靠的并且共生的集体社

会实践之中 ， 也没有被这些实践所证实 ， 它们多元的私人化与不稳定

性 一只是意味着令人沮丧的方向迷失与濒临消亡的自我认同。 在

发达的西方社会 ， 原教旨主义 (Fundamentalism) (我想强调 ， 我对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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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的评论仅限于他们的文本）是这种地方性的不满展开的当代民粹

主义和民众的反应 ，存在于现代性之中 ， 并由现代性产生和不断复制。

我在这里所用的
“

原教旨主义
“

是广义上的原教旨主义 ， 而非通常

的宗教内涵 ， 它也被应用千某些类似的意识形态现象 ， 主要与种族

(race 汃种族划分(ethnicity) 以及性别问题相关 ， 尽管毫无疑问 ， 当前

传播最为广泛且最具影响力的是它的宗教变体。 这些
“

原教旨主义
”

与浪漫主义的或乌托邦的反现代性的思潮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征：对启

蒙抽象的－形式上的普遍主义的拒斥 ， 对其原子化的 、竞争性的 、 宽容

的个人主义的拒斥 ， 据称是由其引发了人际关系的凉薄和不稳定性 ，

以及与之相对的积极强调有机共同体和归属感的需求。 然而 ，这些原

教旨主义背离了那些早前（可能如今已完全没落）的意识形态趋势 ， 而

是坚持严格划定的、一套固定的信念 ， 这种信念往往要求重建或重构

原本被视为确实有效并且直接产生清晰界定的日常行为准则的那种

传统 。 这种准则同时鲜明地把那些
“

所属
＂

的成员与外来者、社会的剩

余者区别开来。 这种信念体系的直接可行性 ， 其内聚力创造以及选择

性分离 、 隔绝的力批 ， 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自身的调动力和取得的成

功 。 在高度个人主义与竞争化的社会中 ，它们能够创建替代性的共同

体。绝非偶然的是 ，这种趋势在有些国家中传播最为广泛并且特别具

有影响力， 在这些国家中 ， 用于平衡经济竞争造成的极端后果的社

会－政治措施和制度（福利国家）特别虚弱或者基本上是缺失的。但

是 ，这同时也说明 ，它们的存在与活动一不管其长期愿景与许诺到

底是什么一— 实际上并未瓦解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行。 事实上 ，它们强 300

化了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的多元性与排他的多样性特征；因此 ，它们

加重了私人领域与公众社会领域的分化 ，这正是它们在意识形态方面

反对并往往猛烈扞击的 。

原教旨主义 ， 伴随其集体信念的本质化与日常生活中特殊行为规

则的绝对化(absolutisation) , 绝不仅仅在一般意义上与现代性精神相

对立。 其内容中共享的信念直接否定了文化现代性的一些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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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旨在通过恢复宗教传统或种族的风俗传统 ， 或者通过创造新的神

话（某些
＂

新时 代
“

思潮正是如此）为世界复魅(re-enchantment)。 然

而 ， 这些是典型的现代现象。 这不仅涉及一个事实 ， 即原教旨主义（正

如说明的那样）让自已被动地适应这些社会基本的制度结构 ， 同时又

积极利用最现代的文化交往与再现的方式和资源 ， 如电视机或电子媒

体 ，而这些科学发展成果片面的理性主义正是它们根本上否定的。 它

们有意识地并且积极地修复(make)那些单义性(univocality)与延续性

遭到破坏的传统 ， 使它们重新具有凝聚力与约束力 ， 而这些基本尝试

都是现代的做法。 正因如此 ， 无论包含哪些内容 ， 它们在反作用的理

性化(reactive rationalisation)中旨在重拾共享的信念已经遗失的实践

与思想的体系性。

这种理性化直接反对启蒙的理性主义 ， 但是体现了倒退的(re

gressive)特征。 要将
“

信奉者
”

群体从周围社会中鲜明地分离出来 ， 同

时要在其制度条件和功能需求下提供可以遵照的信念体系 ， 这双重要

求 一方面是纯度的压力， 另一方面则是可行性一为这些体系的

内容施加了严格的限制。 在现代西方社会 ， 正如经常可以在原教旨主

义信条中发现的那样 ， 它们对经律主义<D(literalism)的坚持却常常伴

随着相当简化地接受和理解自己信奉与想要支持的宗教传统。 创世

说(creationism)消除了关千圣经来源的伟大的叙事财富 ， 消除了最初

301 拥有的典范的权威性和人类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 ， 福音教派却极其狭

隘地不是强调圣经中相当边缘化的问题（同性恋） ， 就是可以理解地强

调简直子虚乌有的间题（流产） ， 并没有切实去思考伟大的亚伯拉罕宗

教真正的中心思想。 就这个方面而言 ， 原教旨主义者与其头号敌人和

评论家 ， 像道金斯(Dawkins)与希钦斯(Hitchens)这样的当代的无神论

者之间 ， 存在一个莫名的相似之处。 他们都
”

忘记
”

这种传统对千最终

导致西方现代性诞生的发展过程产生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伦理普遍主

＠ 也可翻译为圣经直译主义或圣经神圣论。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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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 从摩西的十诫(Decalogue)开始 ， 该传统就坚持强调一种行为规范

的存在 ，不论身份 、 性别和种族划分如何 ， 这种规范对于所有人来说都

同等有效并成为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 这种阐述完全相异于这一发

展过程另外一种伟大的历史源头 ， 也就是传统的古希腊时代 ， 对古希

腊时代而言 ， 认为同样的 行为规则可以平等地适用于自由民 、 混血

(metis)和奴隶或者男性和女性 ， 这样的想法简直是荒谬的。 无论如

何 ， 首先 ， 试图对共享信念起反作用的理性化的尝试是倒退的 ， 因为 ，

以彻底地批判现存的道德与周围社会现状为名义 ， 他们实际上简化和

削减了批判反思性的资源。 他们反对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分化的观

点 ， 因此实际上他们破坏了个人自律性与宽容性的标准需求。 许多原

教旨主义教派与群体对政治生活的直接干预 对有组织的宗教与

国家事务构成上的分离提出疑问一并不是离经叛道的 ， 而是相当一

致地遵循了自己的基本原则。

原教旨主义是现代性矛盾的近期症状与要素之－一在长年的

危机之中 ， 它的方式就是不断制造并吸收对立的 、 悖论的 (antinomis

tic) 文化和社会风尚。 在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运动中 ， 为实现完

整性 ， 实现稳定的和牢固的自我认同 ， 这种根植千共同体并以之为依

托的不懈努力 ， 逐渐与个人自律性的原则和规范需求相对立。 但是 ，

把个人人为地再吸收到一个具有共同和体系化信念的共同体中 ， 这一

尝试从整体实际效果来看 ， 只是扩大了共同体的范围 ， 且这恰恰是最

明确反对的一点。 多 种多样相互矛盾的原教旨主义信条和教义只是

增加了现有社会信念和价值的多元化 。 通过提供越来越大范围的体 302

系化信念以供个人的选择 ， 它们进一步推动了信念私人化 (privatisali-

on) 的一般趋势。 事实上 ， 在那些原教旨主义广为流传且极具影响力

的国家 ， 在个人一生的时间里宗教信仰不断改变已成为非常常见的

现象。

现实中 ， 在不断拒斥现代性的某些基本的标准原则的过程中—一

私人／公共的划分 、个人自律性和随之而来的宽容习惯一—人们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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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 原教旨主义运动不断试探自身的底线 ， 推进批判性地重新审视

自身的意义与局限 ， 防止自身走向空洞的常规化。 然而另一方面 ， 毫

无疑问 ， 在一些可以想象的情况下 ，这种
“

探测
”

可能会造成一种崩溃：

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社群主义最终可能会消除那些浅薄的 、 本质上

程序化的 、对于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文化制度的运行至关重要的共识

性存在。 从长远来看 ， 现代性能否同样吸收这种质疑一无论如何 ，

这都不是一个知识问题 ， 而是
＂

单纯的信念
＂

间题。

290 



第二部分





第十章 文化：概念的产生

和构成 一篇历史语义学论文

在一篇旨在说明现代性的
”

形而上学基础
＂

的文章中 ， 海德格尔曾

提到一与机械技术和科学研究等现象同时出现一—文化概念是标

志现代时期的划时代的特征之一吼这一观点乍看之下有些奇怪。 在

我们的通常理解中 ， 每个社会都拥有自己的文化 ， 因为 ， 一方面 ， 拥有

文化是一般人类生活普遍和基本的特点；另一方面 ， 各种地理上或历

史上独特的人类共同体之间得以彼此区分的主要方面就是依据各自

的文化。 因此 ， 谈论现代西方社会的特定文化是意义重大的 ， 但是这

样将西方社会与文化联系起来的做法似乎颇有相当过时的和致命的

种族中心主义的嫌疑。

305 

然而 ，这种批判完全没有把握住海德格尔的观察要点。 表明现代 306

性的某些根本和特殊之处的不是文化 ， 而是其概念－ �然而 ， 实际上

这个概念已经渗透到我们理解和活动的方式之中。 事实上 ， 我们不把

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解释周围世界的方式看作某种不成问题的自然的

CD Cf. M. Heidegger, Die Zeil 如 Wei伽Ides(1938) , In Holzwege. Cesamtausgahe, Abt. I, 
Dd. 5, Frankfurt, 凡oslern血

，
1977, pp. 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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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注定的东西， 而是认为它们属于某种
“

文化
＂

， 也就是说， 把它们看作

由先前各代人创造 ，并且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活动重新 创造的东西——

正是这一事实让现代社会的文化与
＂

传统
“

社会的文化形成对比。 我

们的文化认为并且明白自己就是文化而且是众多文化中的一种：对它

来说， ＂文化
”

已经成为一个反思主题和实践问题。

今天，文化主题和问题的研究涉及众多学术领域 人类学 、社

会学、 历史学等等 。 这既能说明这些学科各自的兴趣和
“

能力
”

所在，

通过此种方法又能为哲学对于文化的关注划出特定空间 ， 如果真有这

种空间的话 ， 那么这可能是说明
＂

文化哲学
”

主题的最好方法。 很遗

憾 ， 这几乎是一项无望的事业。 因为在这些学科中 ， 每一个都有许多

令人眼花缭乱的
“

文化
“

定义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 在一部专门对人

类学中的文化定义进行概述和分类的巨作中（绝大部分是美国的人类

学） ， 克鲁伯 (K.roeber) 和克拉克洪(Kluckhohn)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

成功地将各种概念概括为六大类©——人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认为人类

学的发展在当时已经产生了一些新的概念 ， 只是没办法轻易纳入这种

分类中。 同样的， 在有关文化社会学的一部受人关注的作品＠中 ， 齐格

蒙特· 鲍曼(Z. Bauman) 曾指出 ， 就社会学而言 ， ＂文化
“

隐含着三种

相互独立 ， 却同样合理并且重要的， 分属于不同论域的 (univers du 

discours) 概念 。 而且在每天使用它所涉及的这些内容中 ， 这一概念的

307 界限似乎完全是流动的和不确定的 。 在我们生活清醒的大部分时间

中，我们都忙千
＂

文化活动
”

， 但它可以指慢跑 、 画画、看西部片 ，就像读

康德一样。＠ 此外 ， 这种日常的文化概念不仅在其指称的范围上极其

Q) A. Kroeber and C. Kluckhohn,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心epts and Deft戊勋心 ，

Cambridge . Papers of Peabody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1952. 

® Z. Bauman, Culture as Praxis, London, Routledge, 1973参见第一t:t'..作为概念的文

化" (Culture as Concept) 。

＠ 参见盖洛普民调(Gallup poll)关于美国公众
＂

文化兴趣
＂

的凋查结果 ， 报道在莱文
(H. Levin)的（文化的语义学） (Sen如心:s of Culture)一文中 ， ln G. Holton ed. , Sc如ce and 

Culture, Boston, Houghton Mifllin, 1965 ,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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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 ， 而且在其指定内容的相关评价上也是模棱两可的。 文化看起来

似乎如此有价值， 或至少如此重要 ， 以至千值得许多国家都设立一个

特定的
“

文化部
“

在遵守
＂

文化政策
＂

（说的不是那些热衷于发动” 文化

革命
＂

的政策）的前提下为民众提供并组织
＂

文化服务
＂

。 然而 ， 从现

实生活和文化真正的关注点来看 ， 它却被当作如此临时和无关紧要的

东西 ， 以至千只 有 ＂ 文化怪胎" (culture-freaks)或 ＂ 文 化狂热者 ”

(culture-vultures)才会认真对待它 。

＂文化是英语语言中最复杂的两个或三个单词之一。
”

由此 ， 雷

蒙·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展开了对这个词的历史的概述。© 因

此 ，可以理解 ， 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转而介绍他们自己对
“

文化
＂

的定

义 ， 就文化的日常意义的丰富性而言 ， 每一种文化 定义都是限制性的

［在此 ，为选择性的概念化(conceptualisation)留下空间 ， 甚至产生了刺

激作用］ ， 但这也使得对这一更加界限分明的领域进行深入研究成为

可能。 这个过程可能是合理的 ， 然而 ， 它却唯独不适用于哲学目的 ，首

先是因为哲学对这个词在当代使用中存在的歧义性几乎
“ 难辞其咎

＂
。

＂
文化

”这一词有着丰富的学术起源 ； 它通过哲学的、 教育学的和社会

时政评论家的论文渗透到日常对话中（首先在19世纪开始千德国）。

其当代意义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反映为某种沉淀的方式 ， 伴随着复杂的

历史发展 ， 它最早出现于与它相关的意义中， 随后被用在各种语境中

以及用来转换不同的哲学目的。 因此 ， 对千社会科学学科而言它可能

只是日常对话中的困惑 ， 对哲学而言则是必须面对和承受的特有历史

和传统的产物。

对于当代
＂

文化
”

概念歧义性的自觉反思 ，其必要性在于 ， 与此同 308

时，对于哲学来说 ， 它并不只是某种要求历史公正性的事物。 今天 ， 哲

学家对文化的关心一部分源于上述事件的混乱状态：作为一种“ 显而

易见的
” 和＂ 众所周知的

”
事物 ，我们全都认同我们的文化在某种程度

CD R. Williams, K, 守I/Or心
，

London,Font扣1a, 1976, p.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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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塑造并构成我们本身 ， 但我们似乎并不知道 ， 或至少无法达成共识

的问题是 ，如何去理解更不用说如何评价文化隐含的事实。 这种思想

上的不安促使了哲学的产生 、文化上的焦虑和不适 ，但与此同时 ，它又

是哲学的构成部分 ，是 某种程度上－现代历史的产物。

哲学不能对文化概念（或各种概念）混乱的歧义性不闻不问 ，因为

哲学对文化概念的关注点正植根千这些歧义性之中 。 要想理解这些

关注点 ， 我们至少要 理解今天我们赋予这个术语的意义的主要维

度－这种维度一部分是相互联系或彼此重叠的 ， 另一部分又是相互

矛盾的。 遵从原则上使用这个词的历史以及它在相关话语中变化的

角色和作用是说明其意义维度最好的方式 ，至少当这个词进入日常对

话领域时 ，它就已经具有了历史沉淀下来的各种混杂的丰富意义。

由于
＂

文化
”

这个词本身源于学术 ， 所以不可避免 ， ＂文化
＂

的历史

语义学＠主要从哲学文章中获得材料 ， 或至少是从哲学－社会学的时

政评论文章中获得资源。 然而 ，不应该将其误解为仅仅是哲学的文化

概念的历史 ， 或是有关文化的理念。 不仅因为可能有一些相当复杂精

细的理论并不使用这个词（例如 ， 杜尔哥和卢梭就大多如此） ， 而且还

因为 ， 这样一种历史的－语义学的概述只是关注相关哲学观点的某些

方面和内容一经常以一种简单化的 、压缩的方式一—这些部分进入

了更广义的 、最终日常的话语之中。

309 不是哲学理念 ， 而是其中沉淀的某些意义－内容超越了哲学领域

开始发挥作用 ， 充当了表述社会经验和期待 ， 分析主题的基本形态 。

然而这也赋予它一个额外的意义。 ＂文化
”

这个词 直至19 世纪

早期 ，
一 直是所学到的话语中相当边缘性的表达一在最后的150 年

里经历了一段惊人的岁月 ，用其衍生物和复合物占据了我们所有的谈

话 。 看起来似乎如此 ， 哲学已经开始用这个词反映某些在现代性条件

＠ 有关历史语义学的概念和争议性的纲领 ， 参见 R. Koselleck (Hg.) , fli.storische 

Seman础una Begrijfsgesch吐te (Stullg釭t, Klett-Co血
，

l978) 和 D. Bu函se, Historische Serna心k,

Stuttgart, Klen-Cotta, J 9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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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存在的 、 广泛表述所需要的 、 ”指定需求
＂

的事物。 通过在极为复杂

的哲学理念中观察哪些元素促进了日常概念的形成 ， 且在其现代使用

中一直保留至今 ， 人们掌握了理解这种需求特征的方式。 通过这种方

式 ， 历史语义学成为哲学史和社会史之间具有约束力的纽带 。

一、文化：个人维度

起源于拉丁文cultura,"文化
”

这个词几乎用于所有的欧洲语言

（法语culture、德语Kultur、意大利语coltura、俄语kul'tura等） ， 在其相

关的意义中 ， 它是一种现代的表达方式：直到 18 世纪的最后 25 年 ， 它

当代意义的主要内涵才得以形成并组合在一起。 同时 ， 其用法的发展

至少在英语 、 德语和法语中彰显了影响深远的类似之处 ， 这使得我们

可以为＂

文化
＂

描绘一幅综合性图景 ， 尽管 ， 在某些方面 ，我们也必须将

各国语言和文化间的意义差异考虑在内 。

尽管
＂

文化
“

一词在今天广为接受的意义上是现代的 ，但它的起源

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代 。 它从根源上衍生于动词colere, 这个动词本

身具有广泛的意义而且是我们 许多当代表达的词根，从"cult" (敬拜）

到"colonialism" (殖民主义） 。 Colere主要意指去照料 、 去影响 、 去培

养 ， 尤其用于农业活动 ， 同时 它还指栖息 、 装饰或装扮 、 崇拜或尊敬。

作为colere的派生词， 名词cultura最初意指作为衣业活动的耕种，但

有时也意指农业活动的基本前提条件 ，也就是指耕地本身。但是 ， 由 310

于还有许多其他的词也与农业非常重要的功能相关 ， 因此cultura(或

更频繁地 ，最初用于相同意义的cultus)在早期也获得了一种隐喻性的

引申义：人们开始用这个词来表示一般事物的培养或提高 ， 如cultura

或cultus litterarum 是指对文学的培养(cultivation of letters)
。 就我

们对这一单词的当代理解而言 ， 其意义在西塞罗这里发生了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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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 在他的《图斯库卢姆辩论》(Twculanae Disputationes) CD一书中 ，

他将未受教育的心灵(animus sine doctrina)与未开垦的耕地(ager sine 

cultura)相比较 ， 得出了著名的表述 ： cultura. . . animi philosophia 

est 即哲学就是对心灵的培养。

事实上， ＂培养
”

和
“ 教育

＂
间隐含的对比并非起源于西塞罗。 早

在亚里士多德的文集中就提到过这一点。＠ 西塞罗只是用隐喻缩减了

一个古老的修辞比喻。 但是 ， 在一个种族和文化十分多样的庞大帝国

里 ， 想要进入精英阶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能获得的东西 ， 这个人

受特定文化传统的影响 ， 这种文化发挥着统一性的水泥的作用 ，cultura

animi的观念被理解为通过个人自我教育的(self-educational)努力而

形成和再造的智力与道德能力的过程 ，表达了具有社会重要意义的理

念和理想。 无论如何 ， 在用破除古代风俗来唤醒基督教的反抗和批判

的时代它是非常流行的 。 圣 · 奥古斯丁在一次布道中一大概带有

直接针对西塞罗的论战意图一将上帝对人类心灵的照顾与犁田者

对土地的开垦进行了对比。＠ 上帝就像用犁打开我们的心门 ，种下指

示的种子 ，最终结出虔诚的果实。 上帝培养了我们 ， 因此 ， 我们应带着

崇拜的心情对他膜拜(colit arandol colimtlS adorando) 。 为了照顾好

＂他留在我们心中的文化"(ista C汕ura in cor 心strum), 为了不忘记犁

田者的恩情，就要履行我们的义务 ， 这种义务不是让他变得更加富有 ，

而是为了让我们自已得到更多上帝的保佑 。

311 通过这个高尚的比喻 ， 圣· 奥古斯丁开创了" cultura"和"cultus"

（当作同义词）两个词义在中世纪的转换 ， 它们最 终以当代的单词

"cult"的形式被保留下来。 中世纪的作者们频繁地书写cultura

Christi、cultura Dei , 还有cultu,ra daemonum— —在所有这些表达中 ，

CD Cicero, Tu.scuu. 皿e Di,sp吹111'.ones,Book II, ch, V, sec. 13. 
＠ 参照ArisLotle,Prob如wta Physica, Book XX, 924a 19 -21 。

@ SL Augustine,Semw LXXXVJ/, sec. I ,Migne,Patrologw Lat,i血 ， Paris,184 I , vol. 38, pp.

53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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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意指（对基督 、上帝或魔鬼的）崇拜和尊敬 。

正是从 15 世纪末开始， 古老的西塞罗式暗喻以及被视为内心培

养的
＂

文化
”

所具有的个人的－教育的意义， 再一次被意大利的人文主

义者最先发现 ， 随后被人们越来越频繁地使用。 结果 ，这个词也逐步

融入各种西欧方言 ， 至少融入到学术著作中。 17世纪初 ， 像cultura

mentis 、cultura ingenii这样的表达及其同义方言（其中英语的"culture

of mind")已被广为接受，这使得弗朗西斯·培根在早先的暗喻变成老

生常谈的基础上创造了另 一种新的暗喻。 参照维吉尔 (Virgil)著名的

衣业说教诗歌《衣事诗》(Geo�砰a),培根在其伟大的科学体系化中把

作为心灵培养(cultura animi泣的 、研究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的伦理

学部分命名为心灵耕耘(geo�萨a animi)。 在同一著作的其他地方硐

培根还使用cultura, 但没有明确表明要培养的对象［也就是心智

(mind)]—这一事实说明这种表达的最初的暗喻特征已在其习惯

性的用法中逐渐被弱化， 并且在那个时候 ， 在实践的和理论的教育与

自我修养的含义上获得了直接意义。

一个被遗忘良久的古代暗喻突然再次流行（尤其是在文艺复兴时

期的人文主义者群体中） ， 不能仅仅被视为一次偶然。 这一现象说明 ，

不同于中世纪的 、学术实践的意义， 整个关千教育的概念阐述巳发生

明显的改变。 ＂文化
“

用其紧密相连的 、趋于自然增长的意义说明， 儿

童教育并不是依照由传统和地位决定的某些预先固定的模式而进行， 3l2

不是简单的
“

训练
＂

， 而应该是儿童先天的才能和天赋的发展和提腐，

是与其自身努力和能力("趋向于
＂

， 也就是由教育者指导的和控制

的）不可分割的 、 整个性格的形成 。
一 般看来，这一 观点是霍布斯

CD F. Ba<、on, De Dig11itate et A峈·me11tis Scie11tu1rum(1605), Book 7, ch. I. 

® F. Baron, De Dig心血el A哆血ntis S也mt印rum(1605), Book 6, ch. 4. 这一词语的独

立使用在法语中出现得更早：蒙田在其《随笔）(Essa is) 的第一本中写到了 esq心e cultura[ 在

优质教育(excellent educa勋心的意义上］参见 Ess吐 ， ch. 26, Paris, Gamier-Flammarion, 1969, 

p.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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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bbes) 着重强调的 ，他在其著作《利维坦》 (Le玑atha几）叹1651) 中正

是基千这一点来区分"culture" 和"cult" 的。 "Culture" 意指一切劳动的

过程 ，从中获得的利益是
＂

作为随着我们所投下的劳动力而产生的一

种自然结果
”

－�如同
＂

投在土地上的劳动
”

或被称为
“

对他们的心灵

的培育
＂

的儿童教育。© 而另 一方面 ， Cult一一以及 Cult心 Dei, 对上帝

的崇拜——"其涵义相当于讨好 ， 也就是以迎合的方式博取宠惠"®。

一般来说 ，文化的概念从未完全失去那些有机体的言外之意 ， 这些言

外之意在
“

培养
＂

的意义上属于文化概念 ， 并且许多后来的文化理论

家 ，尤其是专注千
＂

文化
“

和
＂

文明" (civili_::,alion) 之间重要差异的理论

家格外突出了其意义中的这一特殊部分。

＂文化
＂

的意义从伦理的和智力培养的积极过程向其结果 ， 也就是

心智培养后的一般状态的转变 ， 或者更广义地说 ， 向文雅之人的整个

生活方式的转变 ， 只是迈出了很小的一步。 当这种转变发生时——从

17世纪的作家身上已经可以观察到这种转变 ”文化
”

及其同义词

和派生词便获得了一种对立概念的特质 。 有文化、
“

有教养的
“

或
＂

文

明的
“

有时候（在 18 世纪比较多见）会被拿来与纯粹的绅士风度和单

纯的外表的得体相比照。 然而 ， 更重要且更普遍的是 ， 它与粗俗的 、 笨

拙的和未受教育意义上的
“

没文化" (uncultured) 直接对立。 当然 ， 考

虑到在卓越的 、 典型的行为方式上遗传下来的能力 ， 这种对比是用来

强化授予社会特权的主张 ， 并使之合理化的。但是 ， 由此产生的概念

仅仅充当了一种媒介 ， 期待得到社会威望和地位的新的渴望要通过这
一概念来阐述和表达。 从 18世纪末到 19世纪初 ， 人们在主要的西欧

313 语言中能够发现 ， 那些强询血统（即
“

出身高贵
＂

、 “贵族出身
＂

的人等）

CD Hobbes, 压iathan, Part 2, ch. 31, e<l. Macpherson, Hannondsworth, Penguin, 1968, 

p.399. 

＠ 参见霍布斯：《利维坦〉 ． 黎思复等译 ， 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 第 281 页 。
－译

者注

＠ 参见霍布斯：《利维坦》 ， 黎思复等译 ． 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 第 281 页 。
－译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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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精英的代名词已逐步被与
“

拥有 文化
＂

［英语是"person of 

culture/ cultivation (有文化／教养的人） ， 法语是homm.eslgens des lettres , 

德语是gebildete S如nde] 相关的表达所取代。 这种情况也体现在同时

代的著作中 ，通过详细论证来证明社会被划分为两个基本阶级－有

教养的和无教养的一同时 ， 著作还要求可以自由接受
＂

培养
＂

的途

径 ，也就是 ， 无关乎社会出身的途径。 从这时起 ， ＂文化
”

概念的巨大成

功鲜明地与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 ，这种变革用新的社会分层原则取代

了封建的地产区分原则 ，这种新的分层原则使个人能够实现的成就变

得合法化一至少以一种方式一一通过教育和
＂

自我完善
“

的渠道得

以实现。

二、社会的维度

当
｀

文化
“

一 一在高雅的 、 优雅的心智状态和行为方式的意义

上 一通过上述方式被用于区别性地描述整个社会群体的特征时 ， 那

么这种方式就可以完全将其意义转换成对整个社会的特征描述。 巾

此
＂

文化
“

开始意指一种普遍的社会条件 ，在这个条件下人们能够生活

在一个有组织的 、秩序井然的（
＂

文明的
“

、 “管制的")社会里 ， 文化在

物质享受 、 ＂彬彬有礼
”

和温文尔雅的习俗与丰富的思想成就方面获得

进一步发展。 它具有一种新的意义 ， 表明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可归屈千

某个人类整体或民族 ， 有教养的社会存在 方式。 随后 ， 早前参照社会

内部差异的 、“有文化的人
”

和
＂

粗俗民众
”

之间的二分 ， 被一种社会间

的差异所补充：“有文化的
”

［更普遍的说法是
“

有礼的" (civil) 、

＂

文明

的" ]人和野蛮人或粗俗人之间的二分。

偶尔在 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初的作家那里可以发现nationes culti 

et civiles(受教育的文明人）和gentes incultae et barbarae (未受教育的野

蛮人）（或其同义方言）的对比 。 因此 ， 蒙田(Mon团gne)也曾经论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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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教育不足的民族" (nations mains cultivees)应然而 ， 第一位明确阐述

这种隐含的 、文化社会概念的思想家是 17 世纪末不朽的自然法论最

有影响力的代表之一 ， 塞缪尔．普芬道夫(Samuel Pufendorf)。 在他辩

护性论著《斯堪的纳维亚辩论》(Eris Scandica) (出版于 1686 年 ， 推测

写于 1675 年）中 ，普芬道夫－－－在许多方面追随霍布斯的脚步——认

为有教养的生活和习俗以及心智培养只有在人的文明有礼的状态

(status c函lis)下才有可能。 相对于野蛮民族生活的自然状态 ， 文明社

会(civil society严的特点体现在文化上（从绝对意义上来使用）。普芬

道夫明确地将后者定义为
“

所有那些通过别人的帮助 、 勤奋和发明 ， 通

过自己的思考和能力 ， 或通过神的指引而属千人类生活的东西
”

矶

正如他后来的一系列思想清楚表明的那样 ， 他认为只有在统一的国家

权力保护的合法秩序下 ， 也就是在
“

文明社会
”

中 ， 才有可能通过和平

的劳动与合作创造出
＂

文化
＂

， 主要是一个人精制的生活条件和方式。

尽管文化的社会概念深深植根于
＂

野蛮／文明
＂

的二分法中 ， 但是

一旦这个概念形成 ， 它还是容许不同人之间的差异存在， 这种差异并

不是绝对的对立 ， 而是被构想为文化中的等级问题 ， 也就是 ， 社会生活

方式一在物质 、 道德和智力方面 有待提高和完善的水平 。 因

此 ， 一个不同的文化概念早在伏尔泰(Voltaire)的《风俗论》(Essai,s sur 

les moeurs) (1756) 中就有所表述：＂自然提供了统一 ， 它到处建立少数

不变的原则 。 因此 ， 基础在哪里都是相同的。 而文化却结出不同的果

实。”＠这种观点使文化的历史化(historicisation)及其与进步的观念相

连具有了可能性：18 世纪末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如此 。 如果文化的社会

CD Montaigne, Essais, Book I, ch. 25, p. 184. 
＠ 这个词在今天更多地翻译为“市民社会”

。
一一译者注

@ S. Pufendorf,E心 Sea呻ca, ch. 3,sec. 3, 转引自 J. Niedermann, Kultur. Werde几 und

Wa叫lungen des Begriffs und seiner Ersatzbe驴iffe von C比ero 如 Herder, Florence, Bibliopolis. 
1941 ,p. 165 。 该书具有本主题最全面的概括。

@ Volt如， Essai sur les moeurs, Book 3, ch. 197, In Oeuvres comple知 ， ed. L. Moland, 
Paris,Gamier Freres, 1877, vol. 13, 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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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在最初使用时是用来意指一种状态--mff>/t�-1'- AwU±�ag 31s 

特殊的生活方式——那么 ，这个词随后又再次获得了
＂

培养
“

最初的 、

积极－过程式的意义 ， 被理解为集体的历史过程 ， 而不是个人的历史

过程。 相对于自然， ＂文化
“

随后意指人类已经创造和生产的一切 ， 它

扩充并且修正（但也可能扭曲）了人类天生共有的能力 ，并被所有人共

享。作为
“
人类趋向完全成熟的教育

“
过程 ， 文化成为德国启蒙运动晚

期以及莱辛(Lessing)、赫尔德(Herder)、 康德、 费希特(Fichte)和黑格

尔等古典唯心主义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这样理解的
“

文化
＂

允许人们在特定社会和历史时代的一切多样

性和区别的基础上 ，构想人类的一致性和普遍性。 然而， 同时 ， 这也会

产生疏离感和新的分歧。 随着个人（或至少是个人化的）形式和依赖

关系的解体， 以及例如相对底层和上层人士都能参与的（即使身处不

同的角色）节庆活动和节日 、 狂欢节或公共布道 ， 这些公共事件和活动

的缓慢消失 ，＂文化
”
为阐述并合法化一种相异的存在感 ， 以及同一个

社会中成员之间分裂的意识提供了概念的中介。 对外来文化(exotic

culture)的兴趣 、各式各样的习俗和
”

意见
＂

鲜活的例子都有待理性来

评判和转换 ，还有被塑造成家里的局外人的
“

下等阶级
”

、 "野蛮人
＂

或

＂粗俗人
”

，他们的
“

文化
“

今天同样成为疏离感有兴趣的对象 。 在同
一的概念化框架内 ，人种学(Ethnography)和民俗学(folklore)在同一过

程中产生。

＂野蛮人” 可完全理解为人， 同时 ，
“

人民
＂

却变得陌生 ，

这使得他们值得进行实证研究和理论反思 。 农民和城市文

盲在概念上被重写 ， 这让他们作为人类学的对象融入到其他

外来族群之中 ， 例如
“

原始人
＂

范畴 。<D

这些趋势和兴趣在结构上都属千
＂

启蒙
＂

的特殊纲领：使
“

无教养 316

的
”

和
”

不文明的
“
人成为社会文化教育的对象 ， 从而把他们提升到具

CD E. J. Hundert,A Cognitive Ideal and Its M灿 ： Knowledge as Power in the Lexicon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Soc迈l Res叨rch, vol. 53, no. 1 , 1986 ;P·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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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真正的 、合理性的主体属性的状态并获得尊重。

到 18 世纪后半叶 ， ＂文化
＂

的两个象征意义的成分 ， 其个人－教育

学的和社会－历史的维度才得以确立并且仍然主要在其最学术化的

使用中和平共存。 通过这种融合 ， 这一概念促进了进一步反思： 一方

面是自我完善的个人的努力 ， 另一方面是一般的生活方式 ， 整个社会

随时间而变化的
“

文化
＂

， 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个人创新如何与

社会传统和习俗联系在一起？最初 ， 在世纪中叶就已经兴起的哲学的

文化理论正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 。 通过文化概念 ，新兴资产阶级社

会开始公开宣扬自己的历史优越性 ， 认为作为一种秩序形式 ， 能够确

保所有的人类能力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和无限完善-f且是 ， 使这种宣

传备受挑战 、呈现出不合理性的也是文化理念。 同样千 1750 年问世

的 ， 由杜尔哥和卢梭提出的最初的两种真正的文化理论 ， 象征性地体

现了包含着肯定和批判力量的同一个概念的歧义性 ， 这种歧义性贯穿

了这个概念的发展历史的整个过程。

三、文化、文明、教化(Bildung)

然而 ，这些早期文化理论的特征就是它们很少考虑到这个词：它

们通常使用一些同义词或至少是近义的表达方式来代替它 。 因此 ， 基

于这一事实 ，很有必要将这一单词在各种相关民族语言使用上的一些

显著差异考虑在内 。 如果人们不能清楚意识到某一 给定语言中这一

单词与其他单词所具有的悖论的和转喻的(metonymic) (代用的）关系

的话 ， 那么就不可能完全理解这种表达。 我们已讨论了
＂

文化
＂

的某些

重要的反义词 ， 下面应该转向它们的反面。 当这个词的当代意义被缔
317 造出来 ， 并且这些同义词在各种方言 ， 尤其是在法语和德语中的意义

完全不同的时候 ，就有必要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这个词最重要的同义

词上。

18 世纪下半叶 ， 在法语中 ， ＂文化
“

不得不与一个起源更近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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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词竞争来获得认可 ， 那就是文明。 这个单词看起来很像是当时重要

的经济学和社会理论家马奎斯·德·米拉博(Marq啦 de Mirabeau) 的

有点天真的混合体。 他千 1757 年第一次使用这个词 ， 其源千当时已

广泛使用的动词 c证伈er( 使文明） 。。 这一单词的起源最终也可追溯

到拉丁文 ci沁 ， 意指公民 (citizen) 。 C如litas 最初意指公民的社会德

性 ，那些特征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中的自由民必须具备的 ， 表明他

能够在社会空间中和平生活 ，能够与别人一起参与这个社会中的公共

实践。 16 、 17 世纪 ，在伊拉斯谟(Erasmus) 的一本极具人气和影响力的

教育学论著《儿童的教养》 (De civilitate morum puerilium libellus) <ID 

(1530 年）中 ， 这个词被再次用于更广泛的意义［随后还有该词的其他

方言 ， civilite(礼貌） 、 " civility " (礼仪）等］。＠ 伊拉斯谟的书在实践上

依照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有效的外部行为和表现 ，论述了在快速发展的

城市环境中 ， 密集的 、更加异质和匿名的社会体验与关系网络使提高

自我控制和克制能力成为必然。 虽然对他而言 ， 恰当的行为是心灵内 318

在伦理品质的表现或外在化形式 ， 但是在 17 世纪 ， 法语中的 civilite 往

往具有一种形式上和欺骗性伪装的轻蔑含义 ， 仅是行为和谈话的某些

传统准则的外部调整。 圣－埃弗尔蒙 (Saint-Evremond) 也写道：＂礼仪

＠ 参见 Mirabeau, La Reli邸on est sans contredit le premier et le plus utile fr血de

1'humanite; c'est le premier ressort de la civilisations (L'A叫如hommes ou Traite de比pop必1 -

勋n)•转引自 E. Benveniste. Problemes de li哆吐tique gl. 几erale, vol. l , Paris, Gallimard , 1966 , 
p.338。

© 该书还可翻译为《儿童的礼貌教育》 、《论儿竟礼仪）等。
一一译者注

＠ 截止到18 世纪早期 ， 此书的出版物及译本已达 130 种。 关于这一点和下述内容 ， 参

见 N. Elias , Ober den Prozess 心rZ叫如如
，

vol. I, Frankf血
，

Suhrkamp , 1980 , esp , pp. 65-

110; 和 R. Chartier, T. 加Cultural U沁 of Print in Early M或em Fra亟
，

Princeton ,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 3, 以上文献部分地纠正了埃利亚斯（开创性作品中的一些片面性

特点 。 除了已经提到的本弗尼斯特 (Benveniste) 的论文外有关本主题的更多文献， 参见 L.
Feb叩

，
Civilisation. Evolulion d'un mot et d'une groupe d'idees, In Civili.s心on.. Le 叩t et 

l'哗 ，
Paris, La Renaissance du Li四 ，

1930;J. Moras, U叩r皿g 皿d Ernw吐lung des Be护ffs

der Zivi伈at如n. in Fra心reich、 Hamburg, Seminar f虹 romanische Sprachen und Kultur, 1930 ; ; 以

及 J. Starobinski, Le mot Civilisation, ln le temps de la r吼巳如n., vol. 4 , Paris , Gallimard , 1983 。

305 



文化、科学、社会－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是一个特定术语 ，人们用它来掩饰对其他人的坏情绪。词）

基本含义的这种歧义性在 一定程度上还体现在米拉博引入的新

词
＂

文明
”

当中。在米拉博的使用中，这个词主要意指历史进程及其作

为社会状态的目标结果 ，通过这个单词 ，原先
＂

野蛮
＂

的生活方式变得

＂文明化"'而且它最先体现在礼貌逐步变得柔和以及人类社会优雅和

精制举止的发展中。但同时 ，他对我们
＂

错误文明
＂

的野蛮状态也提出

了谴责 ，其中文雅和有礼只是代表德性的面具并掩盖了人性的腐败。©

伴随着其价值强调中的所有这些歧义性 ， 这个词在18世纪下半叶的

法语中指代的正是
＂

文化
“

一词的第二种社会的意义内涵。因此，譬

如 ，霍尔巴赫(d'Holbach)把文明等同于
“

我们的政府、 法律 、 教育、机

构以及习俗的完善"@。 因为在法语中这个意义复合体具有一种独立

的表达 ，
＂

文化
“

一词的使用一－直沿用至 20世纪头十年一限定

在这个词第一种 、 个人－教育学的意义上。即便是在1929年的拉鲁

斯词典中 ，对文化含义的解释也是指其最初的培养意义之外的教育和

授课。

起初 ，在英语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的发展。 不管是跟随着法语的先

例还是独立出现 ，
＂

文明
“

一词由亚当· 弗格森(Adam Ferguson)在他

开创性的《文明衬会史论》(Essay on the H氐tory of C加l Society) (1767) 

中最初引入。弗格森在此书开篇便指出：＂不仅个人要从幼童阶段进
319 入成人阶段 ， 整个人类也要从野蛮阶段进入文明阶段。飞在后来的著

作中他更加清晰地说明了这个词的特定意义 ， 并且同时强调文明和经

济发展间的复杂联系：

商业艺术的成功...... 需要一定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 对此

我们称为文明 ， 尽管这种区别既存在于事物本质中 ， 也存在

＠ 转引自 Starobinski, Le mot Civili迎tion,p. 23 。

＠ 参照 Moras, Urspru叱und Entwicklung, pp. 38-41 。

@ d'Holbach, Paul Henri Thi,'/, Baron, Sy啦n记劝ci<ile ou. prii比ipes naturels ,l.e la ,norale et 

de比 polit句也 ， London, 1774, P1111 111, p. 162, 转引自 Moras, Ursprung und Eruwicklung, p. 50。

@ A.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讥l Socie灯 ， 九h ecln, Edinburgh, 1814, p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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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词语的词源中 ， 但是 ， 与其说它属于任何只是拥有丰厚利

润的财产或财富的国家 ， 不如说它属于法律和政治建设对社

会形态的影响 。。

在弗格森看来 ， 这种意义的
“

文明
＂

先是被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其他

代表［亚当· 斯密(Adam Smith)、亚当·米勒(Adam Millar) ]接受 ， 然

后才出现在更为广泛的使用中。 只是在此之后 ， 明确受到德语的 影

响 ， ＂文化
”

才产生了衍生义。

在德语中，单词Kultur(或早期的Cultur )出现于18世纪的语用学

领域 ， 其含义就与法语中的同义词相差甚远。 它主要的同义词是

Bildung(教化） ， 而这个词在法语或英语中没有任何对应的单词。

B必ung是一个古老的德语名词， 从动词bilden演变而来 ， 意指：去形

成、塑造和创造。 因此 ，Bildung最初的意思就是
“

形成
＂

。 然而 ， 它还

与 意指影像或图片的名词Bild有很大联系。 中世纪后期和 文艺复兴

时期的德国神秘主义者(mystics) [麦斯特 · 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 、 佐伊泽(Seuse汃雅各布· 伯麦(Jakob Bohme) ]以及他们之

后的17世纪和18世纪的虔信派(pietisL)作家［阿恩特(Arndt汃厄廷

格(Oetinger)]就已将这两个相关的含义结合在 一起并进行比较：此

后 ，Bildung指的就是精神形成和重塑的过程， 经过这一过程人类个体

通过自身的活动将灵魂转换成上帝的形象。这一单词的这种宗教意

义随后被德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世俗化。＠ （与此一道 ， 在18世纪下半 320

叶 ，Bildung获得了自我修养的教育过程的含义 ， 自我修养被理韶为天

生的性情和能力内在导向性的发展 ， 以及从自然特殊性转向成熟的道

德个性的形成。随后 ，随着紧密相关的Kultur意义的扩展 ，Bildung 的

含义也转向了社会和历史层面。 在一篇经常被引用的文章中 ， 摩西．

(D A. Ferguson, Principles of Moral and Polit比al Scien,ees, vol. I, Edinburgh, 1972, p. 241.

＠ 参照R. Vierhaus, Bildung, In Gesch础tliche Gror1dbegriffe, ed. 0. Brunner, W. 

Conze 、 and K. Koselleck, Stuttgart, Klett, 1972, vol. I; E. Uchtenstein, Von Meister Eckhart bis 

Hegel. Zur philosophisC'hen Entwicklung des dcuts<.·ben Bildungsbegriffs, ln Kri. 础und Metaphysik 

(Heim�octh-F'cstschrift) , Berlin, de Gruyter,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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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ohn)形象地描绘了随后那个世纪末的情形。

在我们的语言中 ， Aujklarung (启蒙） 、 Ku加r和Bildung

仍属于新成员 。 它们只是暂时属于书面语言……语言的使

用很明显想要在这些近义词之间找到区别 ， 但根本没有时间

来为此建立界限。 Bildung、 Kultur和Aujk比rung是社会生活

的改进 ，是勤勉的结果 ，是人类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努力。＠

实际上 ， 直到19世纪的头十年 ，B必ung和Kultur仍广泛地作为同

义词使用一门德尔松等学者针对它们各自的意义提出他们自己的

区分 。 直到19世纪下半叶开始 ，Bi奾mg被普遍接受的意义才开始逐

渐限定在教育过程及其结果上。

因此 ，德语语义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正好与法语中的变化相反。

一方面 ， ＂文化
＂

中的个人－教育学的意义成分慢慢被另一个词替代 ，

使其意义中的社会方面成为主要内容。 另一方面 ， 由于长期与Bildung

相连 ，Kultur仍保留了内在导向性过程或者作为其目标结果的某种状
321 态的意义 ， 主要是精神和智力特征方面的。 因此 ， 当19世纪最后十

年 ， 在法语的影响下 ， Z血lisatwn这个词也开始出现在德语中时 ， 它被

认为所明确指代的事物基本上与Kultur是相关的同一类现象 ， 但其暗

含的意义却相差甚远 。 康德第一个明确阐述了这种意义的差异。 “我

们
“ 是 他在他的短篇论文《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1784)中写道——

由千艺术和科学而有了高度的文化。 在各式各样的社

会礼貌和仪表方面 ， 我们是文明得甚至于到了过份的地步 。

但是要认为我们巳经是道德化了 ， 则这里面还缺少很多的东

西 。 因为道德这一观念也是属于文化的 ； 但是我们使用这一

观念却只限于虚荣与外表仪式方面表现得貌似德行的东西 ，

(j) M. Mendelsohn, Ober die Frage: Was heissl auflcl缸en(1784), In Schriften llber Religion

und A1ifkl如ng, Berlin, Union Verlag, 1989, p.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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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它只不过是成其为文明化而巳。。

文化和文明间的差异一康德已将其建立在内在能力的发展与

外在行为的对比之上一首次被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转换成两者

之间针锋相对的区别 。 文明只停留在且只影响人类的感官本性 ， 其传

播不仅是兼容性的 ， 而且往往直接与大众的道德败坏紧密相关 ， 这是

文明使之变得容易获得的感官满足诱发的。它应该隶属千文化（个人

的和民族的） ， 并受其检验 ， 文化由人类的内在精神转变构成 ， 存在千

真正的人性高度以及人类道德和精神潜力的展开中 。＠

正如诺贝特· 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 所强调的一—有点片面 ，
322

但整体上很合理一 —德国启蒙背景中的文明与文化的对立 ， 主要代表

了新兴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批判大部分说法语的宫廷贵族的社会思

潮。© 然而 ， 在19世纪下半叶 ， 这种最初的结构上的社会内容开始变

得无关紧要且逐步消失。在这两者关系对立的概念阐述的传播和重

新解释中 ， 尼采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 他认为 ， 对文明的批判明确表

达了反对各种矛盾 、 功利主义的精神 ， 尤其反对现代化过程中均质化

的力卧 ， 随后在德国全面展开。＂文化首先是一个民族所有生活表现

0) I. Kant, !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le in welthurgerlicher Absicht, Wer知 ， vol. 4

(ed. Cassirer) ,Berlin, 1913, p. 161. (参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 何兆武译 ， 商务印书

馆1990年版 ， 第15页。
一一译者注）在他的《论教育学）（压邓res on Pedago幻） (ed. T、 F.

比uk)中 ，康德在训练 、培养 、文明和说教之间做了有些不同的区分。 文化在这里被理解为通

过教学和教育而获得的技能的发展 ，以及用千任意目标的能力有目的的形成。 另一方面 ， 文

明存在于获得世俗的谨慎中 ，这种谨怕使得个体有能力适应不断变化的习俗以及社会中的

＂恰当礼仪
”

， 从而使得个体能充分利用其他事物 ， 以便达成个人目的。 参见心nl, Wer比 ，

vol. 8 ,pp. 464-465。

© 裴斯泰洛齐 (Pestalo五 ， 1746一1827)是瑞士著名的教育家 、教育改革家。 -译

者注

＠ 裴斯泰洛齐的文化和 文明对立观点最初表述在 Johann Heinrich Pestalo五 ，
And比

U心c加以 ， 心几 Eni.st urui心n E心l叩仙 niei心s Zeitalters und me血s Vaterla呻�< 1815)。 参见

Kultur u叫Z证伈a血n, Europaische Schlilsselw如r, vol. 3 (ed. Sprachwissen沈haftliches Colloquj

um, Bonn) , Milnchen, Hueber, 1967, pp. 303 ff。

＠ 诺贝特· 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 1897一1990), 也译作诺博特· 伊里亚思 ，是犹太

裔的德同社会学家。 －译者注

＠ 参见Elias, Ober心几 Proze..1s,pp. 8ff and 36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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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艺术风格的统一
。叨）此外：

文化与文明相对。 文化与文明的高峰是相互独立的。

人们不要误以为文化和文明势不两立 。 从道德方面来讲 ，文

化的伟大时代往往出现在腐败时期；相应的， 有意且强制进

行的对人的动物驯养（
＂

文明,,)的时代是无法宽容最具精神

性和最勇敢本性的时代。 文明能做到文化做不到的一些事

情：可能是一些截然相反的事。＠

随后 ， 在世纪之交 ， 文化与文明的对比逐渐获得了 一种新的意识

形态的内容和意义。 这一有趣的语义学事实就是 ， 在法语中 ， 部分在

英语中 ， 这个词用来指人类进步（
＂

文明,,)过程和结果 ， 因其起源主要

代表政法和经济体制对社会行为方式的影响 ， 而在德语中 ， 这个词语

323 通常用在这样的语境下（
＂

文化
＂

） ， 尤其是暗含内在的、 个性－建立和

道德及智力发展的影响 ， 在此之后 ， 这个词被用于说明竞争的 、 民族主

义意识形态的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的口号 ， 一方面是保护西方

文明 ， 另一方面就是保护（德国）文化不受死气沉沉的西方唯物主义文

明的影响。

文化和文明间的对立看起来似乎并非与当代东欧复兴的民族主

义格格不入。 但是， 这只能说明它们思想上的不合时宜。 因为 ， 同时 ，

在与文明的竞争中 ， 文化明显胜出 一 如果不是在其他方面 ， 那么至

少是在语义学方面：从当代说法来看 ， 文化概念稳固地构建成更加基

本且具包容性的概念。 今日的
｀
文明

“
一般被理解为更复杂的文化 ， 通

常是指国家－组建的社会 ， 或者一 一更少见地一—其用法大致类似千

“物质文化" (material culture)的含义。

Q) F. Nielzsche,U也cilgemiisse Betrach血ge几
，

Leip刀g,Kriner, 1930 , p. 7.

® F. Nietzsche,Der Wille zur Macht,aph. 121, 压pzig,Kriner, 1959, pp. 88-89. 同见aph.

122,864和871 。

310 



第十章 文化：概念的产生和构成 —篇历史语义学论文

四、对象化的角度

然而 ， 上述发展并不在本文的时间框架内 ， 本文旨在讨论当代文

化概念的形成过程。 由于之前我们仍未讨论这一过程的所有基本方

面 ，在此 ， 我们必须再次回到 18 世纪晚期的德国 ， 这可能是进一步迈

向本文目的的决定性的一步。 文化的社会意义－内涵最初意指——

正如上文所述— —人和各民族的生活条件与一 般生活方式 ，他们已脱

离
＂

野蛮
＂

的自然状态。 如此理解的人类的文化教育在启蒙运动晚期

是一个受人青眯但饱受争议的话题。 正是在 18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

代期间［尽管法国启蒙思想家 (philosophes) 更早的著作隐含了这一预

想］德国的相关讨论产生了意义的进一步转变。 ＂文化
“

开始不再意

指某些社会群体改进了的 、文雅的生存方式 ， 或某人思想上恰当的精

神和道德框架 ， 这个人自己就可以为前者赋予真正的人类意义， 文化

转而开始意指那些
“

作品
＂

的总体 ，其创造 和使用完全可能获得和维持

这样一种集体行为或形态。 ＂文化
＂

成为人类创造力全部对象化结果

的同义词 ，通过以及由千文化 ， 人类个体的
”

自然构成
“ ——他们与生 324

俱来的需要 、驱动和倾向－得以修正 、 发展和补充 ， 同时它也是每代

人从其祖先那里继承的遗产 ，可以通过自身的活动来改变并使其变得

合适。

从集体的举止或心态转成社会传播的
“

作品,, , 这一步看起来虽然

简单并微不足道 ， 但实际上 ， 前途未卜。 它根本就不是不言自明的。

尤其是在德国 ，在那里－�正如我们所知一重点落在文化发展的精

神成分上 ，在德国一般将道德 、 宗教 、科学和艺术视作构成文化的最具

决定性的形式和力量 ， 因此 ， 只有这些成分从根本上被视为对象化活

动时，这种意义上的变化才会发生 。 然而 ， 从这个词的通常意义来看 ，

不论是道德或宗教体系 ， 还是科学理论或艺术文学作品都不属于
“

对

象
”

， 因此 ，这几乎不是一种
＂

自然的
“

理解它们的方式。 而且实际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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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这种新型对象化的意义成分 ， 产生并跟随着一系列相关表达方式

意 义上的改变 ， 像
“

科学
”

、 “哲学
”

、 "宗教" 、
“

艺术
”

、"文学
”

等 ， 这种

变化能够在18世纪所有主要的西欧语言中观察得到。 誉如 ，
“ 科学

”

最初并不是意指某些（自然）对象领域中真理命题的体系 ， 而是指一种

夭资能够实行更高类型的洞察力 ， 从而使个人理解必然的一般真理。
＂

文学
“

既不是文学艺术作品的全称 ， 也不是指全部书籍和文章 ， 而是

指个人通过阅读而获得的学识和 ＂ 古典教育" (polite le印1ing) 。 “艺

术
”

简单地指涉所学的各种类型的技术－实践技巧 ， 等等。。 通过意

义转变 ， 所有这些词语都获得了一种超个人的和客观化的意义 ， 明显
325 与相关个人的性情和能力区分开来［这也往往反映在新近的语言学区

分中 ， 例如文学 (lit戊rature) 和 语文 (connaissance des letters) 或科学

(Wi.ssenschaft) 和学问 (Gelehrsamkeit) 间的区别］ ， 标志着西方思想史中

最根本的转变之一。 本文不就其前提和暗示做出讨论。 在最具语义

学意义和一般的角度来看 ， 只能得出以下结论：这种语义和概念上的

变化预示着两个过程同时出现。 一方面 ， 出现了人类创造力的提升感

和评价 ， 伴随着对新颖性本身强烈的 、 积极的价值强调。 另一方面 ， 对

人类活动的态度发生变化 ，人们不再简单地将其视为个人表现短暂的

外在化 ， 而是将其视为有自己的生命和逻辑 ， 且很大程度上可能独立

千其创造者意图的现实（不管是物质的还是
＂

观念的
,,)。 无论在哪方

面 ， 这种语义上的变化最终都表达出个人与其继承而来的传统及其直

接的社会环境之间有所变化的 、更加疏离的关系。

＂文化
＂

的对象化意义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形成千那个时代的

德国哲学、历史和教育的时论当中。 虽然如此 ，但如果一定要把这种

表述与某 一个名字联系起来的话 ， 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赫尔德。 在赫尔

＠ 有关“科学” 和＂哲学” 理解上的变化 ， 清参见我的文章Chan炉ng Images of Science, 
加is Eleven, no. 33, 1992, pp. 1-56。 有关＂ 文学” 意义上的变化 ， 请参见C. Cristin, A虹

呻i心＄心 l'厄吵re liu妇re , Grenoble , P心沈s Unive函taires de Grenoble, 1973, pp. 86-100; 
U. Ricken, Le champ lexical scicnc-Litt<:rature en Fran�ais el en Allemand, D妇-H血压 S比cle,
vol. 10, 1978, pp. 33-43。 还诮参阅威廉斯的（关键词》(Keywords)中的适当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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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看来 ，
＂

文化
”

指的是把人的生活方式同动物的存在区分开来的一切

事物 。 人类个体只是一种
“

虚弱本能
＂

的生物 ，但是他拥有
“
第二次起

源
”

， 这实际上贯穿了人类个体自然出生后的整个生命过程 ，并且存在

于对一切事物的获取和应用之中 ， 这些事物是前几代人 从最广泛

的意义来说 传递(mitgeteilt)给他的 。 这就是文化 所有从过

去继承而来的、在当下的生活中得以利用和修改的成就(Leistungen)

是客观上社会传播能力和经验的总和 。 因为对千赫尔德而言 ，培养是

个人的第二次起源 ， 包括实践身体技巧的发展 、 人类感觉的形成和精

制化 ，这些主要通过语言学习以及包括理论和道德成分在内的 ， 特定

思维方式(Denkarten)的学习而实现 ， 因此 ， 赫尔德的文化概念也是十

分宽泛的。 在其著作的各种观点中 ，他列举出了 一些文化元素 ，像人

的语言 、生存的方式和目标 、 交流和贸易的工具和方式 、 所有艺术形

式 、科学 、 政治和法律制度 、 礼拜的形式和信仰 ，以及整个多样化的习 326

惯和风俗沙同时 ，他还强调所有这些各式的元素构成一个相互联系

的结构化的整体：最终 ，应该被 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文化理解的正

是这个整体 ，
＂

其存在的顶峰
”

。

这种新兴的文化对象化的概念不仅引发了新的复杂性 ， 也给这个

词的意义带来了更大的张力 。 首先 ，
＂

文化
”

表现为一个新的二分法中

的一极：在所有人类对象化和成就总和的意义上 ， ＂文化
＂

与自然对立。

当然 ，文化的社会意义—— 从普芬道夫或伏尔泰的例子中可看出

早已涉及
＂

文化状态
”

和
＂

自然状态
＂

的对立 。 然而， 自然状态仍然被

等同于
＂

野蛮人或粗俗人
＂

的存在方式。但是 ，赫尔德坚持从他新的文

化概念中得出结论 ，并直接攻击了这种认定：

这一连串的文化和启蒙·….. 已远至海角天涯。 即便是

加利福尼亚或火地群岛的居民也学过如何制作和使用弓箭 ；

＠ 例如
，
参见 J. G. Herder, l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比h比心r Me11SChheil (1784 -

1791) ,In Samtl比he Werke(ed. Suphan) , Berlin, 1877 - , vol. 14, p. 42; vol. 13, pp. 347 -348; 

vol.22,pp.310-311,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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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掌握一门语言和许多概念， 学习了实践经验和艺术 ， 正如

我们所做的一样。 即便只是最低程度， 但他也确实受过培养

和启蒙。 因此 ，受启蒙和未受启蒙 、 有教养的和无教养的人

的区别不在于其特殊性 ， 而是程度问题。(i)

在这种新的理解中， ＂文化
＂

获得了所有人类存在形式的意义 ， 而

且是只有人类才能共享的意义。 然而 ，同时 ， 它还保留了－正如赫

尔德说明的 它之前同兼具个人和集体培养及完善理念之间的联

系。 这正解释了各个社会群体和各个社会之间不尽相同的事物以及

327 完全把它们统一在一起的事物。 这种歧义性取代了之前在
“

我们
”

和

＂他们
＂

（古希腊人和野蛮人 、基督徒和异教徒 、 文明人和粗俗人等等）

之间清晰划定并固定下来的边界 ，在此之中 ， 它直接要求并促使我们

反思人类统一的意义及其与社会内和社会间差异的关系。

然而， 同时， 文化新的概念让我们深刻地质疑在传统上充当这些

反思的轴心和主要载体的观念。 作为所有人类生活方式的类特性 ， 当

文化与自然变得对立时 ， 人的本性这一概念的意义（和有意义性）就会

遭受质疑 。 根据弗格森所言 ， 可以对此困境做出总结：＂我们都说艺术

有别于自然， 但艺术本身是人类固有的。 屯）现代文化概念的形成标志

着人类的人性本身已变成一个问题 ， 其意义不再安然固定于宗教或世

俗传统传承的各种理想中， 而是某些有待探索的东西。

在这个新形成的 、独自充实的文化概念中存在的另一种张力为这

种探索增添了进一步的复杂性。 ＂文化
＂

，从心灵培养的理念中派生出

的暗喻， 总 是与倾向于有机增长的观念有很大联系。 在德语中，

Kulturl Bildung概念指的是我们精神潜能内在导向的 、和谐的发展， 这

种联系得到了一种特别有力的强化。 但是， 随着其语义转向对象化意

义（文化是任何种类的人造对象的总和） ， 便产生了一种对立的趋势：

<D J. G. Herder, /dee几 .iir Philo义》ph比der Geschid1te der Mensch/迈t (1784 - 1791) , In 

Samtliche Wer妇(ed. Suph叨）
，

Berlin, 1877 - , vol. 13 , p. 348. 

� A. Fei: 驴son, 知Essay on the H垃钉yo/C证l Soc炟y, 7th edn, Edinburgh, 1814,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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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自然产生的、 只需要抚育的事物 ，而是人类的努力生产的每一个

事物 ， 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我们制造和做才能存在的事物才是属千文化

领域的。 然而 ， 我们 ， 也就是这些制造者 ， 这些无论如何总是保留自然

”部分
＂

的人—— 我们这些存在体并非因我们的制作而出现和不复存

在 ， 我们与生俱来就是某些预先给予的、 必要的自然需求和被限定的

习性的混合体 ， 受自然的影响且无法逃脱自然规律一— 所有这些做的

行为对这样的我们又会产生何种影响呢？通过我们自己的制造会在

我们身上发生什么呢？正是由于
＂

文化
“

变成核心思想之一 ， 19 世纪 328

和20世纪的哲学试图表述并回答这 一问题。

五、价值的维度

从赫尔德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 ， 文化概念明显的扩展要包含所

有对象化活动及其产物 ， 随之产生了强调性的断言 ， 认为正是它们之

间的相互联系使得文化形成一个单一的整体。
＂

文化
＂

曾用于表达各

种社会实践的内在 一致和统 一

， 由此社会把自己再生为一种稳定 、 自

我同 一的整体。 至此 ， 人们又一次面临 一种矛盾的情形 。 因为当这种

统一和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至少初步）已经消失时 ， 这种概念才应运

而生。 文化的概念是一个动态的和多元的社会的产物 ， 在这个社会

中 ， 各种重要的实践在制度上高度分离 ， 相互之间急剧分化 ， 最终达到
一种不协调的内部自律的程度。 因此， 在其发祥地 ， 西方现代性的社

会中 ， ＂文化
“

一一它们自我理解的最重要的概念工具之一一一确切地

说代表了一种乌托邦或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是通过社会化实践和各种

过程极大自发性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真正的社会凝聚和融合 ，但是这个

任务通过文化被表述为事实 ， 总是现成的 、现在的并且普遍地属于每

个人类社会。 规范性和真实性之间这种部分隐蔽的和紧张的关系是

文化概念的基本内容并且可以追溯至它的历史起源。

在其多样化使用的整个历史中 ， 就其所有相关的意义而言 ， 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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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认为
＂

文化
”

就是指涉普遍化特性中的某些积极价值或价值观。

当这个词只明显地设定为适用于特殊的个人 、 群体或社会时 ， 也就是

说 ， 只有当它指的是思 想和／或行为上特殊的和差异性的
“

教养
“

(cultivatedness)和
”

改进
“

时 ， 才是这样的。 然而 ， 即便如此 ，人们仍然

认为文化是体现和接近人类完美与卓越的状态 ， 尽管由于一些偶然或

329 根本原因 ， 实际上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 ， 但每个人都应该向往这种状

态。 从某种意义来说 ， 文化从个人的 ， 转变成不同的社会用途， 然后 ，

又从不同的社会用途转变成普遍化的－类属性的使用 ， 正是这种转变

成为其意义上逐渐转化的潜移默化的进行过程 ，也就是概念的这种潜

在的 、规范的普遍主义。

诚然 ， 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理论都享有这种积极评价。 既作为个人

教育又作为社会改进的历史过程 ， ＂培养
＂

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结果（衰

弱 、老于世故 、衰落等等） ， 这种观点是老生常谈 ， 肯定早千任何详尽的

文化理论。 这些理论基本上与文化的激进批判［卢梭 、 兰盖 (Llnguet)

等］的最初形式同时产生。 的确 ， 这些尖锐的反对评价构成了文化概

念歧义性的一个重要 来源和方面 ， 即使在今天这种歧义性也仍然存

在。 然而 ， 忽略这些异议 ， 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早期所有的思想家都

确信文化指的是某些内在上与价值相关的 、 与人类生活所有或可能获

得的意义和财富具有必然联系的事物。 因此 ，他们还含蓄地假定， 如

果没有对文化做出价值判断 ， 那么人们 就无法把文化现象 理解为

文化。

理论重心主要转向关注文化
”

形式
＂

的历史多样性和可变性 ， 即便

这种转变发生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 使
”

文化
”

这个词在单独使用时具有

重要性的仍然是其规范的维度以及与普遍人类价值所具有的积极或

消极的关系 。 文化的对象化－类屈性的概念 ， 同时也强调所有人和各

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 ， 因此 ， 它必然带来对这种历史和社会多元性的

声援 。 在这方面 ， 赫尔德又是一个典型例子。 没有谁比他更竭尽全力

地反对根据我们自己的时代和社会的形态与标准去评判其他时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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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做法。 不可削减的多样文化 ， 每个都根据自己的处境和时代谋

求发展， 对他而言 ， 这不仅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 还是文化自身的一

种价值。 此外 ， 他还特别强调 ， 文化不仅可以
”
形成

“
， 而且还会

“
变

形" (bilden/ missbilde沁 ， 能够真正培养或堕落。 尽管如此 ， 然而就我所

知 ，他从未在任何长篇著作中使用Kultur的复数形式。 这一点并非偶 330

然。 对于赫尔德而言 ， “各种文化
”

本质上是理想而独一的
”

真正文

化
＂

的变体和等级化的修改：实现人性(humanness)(Humanitat)是人

类历史的使命 。 在 19 世纪的前几十年 ， 这种用法以及潜在的观点对

于赫尔德或德国理论界而言都不算稀奇， 引自美国一位文化人类学方

面的历史学家的这段话可以证明这一点：

深入研究 1890一1905 年间的美国社会科学 ， 我发现在

1895 年之前除了博厄斯(Boas) 以外没有任何著者使用复数

形式。 人们会使用各种
“ 文化阶段" (cultural stages)或各种

＂文化形式" (fonns of culture)· · · · · ·, 但他们不会说各种
“ 文

化" (cultures)。 1910 年前后 ，复数形式才在博厄斯的第一代

学生中有规律地使用。＠

但是 ， 成功将文化概念长期保待为单数形式的同一个固有的相关

价值 ， 也导致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全部内容出现内在的 、 等级化的分化。

这种试图根据各种文化成分的价值而进行排序的尝试， 以及更重要的

把文化对象化划分为价值创造的 、 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文化活动 ， 以及

仅仅为前者的发展奠定中心－事实基础的文化活动 ， 这种根本的区分

的尝试， 也就是 ，在
＂

高雅
＂

文化与
“
一般的

“
或

＂
通俗

＂
文化之间划定界

限的尝试， 至少最初在启蒙时期的各种理论之中就已经含蓄地存在。

然而 ， 只有康德提出了关于这种区别的明确表述。 在《判断力批判》

(Kritik der Urteibkrafi)中， 他鲜明地区分了文化发展的两个不同方面。

一方面，文化的发展涉及演进的技巧文化(Kulturder Gesch吐如hkeit),

(l) G. Stocking, Race , C咄ure and EvolUJion : Essays in the H过0叮 of Anthrop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p.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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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构成了主要的主观条件帮助获得为实现我们可能拥有的任何结果

所需要的必要能力 ， 但是它
”

并不足以帮助做出有意的决定并选择结

果
＂

。 与之相反的就是训练文化 (Kultur der Z ucht) , 它体现在科学和

331 艺术的进步中 ，将我们从
“

欲望的专制
＂

中解放出来 ，从而使我们
＂

接

受更高的目标
＂

应正如前文中引用康德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

遍历史观念》所证明的那样 ， 康德在他某些体系外的 、知名的著作中也

将道德划分在如此理解的高雅文化的领域之内。 因此 ， 这点明显与他

自已体系的一些基本前提发生冲突 ， 例如暗示道德永久性特征的本体

性特征 ， 因此康德在这点上的迟疑证明了他特别想要对完全内在于文

化概念本身 、 事实／价值相区别的理念进行阐释。

今天 ， 当我们理所当然地谈论不同的文化（复数形式）时 ， 我们的

谈话反映出这一词语意义上的进一步变化 ， 这种变化与 一贯实现这一

努力的尝试紧密相关：20 世纪早期 ， 文化概念的
“

唯科学化
＂

。 社会科

学的人类学和（部分）社会学学科的兴起 ，明显有计划地致力千实现文

化概念的中立状态(neutralisation) 和相对化 ， 试图把文化从某一系列

束缚性的人类价值中解放出来。 相应地， 这些学科试图把作为一种历

史事实性的 ， 文化的一 般("人类学的")意义及其研究对象 ， 与
＂

高雅

文化
＂

的价值－标示的概念区分开来。 需要再次说明 ， 这些发展超出

了本文论述的范围。 但是 ， 要指出的是 ， 即便是在这些专业学科内部 ，

人们也可以对完全区别和分离这两个相关概念的成功做法提出质疑。

例如 ， 你可以指出这一 事实：即便是文化人类学家们 ， 当他们利用自已

的理论来分析复杂的社会时 ，往往重视
＂

高等级的文明
“

， 而且也会将

这样的意义赋予
＂

高雅文化
“

实践 ， 而从文化人类学家们提出的一般文

化定义以及他们十分轻蔑地理解
“

歌剧院
＂

文化的角度来看 ， 这一 点很

＠ 参见l. Kant, 凡itik der Uneilskaft und Schriften (1793) , sec. 8. 3, We忐 沁echs
Barulen,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 Geseilsch吐， 1975, vol.5, pp.511-5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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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到合理证明应无论如何 ， 就我们一般的 、通用的话语实践而言 ，
332 

两种文化概念令人困惑地混淆在一起 种指的是普遍的人类

学－社会学的事实 ， 另一种表现了我们的社会给某些高度专业化的活

动赋予的特殊价值— —还将继续存在 、不会减弱 。

我们用来阐明自身所处的世界以及用来自我理解的各种概念 ， 并

不是可以随个人意愿而改变 、制造和弃用的思想的重要工具 。 在其积

淀下来的意义中 ， 这些概念向我们传达了我们自身所处的一段历史 ，

我们无法跨出这段历史而以纯粹的阿基米德视点来评判它们是否妥

当。 我们也并没有局限在它们预先创建的范围中：在我们试图理解自

身处境 ， 试图解决自身实践任务和智力任务的过程中 ， 我们创造出各

种新的概念 ， 并重新解释或重新定义旧的概念 ， 但是 ， 另—方面 ， 即便

是以一种不确定的流动方式 ， 一个预先给定的概念框架还是限制了我

们认为值得去理解或解决的事物的范围 ， 并且限制了我们解决这些任

务时去选择合理性的方式。 我们从公众的思维实践中概括出自己的

概念 ， 但这些概念同样在塑造我们的思想 ， 并且通过这种方式 ， 也塑造

我们自身。

今天 ， 当我们意识到自已是文化存在物的时候 ， 意识到我们的思

想属千一种特殊文化时 ， 我们就会明白这些都是一些琐事 。 意识到自

已是一种＂

文化
＂

的现代性 ， 似乎让我们被迫陷入自我反思的生成怀疑

论中。 在过去两个世纪 ， 语言和智力上得到快速传播的 “ 文化
”

概念 ，

主要源于一个事实 ， 即在人类思想无限的意义创造和价值创造的力撮

中 ， 这个概念集中表达了启蒙的信念 ， 见证了其当代意义的矛盾 、 张力

和分裂 ， 也见证了这种信念令人沮丧的命运。 除了它的名称以外 ， 我

们无法应对自己思想上的困惑 ， 但我们还不得不承认 ， 它正是这些困

＠ 举个著名的例子 ．人们可以把克行 111在《人类学》 (A叫wpolgy) 中的一般文化定义

(New York,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48,p.253) 与他在《文化生长形态》 (Config皿业叩

。ifCultural Growtl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jfomia P心s,1944) 中概述文化演进的一般理论

时给予的重视 ， 加以比较。 他在这里将范围拓展至对宗教 、 哲学、科学 、 语言学和艺术的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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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的原因所在或主要内容。

333 面对启蒙的各种悖论 ，康德已经用
“

理智的成熟
”

观点指出了第三

条道路(tertium datur) , 介于乐观地 、盲目教条地相信我们知识的无限

力撮 ， 与麻木怀疑论的某种顺从或和解的无力之间。 我们再不能赞同

康德发现那些
“

理性界限
＂

的可能性的观点 ， 哪怕是最后一次 ， 即那些

让我们能够在偶然性的汪洋大海中确切描绘出合理必然性岛屿的界

限。 我们能做的最多就是一次又一次地承担起不可避免的 、 历史的自

我反思的任务 ， 去反思在我们走向现实的过程之外试图构建一些脆弱

的 、 无疑暂时的意义的那些努力和尝试 ， 我们不是去
”

计划
”

和
＂

创造
“

未来 ， 而是作为负责任的 、 自觉的人的存在 ， 参与到我们生活所归屈的

集体历史中来。 曾经难以琢磨的
“

理性的成熟
＂

仍然是我们要完成的

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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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孔多塞：

交流
。

／科学／民主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人们彻底重新评价了尼古拉斯·德·孔多塞

的全部著作。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孔多塞的地位被降低为关于

法国启蒙运动历史的最后的一处脚注。孔多塞是
“

最后的百科全书派

成员" (last Encyclopaedist) , 他捍卫了一毫无疑问 ， 以伟大的个人操

守－�（在某种程度上被过分简单化理解的）启蒙精神 ， 即使在它们实

际上宣告失败的非常时刻亦是如此。他最多曾经被视为一位有着浩

渤精神世界 ， 却充斥着太过狭隘和一闪即逝般的思想的世俗圣人

(secular saint) 。这就是他在法国文化中的典型形象 ， 其数学手稿的编

辑 孔多塞最新 、最全面（尽管并不完整）的出版物@——对他的评

价一语中的。

如果要将孔多塞作为一个思想家来重新审视 ，那么首先就要关注

(D Communication 这个词可翻译为交流或者交往 ， 本书中 ， 根据不同语境分别翻译为

“交流＂ 或“ 交往
＂

。

－译者注

＠ 参照J. -A. -N. Condorcet ,Arith叫tiq四 Politiq匹： texJ.es rares ou ined心(1767 一 1789),

eel. B. Bru and P. C论pet,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4, p. 3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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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全部数学著作。 他的有关社会算术(arith,或四ue sociale)计划的
336 著作和手稿 ， 早前曾被认为纯粹是好奇心的产物 ， 而今天则已经在18

世纪晚期的数学史中占据了稳固且显赫的地位。 基斯· 巴克 (Keith
�ark�r)、吉勒斯·格兰杰(Gilles Granger汃洛林· 达斯顿(Lorraine
Daston)和其他人已经表明一连同拉普拉斯(Laplace), 也回应了达
朗贝尔(D'Alember)的批判所引发的危机一一孔多塞完善了古典概
率论的发展。 同时 ，孔多塞对客观概率和主观概率所进行的区分（尽
管是以一种复杂的并且有时不够清晰的方式）同样有助于克服这种危
机。比肯尼斯·阿罗(KennethArrow)证明其不可能定理(impossibility

theorem)提前了一百六十年 ， 孔多塞早在有关投票的著述中就已经提
出并解决了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的一些基本问题。 事

实上 ， 在今天 ， 他的理论体系被认为包括了一用不同等级的具体性
和清晰度来体现一—从数理统计到成本效益分析 ， 几乎活盖了广义
的概率分析的所有 当代学科。

同时还有一种观点将孔多塞重新评价为一位政治理论家。 在今
夭 ， 他甚至被认为是第一个激进的 “ 女性主义者 ”

， 他提出了有关男女
平等的问题——比玛丽· 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 ollstonecraf"t)还要
早一不仅作为一种司法－政治问题 ， 而且还作为一种社会 、 教育问
题 ， 以及在某种意义上属千意识形态－心理学的问题。 孔多塞对种族
主义思想始终如一的批判及其反殖民主义的思想同样引起了关注 ， 同
时他的公共保险计划一其社会数学的一种实际应用——－在某些重
要方面被认为是当今福利国家思想的原型。

然而 ， 对千哲学家孔多塞， 人们的看法仍然莫衷一是。 他的代表
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Esquisse d'un tableau h灿tor勾ue des progres 
de l'esprit humain) (1822)基本上仍然被认为是误导性的错误信念 ，是

第一个宣扬进步必然性的理论（是大写的进步）；是（按照十分幼稚和
过分简单化理解的）黑格尔和马克思理论的十分幼稚和过分简单化的
前身。 按照彼得· 盖(Peter Gay)的评论 ， 它” 就好像既是启蒙运动的

3左



第十一章 孔多塞：交流／科学／民主

讽刺画也是它梨临终遗言一样"Q)。在这一方面 ， 我们所要面对的伟
大著作的大量篇章恰恰是意义重大的 ， 第一 、 第四 、第五和第十个时代
的篇章（对这些内容《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仅做了简要介绍） ， 仍 337

然只能在有着150年历史 、 文本上相当不可靠的版本中找到。 然而 ，

如果不了解这些篇章 ，他的理论观点几乎是不可理解的 。 即便到了今
夭 ，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也主要因其创作背景伤感的／悲剧性的
氛围而被人铭记和关注乒它为整个人类历史祷告 ，为其过去和未来，

它为一个人的观点和行为辩护，这个人不安地隐藏起来以逃避政治迫
害和注定的死刑 ， 然而这是他最终无法逃遁的命运。作为哲学家的孔
多塞本质上是一个感性的人：＂高贵的哲学家“

， 正如近期出版的他的
英文版传记附上的标题一样。© 他在哲学上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 拥有
这种描述所必需的一切谦虚品质。

我不想否认， 孔多塞的哲学观在某些方面的确有理由被称作幼
稚。他的人类学依赖于洛克－孔狄亚克(Lockean-Condillac)©理论中
对证实的真理思想的某种相当直白的概括。此外， 与同时代的休谟或
康德相比 ， 他的立场也会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这不仅体现在孔多塞
对洛克－孔狄亚克立场的坚持，还体现在他关千理论和实践认知之间
关系的观点上。但是， 对他最经常和最重要的责难——他的所谓过于
简单的理智化(intellectualisation)以及把人类历史还原为知识的不断
增长 ，这种还原是他整个《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的组织原则 不
是简单的幼稚问题。 由于这被有意识地指向孔多塞的伟大（尽管从未

(D P. Cay, The E心ghtenment: An /n1erpreta勋几 ， vol. 2, London, Weidenfeld & Nico如n,

1970, p. 122. 

＠ 孔多坐是法国大革命的亲历者 ， 大革命期间 ， 他积极投身参与吉伦特党的政治活

动因此获罪被判处死刑 ，在被捕后于狱中身亡。 在被捕之前短暂的逃亡期间 ， 他写下了这

部重要的 、最后的著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 一一译者注
@ E. Goodell , The Noble Philosopher: Co吵reel arni the Enlig比en,ment, Buffalo, NY ,

Prometl1eus, 1994. 

＠ 孔狄亚克(Condillac, 1715一1780), 18 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 、 启蒙思想家 。
－译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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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名道姓）对手 ， 即那个最先开始激进地质疑这种尝试合法性的人：他

就是 ， 卢梭 ，所以 ， 孔多塞的这种观点不可能是简单幼稚的问题。 因

为 ， 在孔多塞看来 ， 卢梭是雅各宾主义的精神之父 ， 而雅各宾主义当时

正在把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推向毁灭。 无论它的基础多么不稳固 ，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还是针对卢梭的
“

著名悖论
”

提出了一贯而

338 复杂的反对意见峦它的批判旨在证明
“

美德的进步总是与启蒙的进

步携手并进
＂

究因为 ， 按照孔多塞的主张 ， 社会政治秩序中的道德行

为并不需要以个体美德或个入牺牲的方式出现 ，科学与这种唯一的社

会政治秩序——即 ， 自由民主制－是互为前提的 。 在阐述这一基本

思想并使之合法化的过程中 ， 他所提出的 思考不仅是独创的 ， 而且还

是具有重要的后世效应的启示式理论。

两种基本的 、 范式性的建构原则支撑了《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中所呈现的作为进步的人类历史的图式轮廓。 一方面 ，它调和了两种

观点也就是把关于人的本性 (human nature) 的完全自然主义的理解 ，

即将之视为自身一成不变的基本能力的理解 ，与那种完全不受自然约

束的历史观相调和。 就人类能力的运用达到的社会和个体效应或结

果而言 ，人类历史是一个无限定性进步的过程。 另一方面 ， 孔多塞对

乌托邦进行了彻底的世俗化 ， 将其从一种虚构的对应物转变为现实历

史的产物 ，使得把过去理解为可理解之物与创造对人而言有意义的未

来互为条件。 既然布罗尼斯拉夫· 巴奇科巴茨柯(Bronislaw Baczko) 

在他关千启蒙乌托邦的杰出著作©中已经对孔多塞思想的后一个方面

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 ， 那么在此我将集中讨论提到的第一个方面的

问题 。

(D J. -A. -N, Condorcet, Esquisse: Sketch for a H泣orical P记ure of the Progress of Hum.an 

Mind, trans. J. Barraclough.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l956, p. 142. 所有引用《人类精神

进步史表纲要）的引文都是参照这一英文译本。

® J. -A. -N, Condorcet, Esqttis戏： Ske吐for a Hist.o戊al P四tu.re of the Progress of Hum.an

Mirul, trans. J. Barraclough,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56, p. 54. 

@ B. Baczko, Lum必玄 de l恤pie, Paris, Payot, 1978, c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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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思考能力只是身体组织的结果 ，是构成身体的要素的特

定组合引起的..…自我情绪方式的结果。叨）孔多塞在他的一篇早期

手稿中这样写道。 这种
“

战斗的唯物主义" (militant materialism)是其

人类学的起点。 相对洛克的对人类思维能力—— 感性(sensibility)的

分析 ， 即（在与记忆机制相关联的基本形式中）将观念和反思进行比较

和组合的能力一孔多塞加入了对自已同类人遭遇的某种有限的同

理心(empathy)[卢梭的怜悯(pitie)]作为情感－道德上的补充 ， 至少

是对某一个经常接触的人的遭遇感同身受。 人的本性的所有这些基 339

本成分同样存在于高等动物身上。 其区别仅仅是虽上的 ，是程度的问

题。 后一点主要是由于生物学和行为学特征也可能存在其他物种中 ，

只是人类很幸运地将它们进行了组合 。 在第一个时代的章节中所列

举的这些特征 ， 即使在今天也让人印象深刻：解放双手和头部运动的

两足行走；杂食和非固定饮食；特别延长的成熟期；发声和听觉器官的

特别进化；最后 ，是大脑的更高发展 ， 尤其是更精细的结构发展乒就

已接受的思想所做的组合性分析、 分解 、重组和比较的范围与种类而言 ，

所有这一切都确保了人类动物的＇
自然至上性"(natural supremacy坏这

（仍然在批上）确保了人类在学习能力方面的优势 ， 即个人发展的

优势。

根据如此构想的对于人的本性的描述 ，人类个体的基本能力和习

性就是不变的 ，也就是不会被历史变迁所改变。 卢梭对入的本性的历

史化(historicisation)—— 自觉或不自觉地— —仅仅是把一种专制 、暴

虐的激进主义理论合法化。 因为 ， 如果人类存在的社会环境能够转变

人的本性 ， 那么人们就无法摆脱这样的结论：从实际历史中出现并发

展到今天的人类必定是堕落的 ， 因为在这种历史中处千主导地位的是

专制 、不平等和蒙昧主义。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 那么人们只能通过反

(D Condorcet, Sur la persistance de I加e, In Arit加诅勾匹Politiq亚
，

p.320.

＠ 参照 Condorcet, Oeuvres de Condorcet, 12 vols, ed. A. C. O'Connor and M. f. A吨o,

Paris, firm in Didot fr七res, 1847 - 49 , vol. VI, pp. 290-2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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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身而获得自由 。 他们必须被迫获得自由：要么通过伟大立法者非

理性的 、 天赋的神权 ， 要么以更寻常的方式 ，通过少数有德性者的恐怖

活动。 只有每一个人类个体无论其性别 、 种族或文化如何 ， 都被赋予

不变的理性能力 ，那么作为社会和政治解放任务的彻底的社会变革才

能是相关个体本身自由自主决定的结果 。

340 然而 ，人的本性不仅是不变的—一对历史哲学来说这几乎是没有

希望的前提—— 而且对孔多塞而言 ，其中固有的心理机制还构成了人

类行为及其所有变化的最终和唯—的解释原则。 在《人类精神进步史

表纲要》的最开头 ，孔多塞写到了历史中人性(humanity)的合法进步；

但是他马上就澄清 ， 这并不意味着存在不可简化的历史或独特的社会

规律：”这种进步也服从我们在个人身上所观察到的那些能力发展同

样普遍的规律，因为它的确不过就是我们对组成社会的大量的个人加

以考察时那种发展的结果 。"CD孔多塞曾经提到过的唯一 的历史规律

仅仅是自命的(soi disant)规律，因为它并不涉及必然性 ， 而只是可能

性：不确定的人类完善性的
”

规律
＂

。 从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开始（孔

多塞对此给出了并不一致的答案） ， 它将被转变为一种真正的规律：使

人类发展变得稳妥 、 有规律和势不可挡的进步规律。 但是 ， 只有在特

殊的社会历史情况下这才能够成为一种规律， 即在其本身是由人类活

动所创造的清况下 。

可完善性
”

规律
”

主张的不过是超越单独个体生命的持续学习过

程（个人的进步）的可能性 。 这是使人类
”

区别于其他物种
＂

的唯一特

征：他们
“

不再像是它们那样只局限于纯粹个体的完善
“

霓因为在个

体发展规律总是保持不变的同时 ， 这种发展中要获得的物质以及获得

的外部条件在历史中却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这只能从特殊的社会角度

(1) J. -A. -N, Condorcet, Esqui.sse: Sketch for a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Progress of Human 

M叩l, trans. J. Barraclough,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1956,p.4. 

® J. -A. -N, Condorcet, E芍ui.sse : Sketch for a Histo戊al Picture of the Progress of Hi,man 

Mind, trans. J. Barraclough,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1956,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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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描述这种特征。

对于孔多塞而言 ，历史是社会化范围的逐渐延展一在其理智主

义(intellectu心sm)的框架内 他将之等同于积累性的社会学习 。

恰恰因为历史在（广义理解中的）知识增长方面被同质化和有序化为

一种连续统一体 ， 在其获得和传承的条件下 ， 它也往往被一系列转变

而彻底刺穿和撕裂。 历史的基本转折点是交流(communication)方面

的革命 ， 也就是通过这些方式知识可以好像时空那样积累 、 散播和传 34L

递。 三次伟大的革命事件决定了历史进步的道路。

第一次革命是一种表述清晰 、 约定俗成的语言的逐渐演进（事实

上第一时代章节中的重要部分就是致力于对其起源进行自然主义的

解释）。 它与 连同工具的习惯性使用和最早出现的具有初步是非

观 、 小规模但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一起一人类脱离动物界而获得决

定性的支配地位具有同等意义。 人现在学会了借鉴他人的经验 ， 并通

过口口相传的传统形成稳定的社会知识体。 但是 ， 口头交流受到个人

接触有限范围的限制以及人类学意义上固定的个人记忆范圉的限制。

一般而言 ， 它以惯性为特征 。 此外 ，在一场毫不掩饰的 、反对雅各宾派

利用蛊惑人心的煽动， 动员容易受情感驱动的市民群众的做法的论战

中 ，孔多塞特别强调了它缺乏准确性 、 缺乏批判分析的方法 简而

言之 ，强调了它的完全感情用事的特征。

书写的发明代表第二次伟大革命 ， “随着知识的增长 ， 书写就是确

立传统 、 保持传统 、 交流与传播知识的唯一手段
＂

饥然而 ， 从这时开

始 ， 历史的道路一—孔多塞当然希望这只是暂时的�出现了分

叉 。 作为文化技术的书写主要依据不同的社会用途 ，在东方和西方采

取了不同的道路。 在伟大的东方帝国 ，尽管这些帝国实际上是这一发

明的发源地 ， 但是知识对象化(objectivation)和交流的这种新方法的发

展被限制在早期的表意象形阶段。 这种文字体系的极端复杂性导致

CD J. -A. -N, Condorcet, Esquisse: Sketch for a Historical Pie肛re of the Progress of Human 

Mi叫
，

trans. J. Ba沺clough,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1956,p.36. 后加上的强调标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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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不可能获得读写能力。 此外 ， 它在这一阶段停滞不前 ， 还因

为这种新技术从一开始就被神职人员（那些进步的永远的对抗者）和

“教育特权阶级
”

所垄断。 因此 ， 事实上 ， 它早已被转变成一种新的统

342 治工具。 伟大的文化成就原本可以在这一基础上得到实现 ， 但是知识

却变成某一阶级的特权 ， 人为地从更广泛的实践－社会的操作中割裂

出来 ， 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僵化。 东方的道路导致了停滞 ， 现在只有

外部影响才能将其克服。

在内容上 ， 孔多塞流于表面 ， 没有为
“

东方专制主义
”

标准的启蒙

形象添加任何本质上的新东西。但是， 它确实阐明了孔多塞历史建构

的一些基本原则 。 停滞 、堕落 、文化－政治的崩溃 ， 所有这些现象在真

实历史进程中如此频繁——不 ， 应该是普遍——不能通过人的本性自

身的某种固有趋势或
“

原过" (original fault) 获得解释 ； 然而 ，它们也不

仅仅是不幸的偶然。 这些阻挠或逆转进步过程的罪恶一一在这一点

上 ， 卢梭是正确的——因进步本身而成为可能。 因为这种错误或无知

不应该受到谴责；它们本身是伴随知识增长的自然及无害的产物 ，在

所有经验领域中它仅仅是可能的 ， 因此也是可证伪的。 因为它在进步

过程中迈出的每一步都同时开辟了新的未知领域。 无知和错误都是

因为必然的
“

失衡... …在它知道的 、 它希望知道的和它认为需要知道

的事物之间的失衡
＂

而造成的应使人类进步变得不确定的东西：不是

错误本身 ， 而是强大的既得利益所导致的固定化 、 向制度化迷信的转

变；不是无知本身 ， 而是无知的大多数人和有见识的少数人之间人为

创造的鸿沟与社会壁垒 ， 导致前者必须依赖于后者。 这些都是进步在

它自己的道路上制造的障碍 。 只有通过不断进步才能克服这些障碍。

但是 ， 知识的增长没有给自己也不是因为自己才产生这些障碍 ， 这些

障碍是反复出现的垄断的可能性产生的。 只有创造出能够系统地排

除这种可能性的社会条件 ，进步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历史规律 。

(D J.-A.-N, Condorcet, Esqu炬e:S妇ch for a Historical P比比re of the Pro伊ess of Human 

Mind, trans. J. Barraclough,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1956,p.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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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尽管它的出现是大矗完全不同因素和事件偶然巧合的结

果 ， 但是历史社会的特征中却不存在任何偶然因素， 这个社会率先充

分实现了书写智识性和社会性的潜能 ， 即古希腊时代。 因为在那里这

种最容易习得的 、“民主的
“

、 字母的(alphabetic)书写形式使普遍的 读 343

写能力能成为可能 ， 并且符合特定的社会环境：许多小型的 、 相互竞争

的共和城邦 ， 没有强大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威 ， 没有统一的神职人员 ，这

种城邦同时还与许多外国文化中心保持着联系。 这些是希腊奇迹的

前提条件：哲学作为批判－理性的对话得以创立 ， 每个人都能够以辩

论的方式平等地参与交流表达他们所发现的真理。 古雅典的繁荣为

有机的民主统一体和思想进步提供了第一个伟大的历史典范。

然而 ，这只是一 种昙花一现的繁荣。 在探讨希腊学术的局限性

时 ， 孔多塞在一定程度上只是重复了对
“

体系精神"(spirit of systems) 

进行批判的一贯主题 ， 即法国启蒙运动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详细阐述

的一个主题。 但是 ， 他也在某种程度上指出了手抄本文化的内在弱

点。 由于手抄本的稀少 ， 即便是在人们普遍具有读写能力的条件下 ，

手抄本也不可能具有统一的 、 同质的公众。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 希腊

哲学仍然是一个
＂

宗派和学派
＂

的问题。 由千它们的脆弱性 ，作为一种

文化传播形式的手抄本也使这种文化格外脆弱。 一旦自由公开讨论

的政治条件消失 ， 它也会趋于崩溃；甚至其传统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

被遗失 ， 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漫长且黑暗的衰落时期。

因此 ， 仅仅复兴古代学术 对于这种可能性而言 ， 欧洲可能唯
一受惠于阿拉伯世界 本身不足以解释现代的 、 实验－经验科学的

兴起 ， 即本来意义上的科学的兴起。 在所有可能的重要因素中 ， 第三

次交流方面的革命发挥了特别突出的作用 。 这场革命就是印刷术

(printing)的发明 ， ＂与全世界人民交流的工具
＂

沙
“

人类理性保存下来

(D J. -A. -N, Condorcet, Esq也sse: S如h for a H叩叩l Pie血e of 如 Progress of Hwnan 

Mi几d, trans. J. Barraclough,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1956,p.100. 

329 



文化 、科学 、社会——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的艺术
”

， 使每一个新发现都成为
“

所有民族的遗产
＂

应首先它在原

344 则上使每一个人都能获得全部积累的知识 、 观点和方法；同时它允许

同质的公众观念的出现，这种
“

裁决， 独立千所有人类的强制手段"。@

孔多塞第一次提到进步成为真正的历史规律是与印刷术的影响联系

在一起的。 然而 ，他只是在消极的意义上指出这一点：＂真理的大门
＂

不可能被
“

再次关闭
＂

。＠ 由千书籍的传播 ， 文化记忆不可能完全遗

失， 科学成就也不可能被磨灭。

印刷术和科学的兴起之间的联系不是一个历史偶然性的问题 ， 而

恰恰是以科学的本质为基础的。 因为在孔多塞的理解中 ， 科学既是认

识的也是社会的形态。 与某种学说和体系截然相反 ， 它不是已确立的

真理建构起来的储藏地。 真正的科学只存在千对无穷无尽的自然的

规律进行批判的 、方法上的和实验性的不间断研究的过程中；它是一

种产生真理的特殊方式。 通过在理论概念和观测数据之间建立一种

精确的 、可批化的联系， 它不仅可以预测那些不可观测的事物 ， 还可以

用这种方式克服人类智力不可改变的人类学限制。 用我们当代的话

来说 ， 通过引入抽象理论概念
“

对信息进行组块
＂

， 它使无限扩展的大

掀的孤立观测得以保存并得到合理处理， 而不必考虑人类受限制的记

忆能力。 使之成为可能的一般方法当然只能是以人类思维机制为基

础的对思想的组合分析 。 笛卡尔彻底揭示了它的基本原则 ， 洛克则为

它们提供了一种坚实的
”

形而上学
“

基础。 但是， 特定科学的（复数

的）特定方法 即今天人们所说的
”

研究计划
”

一是可耗尽的和

历史性的：＂带领我们通往发现之路的方法可能穷尽 ， 因此 ， 科学以某

CD Condorcet, lnaugu叫压lure at tl1e Frenc·h Academy, Tn Oeut戏s , vol. J , p. 393. 

® J. -A. -N, Condorcet, Esqllisse: S妇ch for a fl如如I Picture of the Progress of Human 

Mind, trans. J. Barraclough,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1956,p. lOO. 

@ J. -A. -N, Condorcet, Esq吵se:S妇ch for a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Progress of Hum妞

M irl(L , trans. J. Barraclough , 切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1956,p.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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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式被迫停止 ， 除非新方法再次出现。
，
心

孔多塞所描绘的科学发展的图景具有一种明显的库恩风格的原

型(proto-Kuhnean flavour)特征。 紧张的理论工作阶段 ， 首先涉及的就 345

是适当的数学分析工具的创造 ，接下来是长期的积累实验－观测数据

的阶段 ， 最后以本身可接受的方法必须进行一次
＂

成功的革命
＂

。 这些

革命的必要性源于即使是充分证实的规律也始终处于概率性的 、 近似

性的状态：

我们不敢断言［孔多塞写于 1783 年］即使是那些我们在

现象中观察到的最普通的规律在某个不确定的时段内也能

够不变地持续下去 。 我们实际上假设 ， 可能存在着一种更加

复杂的不变规律 ， 这种规律在一段时期内对我们的眼睛来说

似乎和设想的第一种完全一样 ， 但随后又发生了明显的偏

离 ， 但我们很容易发现 ， 这恰恰是第一种规律不再恒定的情

况 ， 我们代之以另外一种规律 ， 这种规律包括第一种规律所

包含的现象和那些似乎与之背道而驰的现象。©

如果具备适当的社会条件 ， 人们就不需要害怕这种新科学真理产

生的持续过程会在什么时间内停下来；因为使旧的方法或理论变得不

再可用的经验事实 ， 同时也是供下一个科学天才来解决和明确界定分

析的问题。 正如孔多塞所说 ， “对新方法的需要事实上只在产生新方

法的清况下出现"®。

但是 ， 这种情况只有在适当的社会条件得到保证的时候才会出

现。 因为科学不仅是一种认知形态 ， 而且还是一种社会形态 ； 它是

(D J. -A. -N, Condorcet, Esqui.ise: S妇ch for a Hi.itori.cal Picture of the Progress of Huma几

Mind, 1.1加s. J. B江raclough,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56, p. 162. 
® L. D邸ton, C如批at Probab血y in the Enlighte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函ty

Press, 1988, p. 281 , quoting Condorcet, " Refle江ons sur la me1}1od de determiner la probabilite

des evenements futures. " 

@ J. -A. -N, Condorcet, Esq也码： Ske1elt for a Hi斗Ori.cal P沁ure of the Progress of Hum几几

Mind, trans. J. Barraclough,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56 ,p.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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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的特殊形式。 它需要一种制度体系来保证思想超越宗派

和民族国家的边界持续交流与碰撞。 只有这样才不会抑制不可预

见的事实 ， 防止已接受的理论转变成教条 。 然而 ， 这种
“

科学伦理
”

346 不能依赖千期望（笛卡尔和莱布尼兹也赞同）每个科学家个人都能

成为道德大师 。 必须通过科学运行方式和社会组织 方式来保证符

合它的标准 。 只有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jty)这种形式才能

使科学得以稳定 、持续的存在 ，也就是
“

在普遍的科学共和国中全球

科学家组成的统一联盟"(D0 这种共同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自发

地形成 ， 特别是在物理科学领域；目前的任务是为其打造一个稳定的

组织机构 ， 这种机构可以使其自我调节的原则制度化并保证其自律

性 。 ＂新大西岛篇章
”

给出了一个有关如何实现这两个目的的详尽

计划 。

以这种方式构成的科学共同体是具有极其鲜明特征的一种社会

形态。 它是一种自愿的个体联盟 ， ＂其中 ， 出身、 职业 、 地位都不会被认

为可以赋予一个人这样的权利 ， 即判定什么是一个人无法理解的
“

霓

同时 ， 它向每一个拥有基本理解力并服从千共同体自我立法标准的人

敞开。 它当然承认在科学方面天才和熟手之间是有区别的 ， 但仍然赋

予他们同等的参与批判的权利。 它是一个稳定的共同体 ， 建立在理性

论证 、讨论和决策的基础之上 ， 并不依赖于权力和服从关系。 正如孔

多塞所强调的那样 ， 尽管其组织的特殊原则不能被简单地照搬到社会

上 ， 但是它仍然在其一般特征中代表了
“

一种被仿效的模型"®: 它是

民主的社会组织可能性的范式和鲜活证明。

但是 ， 科学不仅代表着一种民主的典范 ， 同时它还是民主有可能

实现过程中的基本要素。 自然科学发现的技术应用能够保证
“

每个人

Q) Condorcet, Fragment sur l'Allantide, In OeU11res, vol. VI, p. 603.

® J. -A. -N, Condorcet, Esq吐e:S妇吵for a Hi:Jto邓al Picture of 小e Pro伊恋of Human

Mind, trans. J. Barraclough,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I 956, p. 164. 

@ J. -A. -N, Condorcel, Esq心se:S比吐 for a Historical Picture of 心 Pro伊釭s of Human 

Mind, trans. J. Barraclough,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1956,p.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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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将工作得更少 ， 生产得更多 ， 并更充分地满足自己的愿望
”

觅在这

样的条件下 ， 社会数学将为 普遍的保险计划提供可靠的原则 ，这个保 347

险计划能够消除过度的不平等和难以想象的贫穷 ， 因为这种贫穷使个

人无法真正地行使形式上赋予他们的权利。 同时 ，这种科学基本的、

简单结果的普及能够使公共事物变得清晰明白。 这能让每个人都有

可能合理地预期他们自已有意识的决策可能产生的长期效应。 最重

要的是 ， 科学哲学已经揭示了人的本性的构成 ， 并以这种方式为不可

剥夺的、平等的、 基本的人权观念提供了不可动摇的基础 。 它不仅揭

示出这些内容 ， 还通过利用印刷术的社会潜能来传播它们 ， 创造了一

种广泛的、开明的公众舆论 ， 摆脱了支撑专制主义的偏见。 这种公共

舆论的要求代表了 一种已经存在的民主变革的强大驱动力。 这种国

际科学共同体的专门组织做出的极大地促进科学进步的决策 ， 必将强

化它在技术 、 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影响。

但是 ， 科学和民主社会之间的联系也是相互的。 如果前者使后者

的实现成为可能并促进这种实现 ， 那么只有后者一－个真正 民主的

社会组织的出现及 在全球的最终传播一—才能为保证科学不间断地

进步创造条件。 美国和法国革命标志着这种伟大社会政治变革的开

端 ，据此 ， 孔多塞初步提出 ， 在积极意义上 ， 进步同样已经成为一种真

正的历史规律。

孔多塞立足内在认知的和外在社会的双重角度 ， 再次讨论了科

学对民主的依赖性 。

一方面 ， 科学的发展要求假设性理论 构建与可

控的实验观测数据之间保持经常性的互动。 但是 ， 理论总是抽象

的：有
“

许多关于需要 、方法 、 时间、 费用的条件必然要在理论中被忽

略
”

， 只有
”

当它是一个现实和直接的实际应用问题的时候才能进入

d) J. -A. -N, Condorcet, Esq心se: Sk血h for a Histo允al Picture of如Progress of Human

Mind, trans. J. Barraclough,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1956,p.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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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本身"(D。

理论当然不应该成为实践的仆人 ， 研究的基本方向应该是科学
348 共同体完全基于内在考虑而自主做出的决定。 但是， “理论的真理

必然在实践中得到改进"®
。 如果没有致力千技术和社会应用的持

续努力 ，没有来自实践的不断反馈 ， 理论将一直受制千教条 ， 独独受

制于验证实例经验基础的实际限制。 然而， 这种经常性的联系要求

科学共同体本身扎根于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中 ， 这种社会阶层并不积

极地追求和创造科学 ， 但是他们能够理解科学成果并将其应用于实

践之中 。

但是， 这只是有关科学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的一个特殊案

例。 作为马拉(Marat)的激烈反对者 ， 孔多塞始终维护科学的自律性

及科学活动专门化的原则 。 整齐划一 (uniform) 和普遍地共享的知识

仅仅意味着普遍的无知。 民主并不否认的是， 它是以社会承认不同的

专业知识和特殊的个人才能及表现为先决条件的。 民主的实现不要

求每个人都成为同样的全能专家。 它只是假定每一个个体都拥有最

低限度的批判能力并掌握必要信息使他们能够合理地确定谁是相关

特殊知识性任务的真正专家 ，并且能够在其整体成果和社会效应的基

础上对他们的表现进行评价。 科学无疑是向所有人开放的讨论， 但是

只对
“

有条件理解
＂

的每个人开放 。
＠

但是 ， 即便是在这个意义上 ， 想要开放 ， 每一个具有适当能力和

兴趣的人都必须有可能真正有效地理解 。 如果现实中 ， 这种使用权

仅限定在自己特殊利益的某一特定社会群体（孔多塞有时将其称为

＂阶级")手中 ， 那么知识实际上就又一次被垄断了。 由此 ， 仍然存在

Q) J. -A. -N, Condorcet, Esquisse:S妇Leh for a H泣orical P比比re of the Pro伊ess of Human
M叫

，
trans. J. Barraclough,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1956,p. 159.

® J. -A. -N, Condorcet, Esq心se:S比吐 for a H垃orical P虹ure of 如 Pro伊氐 of Human 
M加i, trans. J. Barraclough,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1956,p.159. 

@ J.-A. -N, Condorcet, Esquisse:S朊tchfor a Historical P比比re of 如 Pro伊ess of Human 
M叩i, Lrans. J. Barraclough,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56 , p.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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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严重的危险 ， 那就是知识转变成使其他人依赖于知识待有者的

一种工具 ， 知识成为一种社会意义上的秘密学说并随之走向退化和

衰落：＂通过在有知识的人和被剥夺了知识的人之间建立一种真正

的划分 ， 这种区别必将使知识对某些人来说是一种权力的工具 ， 而 349

不是所有人幸福的手段 。叽）基千同样的原因 ，但却与其早期观点相对

照 ， 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还驳斥了一种观点 ， 即认为

作为专家的科学家应该承担某种制度上固定的 ， 特别是政治上的作

用。 只有为每一个 能从中受益的人会�不论他们的出身 、性别、 种族

或宗教 提供继续学习机会的自由公共教育所具备的彻底择优和

反权威的体制 ，才能使科学免受垄断和停滞的双重威胁。 1792 年 ， 孔

多塞（不成功地）向立法议会提出了这种公共教育体制的详尽计划。

因为只有一个保证 ， 能够确保科学共同体 ， 这一少数人 、 专家的自愿组

织不是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是普遍的真理利益：＂如果受教育者和未受

教育者之间的界限几乎被完全抹去 ， 在天才和蠢材这两个极端之间只

保留不可察觉的渐变
”

心那么 ， 由此科学的进步也无法简单地
”

通过

已知真理的数戴
＂
来衡量了；它还是要取决于

“
熟悉最显而易见和最重

要的真理的人数
”

矶由此伟大发现和发明的故事并不是真正的科学

发展史的全部内容。 如果没有同样关注知识的社会传播和分配的事

实的话 ， 后者就是不完备的。 因此 ， 孔多塞有理由宣称他的一一无疑

极度理智主义者的(intellectualist)——人类思想历史概论打破了常规

历史编纂学的做法 ， 即总是
“

少数领袖和天才个人的历史
＂

。 这个计划

是一项全新的 、真正哲学的历史计划 ， 这种历史的主体是普通民众 ， 是

00 Condorcet , Se妇d Wril叩 ， ed. K. Baker,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6, p. 108.

® J. -A. -N, Condorcet, Esqu还e: Sketch for a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Progr氐 of Human 

Mi叫， trans. J. Barraclough, London , Weidenfeld & Nicolson, 1956, p. 140. 

@ J . -A . -N, Condorcet, Esquisse:S比tch for a Historical Pie比re of the Prog心.s of Hum叩

Mind, trans. J. Barraclough,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56 ,p.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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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大多数"<D。

据此 ，孔多塞反对卢梭的理由就完整了。 卢梭在科学－文化的发

350 展和道德－社会的发展之间划定的对立界限建立在一个根本性的错

误基础之上。 它漏掉了科学和文化的社会特性 ， 以上两者作为社会形

态和实践都表现了真正道德的原则并有助千它们的实现。 从长远看 ，

真正的道德只有在其原则被普遍接受的民主环境中才能繁荣兴旺。

卢梭实际上接受了他所攻击的同样的精英式的文化观念。 他没有理

解这种精英主义不是文化价值本身的内在特点 ， 而是社会诱发的文化

退化的结果 ，是实际上危及它们待续存在的过程。 但是 ， 克服这种文

化精英主义不是意味着回归到一种人为强加的原始主义(primitivism)

或民族传统主义(national traditionalism) 。 只有使人类历史真正的文

化价值 ， 首先就是科学的基本原则和最重要的成果 ， 变得真正普及起

来 ，它才能够获得实现。

今天我们有理由用怀旧的或具有讽刺意味的幻灭的心态来看待

孔多塞的乐观计划。 而且我们也不能无视其最终的理论基础（正如我

在此前提到的一样）过于混乱这一事实。 孔多塞实际上使用了两种不

可调和的道德概念及其演化过程。 一方面 ，他将道德进步一不可避

免地在其整体研究方式的个人主义的框架中一等同千个人
“

道德素

质
＂

的逐步发展；等同于他们动机 、 性情和情绪的转变 ， 这种转变使天

生的道德感更纯粹 、更有意识、 更详尽也更普遍。 但是 ， 另 一方面 ，他

将科学共同体作为一种典范的伦理模式来对待 ，这种做法采用了本质

上不同于进步的观念 。 它通过社会有机体的特殊结构和功能预设了

规范的制度化 ，这种社会有机体事实上使它们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独

立于相关个人的异己的动机及性情。 因为孔多塞知道并且非常清楚

地说明 ， 作为个体的科学家经常被虚荣心 、嫉妒心理和竞争心等情感

所驱使。 因此 ， 每当他试图以某种方式将这两种观念相互联系起来

CD J. -A. -N, Condorcet, Esquisse: Sketcli for a H叩ri.cal P虹urn of the Progress of Human 
M叫

，
trans. J. Barraclough,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1956,pp.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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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很明显 ， 任何此类联系都必然涉及一种基本的谬论。 因为孔多塞

好像把两种情况混为一谈 ， 一方面是一个事实， 即科学的发展预设了

其从业者按照一套特殊的
“

伦理
”

（至少作为一种规则）来行动 ， 另一

方面是一种观点 ， 认为科学自己就能够独立证明一般道德原则的自明

性(self-evidence) ; 而且通过自身的传播 ， 科学还能彻底促成这些道德

原则被广泛接受。

作为民主的伟大而不可抗拒的推动者的科学 ，作为所有美德的天 351

然土壤的自由的民主政治制度：这是我们一直真正向往的梦想。 但是

对于像我这样最初来自于曾经不幸地连续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和斯大

林主义国家的人来说 ， 孔多塞论证的另一个方面－有关不受阻碍的

科学发展依赖千具有被广泛接受的民主条件—— 听起来仍然具有相

关意义。 而且更是因为它并不以一种有关思想自由的笼统假设为基

础 ，而是以相当具体的 、在时间上十分复杂和严密的思考为基础 ， 这些

思考关涉着科学的社会事业特征这个清楚地表现着今天仍然与我们

紧密相关的问题。 但是 ，在子
，

L多塞某些思想的真实的或想象的现实之

外 ， 他和卢梭之间含蓄的争论仍然代表了第一次关千启蒙和浪漫主义

之争的伟大历史范例（这里是在韦伯的理想－典范的意义上来理解

的） ， 作为悬而未决且事实上无法解决的对立 ， 这种纷争伴随着现代性

的整个历史 ，
一直延续至今。 它在本质上根植千我们自已在文化 、 科

学 、 政治和社会之间关系上产生的困惑与左右为难的背景 。 仅仅出千

这一原因， 这两个主角都应该被历史铭记。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疏离化的特征 ，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它

在哲学上被边缘化的原因， 那就是其笨拙的措辞；这对当代的读者来

说是十分难以理解的 。 因为它不是像伏尔泰或狄德罗(Diderot)那样

带有讽刺意味的修辞 ，也不是像卢梭或者费希特那样充满激烈的主观

性。 它用生硬的措辞记录了一个人在有创造力的生命里用最后的一

段重要时间为逝去的学者书写颂词(eloges)。 读者也许会将这篇文章

本身视为 就其风格而言 娠媚来迟的孔多塞的悼文。 此外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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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做的一切进行最后论证 ， 我认为也许有必要再次回想一下 ，在启

蒙运动经常被貌视或敌视的时候 ， 如果孔多塞 已经是老生常谈

了 — － 是它最后的莫西干人的话 ， 那么启蒙运动 ， 无论在道德意义上

还是在理论意义上 ， 都已经以不错的表现通过了法国大革命的血腥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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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79年康德最终实现他的一项计划时 ， 他已近73岁。 为了这

项计划 ，他花去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 ， 而且在这项计划完成的过程中 ，

他在不同时间的通信中都曾预测过最近的完成时间应这就是 “ 道德

形而上学"(Metaphysik der Sitten)计划。 该计划对一种系统的 、整体的

实践哲学做了完整的和全面的阐述——全面阐述指它包含完全的道

德哲学 、 德性论和他的政治哲学、 法权论（至少包含这两方面的
”

形而

上学第一原理")。 以此方式 ，它重新肯定和阐明了康德所讲的 “

道德

性" (moral切）与合法性(leg斗ily)的基本区别 ， 尽管如此 ， 它紧接着也

揭示了它们之间的系统性关联。

353 

关于德性(Tugendlehre)论 ， 可以说 ， 它从一个新的视角提出了康 354

德道德理论的著名观点 。 它本质上与道德行动的目的(ends)和演绎

推理(a pri01-i)相关 ， 按照这种演绎推理 ， 他对责任进行了彻底的和系

＠ 第一次， 然而只是模糊地提到
“

道德形而上学
”

计划出现在1765年致朗伯特的信

中 。 尽管如此 ． 三年后在致赫尔德的信中 ， 康德已经公布：自已实际上正在写这木书 ， 有望于

那年完成 ， 如果有希望的话也能在那一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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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推演 ，视之为由这些目的所决定的（德性就在于人们内在地有能

力追求这些目的 ， 尤其是追求幸福）。 作为从形式上决定无 意识选择

基础的纯粹实践理性的超验性原则独立于有目的的行动， 并控制着理

性代理人。 尽管如此 ， 所有的理性行动都是有目的的 ， 而且正是实践

理性的效用 表明它有能力
”

实质地
”

确定一种明晰有序的道德目的体

系和一种 相应的伦理责任体系。

因此德性论(The Doctrine of Virtue)恰好能令人信服地表明那些常

见的批判和抱怨是没有根据的 ， 它们认为康德的道德理论是一种空洞的

形式主义和严格主义(rigourism)。 另一方面 ， 它可能易千引起——尽管

康德在这里运用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诡辩方法一一人们对他所坚定的信

念的怀疑 ， 这种信念认为 ，在平等地负有义务的道德责任和目的之间的

理性无法调和的（
“

不幸的")矛盾并不是不可能调和的。

当然 ，德性论讲的是内在的 、 先验的动机 ， 适用于所有的理性存

在。 它只在某些地方将人视为有限的理性存在 ， 似乎这种说明意在表

明如此衍生的德性可以被运用于他们 ，而且也是他们所需要的。 另 一

方面 ， 法权论(The Doctrine of Rights)讲的是一种关于代理人的外在行

为的责任体系 ， 这些责任因其强制性的约束力迫使他们必须独立于他

们的行为动机。 它假设了这些代理人是自由的 ， 但这种自由不是作为

意志(Wille)的实践理性的自我立法和独立自主意义上的自由 ， 而是

作为意欲(Willk齿）的自由 ， 仅仅是选择的自由 。 它假设了 ， 而且是在

实质性和根本性的意义上 ， 人的本性这样一种观念。 或者更正确和更

具体地来说是人性的观念：并存千众多有限理性存在的有限空间之

中一—这种理性存在能被感官冲动和普遍道德律的绝对命令所影响

（而非决定） ， 也就是说 ， 这种理性存在的外部行为能相互影响 ，而且人

们彼此必然生活于共同体之中 。 当然 ， 这些概念不管如何地具有普遍
355 性 ，仍然是经验事实 ， 由经验所支撑而且来源于经验。

人性这个复杂的观念只是《法权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ight)所

需要和所假定的一个经验概念。 因为康德在这本著作中并不是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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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任何实在法体系 ，以应时变 。 他的兴趣和阐述是严格规范性的。 他

致力于
”

为了一切实证的立法而提供不可改变的原则,, <D。 因此 ， 他的

阐述也能 ，而且他相信这种阐述确实能以一种严格演绎的方式展开 ，

这种方式由阿拉伯数字整理的连贯段落组织起来而形成。 他首先制

定了法权的普遍原则心以便从中推出合法的私人占有的原初条件 、 市

民社会的必然性和任何诸如国家与政府这样的合法组织的特性 。

尽管如此 ， 在唯一一处地方 ， 康德自己打断了这种严格演绎的连续

性。 在对任何可能的契约形式做了先验划分之后心他以罗马数字插入

的方式补充了两个方面： "I. 什么是货币 (Money)?"和"II. 什么是一本书

(Book)?"他旋即为这种表面上的不连贯辩护。他指出 ， 在他对契约形式

做的划分中他真正提到的是这两种概念 ，但这易千使人们从根本上怀疑他

进行阐述所严格遵守的先验性。 因此 ，他不得不解释这两个概念。 他很快

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充分类比，虽然类比没有在根本的 、 首要的层面上指 356

明某种经验事物 ，但实际上它
“

能够转化到纯粹的理智关系中去"©。

<D T. Kant, The Metaphys比s of Morals, trans. M. J. Gregor, In The Camb戊i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lm,nanuel Kwu in Transl血on (in the following: CEWK) , vol. Practical Philosophy, 

Cambridge, Can山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86. (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 ， 李秋零

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238页。 －译者注）
® .. 如果行动能与符合普遍法则的每个人的自巾并存，它就是正当的。 或依据它的格

律(maxim), 每个人选择的自由能与符合普遍法则的每个人的自由并存。 " I. Kant,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trans. M. J. Gregor, In The Camb吟e Edition of如Wor伈of I mm.anu.el 
Kant in Translation (in the followfog: CEWK) , vol. Pract比al Philosophy, C釭n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87. (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 ， 李秋零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杜2007年版 ，第238页 。 －译者注）关于这种原则的阐述表明它与绝对命令的紧密关

系 ， 因而与整个法权体系的道德相关。 尽管如此 ， 这本康钜晚年时期的著作不很成功 ， 因为
它没能清楚地描述并阐明这种关系的确切本质。

@ I. Kant, The Metaphys比s of Morals, trans. M. J. Gregor, In 1'he Camh咄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Im皿nuel Kant in Translation (in the following: CEWK), vol. Practicai Philosop切，

Ca,n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31. (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 ，李秋零主

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297,300页。 －译者注）
@ I. Kant,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trans. M. J. Gregor, In The Camb叫ge Erlition of 

the Works of lmmam叫Kant in Tramlation (in the following: CEWK) , vol. Practicai Ph如SO吵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34. (参见《康铢著作全集》第6卷 ， 李秋零

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 笫297页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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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 这是一个鳖脚的托词。 因为事实上 ， 当他在相关讨论中提

到货币的时候 ，他指的根本不是书。 至多人们可以说 ，他有一小组契

约 ， 即委托(mandatum)也关千这种委托契约 ，他在此书的附录中讨论

作者和出版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时提到了。 然而 ， 考虑到康德对书的一

般定义 ， 也包括手抄的草稿 ， 这里似乎存在着 一种历史的、经验的联

系 ，这在演绎推理中是绝不应该出现的。 而且 ，委托这个作为一 种具

体的契约形式的概念－康德将此概念看成他对萨维尼句所阐述的一

般契约理论的重要的创造性的贡献一—委实令人困惑。 当他迫千批

评压力去澄清它时 ， 在第二版的《法权哲学》的附录中 ，他诉诸家长

(pater familias) 和包含家属的家仆之间的契约关系 ， 并视这种关系为

所要表明的关系的范本吼康德假定作者和他／她的出版者之间的关

系在最一般的层面上类似于这种契约所表现的关系 ， 要理解他是如何

形成这种假定的确实困难 。

且不管这种
“

委托
＂

的观念是合法的抑或是非法的 ，所插入的两部

分在形式上也是反常的 ，它打破了阐述的演绎逻辑。 康德为其提供的

辩护并不有力 ， 但直到他开始关注书。 如前所述 ， 因为在论述所有可

能的契约形式的先验分类的文本中事实上所使用的是货币概念。 而

且 ，如此提法并非偶然。 因为当康德在这里提到货币时 ，它只和特定

部分的契约有关 ，他后来关于这个概念的说明澄清了如下事实：只有

货币交易能消除使其他形式的契约交换不安全的根本困难 ， 即在交付

<D "委托契约（委托） ， 代替他人和以他人的名义经营。 "I. Kant, The Metap切�ic.s of M o r 
心 ， trans. M. J. Gregor, In The Ca叫,ridge Edition of the Wor伈of Im叩nuel知nl in Tra几slation

(in小e follo咖g: CEWK) , vol. Pract比al Phil妞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33. (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 ， 李秋零主编 ． 中困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

第296页。 －译者注）
＠ 萨维尼(Savigny, 1779—1861) 。 德国法学家 ， 历史法学派主要代表。 主要著作有

《中世纪罗马法史） 、《现代罗马法体系》 、《关于立法与法理学的当代使命》等。 －译者注
＠ 参照 I. 心nt, 加Me叩妒妇ofMor, 必 ， lrans. M. J. Gregor, In The Camb戊lge E心叩

of 如Works of I叩叩几I比l Ka,u in Tra几slalwn (in the following: CEWK) , vol. Practical 

Phil.o叩切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泌 ， 1996, p. 496. (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6

卷 ，李秋零主编 ， 中同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372页。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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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和它对未来回报的允诺之间的不一致。 货币 ， 正如他所理解 357

的 ， 使获取同时发生 ， 因此它在 一般契约理论中起着实质性的作用。

如果考虑到康德在探讨契约形式时所强调的纯先验特征的话 ， 那

么他对这种观念的强调似乎是必要的和合理的：所提的货币概念并不

指某种经验事物 ， 而表示的是一种纯粹的理智关系。 因此 ， 令人困扰

的不是为什么不插入一个部分 ， 而是为什么插入两个部分。 而且 ， 因

为书和对契约交换的基本形式的考察没有任何关系 。

关于所有这些令人不安的事实 ，一个合理的假设是 ，康德插补两

个部分是因为他认为货币和书之间的严格的类比 、 深远的相似具有特

殊的重要性 ， 他的整个阐述的重心便在这种类比之上。 我们必须详细

审视一下这种类比。 尽管如此 ， 若要审视 ，我们首先不得不分别考察

他是如何构想货币和书二者关系的方方面面的。 因为他关于这些方

面的看法并不必然是我们现在作为常识所接受的。

关于康德的货币概念没有太多可说 ， 因为它基本上没有原创性。

他对 作为
“

纯粹的理智关系
＂

的货币—— 货币是
“

在人与物品交往的

所有手段中最重要 和最适用的手段的概念 ， 被称为买和卖（交

易）
＂。�的简单说明从根本上来源于亚当．斯密。 他进一步明确

了如下这一点 ， “＇货币（在亚当·斯密看来）是这样的物体 ， 它的转让

是人们和各民族相互之间借以从事贸易交往的手段， 同时亦是其努力

的尺度'"®。

Q) I. Kant, The Metap切血s of Morals, trans. M. J. Gregor, In加Cambridge E心如 of

如Wo忐of Im皿1nuel Kant in Transl匹on (in the following : CE WK) , vol. Pract比alP应osophy,

C皿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 996, p. 434. {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 6卷 ． 李秋零

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第 297 页。
－ 译者注）

® I. Kant, The Metaphysics of Mor必， trans. M. J. Gregor, In 加 Cambridge Edition of 

如Works of Im叩n叫Kant in Transl吵on (in小e following: CEWK), vol. Practical Phi/.osop切，

Cambridge, C血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36. (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 6卷 ， 李秋零

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第 300 页。 －译者注）事实上 ， 这并不是从斯密那

里逐字地精确引用 ， 尽管它在本质层面上正确表达了他的观点。 康德常常凭记忆引用（而且

经常不注明来源 ， 尽管在这个例子中不存在这种现象） ，这是他的惯常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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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一与黑格尔相反一一对千新出现的
“

国民经济
“

科学并无

特别兴趣。 他读过一些重衣主义的作品 ， 随后跟踪过法国大革命期间

358 发生的经济学争论 ， 在这两件事上他表现出些许兴趣。但是他敬

慕——并且私下说过一一斯密而且知道《同富论》看似很好。（它也

严重影响到他对知识理论领域中分工的作用和意义的理解。）他对斯

密的兴趣实际上来自于斯密的《道德情操论》 ， 这本书明显影响到他自

己的“ 非社会的社会性" (unsociable sociability) 这种观念 。 当他理所

当然地抛弃了斯密道德和经济理论的自然主义－经验主义根基和取

向 － 他明确拒斥劳动价值论（这种劳动价值论与他自己的正常占有

观念实际上是不可调和的）一 一时 ， 他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斯密的历

史进步观 、历史阶段论和现代性观点 。

康德提出这种作为理智关系的货币被认为仅仅与它的形式相关 ，

不顾它的物质载体（金 、银或纸币） ，当康德坚持货币的先验有效性时 ，

他实际上强调的是它作为中介物的作用 ，表现为如下两方面： 一方面 ，

由当事人的特征所决定的当事人对交换之物和交换的努力的纯粹主

观评价 ， 另 一方面 ， 客观存在的法权的一般有效性。 货币提供 一种客

观的和永久的尺度 ，将主观欲求和可利用自然资源的客观匮乏联系起

来 ， 使商品和服务交换从不可判定的争论与偶然中解放出来成为稳定

的且合法的。这种言说的基础是货币具有明显的肯定的作用 ， 康德在

论文《永久和平论》(Toward Perpetual Peace) 中将这种作用视为 ＂ 贸易

的精神
”

和
＂

货币的权力
”

， 是
“

从属于国家权力的所有力量（手段）中

最可靠的,, <D'朝向希冀的历史过程的最后阶段一共和国家的联盟。

尽管如此 ， 就康德这一观念的整体而言 ，这里存在一些棘手的问

题。 因为他不仅深受斯密影响 ，而且深受卢梭影响。 而且在不同的地

方 ，他重复了卢梭激烈地对货币历史作用做出的负面评价 ， 谈它的出

现深刻地扭曲了人际关系 ， 导致人与人之间因竞争形成的异化。 特别

CD Kant, Towan:I Perpetual Peace, CEWK, vol. Practical Philosop切， p.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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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他的《实用人类学》(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邸Point of View) 

和《伦理学讲座》(Lectures on Eth匹）中 ， 他一再强调货币的发明特别 359

有力地推动了贪婪这种人类无可救药的罪恶 ， 因为货币不是解放而是

奴役 ， 奴役它自己的占有者和他物 ，控制着他们的劳动 。。

这就是康德的作为历史进步的主要机制的非社会的社会性观念。

这种观念自身是对斯密
“
看不见的手

＂
的学说的深刻辩证的转化和一

般化 ，斯密的这种学说提供了一种解决这种困难的方法。 尽管如此，

它只是作为我们希望对象的神圣天意 ， 能保证这种机制将最终实现历

史的和解。将斯密和卢梭协调这一艰难任务最终落在了上帝和他无

法理解的全能之上。

关千书 ， 康德立即说明他对这一术语的特殊使用。 “ 一本书是一

部著作（无论是用笔写的还是用打字机打的 ，篇幅是长还是短 ， 在此都

无关紧要） ，它表现出某人用可见的语言符号向公众发表的演说。"®

无疑 ，这表明他是在一种格外广泛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术语的。 它可

以指单个的羊皮纸手稿或不管多长的手稿 ， 只要它们在流通之中（尽

管它可能是什么被限定了） ， 但它同样地包含了任何大幅报纸 、 小册

子 、 杂志文章 ， 甚至一篇报纸社论。 这不是偶然。 因为对此术语的这

种解释意欲表明书的概念一 在康德的理解中 ， 书是作为一种
“

纯粹

的理智关系
＂

而存在的一完全独立千它的物质载体的巨大的经验性

＠ 参见 A呻ropologyfrom a Pr, 咚皿业： Po叩 of View , CEWK, vol. r1呻r�四logy, ff叩ry

and Ed匹aJion, 2007 I 
PP• 370-375 和 lectures on Eth比s, trans L. Lnfiecl, lncl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1963, pp. 177-182。 同时 ， 在一些特定的语境中 ，他为这种
“

贸易的精神
”

给出了

一种极负面的评价 ，讲它贬低了人们的思考方式 ， 导致了
＂

卑劣的个人主义 、懦弱和软弱" 。

Cri向ue of l叫gn比九t, trans. W. S. Pluh江
，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1987, §28, p. 

122. 
® I. Kant, The Metaphys心 ofMor心 ， trans. M. J. Gregor, In The Cambridge Ed如n of 

the Wol'. 伈 of lmman叫 Ka心 in Tra心如如i (in 1he following: CEWK), vol. Pra.ct比al Phil0$opl灯，

C皿bridge, C皿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437. (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 6 卷 ， 李秋零

主编 ，中同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300 页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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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就它的概念来说， 书是
“

最重要的思想交流的手段 "Q)' 以此而

言 ， 它也是启蒙最重要和最有力的工具。

360 当然 ，这显然是一种关于货币的现代理解。 它彻底打破了在基督

教的西方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传统 ，这种传统赋予书一种半神奇的光环

（并不独立于它的外观） ， 它或者将书视为神秘知识的容器 ， 或者视为

帮助脆弱的人类理性去破译和理解体现在所创世界中 、 自然之书中上

帝的意图和信息的工具。 这种打破肯定不是源千康德。 书的作用是

特别属于而且仅仅属于他自己的思想交流的重要手段这种观念也不

是源于康德 。 尽管如此 ， 康德的独特之处在千 ， 彻底考察了将书置千

交流——使书成为作者和公众之间的中介 语境下的推论。

因为它意味着 ， 书的意义和实际作用并不仅仅依赖于它的作者在

书中所阐述的观念的真理性和富足性。 它同样依赖于是否存在一种

自主的公众(public),这些公众对书感兴趣 ， 能理解书 ， 而且也能批判

地对书进行评价 。 因为书可以被滥用 。 它可被用作盲目的意见和套

话的材料 ， 实际上它取代了某人自身的理解和批判的判断：
“

只要能对

我合算， 我就不需要去思想。 飞）书， 一座丰富的私人图书馆， 也能变成

只是人们获取声誉的一种外在工具。＠ 即使最伟大的观念 ， 比如卢梭

的观念的滥用也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 当它被肯定不是独立于
＂

群氓

监护者
”

， 即人民领袖的行动的
“

愚廷的人
”

所误解时。 这种伟大的历

史任务在启蒙宣言中得到了表达：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sapere

<D I. Kru1t,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trans. M. J. Gregor, In加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Wor伈of I, 叨血叫 Kan.1伍Trans如切几(in th!! following: CEWK) , vol. Practical Philosop切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34. (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 ， 李秋零

主编 ， 中同人民大学出版杜2007年版 ，第297页。 －译者注）
® Kan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CEWK, vol. Practical P比如

sophy, p. 17. (参见詹姆斯· 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一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 ， 徐

向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第61页 。
－译者注）

＠ 必然伴随着文化进步这种恶甚至能将科学转化为声脊和享乐的对象， “正如虚荣之
食物

”
。 Critiq叱 of Judgment, trans. W. S. Pluhar, In曲anapolis, Haokett Publishing, 1987, 

§83, p.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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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e) 实际上指的正是这一点 ， 即自主公众的自我启蒙：
＂

公众应该启

蒙自己"CD。 如果这些公众被赋予自由心康德关千启蒙
＂

儿乎不可避

免
“

地成功的乐观主义必然假定了：这些公众已经存在 ，而且必然就他 361

们的特征和整个现实提出疑问。谁是恰当的公众， 他们能够自主地和

批判地理解
“

书
”

，将其视为启蒙的最重要工具？在审视他对这个问题

的回答之前 ， 尽管如此 ， 我们首先必须更真切地考察他是如何理解和

描述这种交流关系中的第一个术语� 这

也进一步阐明了他关于书的观念。

“以自己的名义向公众讲话的人叫著作者 (autor) 。"®从我们自已

的， 也是当代的视角来看 ， 这个定义存在着不少问题。 在一个虚构的

文本（小说）中 ， “讲话者的观点
“

能简单等同千作者的观点吗？而且 ，

一部戏剧的作者一定是实际上讲到它的历史人物之一吗？

尽管如此 ， 这些间题毫无意义 它们只是要弄清楚， 康德此处

所谈的、唯一感兴趣的是哪种
“

书
”

（在我们的理解中） 。 因为尽管卢

梭的小说深刻地影响了他自已观念的形成 ， 但他对小说这种类型表现

出轻蔑的 、明显否定的态度。 小说易于唤起激情 ， 然而同时使心灵软

(D Kant, An Answer L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CEWK, vol. Practical Philo

sophy, p.17. (参见詹姆斯· 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一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 ，徐
向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第62页 。

一一译者注）
® Kan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l is Enlightenment, CEWK, vol. Practical Philo

sophy ,p. 17. (参见衍姆斯·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一—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 ， 徐

向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第62页 0
-

译者注）显而易见 ，康德同时为他的乐
观主义辩护，通过参考如下事实：”因为即使在那些根深节错的群氓监护者中间 ，

一些人也总
是会自己独立进行思考的”

，他们号召每个个体独立思考。 Kant,An知swer lo the Quest-ion : 
What is Enlightenment, CEWK, vol. Prac也al Philosophy, pp. 17-18. (参见《启蒙运动与现代

性一 �世纪与20肚纪的对话》 ， 徐向东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衬2005 年版 ，第61 - 62 
页。 －译者注）正如哈曼(Humann)挖苦地表明的，这是不是指他自已与他所声称的自已

的历史使命和历史地位？
@ I. Kant, The Meto.p切血s of Morals, trans. M. J. Gregor, In The Ca呻志'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lmman匹l Kant i几 Trans如ion (in the following: CEWK), vol. Practical Philosophy, 

Ca呻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37. (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 ， 李秋零主

编， 中同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300页。 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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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阅读小说 (Reading novels) , 除了引起一些别样的心灵变态之外 ，

也导致使分散注意力习惯化的后果。"<D戏剧也不见得更好。 ［读本戏

剧 (Lesedramen) 实际上仍是德国 18 世纪后半叶最流行的文学生产形

式。］他在《判断力批判》 (Critique of Judgment) 中对演讲术的定义一

他将其描述为演讲和它的主客体的形象表现二者的结合＠一不仅不

充分 ， 令人尴尬 ， 而且对辩论法的
”

传授艺术
”

表现出一种近乎敌对的

态度 ， 这无疑表明一种同样是否定的评价。

362 尽管如此 ， 所有这些都与康德关于作为理智关系的书的理解是一

致的 ， 也和他关千作者作用的假定相一致。在此意义上 ， 若成为书 ， 必

须有书的作者发表的观点 这些观点可以很好地为消遗服务（而且

康德是早期英国小说的忠实读者） ， 但仅有这一点还不够 ， 对康德来

说 ， 要在实质性的意义上满足要求才能成为书 。
＠ 因而 ， 当他把作者／

撰写人的交流活动从根本上详述为告知和指导大众的活动时， 他是非

常一致的度因此， 如下这 一点毫不奇怪 ， 有时他好像使用着作者

(Autor 汃撰写人(Schrifisteller) 和学者(Gelehrte) , 似乎它们是同义词。

这样的作者肯定在著作中是独立地且以他自己的名义来进行演

说的（尽管他从来不应该在书中提到他自己） 。 己出版的书是通过他

的演讲活动的语言符号 ， 以及他所具有的不可转让的才能（歌剧）的物

质化实现。在康德那个时代 ， 这种活动当然已经包含出版者 、 印刷者

(D A呻ropologyfrom a Pr� 即tatic Po如 of Vi叩
，

CEWK, vol. A呻ropology, H垃o叮 and

Education, 2007 , pp. 3 I 4. (参见康德 ：《实用人类学》 ， 邓晓芒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

第104页。 －译者注）
® Cri1ique of]叫'.gmefll, trans. W. S. Pluhar, Indiana砂s, Hackett Publ呻ing, 1987, p. 

195. (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 ， 李秋零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339

页。 －译者注）

＠ 一般来说 ， 这并不意味若康德对精致的文学艺术抱有轻蔑的态度。 对他来说 ， 文学

的最高形式是诗吻�而且通过这一点他似乎想说 ， 从根本上来说 ， 最高形式是抒情诗。 （实

际上他曾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及荷马 。）尽管如此 ， 后者不仅能表达感情和激情，而且当然

也能表达观点 ， 而且正是在诗中作者演说并以他／她自己的名义发表观点。

＠ 参见 Oo the Wrongfulness of Unauthorized Publication of Books, CEWK, vol. Prac匹al

Ph心sophy, p.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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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的活动 ； 尽管如此 ，他们只是中介 、 “无声的工具
＂

， 他们将作者的

演说合法地带到公众面前 ，如果（而且只由）他们有他／她的委托的话。

康德从这种观念得出重要的道德政治结论。 他强涸 ， 只有作者而不是

出版者对他／她的书中所表述的全部观点负有法律责任 。 而且他谴责

即使在高压政治条件下仍广泛存在的匿名者的演讲实践。

因此 ， 书必然具备双重性 。 就它真正的 、 基本的交流功能来说 ， 它

将演讲看作作者对于公众所进行的不可剥夺的活动 ， 然而 ， 它也是一

种人工制品 、可印刷的复制品 ， 表现了它的用千售卖书的（合法的／委

托的）出版者的屈性。 而且 ， 就书而言 ， 它的购买者 、 潜在的读者拥有

在法律上占有某件人工制品的所有人的全部法权。 当然 ，他或她是公

众一员一恰当的／可预期的事情是阅读作品 ， 试图自主地理解和评 363

价作者在书中提出的观点。 但正是通过购买一件人工制品 ， 人们没有

任何义务以它的制造者所计划的方式来使用它 ， 即使它是理性的。 复

制品的拥有者是完全在他／她的法权范围之内来粗鲁地滥用它的 ， 不

仅表现在将它仅仅转变为作为声誉的符号展示的对象 ， 而且 ， 正如康

德阐明的 ，甚至能
“

在作者面前将它烧掉
＂

饥这一切可能是卑鄙的 ，

甚至令人作呕的 ， 但在法律上是难以反对的。 尽管如 此 ， 购买者没有

任何法权在他／她的名义下或在未经作者示意允许的情况下再生产它

（作为原创作者的书）。 因为作为活动的演讲不可转让地属于主体／代

理人 ， 并且没有人能在没有他／她明确同意的情况下 ， 也就是说在未经

授权的情况下处置它。

由于它的双重性 ， 在康德那里 ，书从根本上区别于任何美术作品。

因为美术作品只是物质的人工制品 ， 尽管它们可能是令人愉悦 、 讨人

喜欢或令人起敬的。 一些人工制品的合法拥有者也许会以他们所认

为的任何正当方式来使用（或滥用）它。 因此 ，如果它是一幅彩绘画 、

素描画或照片 ，他们能复制它（不管这应该意味着什么）并能把这个复

Q) 参见 On the Wronrfulness of Unauthorized Publication of Books, CEWK, vol. Pract比al

Philosop切 ， p.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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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当作自己的作品来售卖 ， ＂甚至没必要提原创者的名字"<D。

从我们自己的 、当代的视角来看 ， 这似乎支持某些很成问题的实

践。 康德的观点在今天听起来相当奇怪 ， 然而这并不是唯一的实例。

他明确讲到 ，在他们翻译版或实体版(substantive)的著作面前 ， 著作权

不复存在；这些作品被合法地视为翻译者或编辑的作品（甚至不提它

们的原创者的名字）。＠ 另一方面 ， 他认为 ， 作者死后 ， 公众（不管这可

能意味着什么）有一种合法强制的法权 ， 迫使
”

被授权
＂

的出版者出版

他的某个版本的书 ，而且不能少千它的需求戴 。＠

364 这些观念必须被放在那个时代德国的具体环境中来看待。 它们

同时阐明了整体添加到图书上的一些令人困惑的特征。 之所以说令

人困惑 ， 是因为在头两句话阐述了理论上真正重要的和新奇的观念

（作为交流过程中介的书 ，以及书的作者的特殊作用和特征）之后 ， 他

略长的讨论的整个剩余部分探讨的主题与这种观念并不相关 ，而是关

注一个无论如何是相当次要的问题：作者和出版者之间的关系。 根据

他对
“

书
”

这个术语的范围所做的概括性解释所表明的 ，作者和出版者

之间没有关系 ， 因为这种关系是一个纯粹经验的 、历史地具体的关系 ，

无关千书的真正功能：存在于书的作者和书的公众之间的一种
“

纯粹

理智
”

关系。 事实上 ， 几乎所有的插补都表明康德通过较长的辩论反

对
“

书在未经授权的清况下出版
＂

。

很可能是 ，康德为这个问题所困扰。 在 1785 年 ，他已经出版了一

篇单独的论文《论未经授权出版书籍的非法性》；《法权哲学》出版后 ，

在他最后几篇文章中的一篇中 ， 在致尼科罗维 (Nicolai)©的
”

两封信

＠ 参见 On the Wrongfulne郘 of Unauthorized Publication of Books, CEWK, vol. Practical 

Philosophy, p. 34 。

＠ 参见 On tbe Wrongfulness of Unauthorized Publication of Books, CEWK, vol. Practical 

Philosophy, p. 34 。

＠ 参见 On the Wrongfulness of Unauthorized Publication of Books, CEWK, vol. Practical 

Philosophy, p. 35 。

＠ 尼科罗维(Nicolai,1733 —1811) , 德国作家和出版商。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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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

中再次触及这个问题。在当时 ， 这个间题是在德国广泛讨论的 问

题。（一些作者明确反对这种实践 ，不仅因为出版物便宜千观众有利 ，

而且他们明确否定任何特殊的
“

著作权
”

；如果作者志在传播他们的观

念 ，那么当他们成功时 ， 这些观念就应平等地成为有知识的大众的财

产 ， 而不再是他自己的 。）

在德国的知识界 ， 这是一个热点话题。 因为， 由千德意志地方割

据(kleinstaaterei)这种主要状况 ，

一 种实践 ，我们现在称为
＂

盗版
＂

的 实

践普遍存在 。 最好就是这种非法实践的消失（哪怕重印在别的国家出

现）。 在这种条件下 ，康德为著作权所做的辩护不得不通过术语表述

出来 ， 并且依赖于他对自然法权的考察和他自己的先于并构成全部有

效法律基础的
“

合法占有
“

理论。 他的一些奇怪观念也不是关于他那

个时代所独有的法权的。 因为 ， 相比其他发达的西方国家来说 ， 德国

政府在这方面也是
“

落后的
＂

。在英国 ， 版权于1710年被编入法典（安 365

妮女王法令）；在法国 ，1777年布朗法令 确立了作者的特权（永久持

有） ，而且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版权法案于1793年被通过。 在德国（可

能不独立千后面的事实） ， 第一部确立了作者在他／她的著作出版时所

具法权的法律于1794年在普鲁士颁布。而这种法则在法律上被其他

较大的德意志国家视为神圣的又花去了 40年。

康德对著作权的辩护� 根本不是出于对作

者物质经济利益的考虑。在这方面 ， 他所维护的 是 合法的("受委托

的")出版者的利益 。 这是真实的而且不是偶然。作为哥尼斯堡大学

教授的康德是一 个国家公务员(Beamte), 有着基于职务(D如nst)一

以及忠诚关系(und Tre亚roerhaltnis)一一之上的终生显赫地位 ， 除了声

誉之外 ，供给虽非奢华但也相当安全和舒适。他肯定不依赖于他的作

品出版所获得的（最初非常公道的）酬金(honoraria) 。

尽管如此 ，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合法出版者利益的 热烈辩护和反复辩

护只是一 种与人为善的利他主义以及坚守正义的表现 。 在这个问题上 ，

他确实有利益考虑 ， 只不过不是经济利益。什么样的出版者才会乐于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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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诸如《纯粹理性批判》此类的书的出版和分配相关的重大代价和付出
的风险 ，如果一它在现实中不可能成功——它能够而且也可能很快就
被另一个国家的竞争者以一种更便宜的形式重印？康德确实关心他的
合法出版者的经济成就， 只是他关心的不是物质利益一一在他的著作
中 ，它是一种有机会到达有意愿的公众那里的利益。

接着 ，我们回到交流关系的第二个重要术语：公众。 一般来说 ， 公
众的适当特征是什么？尤其是康德将之归于大众的” 自我启蒙＂ 的能
力更具体指什么？他假定了这些公众已在德国存在（至少潜在地） ， 没
有这种假设 ，他对启蒙必胜的牢固信念将成为（正如一些人后来论述
的）一种完全不正当的幻觉 ， 那么 ，他是在什么基础上做出的假设？

366 关于第一个问题 ，康德自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 首先 ， 使用自已
理性的勇气并不是要做什么 ，它事实上是要反对 那种康德在他的《实
用人类学》中所称之的 “ 逻辑的个人主义" (logical egoism) , 即一些人
所持有的立场 ，他们坚定相信他自己的洞见更有价值 ， ＂自己的判断由
他人的知性来检验是不必要的“觅这种态度最终只能导致那个时代
未经检验的偏见的无批判的再生产。

若使用我们自己的理性以达到自我启蒙的伟大目的 ， 正如他在
《判断力批判》中更为详细地阐述和说明的那样 ， 实际上需要满足三条
原则或准则： " 1. 自己思维 ； 2. 站在别人的地位上思维 ； 3. 任何时候都
与自己一致地思维。 第一个准则是无成见的思维方式的准则 ， 第二个
准则是开阔的思维方式的准则 ， 第三个准则是 一 以贯之的思维方式的
准则。"®尽管如此 ， 在谈到这些准则的性质时 ，他表现出了一种相当
明显的摇摆不定 。 在《判断力批判》中 ，康德提出它们 ， 并且将满足它

<D Anthro炉lo盯from a Pragm,a比Point of View, CEWK, vol. A呻ropolo切 ， Histo叮and

Ed匹ation, 2007, p. 240. (参见康德 ： 《实用人类学》 ． 邓晓芒泽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

5 页。
——译者注）

(2) C巾ique of J吨me出 ， trans. W. S. Pluhar, Ind呻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1987, 

§83, p. 160-l6l. (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 ， 李秋零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版 ，第 306 页。 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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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能力归之为共感(common sense) , 即平常的人类知性。 尽管如

此 ， 在《实用人类学》中 ， 他提到的恰是同样作为知性对象的原则， 它们

促成了对智慧的占有 ， 这种智慧是最高的和 最珍贵的人类实践的－认

知的能力和成就。＠

然而 ，这种摇摆不定事实上并非偶然。 因为康德充分地解释了第

二条准则 ， 也就是开阔的("自由的")思维方式的准则。它需要
“

我们

从一个普遍的人类理性的立场来反思我们的判断
＂

， 也就是说 ，我们使

自己的判断
＂

依凭别人那些不是现实的 ， 而毋宁说是仅仅可能的判

断
＇，

气可能第 一个任务 ， 也就是在我们这个较窄或较阔的社会共同

体中考察他人所表述的判断 ，是在每个人所具有的平常的人类知性能

力范围之内的。但若使自己的判断依凭于每个人可能的判断－那

么 ，这种认知享受如何才能被具有健全共感的人所期待？实际上 ， 它

究竟是如何实现的？这个问题很是棘手 ， 因为恰是第二个准则 ， 即“
开 367

阔的
“

思维方式的准则将启蒙的独立思考者(Selbstdenker)和 ＂ 逻辑的

个人主义
”

区别 开来。 一些人怀疑它作为人们可共同企及的东西在实

践中的现实性 ，这种怀疑质疑的正是启蒙事业。

尽管如此 ，康德对这些问题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事实上 ， 只

要熟悉他的基本观点 ， 这里并不存在含糊性。 自我启蒙的任务是一个

尤为艰巨的任务， 当它被孤立的 、 单个的个人所从事时 ， 需要格外的努

力和人类珍贵的实践理性能力（智慧）。 “．．．…任何一个人想要从几

＠ 参照An如opolo幻'from a Pra驴1atic Point of� 如， CEWK, vol. A呻ropology, Hi.sto叮

an.d E如a1i.on, 2007 , pp. 307-308。 （参见康德 ： （实用人类学》 ， 邓晓芒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第91页 。 －译者注）
® Grit如ue of J叫'gment, trans. W. S. Pluh江

，
l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I 987 , 

§83, p. 160. (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 ，李秋零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杜2007年版 ，

第306页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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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已经成为天性的那种不成 熟©状态中自已走出来 ， 就 很困难

了 。 ……因此 ， 只有少数人才能通过自己精神的奋斗而摆脱不成熟状

态，从而自信地开始前进。"®

接着 ，他继续讲道：＂但是 ， 公众应该启蒙自己 ， 却是很可能的；实

际上 ，只要他们被赋予自由 ， 这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什么自由？

" ... …在所有问题上都公开利用 一个人的理性的自由。飞）在这里 ，康

德关于
“

书
＂
的观念 ， 即书是交流最重要的和最有效的手段和中介的观

念揭示了它的完全意义。 因为只有通过和凭借
“

书
”

（康德所讲的书

是在这个术语尤为宽泛的意义上存在的） ， 真正公开的交流才能实现

（与带有情绪化色彩的口头交流�括公开辩论一一不同 ， 口头交

流从根本上来说只会更好地煽动那些愚蠢的人） 。 而且公开交流不只

是启蒙成功的前提条件。 它也是所有人际关系理性化的前提条件， 这

些人际关系包括实践的－制度的关系和认知的－理论的关系。 公开

性是是一个先验条件， 任何合法的法律政治体系都应该满足这个条

368 件。 同样 ， 在没有关千它们内容的公开争辩和批判的情况下 ， 没有什

么能保证知识的进步或信念的正确 ， 尽管它们被牢牢把持着。

理性在其一切事业中 ， 必须从属批判；理性如以任何禁

令限制批判之自由 ， 则必害及其身 ， 而以一有害之疑虑加之

<D "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 " (Kant, An Answ釭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CEWK, vol. Practical Pl叫osophy, p. 17.) (参见詹姆斯· 施

密特 ：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一 18 世纪与 20 世纪的对话》 ， 徐向东等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61 页 。
一 —译者注）

® Kan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l is Enlightenn1eot, CEWK, vol. Practical Plti如

sophy, p. 17. (参见舒姆斯· 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一18 世纪与 20 世纪的对话》 ， 徐

向东等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62 页 。
－译者注）

@ Kan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l is Enlightenment, CEWK, vol. Practical P屈Q


sophy, p. 17. (参见贷姆斯· 施密特 ：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一一18 世纪与 20 世纪的对话》 ， 徐

向东等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62 页。
－译者注）

@ KllJl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CEWK. vol. Prac应al PIii位

sophy, p. 18. (参见詹姆斯· 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一一18 世纪与 20 世纪的对话》 ， 徐

向东等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 第 62 页 。
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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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身 。 实无较之
“

能自此种检讨幸免
＂

， 更为重要（由于其

效用） 、 更为神圣之事 ， 盖以此种检讨， 铁面无私， 并不知有个

人之地位荣誉令其尊敬。 理性之存在即依赖此种自由。 盖

理性并无专断的威权 ； 其裁决， 无论何时纯为自由公民之同

意所成 ， 至此等公民 ， 则每人必容许其（毫无障碍或唳使）自

由发表其反对意见乃至其否决权。＠

思考的自由一般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类权利 。 ”当然， 据说言

论自由或写作自巾可以被一种更高的力批所夺走 ， 但思想自由不可剥

夺。 如果我们在（可以说是）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中不思考 对千他人

来说，我们将我们的思想交流给他们， 同时他们把他们的思想交流给我

们那么我们将在什么程度上思考以及如何正确地思考。 这样， 人们能

很容易说 ， 这种夺走了人们公开交流的自由的外在力址也剥夺了他们思

考的自由一在市民生活的全部重负中， 它是留给我们的唯一珍宝 ， 只

有通过它我们才能创造出各种手段来克服我们环境中的全部的恶。"®

这不只是（如上阐述所表明的）一个谨慎的建议。 自由的和经常性

的交流是基本条件，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凭借我们脆弱的 、有限的理性在

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信念与观念之间建立起一种批判的、 自主的关系 。 因

为 ， 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如果我们能而且一 以贯之地依凭他人的判断来

反思我们的判断 ， 而且只有在这些条件下 ， 它才是实际上可能的。

真理的外在特征或外在试金石 ， 是我们自己的判断同他

人判断的调和 ， 因为主观的东西不是以同样方式寓于其他一

切人那里的， 千是假象也能由此得以解释。 所以 ， 他人判断 369 

与我们判断的不相容 ， 是被当作错误的外在特征 ， 或检查我

CD Kant, Critiq匹 of Pure R妇on, B 766. trans. N. Kemp Smith, London, Macmillan, 
1978. p. 593.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 蓝公武译 ， 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版 ， 第 516 -517 
见 —译者注）

® Kant, What Does it Mean to Orient Oneself in Tliinking?, CEWK, volume Religion a叫

Ra勋叨l Tl必o盯, trans. A Wood and C. Di Giovanni, Cambridge, Uruversity Press, 1996, 
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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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判断方法的暗示来看的 ， 但是不能因此就立即抛弃我们的

判断。 因为人们或许可能在事情上是正确的 ， 而只是在方法

上 ， 亦即在陈述方面不恰当 。＠

康德的这些论述解释了为什么一种任务（自我启蒙的任务）

对于具有特殊能力的 、 处千孤立的人们来说是极为艰巨和困难的任

务 ——在自由的和经常性交流的条件下会变成
“

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

。

尽管如此 ， 只有主体存在 ， 只有这些主体能够而且（至少是潜在地）愿

意利用这些条件 ， 才会是这样。 因为 ， 即使假设 ， ”就在为大众设立起

来的那些保护者当中 ， 也总是可以发现一 些人 ， 他们为自已而思

想"®,他们将号召其他人鼓起勇气利用他们的理智 ， 但这种信息的广

泛传播也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 如果众多的个人能理解它而且能充分

做出回应的话：于它而言 ， 存在着一种公众 ， 他们能
“

独立地
”

、 ”自由

地
”

和
＂
一以贯之地

”
思考 ， 正如三条理性思考的重要准则所要求的 。

康德对不可阻挡的 ， 即使是缓慢的启蒙进程抱有坚定信念 ， 这种信念

假设了德国现实地存在这样的公众 。 尽管如此 ，这是他一生中备受争

议的假设之一。 它既需要合法化也需要具体化：谁会构成这一公众。

早在 1764 年 ，在哥尼斯堡时 ，他以前的学生青年赫尔德已经在一

篇文章（源千他在里加做的一次演讲）中直接提出了这个问题：在那个

时代的德国 ， 究竟有没有公众究在与古代做了强烈对比之后 ， 他得出

CD K血 ， wgic, trans. R. S. Hartman and W. Schwarz, New York、 Dover Publishing, 
1974 ,pp. 62-63. (参见康德 ： 《逻辑学讲义） ， 许景行译 ， 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 ， 第 48

页。 －译者注）
® Kant, An Answ扛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CEWK, vol. Practical Philo 

-sophy, p. 17. (参见詹姆斯· 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一—18 世纪与20 世纪的对话》 ，徐

向东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 第 62页 。
一 一译者注）

＠ 参照J. G. Herder, Do We Still Have the Public and Fatherland of Yore?, In his Se如叫

Early Wor伈 ， ed. by E. A. Menze and K. Menges,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函ty

Press, 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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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往昔的公众已经消失 ， 因为政府 ， 因为演说家 ， 而且因为著作

者。
,, (i)当曾指所有平等的 、 令人尊重的市民的人民这个术语用来习惯 370

性地指区别于有独立财产之人的暴徒和疮子时 ， ＂公众
”

这个术语变成

了一个谜。 ＂哪里有它的位置和声音？在哪里我们必须依靠公众来进

行判断？市场或私人家庭?"®

九年后 ，康德永远的仇人 ， 弗里德里希· 尼科罗维就文学公众出

现的两极分化做出了冷静的诊断。 这门科学的状况(gelehrter Stand) 

变得越来越自我封闭 ， 有些作者写的东西主要是被这个
“

协会
＂

的会员

阅读 ，无法激起更广泛公众的兴趣和共鸣。 随着康德的名望和声誉的

增长 ，在那个世纪的最后十年里 ，他的
“

乐观主义
”

， 他关于启蒙进程无

法阻挡的信念 ， 成为批判的直接对象。 海因茨曼(Heinzm印m)于1795

年写到 ， 一个美丽而实际的梦无可争辩地揭示了一种明显的趋向：书

(B朊herherrschaft)的优势的日益增长等扯地伴随着它们实践效用

(Thatkraft)的日益衰败凯在1799年 ， 即使像约翰 · 贝克(Johann

Bergk)这样的作者（深受康德影响而且忠诚于康德 ， 特别是忠诚于他

的美学理论）也直截了当地漠视了康德对作为独立的、重要的教育工

具的书的力量表现出来的信心－这只是
＂

空洞的乐观主义
＂

的一则

实例。

尽管如此 ，这种批判是不是完全不合法呢？当然 ， 历史明确表明

这种批判的
“

正当性
＂

：从最伟大和最完满的目标来看 ， 启蒙已经失败

了。 但康德的乐观主义是否只是无根的梦 ， 仅仅是一种没有任何支撑

CD J. G. Herder, Do We Still Have the Public and fatht'rland of Yore?, In his Selected

Early Works, ed. by E. A. Menze and K. Menges, University P釭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59.

® J. G. Herder, Do We Still Have the Public and Fatl1e.rland of Yore?, In his Selected

胚rly Works, ed. by E. A. Menze and K. Menges,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J 992. p. 58.

@ J. G. Heiozmann, Appel an"比ine Nation fiber Aujklarung und Aujkliirer, Quoted in Ch. 

Burger et al (eds) , Aujklarung u叫 literarische Ojfernl比h妇it, Frankfurt, Suhrkamp, l 980, p.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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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念的表现？康德实际上在想什么 ， 当他假定存在能理解并能充分

地响应启蒙号召的公众（至少是潜在地存在）时：独立地思考？他预

测， 在启蒙影响之下的未来 ， 这种公众的数蜇会增加 ， 范围会拓展 ， 尽

管只是缓慢地，但却是必然地。 那么 ，他是否能提供一些论据以证明

这种预测？

371 在德国 ，谁属于这种公众 ，谁构成着这种公众？对千康德自己的

启蒙文章（他的
“

最受欢迎的
“

作品之一）无疑要面向的人们来说 ， 这

似乎是一个基本的问题 ， 既然他们正好是读者。 不过 ， 后来直接论述

这个问题的相当长的解释性文献却提供了最不同 ， 甚至矛盾的答

案一一并且不是偶然。 因为 ，康德在这篇文章中关于这个问题的阐述

本身似乎出奇的模糊 ， 而且关键是不一致。

一方面 ，康德反复地将这种公众("严格意义上的公众")和世界

(world), 整个世界O——肯定是最概括性的术语 ， 基本指每一 个

人一— 等同起来。 另一方面， 和 这种表述直接矛盾， 他同时认为公众

至少暂时由
“

绝大多数人（包括全部女性）
＂

构成 ， 部分人因为他们的

懒惰和懦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性＠ ， 故而他们不属于所要求的自主公

众。 进一步来说 ， 在同一篇文章的别处 ，他明确将整个公众和
＂

阅读世

界(Lesewelt)飞）混同起来 ， 后者在当时的德国显然是一个比
”

一般所讲

＠ 参照 Kan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 s  Enlightenment, CEWK, vol. Pr缸比aL

P应op切 ， p.19 and 21 。 （参见詹姆斯· 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一 18 世纪与20 世纪

的对话） ，徐向东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第62,63页 。
｀�译者注）

＠ 参照 Kan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 What is Enlightenment. CEWK, vol. Pr匹也al
Ph如op切 ， p. 17。 （参见詹姆斯· 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一18 世纪与 20 世纪的对

话》 ，徐向东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第61页。
－译者注）

@ Kan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CEWK, vol. Pract江al. PJ斗o

叩切， p. 18. (参见詹姆斯· 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一一 18 世纪与 20 世纪的对话》 ， 徐

向东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 第62页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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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
”

更小的组织觅最后 ， 尽管讲得不够明确 ， 但他似乎相当清楚

地将相关的公众和极广意义上的
“

学者" (Gelehrten)等同起来 ， 后者包

括在他的启蒙文章中出现的军官 、牧师和税吏。

不过 ，这种答案的令人困惑的多样性看上去相互矛盾 ， 可能这种

矛盾并不是那么地具有危害性 ， 而仅是一个表面问题。因为， 当他在

特定语境中将整个世界视为公众时 ， 这应在它的否定意义上加以理 372

解：依据任何客观特征 ， 他们的社会地位 、 公民资格或社会性别 ， 没有

人能够和应该被排除于潜在的公众范围 ，因此没有人能够和应该从根

本上被否定掉自主使用自己理性的能力。作为一种要求 ， 这寓千理性

的特有本性中 ，因而也寓千人类的特有本性中一一在这方面的任何限

制都会与平等的人类尊严这一准则相抵触。 然而 ， 这与如下这个问题

并不一样：目前 ， 谁实际上构成了自主的公众 ，在那些尚未启蒙的时

代 ， 哪个是启蒙的时代？它的答案是：一方面是阅读世界 ， 另一方面是

学者 ， 如果考虑到康德是在特别广的意义上使用后者的 ，那么二者可

以很好地表明二者事实上是一回事。 因而 ， 只要人们不带同情去阅读

他的文章 ， 那么无论公众在康德那里表现为什么 ， 其中都不存在矛盾

或混淆。

这种稍带诡辩的解释可能很是令人信服 ， 如果不是因为如下事

实在他的其他一些作品中 ， 康德似乎回答了
“

书
”

（在他预期的意义

上）的实际公众这个问题 ， 回答的方式与刚刚描绘的与人为善的立场

不协调。比如 ， 他反复表述女性作为读者这种观念。当然 ， 康德毫无

保留地将阅读世界的一般外延视为文化进步的一种重要的且必要的

构成部分 ，视为启蒙的前提条件。而且他很了解 ， 女性代表了当时阅

读世界很重要的一部分。同样 ， 严格说来 ， 自主使用自己理性的要求

CD 1800年前后 ， 整个德因人口只有25%的人可以被视为潜在的读者 ， 比如 ， 实践中真

正有文化的人。有部分人一方面经常读一些除圣经之外的出版物 ， 另一方面经常读一些历

书和通俗读物 ．这些人仅仅占10%。 参见R. Schenda, Volk o加e Buch, MUnchen, dtv, 1977, 

pp. 444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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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普遍性 ， 指导着每一个（成年）人。 之所以不能满足要求 ， 最后总

是因为相关个人的道德缺陷。 然而， 他同时将一般女性视为本质

上一在人类学的基础上一一 不能成为（在他所预期的意义上）自主

公众的一部分。 而且 ， 人们应该补充 ，在这种不一致中他明显是一致

的：早在 1764 年 ， 他就在 《论优美感和崇高感》 (Obseroa勋ns on the 

Feeli几g of the Beautiful and Sublime) 中表述过这种观点 ， 而且三十年

后 ，他又在《实用人类学》 (1798) 中未做根本修改重复了这种观点 ， 即

使他的基本哲学取向已有了根本的变化。＠

373 女性的主要自然目的是类的保存 ， 与之相关的疼痛和危险制造女

人感情的恐惧和胆怯 ， 因此女人是依赖性的存在 ， 需要男人的保护。

这从根本上决定她们认知兴趣的方向。 因为 ， 当对于两性理解的潜在

范围是一致的 ， ＂关于女人的伟大科学的内容毋宁说是人类 ， 而且是人

类中的男人。 她的哲学智慧不是理性而是感觉"®。 因此 ， 女人的教

育应该主要面向实践事务。 事实上 ， 辛苦的学习和抽象思辨的思考不

仅不适于女人 ，而且实际上会 ” 毁掉适于她们性别的优点
”

矶而且，

康德讥讽“ 有学问的
“
女人 ，她们所要求的深刻的且独创的思考恰恰是

她们所缺乏的魅力的糟糕替代品。 “至于有学间的女人， 那么她们需

要书籍就像需要表一样。 她们带着表是为了让人看见她们有一块表 ，

通常不管这表停了没有 ， 或是走得准不准时。飞）

再次 ， 康德晚期的著作《学科之争》 (1798) 明确地而且从根本上

限定了作为观念真正载体的书的预期公众和现实公众。 事实上 ，在这

＠ 关于他对女人的看法特别参见： CEWK, volume Amhropolo盯from a P� 叱皿业Poim
。if View , CEWK , vol. Anthr。四妞:-,-, History and Educ叫on, 2007 , pp. 4 0 -5 I and 399奶7。

® Antliro四logyfrom a Pra即血i.c Point of View, CEWK, vol. Anthropolo幻，
H叩ry a叫

Education, 2007, p. 42. 

@ Anthro印logy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 CEWK., vol. Anthropology, History and 

Education, 2007 , p. 41. 

@ Anthropolo盯from a Pragmatic PoinL of View, CEWK, vol. Anthr;。应logy, H垃ory a叫

Educa如n , 2007 , p. 404. (参见康德：《实用人类学》 ，邓晓芒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

第 239 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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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著作中 ， 康德是在这个词狭隘的 、严格的意义上来论述学者这种预

期的公众及其活动的：大学不同院系的成员， 特别是哲学家。 哲学的

真正功能是
＂

真理的公开呈现 "<D,对观念真理性的自由讨论。 高等学

科 ——神学 、 法学 和医学一的 成 员是
＂

学问的业务员或技师

(Geschaftsleute oder Werkkundige der Gelehrsamkeit) "® —他们处于政

府的严格控制之下 ， 是政府的工具。 他们向人民直接宣讲 ， 或至少向

某些特殊的作为市民共同体的协会组织直接宜讲 ， 以保证政府的持续

影响－他们的书仅是服务千这种目的的教学工具 。
© 他们的行动体 374

现了这样的东西 ， 康德在启蒙文章中自相矛盾地－�或正如有些人指

出的 ， 颠覆性地 称之为理性的私人利用。

当然 ， 除了他们的官方地位和功能 ， 这些同样作为共同体市民的

人们有权利（而且最终的道德义务）大声疾呼 ， 他们的理性应不受妨碍

并是自由的 ， 应自主地 、公开地使用 ， 而且没有这个过程 ， 启蒙的进步

丝亳是不可能的 。 然而 ， 对千哲学家来说 ， 这不仅是一种普遍有效权

利（或至少是应该成为这种权利的东西）的运用 ， 它是他们的专业义务

和功能一对（实践的和理论的）观念的真理性进行审查和讨论。 作

为一个哲学家 ， 如要对得起这个名号 ， 就意味着向公众呼吁公开地使

用理性。

不过 ，向谁呼吁 谁是它的预期的和现实的公众？对于这个问

Q) Kant, The Confl比t of the Facult也 ， trans. M. J. Gregor and R. Anchor, CEWK: volume

Reli驴on and Ratio皿l Theology, trans. A Wood and G. Di Giovann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60. (参见《康德著作全寀》第7卷 ， 李秋零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第28页 。 －译者注）

(ID Kant, T. 加Co,ifl比t of the Fa叫如 ， trans. M. J. Gregor and R. Anchor, CE吓， volume

Religion and Rational Theolo盯， trans. A Wood and G. Di Giovann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48. (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 ， 李秋零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第14页 。 －译者注）
＠ 参见Kant, The Confi比t of the F acult比s, trans. M. J. Gregor and R. Anchor, CE吓�,

volume Religion a叫Ra勋nal Theo� 盯, trans. A Wood and G. Di Giovanni, Cambridge, Univer蛐

sity Press, 1996, pp. 248-250 。 （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 ，李秋零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7年版 ，第18 -20页。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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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学科之争》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它不是面向一般的市民社会

成员 ，而是
＂

学术共同体" (learned society) , 主要包括
＂

高级
＂

学科的成

员 ，但也包括其他一些文人可能还有业余爱好者。 完全明确的是：它

不是指向一般意义上的公众 ， 指向
“ 民众"(das Volk) 。 因为 ，一般所讲

的人民是没有能力进行理性思考的 ， 他们是白痴 (ldioten)<D"· · · …民众

自然是最拥护他们最没有必要自已费力和动用其自己的理性 、 又能最

好地使义务与偏好相容的东西……"®他们不会阅读 ， 而且无论如何

不会理解哲学家的著作 ， 这种理性公开的演讲。 至少就当前状况来

看 ， 独立思考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成了一项不仅无法完成而且无法

理解的任务 ， 那么这种启蒙事业还留下了什么？

康德就这个问题给出了一种回答， 这种回答在某种程度上一从

我们当代的视角来看—— 可能是最令人沮丧的。 因为， 在他晚期的一
375 些著作中 ， 他明确表明 ， 关于理性自主使用的声音所面对的真正的和

最终的受众与公众就是政权 、政府。 他在《学科之争》(The Confl比t of 

the Faculties) 中写道 ， 哲学家的声音
”

并不是亲近地对人民发出的（作

为人民 ， 他们很少注意或者根本不注意此事和哲学家的著作） ， 而是恭

敬地对国家发出的..…. "究这种观念在他的文章《永久和平论》

(1795) 中得到更为清晰的和更为肯定的阐述。 在那里 ， 康德将公众使

用理性（对哲学家而言的理性）的自由视为一种便利的策略 ， 它允许政

(1) Kant, 加 Conflict of the F acult归 ， trans. M. J. Gregor and R. Anchor, CEWK. volume

Rel(驴on and. Rat如wl Tlieology, trans. A Wood B11d C. Di Ciov叨ni, C8111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48. (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 7 卷 ， 李秋零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杜 2007

年版 ，第 15 贞。 －—译者注）
® K血 ， The Confi比t of the Fae叫ties, trans. M. J. Gregor and R. Anchor, CEWK, volume

R必gion and Rational Theo/.ogy. tnu1s. A Wood and G. Di Ciov印m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58. (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 7 卷 ． 李秋零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27 页。
一一 译者注）

@ Kant, The Conflict of the F心ulties, Lruns. M. J. Gregor and R. Anchor, CEWK, volume

Religion and R心onal Theology, trans. A Wood and G. Di Giovanni, Camhridge,Unive卤ty Press, 

1996, p.305. (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 7 卷 ， 李秋零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

第86页。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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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从它们之中寻求关于政策的
”

指导
＂

， 而通过承认在它的
“

最伟大的

智慧
“

下 ，它仍需一 些它的臣民的建议这一事实 ， 而它的尊严和声誉并

未被降低。 因为这些作品于大部分公众来说无论如何是索然无味的 ，

它们永远不会被怀疑为扩大的政治宣传， 但宜布它们的真正的 、最终

的利害关系能于政府有益 。＠

康德关于启蒙理性的声音所面向的现实的和／或预期的公众的观

念是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 对我来说， 试图将这些观念调和起来似乎

是一项几乎不可能的工作。 而且 ， 康德相信启蒙不可阻挡地（尽管是

缓慢地）前进并最终会胜利 ，这对于康德的坚定信念来说似乎是一 个

相当致命的结论。 因为 ， 如前所见，这必然与这种假设相关：这里存在

曾不断壮大的 、至少潜在地能
“

启蒙自己
＂

的公众－�这种假设不仅简

单地出于实用政治的考虑 ， 而且有机地植根于康德的理性
“

交流
＂

的观

念。 在以一种基本一致的方式描述谁构成了这种公众时所表现出来

的无能为力似乎使这种启蒙事业成为不连贯的 ， 只是一个
“

空洞的梦
相”
,巳J、 O

不过 ，这可能是一 个太过轻率的结论。 首先 ， 如上所述的这 些不

同观点出自康德在十四年之中所出版的不同作品 。 而且这是一个特

别的十四年 。 不仅康德的观点在变 ， 而且他周围的世界也在变。
一方

面 ， 重要的政治变动既出现在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二世 (Friedrich 376 

II 严的逝世 ， 弗里德里希· 威廉二世 (Friedrich Wilhelm II 严统治下

保守的 、 强烈的反启蒙浪潮］ ， 而且也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法国大革命 ，

雅各宾派的恐怖 ， 拿破仑的出现） 。 另一方面 ， 在当时德国的环境和文

化氛围中出现了一种重要的变化 ， 即虽然缓慢但更有影响的浪漫主义

的出现。 所有这些都深刻影 响着半公开组织［阅读小组

＠ 参照Kai·11, Towa订I Pe叩tual Peace, CEWK, vol. Practical, Philosophy, pp. 337 -338。

＠ 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l , J 712一1786),普旮士国王 ， 著名统帅 ， 史称胖特烈大

帝。－ 译者注
＠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Friedri('h Wilhelm ll, 1744一）797), 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

国王。－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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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gesellschafien)共济会的集会等等］的活动 ， 这种组织是启蒙的主

要的组织承担者 。 关于作为启蒙的潜在公众以及它的前景出现的与

实践相关的问题 ，康德观点中所发生的变化只能是这些变化的反映和

回应。

另 一方面 ，人们不得考虑 ，如上所述的不同观点在他体系外的 、流

行的
“

随笔性
＂

文章中得到了表述。 这些文章的特点（而且常常已经

是相对简洁了）排除了澄清不同观点 从常常是在一部而且是同一

部作品中的观点出发 ， ＂公众
”

问题都能被提出来并加以解决—一在严

格的概念层面上区别的可能性。 道德考虑不允许康德根据一些客观

特征——他们的经济地位 、社会立场或性别一一否定任何人自主使用

自己理性的能力 ， 因此道德考虑便与他对当时能充分产生共鸣的书籍

（他是在特别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的）读者的范围所做的现实判断

纠缠在一起。 他自己的书的预期公众的所指是随意的 、 变化的 ， 如果

没有严格区别这些观点 从理论上说 ， 这些观点根植于长远的 、 历

史的期望（或希望） ，期望一般的合格公众在未来得到发展 。

考虑到所有一切具有的混乱的复杂性 ，我们可能不得不改变提问

＂公众
＂

的方式 ， 这种公众对于整个康德的启蒙计划来说如此的重要。

不是去整理和比较他在不同时期关于这个问题的直接论述 ，我们应该

问：我们是否能在他宽泛地构想的实践哲学的语境中重建（当然 ， 以一

种非独断的方式）一种相对稳定的和原则性的导向 ， 这种导向将为他

的启蒙自己的公众是（至少是潜在地）存在的这种坚定信念提供基础。

377 要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有助千更好地理解康德的启蒙概念自身

的复杂性以及启蒙概念的内在张力） ，我们不得不返回到曾离开的那

个要点上：作为
“

纯粹理智关系
＂

的货币和书之间的类似。

这两个被如此构想的概念具有规范的有效性 ， 而且它们本身构成

了两种相似的实践规范的基础：贸易自由(the freedom of the trade)和

写作自由(Lhe freedom of the pen)。 并且至少在他晚期著作的某些地

方 ， 康德明确做了类比。 在《学科之争》的一个脚注中 ， 他写到 ，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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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臣召集一些最显赫的商人 ， 向他们征求如何使贸易好转的建

议：就好像他善于在这中间选出最好的建议似的。 在这个人建议这、

那个人建议那之后 ，

一位一直沉默的老商人说：修好路 ， 铸好钱 ， 颁布

最便利的交易法 ， 等等 ，但除此之外
＇

让我们自已干
＇

！如果政府就它

要给学者们一般规定的那些学说来咨询哲学学科 ， 哲学学科可能给出

的回答大概就会是：只要不阻碍洞识和科学的进步
”

觅

然而 ，这两种自由及其载体之间的关系远不只是相似的关系。 康

德设想历史在缓慢进步 ，如果据此构想它们的（仍未完全）实现 ， 那么

它们之间是一个相互补充的关系。 因为 ， 只有图书出版和分配这种自

由的
“

贸易的精神
＂

的扩展才能保证 ，作为观念交流手段的书籍现实地

完成它的伟大的交流功能。 商业出版者或许只是作者和公众之间的

中介 ，但恰是由于他的活动这种关系才能真正是牢固的。 因为 ， 只有

通过使书仅成为商品 ，原则上为所有人可用 ，它装点声誉和享乐的功

能才会不存在 ，在这种清况下它只在（作为当事人的）地位较低的作者

和（作为它的真正的预期受众）高级顾客之间起中介作用 。 “书
“

是它

的贸易化的直接产物：道德周刊(moral weeklies)和杂志(journals)。

没有什么比“ 书
”

（在广义上 ， 康德意义上的）这种新形式的发明能更

好地说明这种关系了。 事实上，在它们系列的较高端上 ， 也即最复杂

端上 ，它们的产物和受物都直接体现了一在它们相当有限的范围和 378

力所能及的限度之内—— 启蒙的现实运作。 因为 ，

一方面 ， 与他们的

出版物广泛联系着的松散组织起来的学术共同体和独立的思想家（大

部分是高级官员）会定期就一般的问题与观点展开自由的和广泛的讨

论 ，特别是就推动启蒙进步的真正目的和最好策略进行讨论 。 （关千

这样一个
“

有学问的社会
＂

的一 个典型的例子是
＂

柏林星期三学会"'

(D Kant , The Co,iflict'-! 户he Faculties, trans. M. J. Gregor c1nd R. Anchor, CEWK, volume 

Relig如n a,ui R叫0吨l Theo� 幻', trans. A Wood arid G. Di Giovanni, Cambridge, Univers灼

Press, 1996, p.249. (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 ， 李秋零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第15 页。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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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自已有非官方的报刊《柏林月刊》 o )另一方面 ， 这些出版物的每个

话题常定期被城镇上它们的经常性读者组成的部分正式部分非正式

的组织拿来讨论 ，他们在某个成员的家中或某些公共场合聚会讨论。

因而 ，贸易自由 ，在这个关于图书贸易的特殊实例中 ，能够而且可

以直接为启蒙之目的服务。 当然 ， 只有当贸易（与那种法权原则相悖）

的非法管制一通常指封建特权和行会特权 ， 特别指图书贸易的专制

条例和检查制度法案一被撤销以及相应地文化缓慢进步的时候才

会是如此。 而且 ， 只要哪里有图书贸易 ， 那么这两种重要的规范性原

则 ， 即写作自由和贸易自由 ， 就不仅仅是相互补充一它们相统一。

从而 ， 商业自由有效服务千启蒙之目的。 当然 ， 只有发行和分配

的书找到适当的读者群 ， 它才会是如此 ， 这个读者群作为接受者不仅

在形式上是识字之人 ，而且至少在原则上能够独立思考。 这样 ， 我们

返回到基本问题：康德假设他那个时代的德国（至少潜在地）存在这样

的公众 ，康德是在什么基础上做出这种假设的？并且谁确实或能够构

成这类公众？如前所述 ，在康德的著作中这个问题并无前后一致的答

案。 不过 ，我们可能会在他的政治哲学 ， 更具体是在他的共和主义

(republicanism)思想中至少发现一点暗示 ， 提示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可能是一致的和非独断的。

康德来说 ，共和国家的和平的 、 世界性联盟代表着文化－文明

(cultural-civilisatory)在它广泛的 、 超越个人意义上的进步的理想目

标。 共和体制的基本原则是一个开明政体明显所具有的：作为个人的
379 社会成员的自由 ，作为臣民的他们 对唯一的 、 共同的法制的依赖以及

他们作为国家公民的平等应这些原则
＂

通过理性先天地从人们在一

＠ 参照 Kant, Toward Perpetual Peace, CEWK, vol. Practical Pl,i如ophy, p. 322. (参见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 何兆武译， 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 ， 第 105 - 106 页。 一 一译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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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公共法律之下的法权结合的理想中得出"CD。 它 们具有规范有效

性 ， 而且它们的不断趋向自身实现的运行是我们所有人的道德责任。©

同时 ，它是唯一的法律政治系统 ，是真正永恒的和待久的一免遭从

革命剧变的危险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软弱的危险 ， 这种软弱很容易使

它成为别的敌对国家征服的对象。

共和体制最根本的构成特征是对这三种 国家权力的严格分

离—— 司法权 、立法权和行政权。 康德特别强调后两者的分离 ， 他是

如此地强调以至于在某些地方他简单地将作为政治原则的共和主义

与这种分离混同起来。＠ 因为， “ 立法权只能归千人民的联合意志"

“只有所有人的一致的和联合的意志 ， 就每个人关于所有人 ， 并且所有

人关于每个人决定同样的事情而言 ， 因而只有普遍联合起来的人民意

志 ， 才能是立法的。 飞） （卢梭的普遍意志的康德版本）。 当然 ， 在实践

中 ，人民只有通过他们自由选择的代表才能行使这种权力(authority) 。

不过 ，行政权不能属于人民本身 ， 因为这将严格违背权力的必然分离：

古老传统意义上的民主会导致最坏的暴政。

但是， 尽管只有表达了一个国家中所有人民的共同意志的法律才

具有 真正的有效性 ，但
”

所有在现行公共法律之下乃是自由与平等的

．

 

(D I. Kant,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trans. M. J. Gregor, Tn The Cambridge Eduion of 

the Wor妇ofImmanuel Kant in Tramla勋n (in小e following: CEWK) , vol. Practical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_niversity Press, 1996, p. 491 。 （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 6 卷 ，李秋零

主编 ， 中同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366 页。 －译者注）

＠ 参照 I. Kant,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I.rans. M. J. Gregor, In 兀e Cambridge Edit血

of the Works of Immanuel Kant in Tra几slation (in止e following: CEWK), vol. Practical Phi如o

phy, Can如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 996, p. 491 。 （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 6 卷 ， 李

秋零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笫 365 页 。 －�译者注）

＠ 例如Kant, Toward Perpetual Peace, CEWK, vol. Prac砒al Philosophy, p. 324。 （参见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 何兆武译， 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 ， 第 108 页 。 一一译者注）

@) I. Kant, The Metaphys匹of Morals, trans. M. J. Gregor, In The Ca呻ridge Edi血。f

the Works of Im皿inuel Ka心in Tra1z.slat加(in the following: CEWK), vol. Practical Philosop切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片ess, 1996 , p. 457. (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 6 卷 ， 李秋零

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324 页。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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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 ， 都可以认为是平等的 ，但就制订这种法律的权利而言 ， 却并不是

380 的
“

饥据此 ， 康德区分了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尽管他自已承认， “消

极的国家公民这一概念看起来与一般国家公民的解说相矛盾
＂

吩 。

参与（通过他们所选举的代表）制定法律假定了具有个体性的市民的

独立性 ， 而这种个体性只有私有财产（与它的数量无关）的所有权才能

保证。 只有财产所有者才被视为其自身的主人(su吵丘s) 。 因而 ， 任何

人 ， 要么是
＂

出于天然
”

（作为儿童或妇女）要么是出于社会状况（作为

家仆 、土地租用人、 雇工和工资劳工） ， “不能凭借自己的经营 、 而是不

得不受他人雇用（国家的雇用除外）喝）－—－而且这明显意味着所有市

民的绝大多数将不能参与法律的制定 ，尽管这些人应该表达每个人的

和所有人的共同意志。＠

． 

康德的这 些 观 点在他那个时代已受批判［比如 ， 哈曼和加夫

(Garve) J, 而且当代进行解释和批判的文献常常强调它们的保守性 ，

即使同法国和英格兰－苏格兰的启蒙代表的观点相比也是如此。 这

CD Kant, On the co而non saying: That may be com沁L in theory, bul it is of no use in 

practice, CEWK, vol. Pro.ct如l Philosophy, p. 294. (参见康德 ：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何兆武

译 ， 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第187页 。 － 译者注）
® I. Kant, The Me比phy.�ics c,J Mor心 ， 血ns. M. J. Gregor, In Th.e Camhr讥'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Immanuel Kant in Translation (in the foUowing: CEWK), vol. Pract比al Ph心sophy,

Camb百d 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458. (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 ， 李秋零

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325页 。 －译者注）
@ I. Kant, The Metaphy.fics of Moral.s. trans. M. J. Gregor, In The Camb呻e Edit血 of

心Works of lmman叫Kant in Translation (in the foUowing: CEWK) , vol. Pract沁il Philasophy. 

Camb门d ge, Cambridge Unive飞ity Press, 1996 , p. 458. (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 ， 李秋零

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325页 。一—译者注）
＠ 关千将工资劳工从积极市民中排除出去 ，人们应该表明 ， 康德在哥尼斯堡仅仅是通

过一些描述来了解工厂的社会经济制度的。 因而 ，他倾向于将资本家所有者和工资劳动之
间的关系等同为家长和家仆之间的关系 。 一般来说 ，尽管他熟悉和钦佩亚当．斯密的著作 ．

但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仍受亚里士多德的“ 大家庭
“

理论的影响 ， 即国家 (o扣s) 一这是
他的相关观点缺乏明晰性和相对缺乏连贯性的原因之一。 不过 ， 他自已知道这种闲难：＂我
也承认 ，要规定一个人可以提出自已成为自己的主人这种要求的地位 ， 那多少是有些困难
的。 " [ Kan1, On the common saying: That 叩y be correct in由eory, but it is of no use in practice, 

CEWK, vol. Practical Philosophy. p. 294. (参见康德 ：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何兆武译 ， 商务印

书馆1990年版 ，第188页。
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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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是完全正当和有效的评论 ， 但并无特别教益。 即使伟大的思想家也

是他们时代的儿童＂ 他们的观点不仅受一般历史时代的影响 ，而

且受他们生活的具体社会空间的影响 ， 这些因素共同决定着他们的总

是被每个人那时所共享的成见所过滤的经验。 这些成见似乎是同时

代最直截了当的真实的和不容置疑的经验归纳。暂不审视康德做出 381

如上排除的原因（和更一般的基础） ，似乎更值得追问的是：康德假设 ，

由于私人所有者具有被社会地位和活动所塑造的个体性 ， 他们能作为

共同立法者一在所需要的意义上 ， 即作为表达所有人的普遍意志的

法律的制定者一 来行动或至少潜在地行动 ， 那么康德肯定地做此假

设的基础是什么？

这是康德所做出的相当奇怪的言论。 私人所有权能引发激情 ， 即

无限累计的狂热(Sucht)——一种无法治愈的和极其卑劣的（而且也

是邪恶的）心灵疾病应但即使忽略这些极端情况 ， 问题仍然存在。

因为严格说来 ， 只要私人所有权不仅是寄生地用千纯粹享乐（因而最

终是浪费） ，而且还用千有益的社会目标 ， 它就会导致所有者之间的冲

突。因为 ，在参与同类活动的所有者／生产者之间必然存在着竞争关

系。 他们精打细算出来的自我利益相互冲突。什么才能保证赋予这

种内在分离的市民阶级以立法权力不会导致一种无政府状态的不稳

定 ， 结果是利己主义的无尽战争一一才能保证他们自己能超越他们狭

隘地坚持的利己主义的个人利益？

无疑 ，如果他们被启蒙了 ， 他们能够而且会这么做。因为 ， 启蒙意

味着独立思考 ， 但需从一个
“ 扩大的“

、 一般的立场来看。在法律政治

领域 ，这意味着这样一种能力：不受暂时的和不可靠的个人所获支配 ，

而能从公益的角度进行思考 ， 公益就是每个人和所有人的处境与机会

的改善。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的私人所有者是否能被启蒙？如

此表述是因为这显然是一个荒谬的问题。原则上说来 ， 每个作为（有

(i) 参照 A11thropolo盯from a Prag皿1tic Point of View, CEWK , vol. Anthropolo盯， Histo叮

and Educatfon, 2007, §80-85 , pp. 36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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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理性存在的人都可被启蒙。 真正的问题是：这个社会群体的成

员是否能在此时此地被启蒙？在一个尚未被启蒙却是启蒙时代的时

代， 他们是否特别倾向于使这可能和实现？并且， 私人所有者难道不

只是大众——作为人民(Volk), 他们按其本性倾向于坚持最少费其理

382 性的观点和学说 ，倾向于只是跟随 ， 每当自我启蒙可能时 ， 他们的未经

考虑的倾向使他们对之充耳不闻——的一部分吗？

在关千共和国家的法律政治秩序的理想中 ， 康德对积极公民和消

极公民做了区分 ， 当然 ， 正是这种区分暗含着对这个问题的否定答案。

私人所有者能成为共同立法者 ， 严格来说是因为他们能系统阐述并代

表所有人的普遍意志 。 如果说只有当他们被启蒙这才是可能的 ，那么

他必须同样地假设 ： 他们特别倾向于一区别千普通人民(Volk)——

此时此刻被启蒙 ， 因为这是一个启蒙的时代。 康德想必已假定 ， 正是

这个特别的群体构成了适合的 、 易生共鸣而且可以信赖的、已然存在

且一直增长的启蒙大众 ， 尽管他从未明确阐明它。

较少哲学意味的德国启蒙代表则径直表述了这种观念。 弗里德

里希·格迪克(Friedrich Gedike)写道 ： ＂关键点在于 ， 启蒙必须以中产

阶级(M诅elstand)作为它的实际起点 ， 因为他们是国家的核心；启蒙的

光芒只是从这里逐渐散向两端——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 "CD在其他

人中 ， 同样的明确断言亦被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他的1797年的

关于乔治· 福斯特论文中 ， 称中产阶级为
“

国家最健康的部分")和主

张被启蒙 ， 即成为社会的 (offentlichkeitsfahig)能力是第三等级的明确

特征的加夫表述过。＠ 而且在那个时代 ， 这似乎是一种经验上有效的

概括。 在 18世纪的 德国， 它恰是城镇中占有资产的居民

(i) 转引自 J. B. Knudsen的论文On the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mmon Man, ln vol. What 

is Enl屯htenment? E屯hteenlh-Cenl1try A心匹rs and Twentietlr-Ce,uury'Q归血ns, ed. J. Schmid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P, 1996, p. 273 

＠ 参照 J. B. Knudsen, On the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mmon Man, ln vol. What is 

Enlightenment? Eighteenth-C如1叮A心匹rs 仰d Twen也扯Cent山y Questions, ed. J. Schmidt, 

Berkeley ar1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P, 1996, p. 2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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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itzbUrger) , 他们日益成为不断扩大的世俗文学的主要消费者和阅

读者。

然而 ， 康德没有把启蒙的进步
”

几乎不可避免
”

这种牢固的信念

（它假定更多的公众 ， 他们在 实践中能理解依循它的观念）建立在这种

经验观察和经验概括基础之上。 如上所述 ， 他没有明确说明， 正是私 383

人所有者这个社会群体事实上构成了这种公众。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

这一点只是在他对启蒙利益（写作及其自由的利益）和商业利益（货

币和贸易自由的利益）之间的互补关系做评论时才显示出来。 这种通

常只是隐晦的确信最清楚地显示在论文《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

史观念》中 。 ”当人们禁止公民以其自己所愿意的 、而又与别人的自由

可以共存的各种方式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时 ， 人们也就妨碍了一般事业

的生命力 ， 从而也就妨碍了整体的力最。 因此 ， 对个人行为的限制就

日益为人所摒弃 ， 普遍的宗教自由就日益为人所容忍；千是便夹杂着

幻念和空想而逐步出现了启蒙运动这样一件大好事... …叽）而且他很

快就澄清 ， 这种启蒙首先出现在积极和批判地思考的公民当中 ，而且

只有在那时启蒙才能
“

一步步地上升到王座上来 ， 并且甚至于会对他

们的政体原则发生影响
＂

霓

更重要的是 ，这种（极其罕见的）相对直接的表述表明 ， 商业和启

蒙之间的紧密关 系是康德 对这种特 别的社会群 体一—私人所有

者一—特征的概念化描述 ， 它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能够而且确实构成了

启蒙的适当公众。 不过 ， 为此我们首先必须澄清 ， 康德所说的这种社

会群体实际上意指谁。 在这个问题上 ， 人们首先必须特别注意康德观

CD Kant, Idea for a Uni>-en,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Aim, CEIVK, v(ll. A11thro四log)',
H凶ory and Education , 2007 , p. I 17. (参见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 何兆武译 ， 商务印书

馆1990 年版 ，第 17 页 。 － 译者注）

® Kant,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u Cosmopolitan Aim, CEWK, vol. An.thr� 四lo幻',

Hisu,ry and Ed匹uion, 2007 , p. J 17. (参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 何兆武译 ， 商务印书

馆1990 年版 ， 第 17 贞。 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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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所具有的激进的和明显的反封建特征。<D "既然出生并不是被生出

来的人的一 种行为 ， 因而从其中就不能描引出来权利状态的任何不平
384 等和对强制法律的任何服从 ， 除了他作为是一个唯一至高无上立法权

力的臣民和所有其他的人所共有的那种而外 。 所以共同体的一个成

员作为同胞臣民 ， 对于另外一个就不能有生来的优先权 ， 而且也没有

人可以让自己的后代来世袭自已在共同体中所占有的地位上的优先
权... …也不可强行阻止别人凭自己的贡献去取得更高的级别······"®

" ...... 一种世袭的贵族就是一个先行于功德， 甚至使人亳无理由

对功德抱有希望的等级 ， 因此是一个没有任何现实性的思想物"'"一

种毫无根据的特权”究并且农奴制(Leibeigenschafi)使一个人成为他

人的财产 ， 将他或她仅视为可供摆布的客体 ， 它代表着对每个理性存

在着的人所固有尊严的彻底的否认—— 它不仅是一种毫无根据的 ，而

且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和该受谴责的社会制度。＠

只有当全部封建束缚被消除了 ，而且每一个公民都有法律保护的

＠ 通过他的” 改良主义
”

思想而阐明的本质上激进的观点具有直接的政治敏锐性和相
关性 ，但是可康德而言经常发生的事情是 ， 他几乎很快地冲淡这种政治敏锐性和政治相关
性。 因为他主张， 国家能够而且应该以此来对付根本上非法的特权的理性方法是 ， 让它们继
续 ，但是并不给予新的特权而且并不坟满这个位置的空缺 ， 直到它们慢慢悄失 。 参照Kant,
T如Metaphys妇 of Morals, trans. M. J. Gregor, In 加Can如d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fmman叫Kant in Trans如如(in the following: CEWK), vol. PraCl如l Philosop切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71。 （参见《康饱著作全集》第6卷 ， 李秋零主编 ， 中困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341页 。 一一译者注）

@ Kant, On the common saying: That may be correct in Lheo叮， but it is of no use in 

practice, CEWK, vol. Practical Philosophy, p. 293. (参见康稳 ：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何兆武

译 ，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第185页。 一一译者注）
@ I. Kant,'I', 如Metaph详C.!of�for心 ， trans. M. J. Gregor, In T. 如Cambridge Edition of 

如Works of Im皿znuel Kant in T� 吓.slarion (in the following: CEWK), vol. Pr也比al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叩ity Press, 1996, p. 47l. (参见＜康彴著作全集》第6卷 ， 李秋零

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341 页 。 －译者注）
@ I. Kant, T, 加Metaphys妇ofMoraLs, 叩ns. M. J. Gregor, In Ti厄Ca呻ru:lge Editio几 of

the Works of Im呻nuel Kant in Tran.slat加(in the folio叭ng: CEWK), vol. Prac瓜al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 996, p. 471-472. (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 ，李秋

零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341 -342贞。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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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来通过正当手段获得财产并按他的意志处理财产时， 社会经济的

不平等才能合法， 不管这种不平等可能有多大。 因为这时， 它们最终

依赖于每个公民的才干 、 勤奋和幸运， 故而他们就会处千长久的流动

之中 ， 他们的地位便会是暂时的应同时， 康德关于什么确实构成了某

个国民的私有财产这个问题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清楚。 根据他

的观点， “任何技能、手艺或美术或科学都可以计算在内
＂
霓因此， 他

将所有的熟练的工匠 、艺术家和学者都视为私人所有者（因而是积极

公民） ， 他们独立于他们的现实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 在他人无权支

配他们劳动的情况下， 他们
＂

拥有
“

一些能作为商品和他人自由交换的

东西， 这些东西也是（他们单独支配的和）他们能转让的成果。© 因

而 ， 他们是他们
”

自己的主人
”

， 他们的安宁或依赖于
＂

幸运
＂

， 或依赖 385

千非个人的市场机制 ， 但不依赖千他人的意志。＠

这样， 康德所主张的成为
＂

自己的主人
＂

根本区别千亚里士多德的

”自我满足
＂

。 自我满足 —个单独的家庭或整个社会的自我满

足 必然谴责它的停滞笠为与确定的他人展开竞争的不确定的他

人生产， 这相当于规定了并且充分规定了人类理性的有限性 ， 即人的

＠ 参照Kant, On the common saying: T血l may be correct in tb.eory, but it is of no use in 
practice, CEWK, vol. Prac砒al Ph如sophy, p. 293。 （参见康德 ：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何兆武
译 ， 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第185页 。 -译者注）

� Kant, On the common saying: That may bc .correct in theory, but it is of no use in 
pra叩ce, CEWK, vol. Practical Ph必sophy, p. 295. (参见康德 ：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 何兆武
译 ， 商务印书馆1�90年版 ，第188页。

一 一译者注）
＠ 不过 ，康德的这种观点不容易和他关于（真正的）作者身份的观念词和起来。 因为 ，

一 本书（在特殊的意义上 ， 即在康稳对这个术语理解的意义上）的作者不是某些可转让对象
的生产者 。 他的T作是（通过语言符号中介）物质化他的演讲这种可转让的活动 ， 这种物质
化 ＂ 允许“ 某个第三者， 即作为他自己和公众之间的中介的出版者来宜传并让很多人都 ” 听
得到 ＂他的声音。

＠ 与他的观点所具有的反封建特征相一致 ， 同样地康德一方面拒斥存在于艺术家或
学者之间的恩庇侍从(client-patron)关系 ， 另一方面拒斥他们的贵族＂ 恩人＂

。

＠ 相应地 ，在康德看来 ，社会有组织地将其成员限定于这样一种生活和活动方式一�
狩猎者／采集者的社会和牧民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原则上不能发展。 可以说， 它们是历史的
死胡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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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社会的社会性。 而且 ， 它正是这些小商品生产者和企业家的兴

趣 如前所 述 ， 因为工厂的社会制度从本质上超出了康德的理

解一—它构成了和规定着商业精神 ， 这种商业精神犹如大的引擎 ， 推

动着历史渐进至它的目的：共和国家的和平联盟。

在康德的作品中 ， 对这种社会群体的特别积极的评价很早就有

了。在前批判时期的《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中 ， 他在论及他们时表现出

了一种不加掩饰的钦佩之情。 这些被自我利益所驱动的人们是
“

最勤

奋的、 最守秩序的和最谨慎的 ， 他们赋给了全体以支撑和稳固 ，从而他

们就无意之中成了对公众有利的 ， 这就创造了必要的所需并提供了基

础 ， 使得一些更美好的灵魂得以发扬美与和谐
＂

矶而且 ， 康德对他

们一区别于任何种类的大商业企业—一 的偏爱在晚期作品中又出

386 现了 ， 即使是含蓄的。 比如 ，在他的文章《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

可能是正确的 ， 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中有一段相当奇怪的话。 在

这里 ， 康德提出了一个问题 ， 这个问题本应一将守法条件下财富和

财产的巨大不 平等明确合法化一只是一个修辞学问题。 他没有回

答这个问题 ，但他的表述相当清楚地表明一种对这个问题的否定性回

答 ， 这种态度无疑受到了他对大商业企业所待的否定性态度的影响 。

在这里 ， 他就不可转让土地所有权这种封建特权的非法性提出了著名

的论点 ，但他转而追问（而他说他 实际上不想在此提出这个问题）：

“一个人得以占有比自己的双手所能耕种的更多的土地 ， 这在权利上

是怎样可能出现的…… ， 以及许多人本来是完全可以取得一块永久性

的土地占有的 ， 却为了要能维持生活竟沦于仅仅在为别人服役的地

步 ， 这又是怎样出现的?"®

(D Kant , Obse叩ions on the F eeli几g of tlie Beautiful a叫the Sublime, CEWK, vol. An1.hro

po如汀 ， H垃ory and Educat加 ， 2007, p. 39. (参见康德： 《论优美感和崇高感） ，何兆武译， 商务

印书馆2001年版 ， 第26 -27页。 －译者注）
® Kant, On the common saying: That may be correct in theory, but it is of no use in 

practice, CEWK, vol. Pract比al Philosop切 ， p. 295. (参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何兆武

译， 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 第188 -189页。
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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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这种对小商品生产者的偏爱并非基于康德个人的特质 。 他

肯定不会否定建基于财富积累基础之上的大私人企业可能使用他们

的收益服务于善的公共目的一扶待艺术和学术 、 慈善捐款 、 减少社

会紧张等等。 不过 ， 他感兴趣的不是这些机构可能的杜会效应 ， 而是

使他们工作的典型的社会行动者／主体的特征。

小商品生产者／企业家必须工作而且同时经营他的生意。 他不可

能丢下这些乏味的经营问题而成为某个高薪雇工。 他必须经常做出

自己的决定：在原料和工具的市场价格一 定的情况下 ， 应该买什么原

料和工具；如何利用它们来生产某种类型的商品；以什么价格将这种

商品提供给潜在的消费者？等等 。 他必须独立思考 ， 因为他是自己的

主人。但是他必须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独立思考： 一方面是竞争者 ， 另

一方面是潜在的消费者 。 而且他的判断和决定经常地 接受这些他

人 就他的决定 是否正确而言 ， 他们才 是真正的 、 自由 的仲裁

者一的反应的检验 。 作为一种社会类型(social type) , 小商品生产 387

者的功能接近于任何经验地被确定的社会组织 ，能满足三种自我启蒙

的三个重要准则 ， 至少在当时是如此。 它是启蒙的适当公众—一如果

启蒙之声确实能传达至他们那里的话 ， 如果写作自由和公开使用理性

的自由得到保证的话。 另一方面 ， 它是一个不断增长— —既在掀的方

面也在它的影响方面 的社会群体 ， 如果商业从限制性特权和专制

的规章制度中解放出来的话。 写作自由和商业自由这两种自由 ， 启蒙

利益和贸易利益相互补充并相互支撑 ， 而且正是这保证了它们同时

的 、 渐进的但最终是无法阻挡的胜利。

＊

这样 ， 康德对启蒙
＂

几乎不可避免
＂

的胜利的确信（如果假定了这

两种自由）不是一个美丽的梦想 ， 而仅仅是一个空洞的梦想。 只有假

定他的理论前提（如果上述的重建并不武断的话） ， 它才是牢固的和一

致的 。 不过 ， 正是他那篇清楚地表明这种 信念的论启蒙的文章恰好在

这个方面给人一种奇怪的印象。 情况不仅仅是 ，虽然康德强调性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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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关千启蒙公众的问题 ，但他未能就此问题给出任何 一致的答案
（而且他极其肯定地——哪怕是间接地 找到令人 信服的解决方
法 ， 如前所述 ， 这种解决方法源自千他的理论前提）。 因为 ， 这篇文
章一明确对启蒙渐进的但不可避免的胜利待乐观态度 始于一
则几乎令人绝望的评论 ，它的阴影仍在逗留 ， 主要是因为它没有弄明
白这种指责所指向的真正目标是什么 。

“绝大多数的人” 被指责为具有＂ 懒惰和怯恬” 这种应受谴责的道
德缺陷 ， 被指责为自我招致了一种无能 ， 即 “ 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
用自己的理智"<D。 他们乐于处于生命的“ 不成熟状态＂ 中 ， 未经批判
地追随他人的指导 ， 也就是“ 保护者 ＂ 的指导 。 因此 ， 只要有这样的大
多数人 ， 那么他们便会令人失望地对启蒙之声充耳不闻 。

388 这种指责的道德特征不是修辞学运用过度的结果 。 对康德来说 ，

启蒙不能被还原为知识在更广范闱的不断扩展。 它的口号－�要有
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一 —恰恰需要在思考方式上来一次真正的变
革 ， 而这必然包含着主体实践态度的转变。 当然 ， 使用自己理性的勇
气（考虑到康德的知识和真理的交流理论） 与唯我论的孤立地思考
（不顾他入的信念和思想）这种观念没有关系。 它需要经常对某人的
信念进行反思性的批判 ，这需要立足于一个包含了他人立场的普遍性
立场 。 正是这种与所有观念相关的批判性反思是他们一一你自己和
他人的一“独创性的“ 东西 ，这在使用自己的理性时用得着。 而且每
个成年人和正常人原则上都具有这种能力 ， 此能力先验地建基千理性
本身之上 ， 是理性的必要构成部分。 如果某个人没有使用它（当今的
大多数） ， 如果他们被动地允许("保护者")引导他们的思考 ，他们就
应受到（最终的道德的）谴责。

乍一看 ， 这一系列思想符合康德。 但它面临着严重的异议 ， 关于

＠也l,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l is Enlightenment, CEWK, vol. Practicat Philo

sophy, p.17. (参见府姆斯· 施密特 ：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一18 世纪与 20 世纪的对话》 ，徐

向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6J 页。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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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异议， 哈曼儿乎很快就进行了阐述觅对于那些其（今天的大多

数）生活和存在或者依赖于一般的人类学基础（女人） ， 或因为他们的

实际的社会状况（仆人 ， 日工和工资劳工）而相应地依赖于他人指导和

命令的个人来说 ， 一个人如何能谴责这些个人 ， 因为他没有勇气使用

他们的理性？在所有真正重要的事务中 ， 特别是在自主地决定他们活

动目的的事务中 ， 他们不具备现实地运用他们自已判断的可能性。 在

道德层面 ， 康德因他们受骗而谴责受骗者 ， 并赦免那些真正对这种状

况负责的人。 批判性反思很可能� 是一种

抽象地被给予的人类理性潜力 ， 但是对于它的规则性／习惯性的运用

来说 ， 适当的生活条件必须具备�而且对于人类的大多数而言 ， 它

们在今天巳然不在。

但是 ，很可能康德自己因为这种公开其文章的广泛道德指责而心

神不宁。 不成熟和成熟根本说来是法律概念 ， 而且在这方面康德将成 389

熟界定为以自己的活动维持自身 、成为自己主人的能力 。© 因此 ， 很可

能他的失望主要和这些人有关 ， 他们——是他们自己的主人一在这

种法律的意义上是完全成熟的 ， 但他们仍舒服地停留在未成年人阶

段 ， 在他们的思考和行动上无批判地跟随着他人的指导。 因此 ， 这种

指责实际上表达了他对所设想的启蒙公众的失望 。

论启蒙的文章并未真正澄清这个问题 ， 而在某种意义上离题了。

因为几乎很快 ， 起初被描述为一种自我招致的无能作为他人 那些

（坏的／错的）保护者 有意识活动的预期结果而出现。 正是保护者

“首先使自已驯养的牲口变得愚蠢 ， 并且小心地避免这些温驯的畜生

＠ 特别参见哈曼致克里斯蒂安．雅科布·克劳斯的信(1784) 。

＠ 参照 I. Kant, TheMetaphys妇ofMorabs, trans. M. J. Gregor, In Ti加Ca呻ridge Edit如

of 如Works of lmman叫K叩 in Tr; 血s如如(in the foUowing: CEWK), vol. Pr吵沁zl Philoso

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30 , p. 431 . (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 6

卷 ， 李秋零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 笫 293 页。
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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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竟敢冒险从拴住它们的缰绳中迈出一步……＂饥正是他们将公

众置于束缚之下 ，向公众植入偏见。©

不过 ， 这种新的指责在某些方面仍是含混不清的， 因为指责的对

象 ， 也即保护者的观念仍是不清楚的和模糊的。 当然 ， 它也是一个法

律概念。 保护者指这样一种人 ， 他在法律上有资格作为他人的代表

来行动或命令他人行动 ， 而这些他人不论出千何种理由都被认为不

能凭借他的／她的力盎做出理性的 、 恰当的决定（法律意义上的
“

不成

熟
＂

） 。

当然这是康德使用这个概念的主要含义 。 他指明 ， 这里肯定有保

护权力的完全合法的使用 ， 它们不是阻碍而是现实地促进了启蒙运

动。 军官命令一群士兵 ， 收税官向市民索取一种特殊的款项 ， 牧师在

一撮信众面前陈述信条 ， 这些都应在法律上期待亳无争辩的顺从。 在

所有这些事务中 ， 他们没有代表他们自已 ， 而是作为一个特殊办公室／

机构的公务员 ， 而这些机构不可阻挡的作用是实现每个人的利益 ， 整

390 个联邦的利益。 康德
＂

颠覆性地
”

称之为理性的私人使用 。 而且 ， 对他

来说 ， 既然国家的稳定性和它的主要机构是启蒙进步的前提条件 ， 那

么这种基于消极顺从的虚假的全体一致便完全与它的目标相吻

合一如果同一个官员能在他的公务之外作为一个
“

学者
”

自由地、批

判地讨论所有事情 ， 包括他们作为公务员所持有的义务的正当性和合

法性；也就是说 ， 如果存在一种不受限制地公开使用理性的自由 ， 即写

作自由 。＠

CD Kan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CEWK. vol. Practical Philo

叩切， p. 17. (参见詹姆斯·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 世纪与 20 世纪的对话） ，徐

向东等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61 页。
— —译者注）

＠ 参照 Kanl, An Answer lo山e Que�tion: What ill Enlighterunenl, CEWK, vol. Practical 

Philosophy, p. 18。 （参见詹姆斯· 施密特 ：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一18 世纪与 20 世纪的对

话》 ， 徐向东等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 第 62 页。
－ 译者注）

＠ 参照 Kan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CEWK, vol. Pract比al
Philosophy, pp. 18-20。 （参见詹姆斯· 施密特 ：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一18 世纪与 20 世纪的

对话》 ， 徐向东等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62-65 页。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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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这种能对启蒙实际进程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的保护与它的

法律概念毫无关系 。 它和履行某些公务没有必然关系。 这里存在一

些
“

自封的
”

（比如， 没有官位）保护者 ，他们好心地充当
“

不成熟
＂

的监

督人应而且 ，如前所述 ， 书（至少一些有想法的书）对于一些读者来

说能起到保护者的作用。 因而 ， 人们不得不假设， 它们的作者实际上

在 ——有意地或无意地 行使着保护者的职责。 这样 ，在与康德论

证相关的意义上 ， 保护指的不是某种法律状态 ， 而是指某种社会文化

功能。 并且 ，在这种意义上（康德从未充分阐明）它当然会对启蒙产生
一种积极效应。 ”因为就在为大众设立起来的那些保护者当中 ， 也总

是可以发现 一些人 ，他们为自已而思想 ， 在他们已经抛弃了不成熟的

羁绊之后 ，他们就会在群众当中传播合理地评价一个人自己的价值的

精神 ， 传播每个人为自已而思想的职责。 "®这种模糊性似乎导致了一

种存在于此文中的明显的矛盾 ， 至少初看上去是如此 。
一方面 ， 康德

明确宣称：＂要是人民的保护者（在精神间题上）自己居然不成熟 ，这

就是导致种种荒谬性永世长存的一种荒谬性了 。"®然而， 另 一方面 ，

关于某些保护者他写道 ， 他们
”

本身没有任何启蒙"@o 毋府置疑 ， 第

一个关千精神保护者的评论是在这个术语的法律意义上进行的， 而后

者指的是自封的护民官 ， 他们激发不成熟的公众起来进行破坏性的反

抗。 但康德似乎未做任何明确的辨别便从保护的一种意义转移到了 391

＠ 参照 Kan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CEWK, vol. Practical 

Phi如ophy, p. 17 。 （参见詹姆斯· 施密特 ：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一18 世纪与 20 世纪的对

话》 ， 徐向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 第 61 页。
－译者注）

® K血
，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runenl, CEWK, vol. p,, 也匹al Philo生

sophy, pp. 17-18. (参见疤姆斯· 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一18 世纪与 20 世纪的对

话） ，徐向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 第 62 页。
－译者注）

@ Kant, An Answer lo tl,e Question: What is Erilightenmenl, CEWK, vol. Practical Philo

叩hy, p. 19. (参见詹姆斯· 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一18 世纪与 20 世纪的对话》 ， 徐

向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63 页。 －译者注）
@ Kan1 ,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l1at is Enlightenment, CEWK, vol. Pr; 匹也al Ph必－

sop切， p. 18. (参见詹姆斯· 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一—18 世纪与 20 世纪的对话》 ， 徐

向东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62 页。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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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

当然 ， 这是一篇很简短的 、 “广为流传的
“

文章（而且很可能在整

个哲学史上 ，是最著名的 、最受争议的文章）。 相对于一个知识较广的

非专业读者来说 ， 预期的清况会是 ， 这种迂腐的 、小聪明式的批评千他

全然无趣。 真正重要的事情是这篇文章所内含的重要的和明确的信

息：康德对在明确阐明的 、可达到的条件下真正启蒙胜利的坚定信念 。

这很可能是真的 ，不过仍未令人满意。 因为这个信息出现于人们

对德国启蒙现状深刻不满的背景下 ， 而且实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它获

得了颇具戏剧性的力批 。 这篇文章明确追问这种应受谴责的 、 令人沮

丧的态势产生的原因 ， 但它就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些不仅不同而且看似

矛盾的答案。 在某种意义上 ， 关千这种挫折产生原因的答案的不确定

性是一种信号 ， 表达着挫折本身。 最终 ， 它把重思这个间题的任务留

给了那些预期的读者／公众 ， 因为也正是他们——－ 作为积极公民 ， 能影

响国家权威一—能有所为 ，能促进依赖于写作自由的启蒙的成功。

然而 ， 这种挫折对康德来说并不是奇怪之事。 关于这个方面 ， 我

们必须提及 ， 他的文章只是一系列部分更早 、部分同期作品中的一部 ，

这些作品试图去回答泽尔纳 (J. F. Zollner) 于 1783 年富有挑衅性地提

出的这个问题启蒙的真正本质是什么 ， 因为没有回答它 ，所以意义重

大的公众启蒙工作便不能开始。 而第一个尝试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是

约翰·卡尔· 默森(J. K. G. Mohsen)<D, 他 (1783 年）在柏林星期三学

会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明确表述了这种挫折：＂即使四十多年的思想 、 言

论和出版的自由在我们的国家似乎比在其他的国家都深得人心......

为什么对公众的启蒙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指的是弗里德里

＠ 约翰·卡尔·默森(J. K. G. M的sen, 1722—1795), 18 世纪德国最负盛名的医生

之一
。

＠ 转引自套书中的 W加t i.s Enlig加叩�nt? Eigh归nth-Century Ans匹rs a叫Twent比th

C血叩 Q叩tio心 ， ed. J. Schmidt, Berkeley and I今J.>S Angeles, California UP, 1996, p. 3 。 （参见

詹姆斯·施密特 ：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一 18 世纪与 20 世纪的对话） ， 徐向东等译 ， 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 第 52 页。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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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的放松检查制度的改革， 特别是宗教问题方面的改革一—G. M.)多

年前 ， 在一部讽刺小说中 ， 尼科罗维就曾简单地描述了这种失败：最国 392

际化的德国城市柏林的居民对所有这些学说创新全然没有兴趣 ， 而且

也丝毫不受它们的影响。 “面对所有这些
＇

已启蒙的
＇

精神 ，他们关上

了窗户 。”

这种挫折是德国启蒙所特有的一种特征。无疑 ， 它在很大程度上

是迟到者(latecomer)的挫折。 我们应该记得 ， 即使在18世纪上半叶

德国较高圈子内的礼貌交谈语言仍是法语 ， 同时在18世纪最初十年

中学术研究类的作品 即使真正原创的 仍主要用拉丁文（或法

语）进行写作 ， 比如莱布尼茨的作品。本国的德语在很长时间内被简

单地认为不适合这种更高层次的 、 更有教养的目的。

这种挫折愈发严重 ， 因为 区别于英国和前革命的法国－德

国没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 ， 而是依据重大的宗教差异和争议被

分割开来。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文化 、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成为民族

统一这种观念和理想的唯一承载者 ， 如果它能找到适当的听众并引发

广泛的共鸣 ， 那么这种统一的理想是可能实现的。（不论日益世界化

的启蒙是否能成功履行这项使命 ，是否会成为对启蒙展开浪漫主义批

判的核心议题之—
。 )因此 ， 关于公众启蒙的问题与社会政治具有直接

相关性。

这种迟到者的挫折也解释了德国启蒙所独有的一些特征。 法国

启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 在英国）不是一个可以清晰陈述的运动 ， 毋宁

说是一场自信的实践。 百科全书派(Encyclopedie)在小说和短篇故事

中找到了它的最有效和最有影响的表达 ， 并统一了所有它的不同（甚

至部分是反对的）代表（以及一些它的反对者）一�伏尔泰 、 狄德罗、

卢梭 ， 而法国启蒙能超越百科全书派的伟大成就绝非偶然。他们为自

信的精神所激励 ， 因为他们看到成熟的公众不仅能欣赏娱乐故事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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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 且能理解它所包含和传达的信息应另 一方面 ， 德国启蒙的特点是批

判的自我反思精神。 与之适应， 它的最重要的
“

大众化
“

体裁是散文

(essay) 。

散文在德国仍是迟来者－—－它只是到了18世纪后半叶才成为一

种重要体裁（而且即使在那时， 明确指称它的术语仍不只一种） 。 但德

国启蒙的散文独有 一种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代表了这种体裁

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种作为现代体裁的散文源千蒙田。 他的

作品， 通过对多种多样话题的讨论，是一项自我展示的工作， 或者可能

更好：自我发现的工作。 这使它与那些致力于某些无关目标的文学作

品区别开来。 对于任何知识渊博的公众来说， 它都能提供一种可做示

范的典型：某人真正主观性的发现和阐明。 然后 ， 这种体裁在英格

兰－苏格兰散文中 ， 从培根到休谟 ， 经历了一种根本性的转变。 散文

主要变成了
＂

劝告
＂

， 当涉及 一些 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议题时， 它教导

（假定的）更多的公众。 不过 ，它仍与作者主观性之间保持了一种基本

的构成性关系， 因为这些簸言从根本上是基千作者的个人经验和洞见

并为这种经验和洞见所确证，而不是源千抽象的理论考察。

当然， 德国启蒙的古典散文也以个人的声音语调来进行抒写。 但

无论怎么看它们的目的都不是自我表现。 （康德肯定从未想过要以单

行本的形式出版他的散文集 ， 以此来表现自我。）那个时代的德国散文

集中于一个根本问题：与公众的关系竺一方面是对启蒙拥护者的现实

状态的诊断，另一方面是对它所渴望的转变的规划 。 在此意义上， 这

些散文既是因令人强烈不满的现状而产生的挫折的表现， 也是寻求改

变的表现。

394 尽管如此 ， 由于一种突然的 、崭新的运动 ， 所有挫折都变为次要的

＠ 在得国 ， 启蒙观念在文学中获得充分的表达仍相对晚些一莱辛的＜智者纳坦）写

于 1779 年。

＠ 关于这一点 ， V 迪奥图 (V. DeU' Orto) 的关于作为一种体裁的德国散文的十八世

纪历史的论文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和内容充实的描述。 （比较他的文章： Audience and Tradi

lion of the German E迨y in the Eight玩nth Century, German比 Rev扫o, 1975, vol.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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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丧失了它们的意义。 对于启蒙的胜利来说 ，它似乎是令人向往的

发展 ，但在实际效果上它导致 就康德而言——了对于这项事业来

说是毁灭性的后果。 在德国 ， 到了 80 年代晚期 ， 同时代的人（常带有
轻蔑的口吻）称这场运动为读书癖(lesewut) , "读书狂＂ ［甚或读书瘟
疫(Leseseuche) , "读书流行病 ＂ ］。 这些称呼肯定有点夸张 ， 因为事实
上多多少少能定期购买书籍或预订期刊／周刊的人的数量在世纪之交

仅仅占总人口的 1.5% 。 另一方面 ，这个数字本身（约 30 万人）实际

上是一代人中的公众的双倍。 而且仍然重要的是 ， 只要考虑到城镇人
口 ，这种发展就不再因社会条件而局限千特定阶级或地位的人一—在

这方面 ，它是异质的和开放的。 它允诺（康德肯定也如此想过） ， 只要
把阅读变成一种必不可少的和一般的需要这个不可阻挡的过程成功
开始了那么启蒙便胜利在望。

不过当被问及人们现在主要读什么以及他们如何阅读时 ， 这幅

图景便彻底改变了。 因为流行的读物不是康德使用这个词的意义上

的“书”

， 后者也就是用来交流和传播 需要理性的 、 受训的和批判
的判断力才能理解的 ”观念＂ 的著作 。 它们主要是伤感小说、 冒险

传说和神秘或幽灵故事 ， 人们阅读它们要么仅仅是为了娱乐 ， 要么是
为了自我逃避应并且 ， 如果说早先是一种精细的阅读形式占优势

（当然 ，大部分是宗教著作 ， 而后来转变为一定程度的非宗教著作） ， 那 395

么现在这已经被广泛的阅读所取代 ，它寻求一些易于理解却新奇的东

西来阅读。 从启蒙的角度来看 ，这似乎是一场灾难。 康德的追随者J.
A. 贝克视其为一种深深的道德失败：“读书仅仅是为了消磨时间 ， 这

种行为严重违反了人性 ， 因为我们正在贬低这种中介 ， 而它本来是为
. . 

＠ 这也是同一时期同一时间德同文学上的狂飘运动 (Sturm u-nd Drang) , 紧接若在文

学领域德国古典主义开始出现一一比如歌德和席勒的早期作品 。 当然 ，这种活动的社会背

景和条件使它从根本上独立于著作出版的公开成功一它由君主的赞助保证。 无论如何 ，

这种公开的认可来得很慢一当歌德在 1787 年出版他的文学作品时 ， 仅仅有 550 人订阅 ，

数字相当令人失望。 对康德来说， 情况似乎是 ， 如果他有所意识 ， 那么他至少对所有这些发

展也亳无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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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崇高的目的服务的。"<D

关千这个问题 ， 康德在他后来仍是自己出版的一篇文章《论编书》

(On Turning Out Books) (1798)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 这篇文章实际上

由两封致弗里德里希· 尼科罗维的公开信组成。 尼科罗维一一部

非常成功的讽刺小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的 作 者 ，有一段时期曾是

《柏林月刊》合作编辑 ， 同时也是一名有影响的出版者——是康德的宿

敌。 他是德国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经验主义观念的代表 ， 并且站在这种

立场上反复批判（并取笑）康德的超验主义。

康德致尼科罗维的第一封信是为了答复尤斯图斯 · 默泽尔

(Justus Moser严的 ，后者是启蒙主要的保守派敌人之一 ， 他和康德之

间的未完成的辩论 在其死后由尼科罗维出版。 第二封信谈到了尼科

罗维作为一个极其成功的出版者的活动 ， 尽管这封信没有直接提到读

书癖所造成的境况 ， 但它肯定受它激发而且肯定关注了它。

康德带着厌恶之情描述了这种境况：严肃的理论意图变成了廉价

嘲弄和讽刺的对象 ， 已然被奴性地接受时下时尚和市场需求支配的出

版物所取代。 不过 ， 现在面对这种卑劣的情况 ， 他指责的不是公众
”

自

我招致的不成熟
＂

， 他视之为——并非没有根据一像尼科罗维这样

的出版者自觉意愿的结果 ， 因为对于尼科罗维来说书的生产只是一桩

生意活动。

从法律角度来说， 这种实践并无什么可以令人讨厌的。 今天 ， “编

书并不是无关紧要的经营部门飞）一一在最低法律限度内它的自由只
396 是贸易自由的一个个案。 而且 ， 作为一桩生意它必须满足最大的需要

并通过迅速地将它的产品转化为商品以确保最快的贬值。 事实上 ， 康

(l) J. A. Bergk, Die枷吐 ，
B批herw比sen. Jena, 1799, p. 407. 

＠ 尤斯图斯．默泽尔(J啤us Mllser. 1720— 1794), 德困法学家和社会理论家 。

@ Kant, On Tu ming Out Books. Two Letters to Mr Friedrich Nicolai, CEWK, vol. Practical 

Phi如ophy, p. 6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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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认为， 当
＂

它以工厂的方式进行时 ， 它就是最成功的"CD。 那么 ， 这意

味着真正成功的出版者不会天真地等待一些给他提供著作以便售卖

的专业作家 ，他会雇佣一些作者并指挥他们写什么和怎么写， 这立足

于他自已关千作为消费者的潜在读者的主要兴趣和主要期望的知识。

以此方式， 作为一桩生意的出版
”

机智" (prudence) 与出版
＂

续密
＂

(soundness) 相对立， 比如， 与作为启蒙重要指导的巳出版文本的内在

价值和意义相对立 。 康德在描述这种状况的时候肯定充满了备感失

望的气愤 ， 而且最后以一种相当难以令入信服的 、 空洞的对启蒙终将

胜利的确信而结束：对全部具有真正理论主张和见识的著作所进行的

一场廉价的闹剧最后变得令人厌恶－�它最终只是
“

对更重要的和更

合理的科学进行续密的探讨
＂

气

但康德自已很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场启蒙危机有多深刻和持

久一—在他自己的理论前提之上。 如前所述， 在康德看来 ， 写作利益

和货币利益的相互补充， 也就是说 ，公众使用理性的自由和贸易自由

之间相互补充和相互支撑 ，在此基础上康德坚信启蒙终将胜利。 但康

德现在描述的是二者的冲突。 出版行业的理性生意实践可以直接地

和持续地破坏写作自由。 因为， 如果作为生意的出版的最合理形式是

使它成为一种
“

工业
”

， 雇佣作者并指挥与控制他们写什么和怎样写 ，

由此将作者转变为唯利是图的抄写员 ， 那么即使作者自由的错觉也消

失了。

但是，即使忽视这些极端的情况 ， 文献的商业化肯定以康德意想

不到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出版者的角色和功能。 对千他来说， （
”

被

授权的")出版者的唯一任务是充当作者和公众之间的中介 。 他是 397

“沉默的工具
＂

， 放大作者的
“

演讲
“

以便它能被公众
＂

听到
“

和接受。

(D Kant, On Turning Out Books. Two l过ters to Mr Friedrich Nicolai, CEWK, vol. Practical 

Philosophy, p. 626. 

(i) Kant, On Turning Out Books. Two Letters to Mr Friedrich Nicolai, CEWK, vol. Practi心l

Philosophy, p.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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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商业出版者起着更积极和更重要的作用。 他积极筛选那些他允

许＂ 演说
＂

的作者。 而且这种选择完全是出于出版物的当下商业成功

的考虑 ，他更愿意选择这样的作者：他们的作品最能适应易变的期望

和” 不成熟
＂

公众的兴趣。

在启蒙阵营开始分化的18世纪的后十年中 ， 文献的商业化成为

一个重要问题。 像海因茨曼的一些人视其为一场彻底的灾难 ， 破坏了

整个启蒙事业。 而且 ， 这个阵营中的一些小人物甚至提议检察官进行

干预 ，以停止这场在心灵和肉体上都是不健康的读书” 狂
” 运动。 另一

方面 ， 一些人一大多数是启蒙民众(Volksaujklarung)的代表 欢

迎和支持图书贸易的发展 ， 特别是在涉及这种扩展的最低级形式时 ，

他们认为实际上是它首先制造了供农村人口使用的世俗印刷品 。 一

些人甚至提议国家应支持 ， 鼓励这种图书出版(Buchti.sch比rs)活动。

康德位于这两种极端之间 。 书籍的商业出版作为一个工业部门

由贸易自由来保证 ， 即使当下（读书癖）它的结果导致了一场危机 ， 危

及整个启蒙事业。 关千如何抵消这种危险 ， 康德呼吁（最终是以道德

为基础）出版者的文化责任 ， 而长远来看这种文化责任也需要商业使

之合法化。但在面临这种危机时他对启蒙必胜的坚定信念变成了纯

粹的希望。

康德 90 年代的晚期作品构成了德国启蒙历史的终结章。 因为作

为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智性思潮和趋向的启蒙在 90 年代的德国渐

渐隐去。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不仅为启蒙阵营大大增加了保守派的压

力 ， 而且也导致了这个阵营进一步的内部分裂 ， 各方代表对这一重大

历史事件的反映和态度各不相同 。 出现千 90 年代的浪漫主义潮流将
398 控制 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取向 接下来半个世纪的文化生活 。

但是康德存留下来了。 对千浪漫派来说 ，他的哲学仍是精神发展的方

向 ， 而且同时是批判的主要目标和对象 。 这种情况将随着黑格尔在精

神图景中的出现而有所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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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思想史中 ， 没有哪个词比文化 (culture) CD这个术语和概念

内涵更丰富却又令人更陌生 ， 并且更加引人注目了。 文化一词年代久

远 ， 西塞罗时期已经出现 ， 但直到18世纪末也只是在博学的人和学术

界中零星使用。 如今 ， 这个词不仅侵入到所有人的话语中 ， 成为日常

的口头禅 ， 而且人们还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一— 如果没有这个词 ， 对

我们自己的状况和一般人类状况的系统反思似乎是不可能的。 海德

格尔在现代性的形而上学根基中曾提到文化的概念 ， 这绝非偶然。

与此同时 ， 文化的术语取得的这种非凡成就意味着它的重大失

败。 当今文化这一术语的复杂含义主要是在启蒙运动晚期的理论中

形成的。 然而 ， 在这里 ， 它一—与一些具有竞争性的同义词一道一

399 

充当一个基本的社会历史设计的思想表达。 现在 ， 我们需要一项历史 400

重建的工作 ， 来回想文化 一 词用法的实践的－设计的 (practical-

projective) 方面 ， 这就是它从一开始就那么重要和那么受欢迎的主要

原因所在。 正是这种含义的严重缺失制约着我们当今的状况。

＠ 本文所使用的 culture(或K心ur), 中文皆译为文化 。 若非特殊处 ， 文中不再标注

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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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 ，在这一语境中提及黑格尔的哲学是相当异乎寻常的。

当然 ， 我们都知道我们现代的文化 (culture)概念主要是德国哲学精心

炮制出来的。 人类学家们把赫尔德或艾斯林 (Iselin) (i)视为当代文化

概念的鼻祖；哲学家们起码还要再把康德 ， 甚至费希特算上 。 而黑格

尔的名字在这方面几乎不被提及。 实际上 ，德国研究黑格尔最好的学

者之一一—布鲁诺· 利布鲁克 (Bruno Liebruck)® ——不久前发表了

一篇论文试图揭示为什么黑格尔避免使用文化概念 ，并且没有将其系

统地整合进他的哲学中。

就利布鲁克对黑格尔思想的了解（当然要超过我） ， 以这样一种方

式提出这个问题似乎基于一种建立在一些应该被提及和承认的事实

之上的误解。 首先 ， 黑格尔偶尔零星使用
“

文化" (Kultur) 这一术语 ，

这是事实。取而代之 ， 他使用另 一个至少在世纪之交普遍被德国接受

为
＂

文化" (Kultur) 的同义词的词 ＂文化" (Bildung)吼这种在用

词上有所偏爱的理由十有八九是完全天真的。由千德语的
“

文化
“

(Bildung) 一方面与其名词 ， 即图画 (Bild)相联系 ， 另一方面与其动词 ，

即形成(bilden) 相联系 ， 这使得黑格尔可以在词源方面考虑到他非常

喜欢而我们却经常感到不适的语言的无意识含义 ， 进而把
“

文化
“

(culture)的各种含义结合起来。 然而 ， 这种专门术语的选择从后来人

对黑格尔的接受来看却是相当致命的。 因为在19世纪下半叶 ， 两种

＂文化" (Kultur和 Bildung)之间的原初同义性被破坏了 ， 而Bildung 所

代表的文化一词更多局限在教育(education)的含义上（并且教育的内

容是通过教育过程获得的） 。 所以 ， 黑格尔的文化(Bildung) 概念主要

是在个性化教育方面被探讨。 由千黑格尔最广泛和最明确地探讨的

401 正是文化(Bildung) 一词的这个方面的含义 ， 因此这种状况被强化了 ，

O 艾斯林(Ise血 ， 1728—1782),瑞士哲学家 ， 著有《试论哲学与政治》等。 －译者注

＠ 布鲁诺·利布鲁克(Bruno Liebruck) 德国研究黑格尔的著名学者。

＠ 很明显 ， 马尔库什是在文化的意义上来考察和分析黑格尔的 Bildung 概念的 ，为突

出作者本意和准确表达黑格尔的文化概念 ，文中所使用的 Bildung 统一译为文化。 同时为区

别于文化(culture) 一词 ， 凡 B必ung 出现处 ， 皆标注外文 。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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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主要 是在他的体系化之外的作品中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偶

然的和写传记的情况下使用。

然而 ，文化(Biidun,g)的含义在黑格尔思想中被这样简化为个体

的教育／教化(cultivation)CD过程（或内容） ， 这是对他的观点的歪曲。

这样一种解释不仅不能说明他在他的体系化作品中对这一术语在很

多方面的实际应用 ，而且与他明确界定的相违背 ， 甚至违背他的哲学

的基本内涵和深刻见解。 他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明确写道 ， 文化

(Bildung), 如果

就个人方面来看 ， 那么个体的形成就在于个体获得这些

现成的财产（作为过去经历的产物-G.M. 注） ...... 而据为

已有 。 但如果从普遍精神方面来看 ， 既然普遍精神就是实

体 ， 那么这个发展过程就不是别的 ， 只是实体赋予自己以自

我意识 ， 实体使它自已发展并在自身中反映。＠

在这里 ，黑格尔的观点不仅仅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 ， 关涉到个体－

主观精神和普遍精神之间的辩证法；它还具有直接的历史的－实践的

重大意义 。 因为文化(Bildung)被简化为自觉承担个体智力教育活动

的含义 ， 结果它被当作获得 、拥有和掌握这样的术语来加以对待 ， 这种

简化是典型的狭义理解(Versta叫）的立场�种精心阐述的立场是

现代性出现的 一个必要前提 ， 同时是与它的现象妥协让步的最大

障碍。

然而，要在所有复杂性方面勾勒出作为文化(culture)的［文化

(Bildung)表现为 教育只是其含 义的 一个方面］的黑格尔的文化

(Bildung)概念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 因为 ， 毫无疑问 ，黑格尔

从未精心阐述过一种文化理论(a theory of Bildung) , 当然这只构成对

他的文化概念进行简化理解的次要因素。 他经常性地使用文化

＠ 根据上下文语境 ，文中所出现的cultivation 一词统一译为教化。

® Hegel , Phe,wmerwlogie des Ce囚es, Hamburg, Meiner Verlag, 1952, p. 27. (参见黑格

尔．《精神现象学》上卷 ， 贺麟等译 ， 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第18页 。 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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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dung)这个术语和概念 ， 而且是在最大程度上在其体系中的不同

地方使用 ， 而从不试图对它内含的多样性含义和它的各种不同成分之
402 间的相互关联做出分析性的说明 。 因此 ， 他对这一术语的使用即使不

是令人大惑不解的 ， 表面上看至少也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因为各种不

同的成分看似几乎无法相容 。 甚至在一本著作中 ， 只是在《精神现象

学》中就足以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它一方面意味着教育过程， 通

过这个教育过程一个没有文化的个人能理解当代科学的观点；另一方

面 ， 它被用来概念化整个世界历史 ， 它被视 为教育史(Bildungsgeschich

te), 视为意识形成的教化。 然而 ， 与此同时 ， 它也被用来描述这一历

史中的一个单 一的时代 ， 因为现代性刚刚兴起 ， 并且在这部著作中 ， 现

代性本身被明确地描述为文化(Bildung) (和异化）的世界。 然而 ， 黑

格尔也把这个概念视为他最基本的和最普遍的形而上学范畴之

一 精神(Geist)的展性。 他说 ， 考虑到与自然截然不同 ， 精神不是

简单地被定义为有文化(Bildung), 而在于 ， 它不是别的 ， 而就是文化

(Bildung) 。

教化一晚近现象学使用的 术语一一在黑格尔 哲学中无疑仅仅

是一个操作性概念 ， 属千黑格尔哲学认知范围的概念 ， 而不是真正构

成主题的概念 。 然而 ， 在我看来 ， 它的重建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工

作 ， 超出了黑格尔的解释和哲学所赋予的重要性。 因为黑格尔文化

(Bildung)观念的令人困惑的复杂性是他力求支持和保卫那个被命名

为
＂

文化
＂

的重要社会历史课题——启蒙运动一的直接结果；为了保

卫它而接受初期文化批判(critique of culture) (从卢梭和狄德罗到德

国浪漫主义运动）关于它的局限和矛盾提出的许多见解的直接结果。

因此 ， 黑格尔提供了一个
＂

文化" (culture)的观念 ， 它 不仅在西方哲学

的历史上是含义最为丰富的 ， 而且使原始文化概念中危如累卵的东

西 以及它们所包含的难题和困境处于风口浪尖。

接下来 ， 我们仅仅勾勒黑格尔文化概念(Bildung-concept)的基本

框架 ， 以一种提纲掣领的方式指出它基本的意义维度和它们的相互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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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以一种相当武断和现代主义的方式 ， 我将把它们称为：教育学的 、

历史学的 、 社会学的 和 形而上学－文化学的文化概念 (concepts

of culture)。

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导论中写道 ： “只有通过教化(cultiva- 403

tion) 、 '文化'(Bildung)和训导 ，人才是其应所是……动物的形成所需

时间短……另一方面 ，人必须使其成为其应所是； 就因为他是精神， 他

自身必须首先获得一切；他必须摆脱自然。 精神是它自己活动的结

果。嘀）这个既包含自由（人是其在他自己的活动中并通过他自己的活

动塑造的自身）也包含独立（他只能通过被过去创造出来的和继承于

过去的获得物及转化而来的东西塑造自身）的重要人类史实构成的人

类学主题 ， 是黑格尔的作为教育的文化(Bildung)概念的出发点。 作

为历史的存在 ， 儿童既需要 ， 也——就像他的《法哲学原理》强询的那

样一拥有受教育的权利。＠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 ， 黑格尔将教育界定为这样一种过程 ， 即通过

这个过程 ，具有自然特性的儿童把那些普遍性的东西据为已有和内在

化， 转变为社会个体。 通过作为教育的文化(Bildung),个人成为一

通过他自己的活动并以他自己的方式—一他的世界的 一幅
＂

图画
”

(Bild) , 并由此使他自已能够在其中有意义地行动， 而且也能 形成

(bilden)这幅
＂

图画
”

；他成为社会自治的一员。

在黑格尔看来 ， 这种教育是一个具有双重性和矛盾性特征的过

程 一方面 ，这个概念具有清晰的论辩意图 ， 它反对被他挖苦地称

为的
“

教育慈善主义"(pedago护cal philantropism) , 反对卢梭和裴斯泰

洛齐；另 一方面 ，它反对传统主义者的观点 ，把教育等同于从外部强加

的训导 ， 即
“

有目的的训练"(zweck血issiges Dressieren) , 来确定由社会

<D Hegel, Vor比sungen咖r die Philosophie心r Weltgesch比hte, vol. I,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70,p. 58 

＠ 参见Hegel , Gruruilin叩心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56, 

§174。

391 



文化 、科学、社会－�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地位所决定生活的社会功能和方式。 当反对前者时 ， 他强调 ， 教育既

不是玩 ，也不是天赋不受约束地自然地生长；它是一个训导过程 ， 破坏

儿童的
”

自我意志
＂

、 自恋。 黑格尔认为 ， “教育是一场反对举止行为

404 的纯粹主体性 、 欲望的直接性 、感觉的无主体性和意向的反复无常性

的艰难战斗
＂

见它是一个从仅仅是自然的和直接单个的东西中异化

出来的和实践的抽象出来的过程。 没有受教育的人从他（或她）一时

的关切和有限的兴趣出发来判断并理解一切。 受教育意味着发展一

种理解其他思想和立场的能力 ， 形成这 一种对
”

事物任意客观特性"'

即“

事物本身" (die Sache selbst)的感觉和兴趣 ， 不管这种事物是什么 。

因此 ， 教育不仅仅是训练 ， 或者是对不属于本身内容的机械学

习一抑制所有既有的意向 、能力和需要。 因为是向另外的人或事物

学习 ， 扩大视野 ， 所以它是一个把原来是陌生的内容内在化的过程 ， 因

此它只能在儿童的自我活动中实现 。 教育的训导不是那种驯服 ，而是

像黑格尔说的 ， 是那种教化的想象力和思想的辛勤劳作一一种社会

地促进、控制和定向地锻炼 ，以及掌握自己的能力。 因此 ， 教育也是一

系列连续的成就 ， 同时它也是一个过程 ， 在这个过程中 ， 这些成就一一

有价值的社会能力的形成和特征 、 自发选择的兴趣方向一—获得最好

的评判 ， 首先被成长中的儿童自身做出判断。 因此 ， 它是一个摆脱所

有身份特权的基础广泛且日益分化的教育系统 ， 也就是说 ， 它是影响

正在成长中的社会成员对各种各样专业－职业角色进行选择 ，使他们

分布千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的最适宜的社会途径 。 通过这样一种方

式 ， 文化(Bildung)作为
“

人的第二生命
”

不仅使人实现了从自然的独

特性到一个自由的个体性的转化 ，能够使其在他（或她）的社会世界中

理性地行动 ，而且同时它能基于成就和自觉选择而为履行一些社会承

认的和有价值的职责做好准备 。 当然 ，黑格尔没有对这种受自然和社

会偶然性严重制约的选择的自由的局限心存幻想 。 但是 ，作为有限自

(D 参见Hegel, Gru咄加en der Ph心sophie des Rec加 ，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56, 

§1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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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人类自由从不意味着从作为外部必然性的偶然性中完全解放出

来。 教育是使后者的作用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方法 ， 并由此在适当地教

化而成的个人意向 、兴趣和能力与一个复杂社会的易变的 、 非个人的 405

需要和要求之间创造一种理性的一致。

然而 ， 这种自由和新人道主义的教育概念的黑格尔的变型是从黑

格尔自己的观点中得出的 ，它的意义有限 ， 不足以表达文化(Bildung)

的全部内涵 ， 甚至它只在个体教化的意义上表达了文化 (Bildung) 的

含义。 文化(Bildung) 概念的这种内在局限可以从两方面看出来。 首

先 ，它使教育成了一个有限的过程 ， 当学校教育结束它就终止了

这种肤浅的看法完全没有领会个体教化的无限特征 ， ”事物本身" (die 

Sache selbst)的客观性只有在
“

整个生活的严整性" (severity of a full 

life) 中才能被经验和理解。 其次 ， 这样一种教育概念甚至不能禄盖作

为儿童的社会成熟的文化(Bildung) 的含义。 因为这种所谓设想好的

教育不能发生 ， 而是 不断地表现出并基于另外一种教化过程 ， 然而它

自己的原则却与这种教化过程一家庭培养(family upbringing)一—

截然对立。 如果教育原则是根据普遍的标准判断成就和优点 ， 那么家

庭培养则是以爱为导向把儿童作为一个特殊个体进行教育。 现实的

教育过程依赖另一（相对立的）过程这一事实表明 ， 前者只能在一个更

广泛的语境中才能被理解 ， 这种语境仅仅断定它的真正含义是有目的

的活动：它的目的的实现 ， 即在所培育的个人意向和兴趣与社会需要

之间创造理性的一致。

决定作为教育的文化(Bildung) 的真正含义的这一更广泛的语境

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历史语境。 与此同时 ， 所提出的自由个体教育的

普遍概念则是它的特殊历史形式（顺便说一句 ， 它与黑格尔的概念的

历史目的论完全一致）。 文化(Bildung)只有在文化的历史世界中 ， 在

教化(cultivation)的世俗阶段中才具有可能性和必然性。

削绕－从确定的观点来看－现代性形成的整个历史过程 ， 黑

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用长长的一章分析了文化(Bildung) 世界。 正

393 



文化、科学 、社会一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是先在这个文本里 ，黑格尔不是简单地使用 ，而是哲学地概括早期

文化批判的所有成果和观点 ， 并使其变得更为激进。 在这里 ，我不能

分析一一哪怕是图式性地——这一章的内容。 所有我能做的就是指

出它的主要观点。

谈到教化世界(the world of cultivation) , 黑格尔指的是在个人和他

的社会现实 ， 即社会制度的客观秩序之间（用他的术语来讲就是主体

和实体之间）最终历史地被创造出来的和具体的双重关系。 一方面 ，

在这里 ， 个人被假定为只有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与
“

教化
“

和
“

教育
“

工作塑造他们自己才能得到社会认同 ， 即能够按照习得的标准 、 角色

和社会制度的规范来行动和行为。 另一方面 ， 这些惯例不是被假定为

宇宙的或神的秩序的一部分 ， 而是被假定为
＂

文化" (culture) , 也就是

说 ， 被假定为
“

人造的
”

， 即平等的和自治的个人的创造 。 在关于宗教

哲学的讲演中 ，黑格尔生动地描述了这种看法：

我们的确需要从其所是 ，从我们目前所发现的出发 ； 但

是 ， 我们通过我们的知识和意志形成的这种观点是我们的事

情 、我们的工作 ， 并且我们意识到它是我们的工作 ， 是我们自

已产生出来的。 因此 ， 这些产物构成了我们的尊荣；它们构

成了巨大的和无限的财富－我们的洞察力和知识的世界 ，

我们的外在拥有物的世界 ， 我们的权利 ， 以及我们的行动。

于是 ， 精神陷入矛盾之中——无辜地 ， 毫不知情地......(fl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描述的状况隐含着双重制约：个人的价值仅仅

在于他们在一些既定惯例的框架内行动的能力；而惯例的价值仅仅在

于个人的判断 ， 因为它们是个人或他们的同类所制造的仅仅是可变的

真实性。 就像黑格尔的分析表明的那样 ， 只有当社会总体——神圣的

和世俗的权威 ，包括国家和财产制度——的各个维度和领域不仅彼此

区别 ，而且每个都
”

使自身成为绝对的
”

， 即把普遍的却具有对抗性的

(D Hegel, Vorlesu咚en Uber die Philosoph比der Religion, Stuttgart, Frommans Verlag. 1959, 

vol. I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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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可调和的要求强加在个人之上时 ，这种状况才会发生。 于是)(7个

人充当起法官， 必须基千他或她自己的理由对它们的合法性做出选

择。 正确地做出这一选择并不断地实现它是唯 一决定个人价值的

行动。

在一种现象学的分析中 ，为了重现 现代西方文化史的主要阶段和

轮廓 ， 黑格尔试图论证 ， 如此形成的
“

教化世界
”

如何能使不可避免的

启蒙辩证法运转起来一正处千进展中的异化的逻辑。 现代性的出

现是理性的和自我决定的个体解放的世界历史进程 ， 对个体来说 ， 理

性和意志的教化是一种价值本身；而且一用黑格尔 自己的话来

说� 但是 ，这同一进程是个体从一切真实的

内容和目标不断被清空的过程 ， 因此 ， 也是惯例秩序的每一领域不断

转化为自治机制的过程 ，受其客观逻辑驱使 ，这种自治机制使越来越

狭隘、 僵化 ， 与个人无关的需要和要求加千个体之上。

在文化(Bildung)的世界中 ， 文化(Bildung)作为真正的教化一

创造了个体主体和他们社会世界之间的共同纽带 ， 使社会世界成为他

们的家园一成为不可能。 教化变成了过度教化(overcultivation)和

错误教化（血scullivation)。 它转变为它的对立面：没有把社会的和历

史的转变为习以为常的自然 ， 而是使习以为常的一切成了看似不自然

的 ，成了施加于个体本性上的暴力。 ＂文化" (Culture)作为个体的
“

第

二性
＂

成了
“

反自然" (anti-nature)。 越受教化的人， 越渴望一种所谓

的自然的率真与和谐。 在一个使文化(Bildung)成为一种终极价值的

世界里 ， 它不可能仅具有工具性价值：要么作为一种社会工具 ，使个体

在庞大的制度机器中变成一个运转良好的无足轻重的成员的社会工

具 ， 也即 一个适应工具 ，使个体仅仅成为一个客体；要么作为个体爬上

他的衬会顶峰的工具 ， 一个掌握和控制的工具 ， 使社会生活和其他个

体仅仅成为一个客体。 这样一个四分五裂的和异化的世界没有实质

的养料 它必然砃塌。 对黑格尔来说 ， 在法国大革命中它的确轰然

倒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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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但是这种砃塌只是古老制度的砃塌 ， 而不是文化现代性的坰塌。

如果激进的文化批判得出它在历史上站不住脚的结论 ， 那么历史将证

明这种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从古老制度的废墟中脱颖而出的既不是

一种所谓的和谐的复归或一种
“

自然的
“

生命的率真 ， 也不是古老的政

治－共和政体的重生 ，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 现代国家是这样

一种国家 ， 它的
“

惊人的力扯
“

能统一分化的社会领域 ， 它不是通过消

灭它们的张力和矛盾趋势 ， 而是通过在它的理性构建中分配给每个领

域一个适当的位置；以至千在保持社会处于变化的条件下 ， 这些矛盾

能在它的运动中达到和解。 在这个意义上， 对黑格尔来说 ， 现代社会

代表
”

历史的终结
＂

：它是一种使扩张和进步原则整合进它的运转中的

制度系统 ，是一种能够而且必须改变却不被克服和推翻的社会。

从和解的这种实现来看 ， 更早时期概述的文化批判观点再一次被

证明是片面的和不充分的抽象 。 从黑格尔的观点来看 ， 时代错置的编

排是现代性的阵痛 ， 它既认出也没认出文化(culture, 也即 Bildung) 是

什么。把现代性视为文化世界(the world of Bildung) 的观点包含着正

确的洞见，即现代社会认为自身是文化 (culture) , 承认它的制度世界

是在人类活动中产生并由其支撑的 。 因此 ， 它需要理性的合法化 ，并

应该在其缺乏时被改变。 但是 ， 与此同时 ， 这种观点忽视了 一切历史

世界都是文化世界(the world of culture) 的事实 ， 甚至没能认识到这一

点。 只要文化(Bildung) 仅仅在教化 (cultivation) 的意义上被视为个人

自觉地担负起的努力一一它要么是获得可教的知识和技能的教育过

程 ， 要么是对被判断为正确的或有用的制度规范和角色的审慎的掌

握— 一我们就无法认清这一概念的全部内涵 ， 因为按照黑格尔的观

点 ， 这些含义中的前者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现象（并且是独一 无二的

现代现象） 。 并且 更重要的是 这种观点没有认识到每一个这

样的自觉努力已经预先假定文化地形成的能力不是在上述
“

教化
＂

的

意义上形成的。 只要
“

文化" (" culture") 被界定为能被欲求的和
”

被

制造的
”

， 只要个体和他的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被界定为主体和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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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他的活动的物质客体之间的关系 ， 从而它被按照
”

制造
“

或研勾

造
＂

的范式构想出来，那么文化现象的全部内涵就无法得到理解。

由此 ，黑格尔提出他的第三个文化 (Bildung) 概念 ， 也许应该被翻

译为
＂

文化适应" ("acculturation") ("文化
“

是在其结果的意义上被使

用的）。 在这里 ，文化(Bildung) 意味着所有个体由于不可避免地参与

到无处不在的社会制度中而得到的并使其作为同一社会的成员所分

享的获得物。 文化 (Bildung)是通常共有的态度和天赋、观念和价值 ，

它是在个体当中形成的 ， 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历史世界中 ， 这个世界

不是独立的和中立的物的世界 。 在一定程度上 ， 它是一个客体化的 ，

只有通过个体的参与活动才存在的世界。 只有这样被构想出的文化

(Bildung) (文化适应）才使社会成员之间形成有意义的交往并使相互

理解成为可能－－－明确地构想出文化概念也是支持个体做出一切审

慎的自我教化努力的前提条件。 现代主体使他们自身一通过他们

自己的选择和审慎的行动 成为一个既能得到社会认可 ， 同时又是

独一无二的个体 ， 因为他们—一主要是无意识的和非故意的一一已经

被烙上他们整个共同体的烙印 ， 具有与之相适应的个性特征。

在这种
“

社会学
＂

的意义上 ， 对黑格尔来说 ，文化 (Bildung) 是一种

复杂的、等级化地联结起来的形式 。 在文化中， 他区分了一些层次和

成分。 它的最根本和最基础的层面是实践文化 (practical culture) , 它

包含一种历史的具体的需要系统 、实现这些需要的目标所必需的有目

的地使用的一切技能的发展 ， 以及作为工作的有意义的 、 意志引导的

活动的习惯和原则。 在这种实践文化的基础上 ， 黑格尔所说的普遍文

化(general culture, allgemeine Bildung) 主要表现在语言中。 从形式方

面来说 ， 它代表一定水平的精神能力 ， 这种水平是适合历史需要的
”

精

神的灵活性和迅速性 ， 能从一种观点转变到另一种观点 ， 能理解复杂

和普遍关系"CDo 从其内容方面来看 ， 普遍文化包含着思想最普遍的

(D Hegel, Vorlesungen ilber die Philosop应der Religion, Stougart, Frommans Verlag, 1959, 

vol. I , p.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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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钡和规定 ， 一个时代－ 一－非反思地和无意识地 —— 将其接受为一般
思考的前提条件 ， 作为理解的教条的前提 ， 并最终将其视为一个具有
特定结构的范畴系统。普遍文化

由那些普遍观念和目标构成 ， 在那些精神力量范困内 ，

统治意识和生活。在普遍文化起作用的过程中 ， 我们的意识
具有这些观念 ， 保持它们作为终极规定的合法性 ， 遵循它们
所表明的相互关联 ， 而普遍文化并不知晓这一点：它没有把
它们作为研究的主题和兴趣所在。＠

最后 ，在相关的意义上 ， 文化(Bildung)包含“ 我们－意识" (We-
consciousness)的各种形式一—从情感上深人内心的社会规范和目标 ，

按照这些社会规范和目标 ， 社会身份得以形成。 在这些当中 ， 对黑格
尔来说最重要的是 他所谓的政治情操(political sentiment, politische 
Gesinnung) , 它是爱国精神所代表的具体的现代形式。

但是 ，教育 、教化和文化适应 ， 即便在其相互作用的意义上 ，也没
有穷尽黑格尔的文化(Bildung)概念。 个体无法在他们关于什么是善
和理性的主观洞见基础上成为他们的社会世界的自治者。 他们也不
是其社会环境的简单玩物 ， 他们的社会环境通过文化适应过程使他们

非反思地分享规范和前提一由此与一切意识批判绝缘。以一种无
条件的普遍的方式 ， 每一种历史文化也直接形成其目标 ， 此目标被视
为终点和束缚；它明确表达对世界的理解 ， 按照这种理解 ， 人类生活的
意义能够而且本应该变得明晰。 在这种方式下 ， 它建立起一个作为一
种理想或作为一种观念的历史的内在标准 ，通过这一标准它的现实的
制度和对象化 所依赖的具体规范得以被评判。 这将在 精神文化
(spiritual culture," geistige Bildung")中完成或通过精神文化来实现。
在这种文化含义上 ， 文化是精神 ，是绝对精神的直接表现。

第四种文化含义直接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相连—一－这种关联无

(D Hegel, Vorl知mgen咖rd比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Leipzig, Meiner Verlag, 1940, vol. 

I ,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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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黑格尔的文化概念

法在这里被探究。 我所能做的是简要指出一些历史地内在于这个黑

格尔概念中的要素的重要性。

在其他体系语境中 ， 精神文化被黑格尔称为绝对精神的形式： 41 l 

被理解为哲学的艺术 、宗教以及科学 。 这些形式拥有一个共同的内

容和根本原则：绝对和神圣的表达和表现 ； 以一种普遍有效的形式

代表一个人的终极意义和最高目的。 绝对精神的诸多形式既是有

时间限制的又是永恒的：它们以一种对每个人来说都具有合法性的

方式表现出对超历史的一种历史性理解一只有当对每个人来说都

是可以理解的 ， 这些形式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 。 因为这些形式的历

史揭示了自我意识理解绝对的方式—一将自身理解为绝对的方式 ，

曾在这些形式中获得的—— 在艺术的经典作品中 ， 在世界宗教的基

本形式中 ，在伟大的哲学体系中一一－ 方式仍是永久的范式。 这些形

式所构成的那些基本传统是真正教育所必须依赖的基础 ， 这种教育

志在解放自我意识 ， 使其获得愈益广阔的知识和规范视野 。 精神文

化是文化的价值领域 ， 它是历史地形成的 ，但对我们来说却总是具

有合法性的。

但是 ， 其共同的内容－一－绝对一—却以不同的形式在精神文化

的三个伟大的领域中表现出来：艺术的感性显现；宗教的富于想象

力的表现以及哲学的概念化思想。 决定每—领域结构性特征的构

成原则的差别在它们之间建立了一种等级关系。 而且 ， 这种差别也

规定了它们历史地相关的相应秩序；它确立起一种内在固有的局

限 ， 超出这种限制它们就不能履行作为一个历史共同体生活的终极

事物的终极真理的手段的功能 。 因为 ， 只有在履行这种功能中他们

才构成精神文化的要素。 当黑格尔明确地认为
“

艺术的终结
＂

， 而且

虽然不明确但无疑也提出
＂

宗教的终结
＂

的时候 ， 他并不是认为应该

中断和取消相关的活动 。 他所认为的是它们在上述意义上的文化

创造性和重要性的丧失－�在它们的发展中 ， 它们的形成取决千其

他文化领域 ， 而且（或者）它们堕落到履行私人娱乐 ，或者 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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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个人虔诚的功能 。 在现代性条件下 ， 伴随着对反思理性合法

化的明确要求 ， 只有推论的－概念的(discursive-conceptual)思想 ，
即

“

科学
“

能形成关于实在 ， 关于对每个人来说都有普遍约束的内容的

深刻洞见。

412 只有哲学能 ，而且它的确能不把现代性的矛盾和张力风格化为一

种简单的协调（一个美好理想的感性表达或者基督再临的想象形式） ，

而是在这些矛盾的持续不断的运动中掌握其解决办法。 只有哲学是

能使我们与现代性的本质特性达到 和解的文化形式 ， 与此同时 ， 哲学

能提供一个关千现代性所特有的历史实在的批判标准 ， 因为哲学不是

赋予无意义和偶然以想象的意义， 而是发现更高的意义， 在这些偶然

性必然并合法起作用的过程中发现超个体的理性。

我们的
“

文化
”

概念受惠于启蒙运动晚期的理论 ， 从我们目前的观

点来看 ， 它们似乎尤为令人困惑。
一 方面 ， 启蒙运动在单纯反对传统

的束缚力蜇的斗争中发现了一切传统的历史相对性 ， 并且在这个过程

中 ， 详尽阐述了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概念 ， 这一描述

性的文化概念从一般层面指明人类存在的基本特征；详尽阐述了一个

同等地应用千所有时间和社会的概念 ， 这个概念涵盖了一切人类创造

的作品和洞见一从生存之道到宗教 ， 而正是这一切使人类活动成为

可能并指导着人类的有意义活动。 然而 ， 与此同时 ， 启蒙运动的思想

家们在价值意义上直接使用的
“

文化
”

概念 ， 只适用于一些
“

高级
＂

的

智力活动－至少是自治的活动 ， 这些在本质上具有现代特征的活动

主要是科学 、

“

理性宗教
“

和艺术。

然而 ， 这一概念所引发的困惑——仍在我们对
“

文化
“

一词的日常

使用中表现出来一一不仅仅是个偶然。 这些互不相容的
“

文化
＂

含义

起源于启蒙运动为之奋斗的统一大业。 在启蒙运动中 ，普遍的文化观

念试图使传统相对化进而中立化 ， 启蒙运动反对传统保守力量的斗

争 ，不光是为一个有活力的 、 面向未来的
”

进步
“

社会而进行的斗争 。

启蒙运动同时被信仰赋予生气。 人们相信 ，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 ，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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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进步的方向能仅由那些自主的创造性活动的形式所决定 ， 而对理性

的人类来说 ， 自主的创造性活动是他们的目的 。 它们代表那个唯一
＂

真正的和现实的
“

文化 ， 唯一实际上有约束力的传统 ，它们不是通过

模仿而是通过创造保有活力 。 在自由的 、自治的个人存在的社会中 ，

信仰作为
＂

高级文化
＂

（我们如今这样称呼它）活动将既能承担传统的 413

社会整合又能承担定向职责 ， 它主要通过神圣化和僵化的传统来实

现 。 这种信仰是整个启蒙运动的核心。 ＂文化
＂

的战斗口号提供对这

种信仰的表达。

黑格尔的文化构想试图以一种复杂和连贯的方式清楚地表达文

化(Bildung) 概念 ， 而这种文化概念也能表达并能合法化这项计划。

而且在面对这种批判时 ，他不仅 承认这种批判的相对正当的理由和

相对效力 ， 而且试图将其整合进他自己的哲学中 ， 以此来保卫文化

(Bildung) 概念。 但是 ，他对文化概念的保卫早已被烙上深深的顺从

的印记。 哲学是精神文化的唯一形式 ， 它能够提供关于现代社会的

充分的自我理解。 但是 ， 尽管它能理解在看似混乱的这种动态世界

中的变化的合理性 ， 哲学（作为
＂

密涅瓦的猫头鹰")并不被要求去教

导世界该去做什么以及如何改变。 对黑格尔来说 ， 哲学是一个
”

被

分离出来的神圣场所 ， 它的仆人被称为一个被孤立的牧师。
，

飞）按照

黑格尔的观点 ， 能提供关于现代性现象的理性和解和辩护的唯一的精

神的－文化的形式只对极少数人开放。 在讨论宗教表现和哲学概念

之间的关系中 ，黑格尔指出：＂人不仅以表现的名义开始追求真理的知

识。 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 ，他也与它单独待在一起 。
屯）如果宗教表现

对于人们来说失去了影响力 ， 那么就不再有文化力益能为大多数人的

生活提供意义并阻止具有破坏性的虚无主义的增长。 因此 ，黑格尔的

现代性概念是自相矛盾的：使动态进步成为其内在原则并由此
“

终结

CD Hegel, Vorl.esungen心r die Philosophic如Religion,Stuttgart, Frommans Verlag, 1959, 

p. 356.

® Hegel , Berliner Sch rift.en ,1818一1831,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76, p.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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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

的那个社会 ， 只能以僵死的文化传统为基础才能进步 ，这一传统

的发展剥夺了精神的创造性并将其赶入私人领域。 因为这种自我矛

盾的分析 ， 黑格尔成了许多现代文化危机理论（从丹尼尔· 贝尔到哈

贝马斯的理论）的遥不可及的先驱。 他的哲学处于一个转折点上 ， 在

那里 ， 关于文化的历史信仰终结了 ， 而我们对文化的不满（和着魔）刚

开始。

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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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黑格尔与艺术的终结(D 415

艺术却已不再能达到过去时代和过去民族在艺术中寻

找的而且只有在艺术中才能寻找到的那种精神需要的满

足...…就它的最高职能来说 ， 艺术对于我们现代人巳是过去

的事了 。 今日的艺术却邀请我们对它进行思考 ， 目的不在把

它再现出来 ， 而在用科学的方式去认识它究竟是什么＠。

这一段引用（有删节）可能是黑格尔 1200 页的《美学讲演录》

(Lectures on Aesthetics)中最著名的一段。 当然 ， 这是一种奇怪的表述。

一方面 ， 它给我们的印象仍然是一个匪夷所思 、 毫无意义令人恼火的

挑衅（如英文翻译者所说） ， 简直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但它确实以这

种方式打动了黑格尔的学生和追随者们 很不幸 ， 包括他讲演录的

编辑海因里希 · 霍托(Heinrich Hotho) , 他采用了一些激进的编辑手

＠ 凡1d可译为终结、 目标以及结束等意思 ， 在这里选取了终结的意思。 －译者注

(2) G. W. F. Hegel ,Aesthetics, Lranb. Th. Knox, Oxford, Unive咄y Press, 1975, pp. 10-

11. [参见黑格尔 ：《美学）第一卷 ．朱光潜译 ， 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 ． 第 14 -15 页。 本书翻

译主要参照朱光潜的译本 ，但是由于译者依据的是英文版 ， 所以为了保证准确表述作者（马

尔库什）的思想 ．对于与中译本无法对应的引文 ． 则直接根据英文引文翻译。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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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使其变得缓和并更受欢迎饥费力克斯 · 门德尔松(Felix Mendel-
416 sonhn)于19世纪20年代末在柏林听到了这些讲座 ，在写给他姐姐的

一封信中描述道 ， 只有在贝多芬(Beethoven)死后的几年以及歌德

(Goethe汃托尔瓦森(Thonvaldsen)仍然在世的一段时间里才有过这种

关千艺术灭亡(mause皿）（僵死）的疯狂言论。 也许应对黑格尔美学理

论最好的方式就是忘掉这些疯狂 ， 正如最近的英文阐释者斯蒂芬·邦

吉(Stephan Bungay)所做的那样免

但是在研究黑格尔的时候很难忘掉其
“ 艺术的终结 “

理论。 这并

不仅仅因为它（及其他的补充 ， 即关千希腊艺术的典范特性）构成了

《美学》(Aeslhet心）最基本的结构性原则之一 ， 致使其省略部分不可避

免地将解释转换为一种重写的建议（如邦吉 ， 他宣称约有一半的文字

与哲学无关）。 同时 ，这个理念已经成为陈词滥调 (cliche) , 或者说至

少成为一个不断回到对当代艺术判断上来的历史性传统主题 ， 看似很

容易适用于对艺术的特点和环境产生长期以及根本的改变。 它来自

歌德逝世后海涅(Heine)关于艺术时代终结的预测 ， 以及阿瑟 · 丹托

(Arthur Danto)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某个时间的定位。 当然 ， 并且

支持所有艺术颓废理论的正是以一种重新解释的 、 弱化的形式对黑格
417 尔做出的判断 ， 他们源千马克思主义者 ， 正如卢卡奇 、 阿多诺 ， 或海德

格尔。 我们对整个世界理解的真理起源于希腊 ， 只要这种真理无论如

(j)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 ， 作为唯一提供给我们的霍托的文本 ， 其真实性引发了

彻底的怀疑。 作为即将发表的文在编辑（根据原有学生笔记和原讲稿） ， Annemarie Get.h-
01ann-Siefert , 在她的论文（《艺术在历史上的作用 ， 黑格尔美学研究》 ，黑格尔研究 ， 补编 ， 23,

1984), 以及后续一系列相关主题的文活中 ， 凸显了 Hotho 版本中对黑格尔观点的显著变化 ，

甚至是扭曲 ， 如叠加了自己比较保守 、 民族主义和宗教化审美的想法。 没有新版本是无法对

这种说法进行评价的．� 本文中我当然

是根据目前提供的文f;r'不过 ， 我已经考虑到Gethmann -Siefert提出的一些 “ 修正
＂

， 特别是

对那些被尚未发表的演讲稿证实了的修正处。 在此 ， 我特别感谢以下出版物（除了上述论

文）：（黑格尔艺术终结和古典主义的美学论文） ，黑格尔研究 ， 19(]984);《现代艺术作品 ， 黑

格尔研究）补编 ，34,1992;《黑格尔艺术与日常行为》 ，黑格尔研究 ，28(1993) 。

© 参见Beauty and 11叩h :A St叫'y of Hegel• s Ae.ithet心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esp. pp. 51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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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不是由宿命(Geschick) 决定的 ， 那么对海德格尔而言 ， 这种判断就仍

然有效。

鉴于许多异议和重新诠释的声音 ，这里我想要用一 种比较正统的

观点为黑格尔辩护：他通过
“

艺术终结
“

理论所表达的是非常正确的 ，

并且揭示了在现代社会中艺术现状的某种真正的重要性。 当然 ， 在这

种纯朴直白的黑格尔主义的告白中存在某种隐患：那就是黑格尔真正

要表达(really meant) 的东西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阐述这一观点 ， 有必

要回顾黑格尔所宣称的不仅仅是艺术的终结 ， 而且同时也是宗教的终

结和历史的终结。 通过提醒我们自已什么隐藏在最后 ， 看似最离谱的

含义 ，我们才可能获得更好地去理解如何到达所谓的 艺术终结的

假定。

当黑格尔确定在规范 性构想的现代性中历史的终结时 ， 他当然并

不指的是由此总是会出现世界末日般的结束。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

作为通过人类的行为和活动所带来的不可逆转的变化结果 ， 未来将继

续是不确定的 ，没有可预见的结束。 什么目的是哲学家—一 总是在偶

然性的作用中寻找理性 通过历史摸索到的：一 种达到充分理解意

义的渐进过程 ， 实现自由的需求和条件。 过去已实现的历史是通过连

续彻底的国家形式和体制的转变形成的 ， 是由世界历史中那些能在各

自年代中解决时代危机的个人的行为结果组成的。 这些危机的根源

最终在于社会政治制度对其成员诱发出的对自由的期望 ， 以及让生活

充满期望的这种制度结构强加给人们实现这些期望的障碍 。 并且当

它的终极目标 (telos) 实现时 ， 历史就结束了。 在具有复杂制度系统的

现代性中 ，原则上 ， 就能够将个性发展的自我实现的要求同社会－政

治一体化的功能性需要进行调和一只要在人类有限的条件下有可

能的话。没有什么乌托邦 .-fl=为《法哲学原理》(The Eleme心 of the 418 

Phi如ophy of Right) 的读者将都清楚 在历史终结后 ： 有限性包含

着在个人生活中无法消除的偶然性的角色 ， 并且黑格尔甚至在现代性

的规范化构想框架里揭示了一系列矛盾。 虽然这些矛盾不可消除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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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通过系统效应得以缓和 ， 在通过合理的改革而不断适应变化的

过程中，现代制度特殊的运行机制也能够抑制矛盾的发生。 这也正是

历史的终结。 因为日常常识含糊地假定了历史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 ，

并且把发生的事情归因于令人难忘的功绩决定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

然而 ， 从现在开始 ，历史是被制造的 ，并且是被匿名的大多数人合理性

地制造的。 说它是合理性的 ， 不仅是因为他们深刻的洞察力或是他们

的意志力， 还因为他们的位置所决定的 、环环相扣的行为的内在逻辑。

历史终结是因为哲学和历史经验主义概念间的区别消失了。 历史上，

通过冥思苦想 ， 为了实现自由的自由行为 ， 哲学探究需要发现的事物 ，

从现 在 开 始成为 一 种平淡无奇的 经 验现实。 完成是结 束(D比

Vollendung区t das Ende)—到达终点是结束。 使命就是现在要实现

的 ，剩下的就是它在日常中的实行。

这种与历史的终结的相似之处可能会引起关注 ，
一个人只有了解

黑格尔目的论的目标才能理解黑格尔关于艺术的历史目标的思想 ， 也

就是艺术的
”

使命
＂

。 无疑艺术的实证意义将不会消失：“我们尽管可

以希望
”

， 他的表述中写道， “艺术还会蒸蒸日上 ， 日趋完善"<D。 作为

艺术的意义 ， 哲学所揭示的意义 ， 即是什么是结束， 并且结束是因为任

务已经完全实现了。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艺术已经成为全面和完全

的艺术 ，并且从而也失去了它最深的意义和最高的使命。

哲学概论上 ，艺术的使命是什么？黑格尔在《美学》的整个第一

部分中讨论了这个问题。 但是他用了一种相当奇怪的方法：做了两

次。 在第一部分中， 他从美的形而上学理念出发提出了艺术作品的概
419 念和重要特征的一个系统的

“

演绎
＂

。 但在此之前 ， 在很长的介绍中，

他表达了一种相反的思路。 以非正式的方法 ， 主要是通过批判一些流

行的艺术理论， 他从实证的艺术概念推断出美(beauty)是审美领域独

一无二的 、所有艺术作品都应该满足的价值标准。 这两个
＂

推断
”

本应

(i) G. W. F. Hegel ,Aes如血
，

trans. Th. Knox, 0灶ord, UniveJSity Press, 1975, p.103. 
（参见黑格尔：《美学》第一卷 ，朱光潜译 ， 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第132页。

一一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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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相同 ， 但并非如此。事实上从美的形而上学的理念中推断出来的

并不是一般的艺术作品 ， 而是指经典的艺术作品。如此来说从艺术的

实证概念推演出来的也不是真正的美。 不仅是美的作品 ， 哪怕是最充

分地 ， 用完美的方式体现其标准的那些作品也要能够满足的理念 ， 恰

恰就是感性外观和意义内容之间要有必然的联系。事实上 ， 黑格尔在

介绍部分以一种非常尖锐的表述结束了相关的思考。 不是所有美的

事物都是艺术作品；缺乏美感也未必是艺术的缺陷 ， ＂技巧的生疏和不

熟练词）的标志 ， 却很可能正是审美内容的特征所需要的 ， 它尽管不太

符合理想但却使产品成为一种有效的艺术作品 。

这两种推断之间的冲突提供了把握黑格尔关于艺术的目的和使

命(end/vocation)的理解 ， 即艺术的哲学概念的关键。 艺术植根千产

生宗教和哲学的同一种人的需要：在看似无意义的偶然性和有限存在

的矛盾性中 、在生活世界的外在性和异己性中 ， 去寻找和发现永恒的

意义；使世界最终成为人类的家园。 艺术解决任务并不是通过在思想

上提升到经验现实的特殊性和有限性 ， 而是在表象本身的世界里 ， 通

过创造感性或意象存在来展示直接理解的含义。 “思维其本身只是对

现实和真理的调和。 但诗歌创作和形成是真实现象本身形式的调和 ，

即使这种形式只是在精神层面上展现。 飞）

这已经确立了《美学》的两个基本特征：反模仿的作品－审美。 反

模仿是因为艺术的使命是创造从来不能被提前给予的事物 ， 因此它是 420

被要求超越任何有限自然的存在所定义的特点 ， 与其自身的概念定义

是不对应的。 并且它是与康德的接受美学以及浪漫主义生产审美作

品的美学相反 ， 因为在这种理解中美学目前适当地被表述为只有满足

艺术世界里特定需求的艺术客体的必要方式。 艺术的 一种哲学理解

任务是揭示在艺术的历史变迁中它们的结构 ，以及艺术的不同形式 、

(I) G. W. F. Hegel,Aest/础血s, trru1s. Th. Knox, Ox£ 叫 ，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74. 

（参见黑格尔：《美学》第一卷 ， 朱光潜译 ， 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 ，第 93 页。 －译者注）

(2) G. W, F. Hegel,Aes如tics. 匝ns. Th. Knox, Q,d: 叫 ，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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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由此来看 ，艺术作品的经验概念的表达方式是直接的 。 这是一种

意向性创造的个体感性对象或想象结构 ，通过它的具体 、明显的特点，

直接展现了直观理解的统一含义。 一方面 ， 难以诠释的表象(schein)

确定了艺术作品本体论地位 ，内在思想反映直观存在才是指向作品的

线索（指引） (verweisung) , 是自身本质的另 一种表达。 另 一方面 ，它也

假定了艺术作品两种不同的 ， 尽管相互联系的规范的维度 。 第一种是

完全的统一
，充分的诠释 ， 内部和外部的 ，外部感性或形象和内在意

义：美的价值标准 。 这需要作品每个感官上不同的部分都有其重要意

义， 并有助于整体意义的表达， 其整体在所有方面和内容自由而无拘

无束的和谐中得以显蹄。 人类的眼睛充分地反映了灵魂以及一个人

的内在 本 质 ， 在这方 面 黑格尔将艺 术 作 品比作 ＂ 千眼的阿顾斯

(Argus)复通过这千眼，内在的灵魂和心灵性在形象的每一点上都可

以看得出
＂

气这一比喻在约100年后德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之一
、

里尔克（即ke)的《远古的阿波罗残躯》(Arch扣scher Torso Apollos)® 中

得到了共鸣：

……因为这里没有地方(... denn da ist keine Stelle) 

不能让你看见(die dich nicht sieht)。 你必须改变你的

生活 。 (Du muss dein压ben andem)© 

美是审美领域独特的价值 ，并且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美学的核心

421 观念， 是艺术完美的概念。但艺术作品也一定（根据艺术的特殊需求）

表示另 一种规范性语境 ， 对其哲学理解起决定性作用 。 在黑格尔真理

CD 比gus,阿顾斯 ， 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怪物 ，传说有一百只眼睛 。
－译者注

® G. W. F. Hegel, Aesthe归 ， trans. Th. Kno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153 -154. (参见黑格尔：《美学》第一卷 ， 朱光潜译 ， 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 ，第 198 页。 一—

译者注）

@ Archarscher Torso Apollos, 远古的阿波罗残躯 ， 这是奥地利茗名诗人里尔克的诗作 ，

这首诗编辑在其《新诗续寀》中 。 －译者注

＠ 译文参见里尔克：《里尔克诗选》 ， 林克编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 年版。 －译

者注

408 



第十四章 黑格尔与艺术的终结

本体论的定义中， 特殊性和普遍性概念之间有完全对应的要求。 这种

观点不 一 定是完美的 ， 但非常重要 ， 关 于这一点人们必然首先问 一个

问题：一件能带给我 们直观感受的艺术作品的内容意义是什么？然

而，这并不是一个好问题， 类似于询问：从一般概念上有什么可说的或

可想的？每件 事物和任何事物 ：艺术作品能够带来
“
对一切可能的内

容和意蕴"<D。 它属于艺术品具有的表象(Schein)®的特征 ， 被赋予了

一种幻觉－制造的力量 ；美甚至能为琐碎而无关紧要的事物也笼罩上

重要意义的光晕 。 真正的问题在于：仍然可以用这种感性形式表达的

具有 最高可能性的成就 ， 即最重要的真理内容是什么？而且对千这个

间题的回答可以揭 示最 高的真理：＂确定存在的真 理［存在

(Dasein) ] " , 统领生活和世界的客观理性原则 ， 神圣性 ，作为精神的绝

对。 并且只有这样 ，作品才能真正满足产生 艺术的需要 ， 艺术的
”

使

命
＂

。 在哲学意义上来说 ， 艺术是绝对精神的一种形式，是人类意识和

活动的绝对精神的自我理解的形式。 在黑格尔的历史主义真理概念

中，这主要意味着一个真正的艺术作品对民族或时代显示了什么 ， 绝

对精神－�即是无条件 、 普遍有效或重要的， 是最高利益的中心 。 作

品揭示了他们如何构想主导生活的最终力量 ，以及对世界和自我认识

构想的方式。 艺术作品表现为感性、能马上读懂的形式 ， 因此对每一

个 人都是可 用并可理解的方式。 在哲学概念上它是一种形成集体意

识的有效途径 ，是社会政治一体化的力量：＂人类统一的关键
＂

。 对于

艺术 ， 认知意义和社会 关联的问题都直接与黑格尔有关 。 他的美学是

作品美学 ， 某种意义上 ，也是关千 哲学对艺术的兴趣集中在艺术如何

”起作用
“

，以及 在它可能的认知／文化(cognitive/cultural)和社会政治

的功能 方面的间题上。

美和终极真理（及其相关的社会意义）的价值观和需求是李生的，
422

(D G. W. F. Hegel,Aesthetics, trans. Th. Knox, 0如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p. 47. 

（参见黑格尔：《美学》第一卷 ，朱光潜译， 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第58页 。
一一 译者注）

® schein, 这个词还可以翻译为显现、幻想等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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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是不相容的。在古典艺术中两者满意的结合象征完全开花 ， 艺术

的最高潜力的实现。 然而 ， 这种结合 ， 并不能永远持续。 在某些情况

下它会土崩瓦解 ， 不是由于偶然情况 ， 而是因为所表达的内容和绝对

精神特定历史理解的特征。 如果这种理解内在上是抽象和非决定的

(undeLermined) , 那么它的任何具体感性的表现将是超越决定论的

(overdetermined) , 并且因此形式只是模糊地与内容相关联。 东方的

“象征
”

艺术就是这样的： 一 种尚不够美的艺术。 另一方面 ， 如果对神

性的理解在其本性上超越了任何个人感性结构能够充分表达的可能 ，

那么形式将成为欠确定的相关内容。 这也就是浪漫艺术 ， 即基督教艺

术 ，一种不能更美的艺术。 这种发展必然导致作为绝对精神的一 种形

式的艺术的终结。

最简单来说 ， 这是黑格尔
”

艺术终结
“

理念的概念背景。 尽管 ， 这
一背景可能会导致对一些不经常遇到的黑格尔的观点引起误解。

由于黑格尔认为艺术的最高使命和哲学意义在千从个人感性结

构或自然形象方面揭示神圣性 ，或者可以合理地认为他所指的无非是

艺术的变形 ， 简单来说就是宗教主题艺术的逐渐消失 ， 上帝是首当其

冲的代表。 黑格尔 ，这位本体论神学思想家 ， 以此标志艺术真正意义

上的缺失。《美学》中清楚地指出这样一个过程 ， 并且把这一过程描绘

为必然的。 然而 ， 其必然性是艺术终结时代也随之发生宗教终结这一

事实。 在现代条件下 ， 有组织的宗教生活成为了一种社会仪式 ， 真正

的宗教信仰退化成纯主观感受和私人的虔诚 ， 而作为构成宗教意象认

知内容的信仰教义 ， 变成了文明社会里人们无法从容不迫谈论的话

题 ， 并且甚至被神学家以某种历史的方式加以研究。 因此 ， ＂如果我们
423 希望了解上帝 ， 我们必须求助千哲学

”

觅由此 ， 如果认为黑格尔理论

中艺术终结和宗教主题消失是同样的意思 ， 那必然得出结论 ， 现代社

(D C. W. F. Hegel,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 Introd四如
，

trans. H. B 
Nisbet, Cambridge , 1980 , p. 37. "宗教终结

“

思想由黑格尔在 1824 年关干宗教哲学的演讲中

提出 ， 涉及
“

宗教团体解散（消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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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与其说是缺少真正的艺术， 不如说缺乏神圣性(the Divine)本身的

意识和存在 ，即精神。 这并不是黑格尔的观点。

然而 ，把揭露神圣性与代表上帝或诸神等同起来的做法基于一种

基本的误区。 它（正如宗教的意象思维所做的）把神 圣性当作神

(Deity) , 当作超越经验存在世界至高无上的存在或存在物。 但黑格

尔认为神圣性是绝对理念 ， 是客观的存在的逻各斯(Logos of Being) , 

它外化在自然的异化形式中 ， 并且只有在人类集体的历史意识中才达

到自我理解。 有限就是无限， 因为它克服了有限性。 由于艺术的使命

是以感性 、 有限、现实的方式揭示神 ， 它能够充分履行其职能 ，如果它

表现的中心主题不是绝对精神， 而是
＂

精神中的人类元素,,<D'即具有

精神性的 、 与绝对精神相关的人类。 黑格尔的艺术概念不是神本位

的 ，而是明确以人类为中心的。

表现精神的那个客观外在因素 ， 是...…既然是完全受到

定性的和向特殊分化的 ， 那么自由的精神 ， 在由艺术加工而

获得适合的现实存在之后 ， 就只能是一种既受到定性而又本

身独立的 ， 处在自然形象中的精神的个性。 因此 ， 形成真正

的美和艺术的中心和内容的是有关人类的东西。©

艺术是人类自我发现最重要的文化形式。

彻底的人类中心主义可能会发现在黑格尔关于古典艺术局限性

的讨论中最清晰的表达 ， 美的艺术。 通常希腊宗教艺术的批判集中在

拟人化 ， 难以在自然和精神之间理解和表述分割（分离）与矛盾 ， 有限 424

与无限。 在这种观点中 ，希腊众神和它们在雕塑 、 诗歌中的艺术表达

是美丽的 ， 因为他们
“

是不真实的
”

， 并且只是人类特点的理想化。 黑

格尔接受这种批判 ， 并且认为这是表面的。 因为希腊宗教艺术的根本

局限性事实上在于它的拟人化不够充分 ，更准确地说 ， ＂单从艺术观点

(D G. W. F. Hegel,Aesthe如
，

l:rdllS. Th. Kno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249. 

® G. W. F. Hegel,Aesthet归
，

trans. Th. Kno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 975, p. 432. 

（参见黑格尔：《美学》第二卷 ， 朱光潜译 ， 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 ，第 163 页。
一一 译者注）

411 



文化 、科学、 社会一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来 看 ，的确是够拟人主义的， 如果从较高的宗教观点来看 ，它的拟人主

义就还不太够
＂

叭希腊诸神只是理想化的人类形象；也就是说 ，在它

们的形象中构成有限的界限的全部都是 理想化的事物。 它们 不了解

也没有表达出具体个体的特殊偶然性和自由以及内在思维意识的普

遍性之间的矛盾；它 们缺少自我意识 。 事实上，它们不是 ＂真的—样
＂

。

”所以出自拟人主义的希腊神们并没有实际的人类生活 ， 并非既是肉

体的而又是精 神 的神 。飞） 因 此 ， 基督教浪 漫艺 术— —人化神

(Menschenwerdung Gottes)的宗教艺术中 ，神化身为痛苦 、羞愧和有限存

在的死亡 ， 仅在宗教世界的精神信仰中复活 与古典艺术相比 ， 是

更彻底的拟人化及以人类为中心。 这使它不那么美丽 ，不那么完美 ，

但是却是更真实的艺术。

甚至 ， 这也直接导致了另一种更常见的反对黑格尔的声音 ， 即：

“艺术终结
“

理论是基于他的艺术理论中深刻的古典主义 ，以及在希腊

艺术成就的完全 理想化的概念上 ， 然而过高的艺术并没有或者也不能

实现这样的功能 。 毫无疑间 ， 这个论点直接相关于其对应物和补充

物 ， 即古典艺术无上完美的观点 ， 也就是黑格尔在说到
“ 没有什么比

它 更美 ， 现在没有 ，将来也不会有
＂

＠时所表达的观点。 然而这种完美

并不是黑格尔认为的具有完全的、形式特征（因此原则是可重建的）的

美。 事实上，对千形成于现代的那些朴素的接受来说（ 一种主观态度 ，

它自己对于艺术来说就完全足够了） ， 这些作品完全不会 是完美的。
425 它们看上去冷冰冰的并且缺乏个性 ， 特别是与浪漫主义绘画的内在温

情做比较 。 ”如果人们对于那些有价值的雕塑没有表现出浓厚的兴

趣 ， 并不能认为它们是有问题的。 我们要研究它们， 这样 我们才可以

(D G. W. F. Hegel ,Aestl比tics, tr幻1s. Th. Kno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435.

（参见黑格尔：《美学》第二卷， 朱光潜译， 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 ，第 167 页。 －译者注）

® G. W. F. Hegel, 心如tics, trans. Th. Kno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505.

（参见黑格尔：《美学》第二卷 ， 朱光潜译， 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 ，第 256 页。 －译者注）

@ C. W. F. Hegel, 心如如 ， trans. Th. Kno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517.

（参见黑格尔：《美学》第二卷 ， 朱光潜译， 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 ， 第 274 页。 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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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它们。 ,, CD今天 ， 它们充分欣赏的需求 ， 也使得人们开始从美学、宗

教、 政治方面的彻底统一的原始意义进行历史解读的重新建构。 并且

虽然这个想法或许反映了黑格尔对希腊城邦现实的理想化 ， 即认为是

＂美丽的政治艺术作品
＂

， 但至少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 希腊的史诗诗

人首先将许多无定形和松散的当地神话传说转换为万神殿和奥林匹

克诸神神谱 ， 形成了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统一的意识的框架。 正是这些

神塑性表达赋予了它们确定的形象和宗教想象的特征 ， 并且由千这些

雕塑的存在 ， 寺庙不仅是礼拜的地方 ， 也是神的住所。 这些守护神的

寺庙定义了城邦的公共空间 ， 公共会议和机构的空间 ，从政治统一上

获得一种物理存在和现实。 更重要的是 ， 它是史诗和神的悲剧写照以

及英雄作为道德力批和个人道德品质 ， 这些每一种都由特定的悲剧性

(pathe)创造了某些适于适当情况下的传统固定的模范行为的集群。

这种方式下——通过积极鉴别的审美力址�人尤其直接明确了

他们的公共行为。 黑格尔很可能高估了这种审美构成的世界观的实

际效果和政治意义 ， 但至少在他这部分不是基千他任何
“

古典主义
＂

的

偏见。 黑格尔对东方
“

象征
”

艺术也进行了同样的思考 ， 尽管不太详

尽 ， 参考宗教经典和文学作品之间缺少仔细分辨（以印度史诗为例）。

首先是通过对纪念性建筑的分析（象征艺术形式的主导艺术）作为国

家政治力拭统一的具体和物理的表现（通过巴别塔©的讨论 ， 他采用

象征形式适当地来分析象征艺术）。 因此， 无论就其象征的还是古典

的形式而言 ， 黑格尔把艺术的工具性对自律性作用的间题视为毫无意 426

义的 ， 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 ，艺术 、宗教和政治领域都不能得以明确划

分 。 然而 ， 这个问题对千浪漫主义艺术的发展来说却是决定性的。

作为揭示宗教的 基督教不再是由艺术创造或共同制定的。 信仰

的内容是独立的 ， 并先于艺术表达。 因此这种表达变得有些次要和画

(j) C. W. F. Hegel ,Aest归如 ， 匝ns. Th. Knox, Oxford 、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797.

＠ 在希伯来语中 ，“巴别 “ 是“叛乱＂ 的意思 ， 于是这座塔就称作 ” 巴别塔＂

。 －译
者注

413 



文化、科学、社会－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蛇添足 ， 不再是宗教意识的本质需要。 但是艺术在宗教的主要方面降

级为一种工具性 、 说明性的地位 ， 这主要是通过信仰内容的特点得出

的。 基督教作为内在的宗教 ，从外表表象转换到主体深度来实现精神

上的协调 。 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有感性 、 自然的事物构成了
”

并不是上

帝的现实存在而是他的无能力的偶然附属品 ， 只能使他的本质阻滞外

表而不能真正得到表现
“

觅因此 ， 这种内容不能带来艺术本质需要

的那种具体的、个体的 、感性的存在 ， 至少不能带来全部。 只有一些特

殊方面适合千美学的目的 ，并且甚至它们通常都不满足美的要求 。

浪漫主义艺术的全部发展过程被黑格尔描述为从工具理性职能

中释放出来的过程 ， 艺术的完全自律性的释放属于其精神活动的全部

内容。 当然 ， 这种变化的过程与已经表明的 宗教世俗化(Ven.veltli

chung) (变得世俗）是平行的 ， 丧失了文化力量的社会形式 。 不过 ， 艺

术的变化不能仅仅在消极方面被理解 ， 如宗教主题的消失。 从概念的

必然性上看 ， 它意味通过艺术的客体和内容正在进行征服 ， 也始终构

成了它的利益中心：充满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人类生活。 在我们的

年代 ，

艺术摆脱了某一种既定内容和掌握方式的范围的严格

局限 ，使人成为它的新神 ，所谓
“

人
”

就是人类心灵的深刻高

尚的品质 ，在欢乐和哀伤 ， 希求 、 行动和命运所见出的普遍

427 性。 凡是可以在人类心胸中活跃的东西对于这种人类精神

都不是生疏的……艺术现在所要表现的不再是在它某个发

展阶段中被认为绝对的东西， 而是一切可以使一般人都感到

亲切的东西……正是不朽的人性在它多方面意义和无限转

变中的显现和起作用 ， 正是这种人类情境和情感的宝藏 ， 才

<D G. W. F. Hegel, Aesth� 如 ， trans. Th. Knox, 0啦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374. : my correction of Lranslation. 翻译进行修改（参见黑格尔 ： 《美学）第二卷 ，朱光潜译，商务

印书馆 ，20l3 年版 ，第 93 页。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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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形成我们今天艺术的绝对的内容意蕴。＠

因此浪漫主义艺术的发展引起了艺术概念的实现 ，艺术完全成为

独一无二的。 但这是艺术的终结 ， 艺术的终结的
“

最高使命
”

和哲学概

念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力量能够形成集体意识和具有普遍意义的合理

要求。 在导言中 ， 黑格尔讨论当艺术的目标是带我们回到
“一切在人

类心灵中占有地位"®的家园时 ， 同时它失去能力揭示
＂

共同
”

和
”

实质

性终结
“

能够比喻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统一。 有人可能会说 ， 按黑格尔

的精神 ， 在现代条件下（如黑格尔的设想） ， 最迫切的需要引起艺术的

消失：在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协调中需要创造了一种感性现实 。 因为现

代世界作为历史的终结 ， 这种需要消失了 ， 而协调成为了一种经验的

事实 。 人类不再需要通过艺术世界去拥有一些具体的形象 ， 在他们以

往的艺术中得到归属感， 或者至少现在他们就可以在社会现实世界中

获得这种归属感。 但艺术并不仅需要这种协调任务；从其本身意义上

说 ， 即使存在 、象征 ， 不再能带来充分的协调 。 因为它是
＂

公民社会和

国家的固定安稳的秩序
＇
＠ ， 这个庞大的体制结构的客观工作作为社

会客观合理的调解机制现在产生了作用 ， 原则上 ， 只有思辨思维才能

促使这种协调。 现代的个体发展 ，虽然并不认同他们自已与社会地位

和功能之间疏远以及相反的关系 ， 但这种关系是存在的 ， 所以他们不

再代表整个社会或独特的
“

道德力量
＂

；他们的行为和命运不再能揭示 428

总体终极真理：

在现代世界情况中 ， 个体主体显得不是这个社会本身的

一种独立自足的既完整而又是个别的有生命的现象 ， 而只是

(D G. W. F. Hegel, Ae.sthet如 ， trans. Th. Kno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75, rlp. 

607 -608. (参见黑格尔：《美学》第二卷 ， 朱光潜译 ， 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 ， 第 380 - 381

页。 一一译者注）
® G. W. F. Hegel, 心如血

，
trans. 1'h. Kno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46 

（参见黑格尔：《美学》第一卷 ，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 ，第 57 页。 —一译者注）
@ G .  W. F. Hegel,Aesthe如

， trans. Th. Kno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592 

（参见黑格尔：《美学》第二卷 ，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 ，第 363 页。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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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社会中的一个受局限的成员……它并不是具有普遍性

的法律道德和规章的客观存在 ， 像在英雄时代的情况那

里……现代个人巳不再像在英雄时代那样可以看成这些力

量的体现者和唯一现实觅

因此当艺术以其个性化的表现手段 ， 试图解决自身时代的终极问

题 ， 解决追求自我实现的个性自由与现代制度的客观非个性特征的合

理性之间的关系时 ，它将不可避免地歪曲 现代的复杂现实。 它必然要

么（如黑格尔对现代田园生活的批判所表明的）虚假地掩饰 ， 要么至少

是漠视 ， 追求个性自由和不可预见的偶然性力量之间的不可消除的冲

突和矛盾的可能性 ， 来自于丧失人性的复杂关系中个人命运的羁绊 。

千是 ， 艺术加上
＂

甜蜜温柔的味道
”

少变为一种谦卑的意识形态的特

征 。 或者 ， 由于不可逾越性 ， 它将笼统地解决
“

心灵诗歌和环境对立力

量"®;之间的对立和矛盾。 因此它将仅表达等同千叛逆 、 反常的主体

性的扭曲的意识形态。 这可能是推翻旧制度(ancien regime)的前革命

世界中的一种主观调整 ， 但现在是不合时宜的。 通过变得自律 ， 艺术

停止变为绝对精神的一种形式；通过发现了最终目标 ，人性化(Huma

nus), 人类生活的自由和多样性 ， 它也失去了与现在历史 、 文化相关的

最高 、最普遍的表现力。 在当代条件下 ， 艺术必须以其有限性满足部

分有限者：它
＂

也就愈来愈多地栖息于有限世界里 ， 爱用有限事物 ， 让

429 它们尽量发挥效力"@。 作为人类
”

具有这种精神的人的作品
＂

例当

(j) G. W. F. Hegel ,A岱the如
，

trans. Th. Knox , Oxford , University Press, 197 5 , p. l 94 

（参见黑格尔：《美学》第一卷 ， 朱光潜译， 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 ， 第 247 ~ 248 页 。 －译

者注）

® G. W. F. Hegel ,Aesthei如
，

trans. Th. Kno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91

（参见黑格尔；《美学》第卷 ，朱光潜译 ， 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 ，第243 页。
－译者注）

@ G. W. F. Hegel,Aesthet运
，

trans. Th. Kno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1092

@ G. W. F. Hegel,Aesthet比s, trans. Th. Kno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594

（参见黑格尔：《美学》第二卷 ，朱光潜译 ， 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365 页。
－译者注）

@ G. W. F. Hegel ,Ae.sthet归 ， trans. Th. Kno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574

（参见黑格尔：《美学》第二卷 ， 朱光潜译 ， 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 ，第 340 页。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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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它能并且也应该去揭示被精神充斥并赋予活力的有限现实 。 但也

不再通过所有有限环境 、 行为和无条件 、 普遍有效的利益去揭示精神

和社会创建的目的 。

我认为黑格尔的
“

艺术终结
“

理论的有效性毋庸置疑 ，它正成为一

种在现代艺术争论中不断复兴的传统主题， 这也主要是因为它从根本

上完全地认识到现代艺术环境中的问题 ， 即围绕在社会意义和文化修

养周闱的缺乏清晰性和非安全性。 这样一 个问题的环境不是由于一

些外部条件限制 ，而是因为艺术作为发展目的的自律化 ， 因为艺术成

为纯粹和完全的艺术 ， 而不是其他。 然而 ，

“

艺术终结
＂

的思想本身只

表达了这种情况的消极性 ， 例如它失去了其
“

最高的使命
”

，失去了为

直接性的理解而揭示一个共同体最终的 、有约束力的目标的权力 ， 这

些目标以这种方式将成为实际行动定位和社会文化认同的一种有效

形式。 但黑格尔也显然认为 ， 从实证意义上看 ， 艺术能蓬勃发展和
＂

崛

起 ， 甚至更高
”

， 即使在
“

哲学的
“

结束后。 有人可能会接着想到黑格

尔的美学作品 ， 因此必然关注于社会文化
＂

作品
“

艺术的执行问题 ， 也

可能会告诉我们一些关于终结之后它可能的功能和意义。

在从《美学》中看待这个问题之前 ， 我将考虑两种通过后黑格尔主

义艺术的发展得出的关千
“

艺术终结
＂

的解释 ，并且是我们所熟知的优

秀观点 ， 它们似乎是合理的 ， 甚至吸引人的 ， 但也许令人遗憾的是 ， 它

们与黑格尔自己的构思存在矛盾。
一种是丹托提出的也因为艺术的

终结始千杜尚的《泉》 (Fountain)®并且 终于安迪 · 沃霍尔 (Andy

Warhol) 的《布里洛的盒子》 (Brillo Box)®, 它成为自己的哲学 ，
一 种

＠ 参见especially the paper "The End of Art''in Arthur C. Danto , The Philosop尬al

D氐ifra11cl心切比,u of Art , Columbia , 1986。

@ 《泉》 ． 直接取材千工业制成品 ，是由杜尚于1917年向纽约
“

独立艺术家协会
”

提交

的他从一家水管装置用品公司买回来的并签名穆特(R. Mull)的一件瓷质小便器 。
－译

者注

@ 《布里洛的盒子》是直接采用包装盒的形式 ， 没有做其他任何的加工 ，是沃霍尔不带

任何作者痕迹的代表作 ， 与上文提到的杜尚的U打有异曲同工之处。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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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无限发挥自己的理念
＂

矶丹托 ，作为一个
”

重生的黑格尔派
“

没有把

这一意见作为黑格尔思想的严格解释 ， 而是自由地应用到他对当代艺

术演变理论的理解中。 因此这也很难构成对他的异议 ， 甚至有人可能

会认为黑格尔会毫无疑问地激烈地拒绝这一观点 ，－—如证实他对浪

漫主义讽刺作品确实深深地怀有敌意一样。 一个作品只是滑稽地解

构了自己的可能性条件 ， 既不满足美的要求 ， 也不满足真理的要求 ， 那

么对黑格尔来说它完全不是一个艺术作品 ， 而是一种有害的意识形

态。 但是 ，人们可能表述更一般性的异议 ， 根据黑格尔的精神 ， 认为以

这种讽刺的 、结构的自我反思的形式来看 ， “后历史
”

艺术是无法履行

主要功能的 。 通常需要相对较高的哲学辩论的水平来评鉴这样的艺

术作品；并且一旦它们被
“

解码
”

， 一旦使这些抽象理念呈现为感性对

象或事件的刺激的惊奇感消失 ，它们似乎会消耗殆尽。 他们不仅缺乏

直接的影响 ， 而且他们也不能让
＂

永远不可能被满足
＂

的耳朵或眼睛感

受到持续的冲动感觉。 此外 ， 要具有这种刺激力鼠 ， 要假定艺术和它

的概念对我们仍具有某些真正的趣味性和重要性 ， 而且仍然还拥有一

些直接吸引我们的其他相关形式。

另 一个 不同方面的有趣意见是由卡斯滕 · 哈里斯(Karsen

Harries)提出的竺他辨识艺术终结和为艺术而艺术(1'art pour 1'art) 

的倾向的胜利 ， 纯审美态度的产生直接完全的来自千作品的审美形

式。 这种问题的解释在黑格尔《美学》 一书中没有真正提供概念性的

方法说明在这个意义上什么会构成感性或感官物体的纯粹审美特质 。

他的理论的伟大之处 ， 在于坚持史实性以及内容和形式的互相调节 ，

现在回顾来看 ， 同时也是弱点所在。 由于黑格尔坚持内容的主导和决

定的相互关系的地位 ， 他不能承认形式能创建自己的内容的可能性 ，

431 独立于任何给定的意思。 尤其清晰的是 ， 他明确地将绝对音乐（无歌

Q) Tlie Phu砌p加al D�fr血c抽eme11t of加
，

Columbia, 1986 p. 209.

® "Hegel on the Future of Art" , Review of Metaphysics, 27 (1974)

418 



第十四章 黑格尔与艺术的终结

词的音乐）视为
“

不幸
＂

， 认为其是
“

不能严格被称为艺术"<D的。 黑格

尔确实把艺术感性质料的解放趋势接受为合理的（正如我们将立即看

到的那样） ， 但是仅限于这种质料仍然为某些意义的表达提供载体的

情况 ， 即使这种意义（正如他钟爱的意大利歌剧）没有结果或趣味。

我们在《美学》中无法找到任何关于问题明确和一致的讨论：艺术

终结之后的艺术作品还能具有什么功能和意义？黑格尔没有致力于

推测艺术的未来；历史的预言巳超出了哲学的职权范围 。 然而 ，在 其

他一些不同地方 ， 相当不连贯地 ， 他确实又进行了大量对于被他视作

当代艺术发展中重要的和有价值的趋势的思考 。 这些可能让我们制

定一个对这个间题更普遍的回答 。

当黑格尔指出艺术是过去的事时 ， 他首先意味着接受当代艺术最

重要的是过去的艺术。 黑格尔清楚地指出 ， 艺术的历史性和包罗性一

同扩大了审美传统有关的时间和地理的范圃 ，在现代起到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 过去伟大的艺术作品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构成史前精神

文化的大门；它们是构成我们
”

历史记忆
“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通过历

史背景 ， 我们可以理解现在 ， 理解我们自己的 因此是多变的— —

作品。 对以往杰作的兴趣和了解是正规培育（正规教育和培训）的基

本要素 ， 没有它们 ，现代个人无法与自已生活的一般条件建立足够的

自我反省的积极关系 。

如果过去的艺术作品保留它们的实用性是因为它们的美（或崇

高）的审美力量使我们涉及对它们的真理的追求 ，对它们含义的公开 ，

尽管这种追求现在需要历史－解释学上的反思 ， 然而生活中的问题 ，
432

当代艺术 审美地表现其自身在美和真之间的分离 ， 这仅使得它们的局

部统一受到孤立和不安全的限制 。 在黑格尔看来 ， 当代艺术在两个相

反的方向进行发展。
一个是由美的作品构成 ， 其内容没有任何特殊意

义或偏好 。 例如 ， 荷兰的景观和静物画 ， 以及最重要的现代音乐剧

CD G. W. F. Hegel ,Aesthe如 ， trans. Th. Kno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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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amtku几stwerk汃当代歌剧。 完美的技能和表现使得绘画上表现司

空见惯的对象和音乐上演奏过时的 、 往往乏味的曲目具有美学意义 ，

这些技巧和表现手法为之注入了视觉和清感表达的主观性 ， 为日常生

活存在总体上的枯燥乏味制造了许多
“

诗意的
“

例外。 通常我们忽略

的是这些作品所具有的绚丽色彩和富有表现力的歌唱声音， 以及可感

知的最短暂的感观印象和感觉的微小变化。 一般来说 ， 它们带来现象

世界对人关联的存在 ， 外在的人性化世界对主体性的适应......它们的

作用类似于愉悦精神的作品 ， 人性化的 、 反思性情感和自由幻想的作

品，快乐的， 或者至少是舒适感 (Gemutlichke切的作品 ， 以及关于有教

养的公民的 、 市民的 (burgerlich) 存 在 。 这一方向也造成了艺术的局

限。 当缺少主观活力和外观魅力的温情， 当作品仅仅变成一种平淡现

实的忠实模仿 ， 日常生活的现实－自然主义的塑造时 ， 它就不再是艺

术品 。

当代艺术另一个方向是真正的社会文化关联性的作品 ， 是
“

伟大

的伦理兴趣
”

和
＂

真正的道德悲抢
＂

， 这也是黑格尔对约翰·克里斯托

弗· 弗里德里希· 冯·席勒 (Johann C. F. Schiller)的历史剧的概况 。

但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 它们只有牺牲美丽和谐的客观性和即时性

的理智主义完成的艺术品 ， 一种抽象的 、 道德说教的 、 著作者的目的的

入侵。 即使是这样的代价 ，他们仍然不能达到直接、 实际、行动导向的

目标。 由于在现代性条件下 ， “个人不能实现普遍的目标"<D' 悲剧的

433 结局 ，英雄个人失败的命运， 肯定认同英雄缺少直接达成协调的特点 。

我们不能抱有
“

一颗宽慰的心
“

离开现代剧院 ， 却会被
“

不幸中的幸

福
“

感觉所困扰霓这不会强加给观众明确的道德取向 ， 却会刺激观

众对生活中的伦理道德的选择进行独立思考。 这可能会导致混乱 ；所

CD G. W. F. Hegel, Aes心tics, trans. Th. Kno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224. 

® G. W. F. Hegel,A邸归四 ， trans. Th. Kno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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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德标准的主观玩弄和消除都可以成为作品的结束 ， 如浪漫主义反

讽和
”

主观幽默
＂

。 这样的作品毁掉了内容和形式的客观性 ，将
“

题目

醒目但材料紊乱歪曲
”

表现为
”

重点是作者的主观智慧
＂

吼这也再次

地违背了艺术的界限 ， 这样的作品即使有实证意义 ， 也不是一件艺术

作品。 偶然的外在性和偶然的内在性 ， 主体 ， 代表了
“

后历史
”

艺术相

对的但相互关联的限制。

然而在两种限制之间有一个定义不明确的领域 ， 如果仅以局部和

脆弱的方式也仍可能实现美和真 ， 审美的直接性和社会文化的关联

性。 黑格尔称之为
“

客观幽默
＂

。 他的讨论 ， 至少在出版的文本中 ，是

简洁和零碎的 ， 这也使得解释是具有一定风险的。
一般来说 ， 他似乎

认为一种主观态度的审美实现 ，是欣然沉溺于自己 、 放纵自己的对象。

因此 ， 表现变为表达与世界的某些内在的关系 ， 或至少是象征 ， 通过这

种对象化 ， 它失去了其个人特质并且成为可再经验的 ， 一种对共享的

生活形式或生活态度的审美召唤。 然而 ， 黑格尔引用的
“

客观幽默
“

实

例却是令人困惑的。 一方面它似乎是将荷兰风俗画作为民族自我意

识的审美节点作为例证。 这些作品即使是通过日常生活最府俗 ， 甚至

丑陋的场景表达 ，也能巧妙地唤起精神上的愉悦 、 积极的生活态度 、平

凡劳动创造世界的快乐以及民族英勇历史 ， 起到了公共标识功能。 当

然它们有特殊性和有限性 ， 甚至也许是内心狭隘的 ， 但是在他们的资 434

产阶级舒适性中 ，却是真正地共建了民族统一的团结饥不过， 他所涉

及的
“

客观幽默
”

概念似乎是正好相反的情况：黑格尔所推崇的歌德的

《西东合集》 (West-Ostlicher Divan) , 一个诗 歌后期的循环尝试将波斯

抒情诗的精神融入当代情感表达习惯中。 黑格尔认为这是当代艺术

使外来文化的生活态度通过审美方法直接再次实践的杰出典范。 这

CD G. W. F'. Hegel,Aesthetics, trans. Th. Kno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601. 

＠ 荷兰艺术的成就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 但是黑格尔反复提及歌德和席勒作为民族诗

人的特点 ，这表明自我意识和特定民族的文化认同形成（或变化）的功能在当代条件下仍然

是可能及有意义的。

421 



文化 、科学 、社会一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样起到了国际化教育的作用， 将普通公民、 中产阶级提升为世界公民，

从精神层面打开了行为和经验的其他形式。

最后 ， 似乎他也包含实现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的分类、 教育

小说， 以及它们的实用协调的客体反讽。 针对无知和格格不入， 它们

将成长过程刻画为学徒理性现实的存在， 毫无意义且秩序混乱， 年轻

的心灵在更高的理想和感觉至上的名义下进行反抗。 最终 ， 青春变成

了
“

和你我一样的庸俗市民"<D。

这些有关
”

后历史
”

艺术各种可能性的不同意见清楚地表明黑格

尔不认为
“

艺术的终结
＂

仅是变为无功能性 ， 失去所有社会关系的痕

迹。 但是 ， 在他的分析中指出 ， 作为审美潜能的具体文化功能似乎是

具有特定目的的(ad hoc汃偶然的和多样的：情感的培养和现代冲突

自觉反思的理性表达 ， 民族文化身份的确定以及国际化教育的形成等

等。但是 ， 我认为这正是黑格尔所要表达的 。 终结之后的艺术是存有

疑问的， 因为它所属的功能成为无法解决的问题， 所有的答案和解决

方案仍将是有特定目的的(ad hoc汃偶然的 、 短暂的和多样的。 变得
435 独有和完整的 、自律的艺术， 不仅从规定内容中赢得了自由， 从所有层

次的主题和风格中赢得了独立， 而且摆脱了预先给定的、 固定的功能，

与其使命一样 ， 获得了解放。 毫无疑问，这也是一种巨大的损失 ； 艺术

不再表达
“

人的实质精神
”

， 这种精神统一了具有绝对社会政治相关性

的公共的社会思潮 。 在现代条件下 ， 真正使国家成员的个性化和私有

化得到统一的是在非个人和官僚机构的工作， 单独的概念思维就可以

抓住合理性 。 但同时也会损失获得自由和潜能的扩张。 艺术家现在

能通过对特定情况的反映和审美再现的力盘以及社会文化相关的新

类型和模式进行自由的创造， 而不是发现。 艺术家能赋予他们的艺术

新的内涵模式。 即使艺术终结时， 艺术作品也能并且也应该 ”
起 作

用
＂

。 黑格尔的哲学不允许审美领域完全地自我封闭 。 这不是
＂

终

(D G. W. F. Hegel ,Aesthetics, trans. Th. Kno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593. 
（参见黑格尔：《美学》第二卷 ， 朱光潜译 ，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第364页。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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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而是艺术的消失 ， 它转变成一个爱好或游戏。

”后历史
”

艺术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特点事实上包括它赋予艺术

家自由 ， 有效的能力没有寓于艺术家的艺术和艺术性。 艺术家应从

＂限制在一种特殊
＂

的内容和内容的表现方式中解放也也能自由接

受。作为表象(Schein)的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地位意味着， 只是对于另

一事物而言它才是其所是。作为一个感性对象它不是完整的；只有在

与接受者的关系中它才具有艺术品的地位。 “艺术作品本身是没什么

生命的 ， 没有自我意识 ， 它属于能了解和能想象它所表达的真实内容

的团体［它属于社会(es gehort eine Gemeinde dazu) ] 。 "®感性意象的特

点使得适当的主观态度对艺术的理解是直接的（
“

朴索的")。然而 ，

直观性是黑格尔常常直接传达的；它总是轻率地推测一些概念化的接

受形式 ， 一些无意识的预先判断。因此 ， 当个人分享公共文化作为可

理解性固有和显著的前提时 ， 艺术的朴素 、 直观的接受性再一次典型 436

地局限于那些历史时代 ，当他们是伦理实体的
”

代表
”

时。 对千现代个

体来说， 艺术作品是个人喜好的对象、 批判和反思性的解释。 如黑格

尔所指出的 ， 即使是一幅《忏悔的玛德莱娜》叭Maria Magdalena)的画

作现在等同于虔诚的宗教作品或是轻微的情色刺激。 艺术作品是否

达到预期的影响 ，实现预期的功能 ， 传达预期的意义 ，内在品质不仅是

唯一甚至是最重要的。它取决千是否了解观众的倾向的目标 ， 并且很

大程度上是具体的历史紧要关头及社会群体的问题。 一件艺术作品

是否能在任何意义上
“

工作
”

——对黑格尔来说这意味着它是否是一

件艺术作品——取决于外部 。 这解释了黑格尔令人发狂的习惯 ， 即使

在一些当代艺术趋势或艺术作品具有最积极的特征之后 ，他还是提出

(D G. W. F. Hegel,Aesihetics, Lrans. Th. Kno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605. 

（参见黑格尔 ： 《美学）第二卷 ， 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第378页。
－译者注）

® G. W. F. Hegel, Vor如unge几 iiber心Phil.osop血如R忐加
，

ed. G. Lasson, Meiner, 

1966,vol.l, p.282. 

@ Maria Magdalena , 一幅宗教画 ， 传说画中的玛德莱娜之前是一名妓女 ， 在基督的感

召下 ， 痛改前非 ，专心修道 ， 最后成为基督的门徒 ， 是有名的圣女之一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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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问题：然而 ，这仍然是艺术作品吗？并且这个回答是未知的。 因为

现代性艺术不是简单地代替传统问题
”

这是美的吗
＂

。 还有一些更广

泛的审美评价的概念 ， 例如施莱格(Schlegehan)提到的
“

有趣" 。 ”这

是艺术吗
＂

。 这一间题问了一遍又 一遍。 就这个问题 ， 依据正式定义

的美学标准或仅仅单独从历史考虑的基础是没有答案可以被给出的。

最终答案将取决千接受（当然 ， 包括内在艺术的接受和影响）的事实。

这是由艺术的外部和表达的偶然性共同决定的。 这是
“

艺术终结
＂

的

终极意义 ， 以及现代艺术的根本矛盾。 艺术 ， 变为完全的自律 ， 决定什

么是艺术他律性问题。 因此 ， 黑格尔可能会说 ， 没有什么是真正的自

律 ， 除了绝对精神是所有它的表现形式的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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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化理论

． 

文化概念—— 由于起源于启蒙计划－是一个体系上多义的概

念。 这体现在它具有两种清晰可辨的意义 ， 然而 ， 在实际的使用中却

证明这两种意义并不能够完全划清界限。 一方面 ， ＂文化
”

指的是某些

社会实践活动及其产生的结果所能渗透到的所有方面：在当代的理解

中 ，它具有意义承载和传递的维度 ， 是所有社会的表意体系(signifying

system) [广义的、 人类学(anthropological)意义上的文化］。 另 一方面 ，

它指的是一系列限定的 、 特殊的实践活动�艺术 、 科学等等－一－

它们在西方现代性的条件下变成自律的 ， 也就是被社会地设定为本身

有价值的 ，并且具有自己原生的－内在的规范和评价标准的活动［狭

义－部分的、 ＂价值标示的" (value-marked)文化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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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人类学的文化概念 ， 无法用一种
“

历史唯物主义
＂

的概念方式

明确表述。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无法解释此现象领域里的

各个方面和元素 ， 而只是表明，从其自身的内部逻辑来看 ， 它们并不是

能用统一的方式探讨和理解的统一体。

问题在于对立的概念阐述逻辑。 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基于一种一

体化的社会形象(integrative image of society) : 文化是一个社会的全体

成员共享的东西 ， 对文化的参与可以使他们在一个通常意义的世界中

以互相理解的方式行动。 此外 ， 它也是那些共享的意义 ， 在这些意义

的基础上 ， 个体形成了共有的一致性 ， 其时间上的持久又确保了社会

持续的统一 。

另一方面 ， 马克思主义想要从不同结构制度领域间的动态关系入

手去研究这个社会 ， 正如它通过分析处千不同结构位置的社会力蜇之

间的经常性冲突所实现的那样。 它将社会的统一 性和连续性与所有

共享的共同归屈感进行了彻底的区分——它把前者理解为支撑它们

的那些关系和制度的不断再生 ， 而正是这些关系和制度决定了基本的

社会对抗特征。 并非语言学的交往 ， 而是生产中的分工 ， 为马克思提

供了社会交往的范式：以制度分化活动之间的互补性和互联性为基础

的相互作用 ， 它主要设想的不是共有的 ， 而是不同的能力(compe

tences), 同时也包括现实利益的对抗。

既然“

人类学
＂

的文化概念在我们的（日常的和科学的）思维中亳

无疑问地发挥着一种重要 、有效的作用 ， 那么声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方法不能阐明它 ， 似乎是对后者做出一种非常严苛的判断 ， 至少暗示

了它需要被与其逻辑相异的原理来补充。 然而 ， 如果要使这个 结论成

为令人信服的 ， 除非人们认为关于
＂

完满
“

理论的想法是可以 实现的 ，

换句话说 ， 认为存在那样的可能性 ， 即单一的理论框架可以在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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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满意地解释归千其概念领域之下的所有现象（至少基本的）的特

征。 我没有这种期望并且不知道在什么研究领域里有这样的例子，
哪 439

怕是能够接近于满足这个条件的。 不仅如此 ， 在社会理论和人文科学

领域里 ，这种增补完善的想法似乎尤其存在问题 ， 在这些领域里 ，不同

的理论范式对于社会行为往往提出实践上不可调和的观点和导向 ， 然

而却不能彻底区分它们合法的适用范围（这也恰恰是它们争论的问题

所在）。 在这种情况下 ， 虽然它们存在公认的理论
”

不足
＂

， 但人们需

要在它们中间做出选择 ， 一—－这种选择当然不能独立千实践的承诺 ，

因此也暗含着实践的责任。

三

另 一方面 ，狭义的 、价值标示的文化概念 ，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 ，

从其发端时起 ， 便构成了其理论兴趣的一个重要领域。 启蒙的观点认

为文化和培养是通向合理的和自由社会的主要手段 ， 同时由于自己的

理论也属于同一个文化领域便声称具有一种彻底的实践意义 ， 与这种

观点截然对立 ， 对马克思主义而言 ，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 ，它既表现为
一种理论上的困境 ， 也代表一 种实践上相关领域的理论化。 （在此意

义上的）文化概念阐述的三种方式 ，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远见卓识的

思想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 并且这三者都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本人。 尽

管它们好像往往以不同的方式彼此联合 ， 但是它们却代表着完全不同

的思路 ，可以分别概括为不同的特征。 它们可以分别表达为基础和上

层建筑的隐喻 ， 意识形态的概念和文化生产的概念。

四

经济基础和从属性的上层建 筑(economic base and dependent 

superstructure)的概念一 —在其表述和理解的所有的变体中 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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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的思想是所有政治的 、法律的 、宗教的和文化的制度与实践（关于

它们的特征和变化）对经济结构和社会进程的必然的依赖性。 用 经济

变化对千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变革既具有强制性也具有刺激性来解释

440 这种依赖性是合理的。 在马克思那里 ， 这种观点具有强烈的论战的、

祛除幻想的(disillusioning) 特征：它直接反对马克思时代普遍流行的

那种认为政治和文化是普遍利益的表达和体现的思想 ， 也就是认为普

遍价值与仅仅作为所谓私人利益领域的经济完全相分离 ，并且相对立

的观点。 人们同样应该承认 ， 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分法构成了早期马

克思关于文化问题论著的框架——无论今天我们以什么方式评价它

们 这种二分法实际上促成了文化社会学部分学科的生成（如文学

社会学 、 艺术社会学 、科学社会学等）。

然而， 即使人们把长时间以来关千这种二分法的理解所产生的一

些观点作为简单化的曲解（如把基础等同于
“

物质
”

， 把上层建筑等同

于
“

意识－观念
”

； 两者之间单一的因果关系等）而加以挨弃 ， 对我来

说 ， 似乎这一理论的有用性也已经被耗尽。抛开许多当然并非不重要

的理论困难不说 ， 主要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那些似乎可以从上层建

筑被基础所
”

制约
＂

的观点中合理地保留下来的内容 ， 不再表现出一种

批判的洞察力 。 那些政治和文化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和程度上依赖于 ，

并反作用于经济变化进程的思想 ，那些存在千前者领域 中的实践常常

受到不同关联的群体利益的影响和诱导的种种思想一一一般而言 ， 在

今天呈现出 一种经验事实的形态。 代表真正理论和实践旨趣的是研

究这些事实是如何被理解和解释的。 然而 ， 想要说明这一点 ， 这个包

含着完全不同的制度和实践的， 极端抽象的上层建筑概念无法提供足

够的理论工具 因为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由千它包含不同的成

分 ， 这个问题必须用根本上不同的方式来加以回答。 断言这种概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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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是一种还原论的概念 ， 不是因为它不承认上层建筑对于基础的一种
“

反作用
“

—一它显然是承认的 ，而是因为它所能理解的这种能动作用

只是在一种表达还是压制特定利益 ， 在促进或阻碍一定经济发展趋势

之间的单一的二分法的意义上理解的能动作用。 或者换句话说：谈论

上层建筑的
“

相对自律性
＂

仍旧一直保留一种辩护性(defensive)的一 441

般特征。 因为要给一种自律性概念赋予意义（不论 它是怎样相对的） ，

人们必须不仅能够指出来自千什么(from what) , 还 要说明去做什么

(to do what)也是自律实践的一种既定形式。 然而 ， 基础／上层建筑的

二分恰恰缺乏这种能力：去详细说明使不同上层建筑的实践（和体系）

成为特殊实 践 的根本特 征是什么。 因此 ， 最近那些深奥的

(sophisticated) 、意欲研究出这种概念阐述在今天仍然存在有效内容的

尝试［古德利尔(Godelier)、 雷蒙· 威廉斯 、柯亨(G. Cohen)] , 对我来

说似乎是相当有间题的 ，在他们所有的分歧争论中不仅存在同样知识

上扭曲的特征，而且最终都是以恰恰违背了马克思引入这一隐喻初衷

的观点而告结束。

六

在某些场合 ， 意识形态概念被马克思（尤其是他早期著作中）用于

直接论战的目的 ：将历史中赋予观念以某种超越性力蜇的思想和表现

体系 ， 还原为明确的 、特殊的（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社会利益。 在这

个意义上 ，意识形态概念只是把依赖性的上层建筑的思想转换成解蔽

的(demasking)文化批判的有效方法。 但是 ， 马克思还在另一种超越

了基础／上层建筑二分的方式上使用这个概念。 这种意识形态的意

义 ， 主要以他对黑格尔 、 亚当．斯密 、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

人著名的和反复的批判为例。 很明显 ， 在这些批判的分析中 ， 对一定

利益的特殊形态的理论阐释 ， 只是发挥了次要的作用 ， 尽管马克思一

贯地将之描述为
“

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
＂

。但 他分析的重心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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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面 ： 在于揭露这些理论的那些尚未主题化的(unthematized汃理所

当然的假设 ， 它们有效地把这个社会的一些构成性的特征最终转化为

思想的方法论前提 ，更普遍地转化为它们所构成的合理的话语和表述

方式。 因此 ， 这种意识形态理论开始着手揭示那些结果 ， 那些竭力普

遍化这些非反思性预断的现实尝试所引发的结果一 正如在重要的

文化著作中所做的那样�眨些结果主要出现在分析作品中的矛盾

442 和断裂之处。 文化上具有重要性的意识形态 ， 在这个意义上是典型的

对思想的禁铜 ，把历史限定的实践中的束缚转变为思想和想象上不可

超越的局限。 对它们的批判是一种社会批判的一部分， 这种社会中占

统治地位的文化 ， 系统地排除了对于其自身产生其他社会可能性和选

择性的理解。 同时这种批判也是对文化对象化(objectivations)意义的

一种重建 ， 这种意义从不单独存在于作品中 ， 而是依赖于那些实现意

义构成的文化实践的客观条件 ， 并且它们对千作品的创作者来说似乎

已成为不证自明的必然。 在这种意义上 ， 意识形态批判 正如近来

很多人已经强调的——代表了一种辩证的调解 ， 是在依赖于它的非文

本的 、 社会实践的背景下 ，对意义解释学的理解与客观性说明之间的

一种辩证的调解。

七

正是这后一种对
“

意识形态
＂

的理解构成了那些马克思主义者著

作的基本框架［如卢卡奇 ， 阿多诺 ， 赫伯特 ·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吕西安· 戈德曼(Lucien Goldmann)等人］ ， 这一点毋庸置

疑塑造了我们对于当代文化及其传统的整体理解。 尽管如此 ， 马克思

已经在一种相当偶然的方式下指出了意识形态批判所面临的两种主

要困难。 第一种是关于基本的文化形式（或类型）的起源和特殊功能

的问题。第二种是关于文化传统的问题 ， 也就是那些在它们最初被创

造和接受的社会条件已经消失（也许甚至无法重建）之后却依然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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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延续着意义和重要性的文化传统。 这两个问题显然彼此联系一

长期有效的传统 ， 在前面提到的意义上只存在千某些文化形式之中 ，

在其他 形式中却未曾发现。

无疑 ，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述便致力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一

人们只需要参考那些明确圉绕着一定文化传承形式的历史变化（和社

会重要性）的著述便可以发现（如卢卡奇和戈德曼关千小说 、 威廉斯关

于戏剧 、阿多诺关于古典音乐形式等著述） 。 然而， 尽管如此，总的来

说问题仍然没有找到答案。 或者更确切地说 ， 通常 ， 这些答案要么是

用一种非历史的人类学方式（一般把基本的文化类型的划分为人类与

世界可能关系的刚刚分离， 或者交往关系不同方面的分离） ，要么就是

一种浪漫的历史主义的方式（把文化传统当作人类鲜活的记忆 ，是对 443

其历史累积的自我意识）。 并且 ， 人们可以发现 ， 这种解决方式甚至出

现在那些对于这种理论立场没有表示出什么好感的作者那里［例如 ，

詹姆逊(F. Jameson) J 。 然而 ， 这类答案 ， 在马克思强烈的历史主义的

框架内似乎显得相当古怪（即使他自己也许偶然间曾考虑过它们） ， 并

且几乎无法与一些历史事实相调和 ， 这些历史事实证明了不仅在有效

传统的储备中 ，并且在文化法典化的类型分类的结构中也同样存在着

基本的变化。 尽管如此 ， 我把这些难以令人信服的答案首先视为一种

有益的自我防卫 的表现一一t反 对把意识形态批判变成
“

总体的
“

(total)的一种自我防卫 ， 反对把它从一种文化干预的方法转化为一种

普遍的文化理论的防卫。

马克思主义的
”

意识形态
“

是一个批判的概念 。 它曾经是而且现

在还是干预传统－传承和传统－维持的统治性过程的一种有效媒介 ，

是打开思想新视野 ， 刺激新的社会感受性和想象力的途径 ， 进而从文

化束缚中解放出来一一达到社会的解放。 作为一种批判形式 ， 它在涉

及自己的对象时必然要求一种特权地位 ，它把那些仍然不透明的并因

此在实际的分析作品中被当作自明的预断 ， 视为特殊的和社会导致

的。 要把这样一种方法转化为一种普遍－总体的文化理论只可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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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两种结果。 要么是 ， 如今的批评家主张一种普遍性的特权地位 ，

宣称他／她自己的观点在原则上独立于所有历史限制视角的形式 ， 并

且也因此将之置千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之外。 要么是 ， 能够承认批判观

点本身在原则上也被嵌入其对象所陷的同样扭曲的境况中 因为，

它们可以被反思地和事后地认识 ， 却从不可能被超越。 毋庸置疑 ， 马

克思自已倾向于第一种选择：他认为（尤其在他晚期著作中）他自己的

理论态势是沿着自然科学的形态发展的 ， 尽管也是历史限定和不能

“无先决条件的
”

， 但只是带着不断在物质实践中得到验证的 、经验可

证实的前提而发挥作用 。 在这方面 ， 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关于科

学和意识形态之间严格的二分法在经典文献本身中是能够找到合理

根据的。 然而 ， 大多数意识形态批判的代表 ， 不能接受对科学的实证

心！ 主义的理解（也包括马克思和阿尔都塞）或批判理论方法与自然科学

方法的等同。 但是 ， 另一种选择对于他们来说同样有充分的理由不能

接受。 因为， 意识形态概念自我反思的 “ 总体化" (lolalization)——正

如近来法国后结构主义的一些趋向所说明的一 作为一种社会批判

的工具总体上是无力的。 由于批判在这里针对的是一些根本上无法

超越的事物 ； 针对语言 ， 或是任何表述话语的强制力拭 ，或是所有思想

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定性和视角等等－－ 对于这些方面的人类有限性 ，

这种理论不是表现为一种绝望的抗议 ， 就是一种愉悦的顺从 ， 这使得

意识形态批判丧失其实践的－社会的相关性。 由此 ， 马克思主义最杰

出的代表们在文化理论的某些基本问题上 ， 遁入了抽象的人类学的普

遍性之中。

八

文化生产(g必tige Produktion) 这个术语从 1844 年到他最后的经

济学手稿 ， 多次出现在马克思的著述中 ， 但是其意义和内涵却从来没

有被详细澄清过。 如果说这一表达在最近 20 年变得有些流行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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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是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 ， 即它恰好符合一种幻灭的态度 ， 这种态

度认为文化不再是能够产生永恒价值的个别英才深不可测的创造性

行为的结果 ， 而是一种世俗的社会制造过程的结果 ， 这个过程只是为

了满足不同消费品位和选择的需要而制造某类物品。 基本上 ， 像珍

妮· 沃尔夫(Janet Wolff)或桑切斯· 巴斯克斯(Sanchez Vazquez)这样

的作者就完全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的。

然而在马克思那里 ， ＂文化生产
”

意味着 ， 或者至少象征某些更重

要的东西；是生产概念在专属千特殊的文化活动领域中的一种典型延

伸 。 这至少包含着两个前提。 第一是这样一种观点 ， 它认为这些实践

的社会功能主要是由它们在全体分工中的（历史变化的）位置决定的 ，

因此也意味着需要去研究那些使它们联系着 ， 并整合入后者的制度机

制 。 第二 ， 也是更有争议的一项计划 ， 要借助于某些从专属于物质生 445

产分析中得来的概念特征和观点来理解这些文化活动的特殊性。 到

底是什么 ， 也即生产范式在什么意义上对千所有制度化的实践形式而

言是典范性的 ， 这是今天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 在这里我只能陈述我

对于那些观点的不同意见 ， 反对那些常常遇到的 ， 把生产范式等同千

对所有人类活动的一种工具主义的理解 ， 反对把它们还原为劳动这一

目的－合理性(goal-rational)活动的观点。 在我看来 ， 这种范式包含三

个部分：

(1)用人类活动和需要的对象化和占有(appropriation)的方式来

解释社会活动 ；

(2) 同时就这些活动及其产物而言 ，在
“

物质内容
”

和
＂

社会形式"

之间作出一种分析上的划分；以及

(3) 把所有这种
“

生产
“

行为都理解为再生产进行过程中的一个

独一(singularized)的时刻。

九

尤其是在最近几十年的文献中 ， 一直存在这样的尝试 ， 试图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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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更加严格的意义上使用
“

文化生产
”

概念 。 其中至少有两种尝试值

得特别注意。 第一种是 ， 直接把马克思对商品形式的批判分析应用到

现代文化上 ，尤其是应用于艺术领域 。 首先在德国 ， 有一部重要的关

千
“

商品美学
＂

的文献 ， 研究了商品化对于美学实践及其产物的历史影

响。 然而 ， 显而易见 ， 此类分析最成功的要数被应用到日常消费功利

产物的
“

唯美化
”

之上［豪格 (Haug) J。 它们能够对
＂

大众文化
＂

发展

上的趋向提供有用的 ， 尽管往往是片面的观点 ， 但是当它们试图处理
＂

高雅文化
＂

作品时却陷入相当大的困境。 这几乎不是偶然的。 高雅

文化的自律性 ， 作为现代性的一种构成性的制度特征 ， 代表了对抗这

些实践活动彻底的、 真正的商业化的不可轻视的补偿性因素。 而且也

应该补充一点 ， 马克思的商品形式理论（尤其是他的劳动价值理论）在

被用来分析当代（
＂

大众的
“

或
＂

高雅的")文化生产的经济方面时 特别

446 失效一—因此
“

商品美学
”

理论在这方面往往被迫运用相当表浅的 、修

辞学上的一般原则。

第二种是一直存在的更普遍的尝试— —从瓦尔特 · 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开始 ，在阿多诺的晚期著作和威廉斯等人中得到继

续一试图将马克思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划分（即内容／社会

形式二分法的一种具体化）再一次运用到现代艺术的分析中。 这些理

论意义只能分别地 、 详细地加以讨论 这是我在这里无法做到的。

我当然受惠于它们的某些方面。 与此同时 ， 人们感到吃惊的是所有这

些作者各自使用概念意义时明显的多样性 ， 例如在阿多诺那里 ， 这种

多样性似乎联系着相当不同的 ， 甚至不可调和的理论计划。 总的来

说 ，关于两种文化生产理论的研究方法 ， 在我看来它们的重点在千主

要地并片面地强调那些从属千文化领域的社会体系和关系 ， 即那些确

保其整合到社会再生产的总体进程中的社会体系和关系 ， 而不是那些

构成文化领域的社会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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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为了使这最后的 、我担心会难以理解的评注有意义 ，也为了可以

用一些积极的建议结束这个论文 ， 请允许我指出 ， 到底是什么构成了

每一种
＂

文化生产
”

观念都会涉及的主要困难。 生产范式其实暗含着

作为它的一个方面的再生产概念 ， 如果这一说法可以接受的话 ，那么

谈论
＂

文化生产
＂

似乎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 至少在现代性文化方面是如

此。 因为这种文化将革新的原则 ，也即对新颖性(novelty)的要求设置

为构成性的条件 ， 它必须被所有理解为属于文化领域的对象所满足。

因此专门的文化活动应表现为创造行为（即被社会上设定为独一无二

的一当然与它们心理学上被理解的创造力无关） ， 而不是生产行为。

再生产概念不适用千这样的文化活动这一点似乎在马克思应用

它们的术语中得到了承认一 — 但是 ，是以一种自相矛盾的方式被承 447

认：精神(geistige) , 它是观念的对象化。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 ， 一般而

言 ， 再生产的必然性以这样的事实为前提 ， 即对社会生产的使用价值

的适当消费 ，它们的使用同时也是它们被消耗的过程 ， 是它们目的形

式的一种损毁— —所以一个人类创造的物质客体的社会世界只有通

过不断地再制造 、再生产才能生存。 但是 ， 文化作品是
＂

脑力
”

劳动的

产物 ，是
＂

观念
＂

的对象化 ，黑格尔的术语［
＂

精神" (geistige) ]道出了其

中的事实 ， 那就是它们履行它们有目的的 ， 特别是文化上的功能 ， 主耍

就是只
”

表达
“

在某些物质形式之中的意义复合体。 因此 ，它们适当的

使用行为 ， 即文化的接受和理解行为 ， 原则上没有把它们耗尽 ，事实上

恰恰是这些行为在文化对象化的功能中完全保存了它们。所以 ，

一 种

”观念的－文化的生产
”

概念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一�这些观念
＂

产物
”

的特征使它们的再生产变成无对象的(objectless)概念 ， 因此谈论它们

的
“

生产
＂

也丧失了严格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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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然而， 正是这些考最说明了在什么意义上文化实践和对象化可

以 ， 甚至应该在这个词的真正的意义上被理解为构成社会再生产的一

个特殊的领域。可以这样阐述上述所表明的文化接受的特殊性 ， 即关

千这些对象化 ， 它们的
“

消费
“

行为不仅构成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

“物质
”

活动产物已经表述的那样
“

生产的完成
“

， 同样也构成了

它们再生产的行为。 文化作品 ， 首先是不同种类的文本 ，只有当它们

在适当的不断重复的接受行为中被直接赋予一种意义 ，而这种意义被

设定为内在于它们并且与正在进行的 、 现今的文化实践相关时 ， 它们

才能保有一种有效的文化意义——否则它们将只不过是意义丧失的

历史或社会的文献 ，并且只有为它们提供一种适当的背景才能重建其

意义。但是，文化对象体化的这种看起来固有的意义在历史中是不断

变化的（而且如果它们想要与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实践保持相关性的话

就必须变化） ， 这个事实表明它们之所以
＂

拥有
”

这种意义只是因为 ，

448 它们被设定和理解在一种已然存在的、 无声假定的背景中一－个不

断再生的关系体系 ，照此在其特殊的联结和分支中构成了文化领域。

十二

这一点可以回到作为现代文化实践构成性之特征的革新(innova

tion) 问题来加以说明。 严格地讲 ，
一种普遍的

＂

新奇性
＂

要求是没有

意义的 ， 因为人们一直以来既可以认为每一种事物都是新的（根据难

以辨别的同一性原则来说必然如此） ， 同时也可以认为太阳底下没有

新事物。新奇性的构成标准能够具有意义 ， 只是因为在文化实践每个

领域的任一时刻 ， 无论对千作者还是对接受者来说， 比照什么（有效的

传统）和在什么方面 ，以及根据什么标准判断—部文化作品应该是
＂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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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的
”

， 这显然是预先给定的。 并且 ， 相关的标准在不同的文化类型中

基本上也是不同的：自然科学中对早前的一个实验的
“

再试验
”

， 与绘

画中的
“

临孕
＂

或者哲学中的
“

折中兼容的模仿
”

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意

义。 此外 ， 只有提供一种适当的背景时 ，

一部文化作品才可能去有意

义地声称 ， 并被认为是
＂

新颖的
”

， 从而既再次确认又（有可能）修正了

这个框架本身。

十三

所提到的这种背景，对任何（一定形式的）文化对象化来说既建立

了直接意义的条件也建立了新奇性的条件 ， 这种背景可以被概念化为

一种复合的体系 ，它把任何声称与文化相关的作品都设定在标准的关

系之中 ， 包括作品与它被赋予的作者之间（固定在某种交往的位置） ，

与一个
＂

专属的
“

公众之间（其特征巾某些针对文化对象的特殊要求

所赋予）以及与适当选择和组织的 、构成一种有效传统的其他大批的

作品之间的关系 ，而这传统需要它再一次以一定的方式嵌入其中。 这

些给定的作品必须满足这些关系才能被接受成为一定种类的
“

文化创

造
＂

。 这些便是在基本的分支和联结中构成了自律的文化领域的独特

的 、特殊的文化关系。 如果这个词使用得恰当的话 ，它们主要
“

存在" 449

(exist) 于各种制度化的标准和需求的形式中 、一定类型的期望和评价

标准中，其次则同样存在于作者和接受者的能力中 ，这种能力一或

多或少成功地一一受到在能力施展过程中同时被再造和修正的这些

标准的导控。 所以 ，对千接受者来说 ，他／她的
“

再造
“

一部作品的内容

（即意义）的能力 ，也就是以某种适当的方式理解它， 是以具备将这些

内容理解成满足和体现一系列这样标准关系的能力为前提的 ， 换句话

说要把它理解为具有一种特定的形式。 文化形式（在广义上对应千一

种类型的形式）被视为是直接存在于所提到作品的结构和组织中的凝

结成的文化关系 而事实上 ， 习惯上被长期传统所接受的作品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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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伴随着主导性文化关系体系实际中的变化 ， 往往在历史上发生基

本变形。

十四

文化形式确定了有意义的文化对象化在—定时代中可容许的形

式范围一— 它们可能被解释 、被参考和被使用的方式 ， 它们可被称赞

或批评所根据的立场 ， 它们可以与其他（相似或相异形式的）文化作品

发生联系的方式 。 它们构成了一种限定了大多数立场和观点的制度

化的语用学 ，根据这些立场和观点 ， 我们赋予这个世界和我们在其中

的生活以意义 ， 或至少使它们成为可以理解的。

十五

现代性的文化关系既是赋予权力的又是抑制性的。 它们没有叙

述性地确定谁来扮演相关的作者和接受者的角色 ， 也没有确定在这种

或那种文化形式中应该说什么或表现什么一一在所有这些方面原则

上的开放是它们主张的自律性和普遍性的一个基本方面。 但是它们

规范地限定了作者的
”

声音
”

， 要求以某种成文的意义－形式用
“

适

450 当
＂

的接受态度来再造一个文本或描写的意义。 这些被要求的能力和

感受力 ，事实上是社会限制和约束的 。 并且这不只是一种经验事实；

现代文化不仅将自身设定为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内在有价值的和有重

要意义的 ， 而且还是
“

非凡的
“

：也就是高雅文化。 这种
＂

高雅
”

和
＂

大

众
＂

文化之间的对立 ， 根本上不同于我们在前现代社会中在
”

精英的
“

与
“

平民的
“

或
＂

低层的
“

文化之间做出的划分 。 在后者的情况中 ， 对

于那些社会来说 ，所涉及的实践活动并不被理解为同一种实践；它们

在归属上属于不同的社会力猛并且具有相当不同的 、不可比较的功能

和重要意义。 只有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一 —由于文化作品基本上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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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一个社会学上非特指的公众 ， 由千市场机制使它们的分配普遍地均

质化等等一以往一直不同的问题才开始转化为如此构成的文化领

域的内部矛盾。

十六

不同文化形式的特征 ， 标准的
“

作者—作品 — 受众
”

关系的分化体

系 ， 最终依赖并取决千照此区分的实践及其产物在一个时期所具有的

社会功能。 例如， 一门主要服务千
＂

启迪" (edifying)目的的关于自然

的科学 (science of nature) (像 16 世纪到 18 世纪的
”

自然哲学")'区别

于一门主要作用是开启新的技术可能性的自然科学 (natural science) , 

并且区别不仅在于它的社会组织和实际的受众 ， 而且还在千它的认知

结构 、文献对象化的形式 、 允许的批评标准等等。

另一方面， 某些文化实践社会功能中的变化——或企图的变

化一�（往往至少也包括那些制度结构的不完全的重组 ， 相关的活动

通过这个过程被整合入整体劳动分工中 个我在这里无法讨论

的问题）通常只有通过主导性文化关系和形式的变革才具有可能性 。

社会的压力和要求始终通过成文的有效传统和先在的文化形式的多

棱镜折射出来 ，同时它们为改变提供了重要的驱动力。 不同的自律的 451

文化领域里关于形式问题的
“

内在
“

争论和对抗，转为围绕着远不只是

”形式上的
“

间题而展开 ；它们涉及不同的文化实践之间划分的内容问

题 ， 涉及它们所设定的适当接收态度的特征问题（因此间接地：涉及到

潜在的受众） ，还涉及所表达和被理解的意义形式和影响力问题（因此

间接地：涉及所主张的社会重要意义） 。 这些是反映在自律的文化领

域内的社会对抗。 人们可以重述青年卢卡奇的格言：形式是突出的社

会因索一不仅在文学中 ， 也在普遍的文化中。

仅仅作为一种非详尽的说明 ， 我在这里可以参照哲学中的体系

(system) 问题 。 这个概念既不能混淆于某些对相关性和全面性的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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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要求 ， 也不能混淆于一种特别的文学阐述形式一”体系
＂

作为哲学

的（并且只要实证科学没有完全从中区分出来， 还属于它们）主导性的

（尽管当然是无竞争的）文化形式 ， 几乎已有三个世纪之久。 一般而言

这类作品要满足和符合它们应该被理解的样子 ， 这一事实暗含着一系

列详尽而标准的假设。 产生于17世纪早期的这种思想 ， 是基本媒介

之一
， 哲学－科学通过这些媒介在文化上从制度化的宗教和神学的监

管中解放了自身并且提出了自律性的主张。 后来的争论是关千这种

形式的合法性问题 首先是两波伟大的
“

体系批判
＂

浪潮 ， 法国的启

蒙运动和德固的浪漫主义—— （无论使用什么论点）基本上是关于一

种自律性哲学与日常意识和生活间的适当关系的斗争 ， 关于其可能的

任务以及与其他伟大文化形式 （例如文学）之间关系的斗争。 这种文

化传承形式从19世纪晚期开始缓慢瓦解和消失 ， 部分是所有社会成

文的知识形式的专业化和特殊化这一潜在文化进程的结果 ， 而且即使

在今天 ，针对哲学实践的适当形式所提出的不同建议——从它的
“

科

学化
＂

到它的解构一亦代表了对其合乎需要的社会文化功能非此即

彼的、对立的计划 ， 这些计划要针对不同的受众 ， 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划

定高雅文化类型上的界限。

十七

虽然文化实践中广泛的历史变化依赖于总的分工体系以及它们

在其中的位置转变 ， 但是文化关系具有它们自己特殊的物质基础。 人

们可以说存在着特殊的
“

文化生产力
”

， 共同决定着文化关系和形式的

发展。 粗略地讲 ， 它们与交往的技术和手段以及各种承载意义的信息

的再造紧密相连。 然而 ， 具有普遍文化生成意义的 ， 不是这些交往和

再造的技术 ，而是使用它们及其产物的能力和权力的社会分配。换句

话说 ， 举个例子 ， 不是智识技术上的写作形式 ，而是社会规定的知识读

写(literacy)形式 ， 不是印刷技术 ， 而是阅读公众中有效的社会范围和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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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等等 ，才是文化变化中的决定因素。 因此 ， 文化关系在某种特定

的意义上 ， 确实具有一种
“

上层建筑的
”

特征：它们只有通过社会权力

和分层这一给定体系的调解 ，才能与自己的技术
“

基础
＂

产生联系 。

十八

在现代性条件下当文化实践自身被社会地赋予一种价值 ， 同时

新奇性成为其产物所必须满足的构成性要求时 ， 可以理解 ， 它们不同

的形式将获得强有力的驱动 ， 朝向一种自生的 、自动的发展。 的确 ， 文

化变化的短暂周期 ， 根据问题－生成 、问题－解决的解释程式可以很

好地理解－�无疑 ，在自然科学的例子中尤其如此 ， 当然不只是它们

的例子。 然而 ，一般而言 ， 这两种
“

外部
＂

的决定类型均表明了以上所

述仍然有效 。 文化的自律性并不意味着其不同的子域具有各自发展

的逻辑。 文化实践及其对象化的特征上的变革仍旧受到来自千其他

的
”

外部的
“

社会生活领域的要求和压力的影响 ，以及它们自已物质基

础的发展所产生的新的可能性的影响 。 从这一点上看 ， 自律性只是意

味着 ， 每一种具有自己的调节标准和独立评价尺度以及强化这些标准 453

和尺度的制度结构的文化实践类型 ， 以一种高度选择的 、 积极的和特

殊的方式 ， 反作用于所有外部的驱动力和可能性。

十九

最后 ， 关于文化现代性的起源间题 ， 以及文化因素在西方资本主

义的兴起中 发挥怎样作用的问题（马克思和韦伯之间构想的
“

争

论")'可以用两点作为总结。 一方面 ， 似乎很清楚 ，只有商品关系的普

遍发展才能为那些指向个人与社会非特指 、 匿名公众的文化实践对象

化的持久再生 ， 创造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体制。 另一方面 ， 构成这些

实践自律化的基本方面和先决条件的根本的文化变化 ， 往往比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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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或其产物最初的商品化更早发生（有时差了几个世纪） ， 这是一个

历史事实。 例如 ， 当有关的实践仍然在个人依赖（惠顾）与社团（行

会）组织这两方面关系构成的体系中运行时 ， 现代艺术概念和体系 ， 伴

随着对作者身份变化性的理解（甚至还有归属） ，在此条件下已经开始

发展进化。此外 ， 某些文化领域在市场组织和相应经济实践形式的发

展演进中 ， 发挥的先锋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 例如 ， 图书和剧场表演

那样的文化展景 ，实际上是最先正式刊登广告的商品（从15世纪晚期

开始） ， 图书交易（早在18世纪）是真正达到全国性组织 (national

organization) 的一种产品市场的最初实例之一 ，等等。 总的来说 ， 这种

假定似乎并非是不合理的一与韦伯一致 ， 但是不依赖于他最终由其

个人主义的理论框架所决定的动机主义 (motivation吐st) 的论述一

对于经济中商品关系的普遍化来说 ， 某些必要的制度机制 、社会承受

力和态度 ，是在狭义理解的文化活动领域中最先形成和运行起来的。

如果历史有什么训诫的话 ， 它似乎预示着 ， 重要的文化变革既是结构

社会变化的结果 ， 同时也是它的前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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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对基础－上层建筑的隐喻在马克思社会理论的一般概念

图式中的根本性 ， 甚至完整性持怀疑态度。 然而 ， 这种质疑绝不可能

出现在意识形态概念中。 诚然 ， 马克思在其晚期作品中相当谨慎地使

用了这一术语。但它从未消失 ， 更重要的是它所指明的观念－这种

观念在 1845 年这个（舶来的）术语第一次明确使用之前便己形成一

明显地保留了下来而且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发挥作用。 事实上 ， 恰恰是

在后来的经济学手稿中 ，他的这种意识形态批判方法获得了最广泛和

最深刻的运用。 在这里 ， 我主要考察他的 1861
—

1863 年手稿中以《剩

余价值理论》标题而为人所熟知的这一重要部分。

这一术语也是经由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念进入社会科学和人文

学科词汇中的。 今天 ， 与它被广泛接受并深受欢迎相伴的是它的隐含

455 

意义的千差万别 ，而且作品也是把它放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中来加 456

以使用的。 因此 ，以阐明与此术语的当前使用不同的马克思对意识形

态理解的一些基本
”

标界
”

特征来开始讨论会是有益的。

首先 ， 需要强调的是 ， 当马克思仅仅在关千文化的作品中运用
”

意

识形态
＂

术语时 ， 他是在狭义的 、这个术语的价值意义上来使用的。 也

必



文化、科学 、社会－－－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就是说一— 正如科尔施©早已敏锐觉察到的© 他从未把日常意识

现象称为意识形态的 ， 尽管它们的社会构成（这是他的拜物教理论的

一个重要方面）是他感兴趣的主要领域之一。 在马克思那里 ， ”意识形

态
“

是对
＂

高级
＂

文化 ， 主要是对现代性＠自治文化的分析和批判。 同

时 ， 也是第二个方面 ， 意识形态概念不适用于 即便在原则上

我们通常在如上限定意义上视为
＂

文化的
“

那些现象的全部。 尽管马

克思一与许多他的当今的阐释者不同一不认为形容词
”

意识形态

的
”

和
“

科学的
“

是相互排斥的砚但他把自然科学排除在意识形态领

域之外 ， 由于自然科学事业所独有的特征。 他始终从普遍的 ， 可以说

是从入类学的角度来描述它们的社会意义和功能气
457 这当然与如下事实相关 ， 也就是第三个方面 ， 即

“

意识形态
”

在马

克思那里是一个具有浓厚的
“

批判性
”

意味的概念。 把文化作品描述

为意识形态的当然并不意味着它们的
“

解雇
＂

， 并且一般而言并不必然

包含对它们的文化价值和意义（毕竞 ， 马克思视黑格尔的哲学 、李嘉图

的经济学 、 巴尔扎克的小说等等为意识形态的）的全盘否定 ， 但它表明

它们在非偶然但根本的意义上是
“

虚假的
“

、 "扭曲的
“

或
＂

不完全的
“

。

它指的是
“ 原则之谎" (lie of their principle) , 也就是说 ， 它们的意义被

＠ 科尔施 (Karl Korsch, 1886一 196[),德国著名哲学家 ， “西方马克思主义” 早期代表
人物之一。 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等。 一一抖诸注

® see K. Korsch, Ma.rxi.smus und P应osop加
， Frankfurt, Euro砰sche V erlagsanstal t , 

1963, p. 123. 

＠ 在不同的场合 ，马克思也将道德 、法律和政治列人意识形态范围。 尽管如此 ，他后
来的讨论表明 ，他以此意欲表达如下见解：主要是道德的 、政治的和法律的理论 ，或至少是准
理论的文化表征属于这些领域。 See for example K. Marx -F. Engels, We忐， Berlin, Dietz,

1957 -1972, vol. 3, pp. 26-27, 362-363, 569. 

＠ 马克思明确将李嘉图的经济学视为并明确称之为意识形态 ； see Marx , Result咄如

unm山elbaren Produ如o心prozesses, Frankf血 ， Neue K出ik, 1969, p. 133. 但这并不意味疗他否
认它的科学特征（与它的理论成就和意义） 。

一般来讲 ，在马克思那里 ， “科学 ” 指一种具体
的文化形态。 它不是认识论意义上与真理相等同（或暗含着真理）的评价性术语。

＠ 自然科学被马克思描述为“ 社会发展的一般文化(geistige)产品＂
， “一般历史发展

抽象稍华的产物II

'U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 11

0 See Marx , Resultate, pp. 79 • 81 , and M叩 ，

Grundrisse 心r Kritik cler pol心如几Ok矶orn比
，

Dietz Berlin, 1953, p.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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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的具体方式扭曲 ，而这种扭曲反过来决定它们在具体历史境遇中

的功能和影响。 在马克思那里 ， 意识形态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观念

的历史情境性 、历史限定性或视角性（以及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

他也明确知道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自然科学。 问题被明确提出 ， 这种

限定性和局限性的接受如何才能系统地被禁止以及随之而来的结果

是什么 ， 因此 ， “思想界限 ＂的不断克服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某些文化

领域中变得不可能。

最后 ，主要由上得出 ，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没有或至少没有主

要地论述观念的起源 ， 但其讨论了特定文化形态的功能和意义。 它是

马克思的支配性社会关系 ， 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支配性社会关

系再生产理论的构成要素。 它至少部分地回答了他的问题：统治阶级

的观念是如何以及通过什么方式转变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的 ，

由此带来的效应的是什么 依照马克思的表达 ， 也就是合法性（或

统治权）的问题。 这也意味着 ，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 就其基本

的和最终的目的而言一不是一种对这样或那样特殊文化成果的批

判 ， 而是通过证明如下事实而达成的对某种社会的批判：它的文化界

限、它的自我理解的文化编码方式系统地排除了充分理解它的对抗性

和主要由它所创造的那些历史替代方案的可能性 ， 这使得它的成员不

可能理性地控制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共同的历史发展过程。 这在马 458

克思的一贯态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他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全部

历史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意识形态：对历史上一系列个体理论的

批判试图表明一个社会如何逐步变得越来越不能满足特定的文化认

知标准和它所创造的科学性标准。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念一只被马克思部分地阐明 在其基

本前提中阐明了通向文化领域的方法 。 文化作品不再被视为某种独

特的(sui generis)实体 ， 也不再被视为其意义和合法性仅仅依赖千它

们与其他事物的一致性关系的纯粹”表征＂

。 它们被看作社会实践的

对象化 ，其主要功能是创造 、 传递意义并强制人们接受意义 ， 通过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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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 个人能从整体上理解他们的生活境况 、 生活的限制和可能性 。

意识形态批判是一种揭露文化创造物
”

真正
”

意义的方式一在此意

义上 ， 它是一种诠释学 ， 但这种意义既不能被看作是相关作品内在固

有的 ， 也不能将其等同于作为意义最终来源的它们的创造主体的目

的。 意义依赖于使实践成为可能且必需的客观条件 ， 依赖于人类
”

制

造
”
并使之发生作用的客观条件 ， 但人类对这些条件并无意识 ： 它被

＂完成
“

，却不被
“

理解
＂

， 而且只要历史还没有被联合的个人共同支

配 ， 而是处于敌对利益相互斗争所产生的盲目性后果之中 ， 它就不可

能被理解 。 这种认为决定文化对象化意义的是它们的非文本语境 ， 也

即
“

物质的
”

－实践的语境的观念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中明确表述

的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前提。

这种观念首先包含着对这些意义自身的历史特征的认可。 因此 ，

正如马克思自己强调的笠
“

一种和同一个
“

理论（在变化的历史环境

459 中）可以具有不仅不同 ， 甚至截然相反的意义和意味。 但这些客观条

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不能通过概念化的方式一与人们对基础－上

层建筑隐喻的通常理解不同-也即仅仅强调因果甚或是功能决定

性来获得理解。 他们 生活的社会环境和诸多出于自身的利益的相互

冲突无疑制约着观察和理解他们自身境况的方式。尽管如此 ，意识形

态不是对这种事实的简单
“

反映
＂

或记录 ； 它们积极并且一在不同程

度上一创造性地回答（哲学的、 艺术的、 政治的等等）被如此观察和

理解的生活境况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从中显露出来的冲突 ， 这些回答的

出现既有社会诱因 ，也与文化密切相关 ，也就是说 ，与以一定方式继承

下来的文化传统相关。 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 ， 它们是形式 ， 通过它们

人们便会理解他们的社会冲突并加以解决。 因此 ，意识形态和相关的

＠ 参见他对地租理论历史的讨论： ＂同一个学说， 它的创始人和马尔萨斯都是用来维

护土地所有权 ， 而大卫·李嘉图却用来反对土地所有权 。 因此 ， 至多可以说 ， 提出这个理论

的一些人拥护土地所有权的利益 ， 而提出这个理论的另一些人反对这种利益。 "Marx - En

gels, Wer知 ， vol.26/2, pp.115-11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 ， 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133 页。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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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既可被理解为非反思地强加的
“

决定性
＂

， 也可被

理解为（以多种方式建构的）意义关系 二者之间晦暗不明的交织

关系使批判成为必需 ， 而且也构成了批判的对象。 再次以最抽象和一

般的方式来讲 ，后者通常包括（关千它直接的文化对象）对特定话语的

意义构成维度和特质�是事实和价值、 观念和利益 、想象虚构的

和现实的一之间的界限的激进的修订和重绘 。 意识形态批判表明

由文化设计且发挥社会作用的意义的建构是如何被无意义的 ， 或者至

少（从其自身意义来看）是无法理解的建构条件共同决定的一目标

是要理清权力和合法性呀的混乱状况 ， 同时提出决定意识的仅是事实

的和
＂

外部的
“

决定因素 ， 进而对之进行反思并最终在实践中将之超

越 。 因此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 它阐明
“

一种辩证中介 ， 用以调解关

千意义的传统社会科学的
｀

解释
＇

和历史解释学的
＇

理解
＇

之间的关

系 ， 这种意义传统受
＇

克服
＇

我们历史存在的非反思性时刻的规范性原

则支配。"®

然而 ， 不得不承认 ，所有这些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观念的阐述即 460

使是有自己的理论前提 ， 但对马克思的相关文本的阐释仍不充分 ， 因

为它们都没有考虑马克思是在不同的可辨识的意义上使用此术语的 ，

而且相应地他的批判方法表现为不同形式。 如果不片面地盯在通常

（大部分都可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找到）马克思关千意识形态所

做出的少之又少的只言片语和毋宁说是临时性的言论上 ， 而是考虑到

实际上他在论述他所认为的作为意识形态的不同文化形态时的不同

方法 ， 那么 ， 这个术语所包含的至少两种意义便会从他的著作中浮现

出来。

一方面 ， 同时也一直是饱受争议的 ， 马克思运用意识形态指谓理

论或其他文化表征形式履行着有意识地 或更经常是无意识地直接为

(D ibid. ; J. Habenn邸， Der p屈osophi..tch.e Disk11rs心r Mo心me, Frankfurt, Suhrkamp, 

1985, pp.140-141. 

® K. 0. Apel in Hermeneutik und ldeologiekri吐 ， Frankfurt, Suhrkamp, 1971 , p.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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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在历史上和社会上具体的和明确的利益
＂

辩护
＂

的职能。 在此意

义上 ， 意识形态便是 通过使用继承下来的文化手段－一一对一个社

会组织或社会阶级的成员因他们特殊的社会地位、 共有的行动和生活

方式而能共享的那种给定的 、 自发的幻觉一一 通常是关千他们自身和

社会世界的幻觉 予以系统化和伪合理化。 以此方式 ，他们将特殊

利益显示为普遍的 般是统治阶级的利益， 尽管不是唯一的 ， 因

为正是统治阶级才有权使用文化资源 ， 并通过对这些意识形态话语的

表述将被编码的传统文化调动起来。 在这个意义上 ， 意识形态批判是

通过社会学还原的方法起作用的 ， 也就是说 ， 揭示隐藏千观念或表征

系统背后真正的实践－社会生活基础：将诸多利益视为特殊历史代理

人的
”

真正动机
＂

， 这些历史代理人由在特定文化形式的
”

观念表达
“

中找到自身的
“

占支配地位的物质关系
”

所决定应这种意识形态概

念从根本上从属千基础／上层建筑二分法的框架© 它具体明确地
461 说明了文化上层建筑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 即使马克思从某些方面也描

述过后者这个概念 ，他提到它的（至少是潜在的）异质性 ， 讲它包含着

不同的 ，在某种程度上相对立的或相冲突的意识形态。 这种批判（比

如 ， 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或府俗经济学的批判）致力千揭露 ， 即这样

一种任务 ， 通过揭示与经过明确阐述和主题化的东西相矛盾的 ”
被隐

藏
＂

的社会意义在论战中加以驳斥。 并且 ， 当它的目标是唯心主义历

史观（正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展现的）时 ， 它便颇具反讽意味 ，

因为 ， 此时关于观念在历史中具有超然的权力或永恒的统治这样的言

辞背后隐藏着未经反思地接受的特殊和狭隘利益的支配权 。 在这些

语境中一一
”

意识形态
“

常被作为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同义词一马克

思将它描述为关于现实的颠倒反映 ，结果是它的批判变成了一种唯物

Q) Compare Marx -Engels, Werke, vol. 3, pp. 39, 4647
＠ 这亦由马克思所使用的术语所证实一在一些相关语境中 ， 他公开讲道”意识形态

的回响和反应","物质生活过程的升华物"."占支配地位的物质关系的观念表达 ” 等等 ：

Marx -Engels, Werke, vol. 3, pp.2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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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
“

颠倒
＂

应尽管如此 ， 这种明显来自于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观

点的重要性和运用在马克思那里都只是有限的 ， 即使在
“

致力于揭露
＂

的意识形态观念方面也是如此。

我们可能更加需要注意这种揭露性批判的实践。 那些对马克思

的相关文本熟悉的人无不为他付出的时间和努力所动容（而且肯定如

此） ，马克思要证明他的批判对象不符合传统所持有的文化合法性的

基本标准 独创性（或完全的抄袭）的缺乏 、对相关事实或理论的无

知 、直接的矛盾都得到了使人厌烦的详尽描述。 这种特征不能仅归结

为马克思富有魅力的论辩风格 。 在某种意义上 ， 它恰恰属千致力千揭

露的批判事业 ， 这种批判表明所考察的作品无法满足它们所推崇的文

化标准 ， 表明它们只有在
“

社会学的
”

意义上被隐藏 、被完全私密化时

它们才真正是一致的 ， 相应地表明它们的作用和影响只有通过大众幻

觉和既定利益的力量才能得到解释。 462 

然而 ， 即使有人忽视最后一点 ， 但明显的是马克思在 ， 比如 ， 对待

与青年黑格尔主义相对立的黑格尔叫的方式， 或对待与庸俗经济学相

对立的李嘉图的方式上存在着基本差异——而且不仅是语调方面

的－即使他也把首次提到的理论视为
“

意识形态
”

并加以明确阐

述笠尽管如此 ，他对这些理论展开的反复和长篇的批判中 ， 通过把观

念
“

还原
”

为明确的社会利益结构的批判性阐释方法只扮演着次要的

角色 ， 确切来说是边缘角色；他常常提及要解释它们为适应环境而导

致的不一致性（比如 ，黑格尔的国家理论） ， 而不是它们的基本意义和

意味。 这些
“

划时代
＂

的意识形态被马克思视为与特定社会形态相关

＠ 这种观点的最著名的论述当然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照相暗盒的隐喻 ，
Marx - En

gels, Werke, vol. 3, p. 26. 这种观念的不充分性已被阿尔都塞合理地指出 ， For Marx, Har
mon由worth, Penguin, 1969, pp. 72-73. 

＠ 熙格尔 (Hegel, 1770一1831),德国最伟大哲学家之一 。 主要著作有（精神现象学》 、

《历史哲学》 、《逻辑学） 、 《哲学全书）等。 一—译者注
＠ 关于黑格尔,compare Marx - Engels, Werke, vol. 3, pp. 167,331,442. 关于李嘉图 ，

see Marx , Resultate , p. 133 , and M江x - Engels, Werke, vol. 26/ 1 , p.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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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角的理论表达 ， 而 不是首先被看作社会特定阶级或阶层具体的 、

暂时的利益的理论表达。 因此 ，在这些间题上 ， 意识形态批判获得了

一种迥然不同于
“

致力于揭露
＂

的批判事业形式。

尽管有相当大的时空距离 ， 马克思早期对黑格尔的批判和他后来

论述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经典的文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似。 在这

两个问题上 ， 他的分析集中千揭示由它们特有的方法塑造和确定的这

些理论的隐秘化 、 想当然的前提和假设， 通过这种方式理性的揭示得

以建构 ， 因而 ， 它具有思想的
“

逻辑
“

约束特征 。 一方面 ，这些意识形态

形式的
“

划时代
”

特点由如下事实加以保证：他们的
“

无意识
＂

、 未经反

思的先人之见（比如 ， 黑格尔把异化和对象化等同起来 ， 或者李嘉图©

将某种具体的 、 具有历史形式的社会劳动和它的
”

自然形式
“

以及这种

形式的劳动相混同）表达的并不是思想中的一些短暂的特殊利益结

构 ， 而是某种社会形态主要的构成性特征和基本条件。© 他们正是把

463 后者提升---jffi过在方法论层面上展开的逻辑 为普遍有效的标

准 ，或者提升为无法超越的自然必然性。 另一方面 ，它们具有这种重

要性 ， 不仅因为它们一贯地("愤世嫉俗地,
,
)坚持这些假设的推论 ， 而

且因为从它们的知识视角来看它们真正尝试着去解决体现于这些社

会生活中的矛盾。 这些文化作品的
“

创造性
“

不只简单意味着它们的

原创性 ， 而且主要指的是为克服现实生活 威胁并潜在地削弱着它

们含蓄地设定的原则的普遍有效性一 —的这些冲突而在思想中做出

的巨大努力（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 这种冲突只有在革命的社会实践中

并通过革命的社会实践才能消灭） 。 在这个意义上 ， 它们不仅把特殊

0 大卫·李嘉图(David 凡c邮lo,1772一L823),英国政治经济学家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代表。 主要著作是《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 －译者注

® .. 如果说李嘉图的观点整个说来符合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 ，这只是因为工业资产阶
级的利益符合生产的利益 ，或者说 ，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 ， 井且以此为限。 凡是
资产阶级同这种发展发生矛盾的场合 ，李嘉图就毫无顾忌地反对资产阶级 ，就象他在别的场
合反对无产阶级和贵族一样。"Man: - Engels, Wer知， vol. 26/2 , p. 11 I. (参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26卷第2册 ，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第125页。 －译者注）

450 



第十六章 意识形态批判的批判

利益标榜为普遍利益， 而且试图将这些利益普遍化和合理化 ， 它们的

支配地位实际上是由那个社会的基本结构所保证的。 通过把社会活

动的历史条件结构的制约性转化为思想和想象无法超越的界限，这些

意识形态意味着话语和表征范式的终结 ，这些话语和范式必须批判地

加以克服以便为某种不同的社会实践组织形式理念清理道路 ， 为作为

其他历史可能性的另一种未来清理道路。 考虑到它的基本结局 ， 意识

形态批判的观念和实践或许可被称作 与致力于揭露相反一”致

力千解放的
“

。

然而 ，这些划时代的意识形态终结了有待克服的思想 ， 这种否定

性特征对于批判理论来说并不是没有意义。 首先 ， 对它们生产力©的

这种否定不应被认为是它们的主要特征；只有在关系到它们批判所表 464

明的那些激进的 、 可选择的社会可能性时 ， 它们的逻辑才会起阻碍作

用。 在这方面它们起的作用不只是 或至少会是一强制。 严格

说来 ， 因为它们真正试图使这些实际由社会运行所保证的特殊利益及

其支配权普遍化和理性化 ， 因为它们试图通过知识手段来解决或转化

它的现实矛盾 ，所以它们创建了一条通向直接的、 发生作用的现实的

知识之路。 它们使所提的标准化的社会理想形态合法化 ， 但它的合法

化的实现深受它自身机制的限制 ， 从它的意识形态表征这个角度来

看 ， 一个事实只表现为经验上的偶然事件。 依照这种方式 ， 它们包括

＠ 阿尔都寒对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划分使前者生产
＂

新问题结构
＂

的能力与阻碍理论实

践的意识形态想象地解决问题的方式对立起来 ， 这种划分只会导致一种绝对化。 暂且不提

将科学和意识形态相互排斥地对立起来的二分法有悖于马克思 ，这种观点代表了一种对新

奇或生产率（实际上构成着整个现代性文化）以及同时对它狭隘的实证主义解释的崇拜。

排外性地将生产力归列为科学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 随意举个例子 ， 笛卡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只

能被合理地构想-从特定的批判角度一一一为意识形态。 尽管如此 ， 它的这种特征不能阻

止人们对阿尔都塞意义上的知识生产力的接受：它开启了一个真正崭新的
”

问题结构
”

， 一

个现代严格意义上的认识论的
”

问题结构
＂

。 阿尔都塞的观点是后结构主义早期
”

开放的艺

术工作
”

理念支配下对生产力原则的浪漫崇拜的实证主义对应物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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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马克思在讲到黑格尔和李嘉图时大力强调的炒批判的和／或期

盼的乌托邦要素 ， 这些要素在它们的批判中是作为肯定的传统和可调

动的文化资源来发挥作用的。 因此 ， 我们称意识形态批判为
＂

致力千

解放的
”

， 是因为这种批判可以揭露作品中某种
“

社会实在
“

无意识

的 、无意的干扰和介入 ， 这种
“

社会实在
”

本是某种历史地受限的社会

实践形式 ， 却 未经反思地被假定并在方法论层面上被固定一变

成永恒的和合法的 ， 并且在同一时间和同一方面 意识形态和现实

的矛盾 ， 二者之间批判的或空想的距离表明
“

意识形态布展
＂

的原理是

465 "间接赋予作品以它的非意识形态的真理内容。”也并且 ， 批判的目标

是揭示所分析的作品中的这两个断裂着的 、具有鸿沟且处于紧张之中

的方面的矛盾：这种矛盾是非逻辑的 ， 但被这些话语表述时无法满足

文化合法性和有效性（合理性 ， 科学性 ， 艺术真理 ，等等）的标准 ，试 图

在知识层面解决这种矛盾注定会失败。 在此意义上 ， 意识形态批判是

传统内在批判方法从文本层面向社会层面的转换。 通过把文本置于

它们的非文本语境（社会历史语境）中 ，意识形态批判试图揭示构成和

确定理性话语或合逻辑表征的界限的未经反思的假设 ， 揭示概念或镜

像约束条件一—正如它们在文本中表现为断裂或沉默－�背后社会

环境对它的
”

外部
“

约束。

虽然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概念 ， 并相应地存

在着两种意识形态批判实践 ， 但需要强调的是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严格

的界限。 当然 ，在某种程度上 ， 它们的不同反映了批判对象的不同文

化意义。 但这并非是所讨论的作品所具有的某些固定特性 ， 即使它的

＠ 事实上 ， 这种意识形态观念在马克思早期的宗教批判中已经被预见 ， 在那里 ， 宗教

既被视为世俗需要在超越尘世领域中的虚幻满足（因而 ，痛苦正当化） ， 同时也被视为对这

种痛苦的反抗和对千
＂

另一个世界的梦想
＂

的表达 。

® T. Adomo,As如tische Thcorie. Frankfurt, Suhrkamp, 1970, p. 346. 或者引用阿多诺同

样意味深长的说法。 他说：
“

以自己的其理之名反抗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批判仅仅是可能

的 ， 只要意识形态包含若批判需要面对的合理因素。 “心peels of Sociolo幻·, Frankurt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London, Heinemann, 1973 , p. I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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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并不是武断的。 它随着历史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它和当前文

化实践的特点相关，需要强惘的一点是这种文化实践包括现实批判的

特点 、视角和目的。

“

致力于揭露的
”

和
＂

致力千解放的
”

意识形态批

判仅仅是部分被不同目的驱动的事业。 而且 ，后者绝不排除揭露狭隘

利益对
“

划时代
”

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 ，这些作为要素的利益 ， 部分地

扭曲了它们自身的逻辑。 而且人们通常会认为 ，这两种意识形态类型

和概念之间的区别仅仅表明
“

短暂的
“

、具体的和局部的社会利益之文

化表征与普遍的 、历史长远的和主要的社会利益之间的差异。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 ， 正是后来的言论表明的 ，

“

致力千解放的
”

意

识形态批判实践实际上（不管它实现与否）超出了基础／上层建筑二分

的框架而且与之不兼容。 一般而言，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 ，意识形态 466

观念通常被认为是对后者概念系统的丰宫化和具体化：通过阐明作为

意识形态的文化对象化的独特成就（进而阐明它们如何能反作用千基

础） ，它赋予文化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这个观念以实在内容 。 一

般来说 ，它允许制度层面文化实践的自主性和它们的产物受社会历史

条件制约这种观念相互连接。 同时 ，以一种还原的方式阐释基础和上

层建筑的
“

一致性
“

变得不可能：通常说来 ，既然文化上层建筑包含许

多相互竞争且存在一定程度对抗的意识形态 ，那么作为基础简单
“

反

映
＂

的上层建筑这种观念就变得毫无意义。 尽管如此 ， 另一方面 ，意识

形态理论并不直接依赖于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分法和有关的或强或弱

的
“

经济决定论
＂

。 意识形态批判通过将文化作品与社会生活条件 、生

活方式以及与相冲突的不同阶级和组织的活动联系起来进而揭示它

们的意义和意味。 当然 ， 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个基本前提是 ，这

些冲突的特点和范酣从根本上是被特定社会的经济结构和这个社会

中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地位所限定的。 如果它不符合这种观念 ， 那么谈

马克思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理论便亳无意义。 但
＂

致力于解放的
”

意识

形态观念假设和确定的
“

物质生活条件
”

和它们的文化－意识形态

”表达
”

之间的关系不是（正如在基础／上层建筑二分的概念系统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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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因果或功能决定性 (dependence)的关系 ， 而是变换(transposition)

的关系 ， 更确切地说是环境和物质实践的制约性向话语和表征制约性

转换的普遍化 、整体化和理性化 ， 这种变换常常依赖于所考察的文化

样式的特征和必要条件 ， 依赖于可调动的文化传统以及它们的具体运

用。在这里 ， 意识形态批判的结果好像是撬开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

念脚手架。 马克思已经用它的实践证明 ， 一个和同一个社会组织和阶

467 级会（而且通常会）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创建出有效的意识形态 ， 这

些意识形态的社会意义 、文化重要性和现实影响因上述提到的文化要

素而大为不同。这些区别可根据暂时的和特殊的利益与长远的和主

要的利益的对抗性区别重新予以表述 。 然而 ， 这只澄清如下事实：使

某个社会组织自觉形成社会认同的利益不能被视为只由它的经济地

位所决定的、在客观上是既定的因素。 相反地 ， 它们常常是在文化层

面加以表达和阐释的利益 ， 而且只有如此它们才可能是社会自我界定

的结构性要素 ， 也才可能是整个社会活动的有效动机的构成要素。 这

肯定不是马克思自己（特别是在他的晚期著作中）使用
“

利益
”

概念的

方式 ， 但它似乎是一个正当推论 ， 由他自己的意识形态批判实践 ， 特别

是不同的意识形态观念在这种实践中运用的必要性所决定。

在审视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性评论产生的结果

之前 ， 首先讨论马克思概念系统里的一些麻烦和问题是适当的。 一般

来说 ， 在马克思那里 ， 这两种意识形态观念巳经粗略地划定了在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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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发展起来的问题结构的边界应尽管如此 ， 正是 468

“致力于解放的
”

意识形态批判首先持续出现在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

经典人物的作品中［格奥尔格 ． 卢卡奇耍恩斯特 · 布洛赫宣马克

斯· 霍克海默砚西奥多· 阿多诺雹赫伯特· 马尔库塞变昂利· 列斐

伏尔雹吕西安· 哥德曼副雷蒙· 威廉斯©等等］ ， 他们的作品对当代

＠ 这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来说明显是不正确的 ， 他的理论超出了这些界限。

它受马克思肯定不知道的间题激发 ，而且主要是针对马克思提出来的 ： 急需解释而方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中的激进革命期望为什么会落空。 这个问题促使安东尼奥 · 葛兰西(Antonio

Gramscj)将意识形态分析的重点迁移至制度结构 ， 因为正是制度结构保证了环雅文化和日

常意识("常识
＂

）的联系并使之在统治阶级领导权中发挥项要作用 。 对阿尔都塞来说 ， 意识

形态理论从根本上变成了这样一 种基本的文化适应观念：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巨大的制度（而

不应误称为
“

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网络适应它的再生产所需的那些功能性地点 。 通过对

作为
“主体 ” （意识形态的持久效果）的个体的

“

质问
“

从而超越构建和决定它们的社会过程 ，

这种 “

隐匿的
”

意识形态保证它们可以真正自由地为资本家的完美统治服务。 阿尔都塞试

图解救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尽管与实践的－历史的经验相抵触。 在我看来 ，这种努力既涉

及马克思感到陌生的哲学假设 ，也涉及假设所导致的站不住脚的结论（其中 ，
一个过分简单

化和不正当地均质化的观念就是文化秩序 ，它抹除了它的所有矛盾）。 不管怎样 ，它论述的

是一个不同的问题一日常经验的构建即明证， 比马克思所提的问题更为复杂。

＠ 格奥尔格 ．卢卡奇(Luk6cs, I 885—1971), 匈牙利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 主

要著作有《历史与阶级意识》 、 《社会存在本体论》和《理性的毁灭》等。 一一译者注
＠ 恩斯特· 布洛赫(Ernst 8如h,1885一1977),德国著名的哲学家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重要代表人物。 主要著作有（乌托邦精神＞和（希望的原理＞等。 －译者注

＠ 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士heimer,1895一1973), 德国著名的哲学家 ， 马克思主义

理论家 ， 法兰克福学 派的创始人。 主要著作有《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和《启蒙辩证法》

等。 －译者注
＠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stuqrund Adorno , 1903一1969), 德国著名哲学家 、美学

家 、社会学家。 主要著作有《新音乐哲学》 、 《多棱镜：文化批判与社会》 、 《否定的辩证法》 、

《美学理论》等。 一一译者注
＠ 赫伯特·马尔库塞(Gyorgy Markus, 1898—1979), 德裔美藉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

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代表人物 ，主要著作有（理性与革命》 、 《爱欲与文明》和《单向度的入》

等。
－�译者注
＠ 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 190 I一1991), 法国社会学家 、哲学家 、马克思主义

理论家。 主要著作有（空间的生产》 、 《辩证唯物主义） 、 《资本主义的幸存》等。
－译者注

＠ 吕西安·哥徙曼(Lucien Goldmann, 1913—1970), 法国社会学家 、 马克思主义理论

家。 主要著作有（总蔽的上帝》和《小说杜会学＞等。 －译者注
＠ 雷蒙·威廉斯(Williams, 1921一1988), 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 。 主要著

作有《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和《文化与社会》等。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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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在狭义上 ， 价值标识的文化）理论和我们对当代文化境况的感知

有着极大的影响。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 ， 许多重要的概念性问题出现在

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实际上 ，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 ， 一些问题已经被马

克思本人所暗示） ，在一定程度上 ， 这一传统在今天仍是开放的。

它们首先关注
”

意识形态
”

概念运用的历史范围和界限。 尽管马

克思很少对这个话题展开评论 ， 但这强烈地表明 ， 他把意识形态视为

所有形式的阶级社会都具有的一种现象 ， 甚或更宽泛地视为伴随着脑

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而出现的一种现象。 尽管他表述的效果听可

469 能不是完全清晰的 ，但这种观念也与他明确提到叨曾侣宗教是意识形

态的最初历史形式这一事实相关 ，而且更一般地与他视宗教为意识形

态的最主要形式和典型形式这一事实一—至少在 19 世纪 40 年代的

作品中一相符。 然而另一方面 ， 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是（对马克思

是个例外 ， 但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是占主导地位的）属千新生的或已

成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自主文化的作品（或趋势和倾向） ， 也就是说 ，

“纯粹
＂

的理论作品、哲学 、 艺术等等。 这不可能仅仅通过实际的原因

和
”

意识形态斗争
＂

的需要获得解释 。 如上所述 ，马克思自己的批判实

践处处都假设了这些尤其适合现代自主文化并且只有在这种文化框

架中才有意义的标准（比如独创性）的有效性。 而且更重要的是 ，如果

CD 参见：｀｀

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才真正成为分工。 从这时候起
意识才能现实地想像 ：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像某种现实的东西
就能现实地想像某种东西 。 从这时候起 ， 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 ｀ 纯粹 ＇ 的理论、神学 、

哲学、道德等等。"Mane - Engels, Werke, vol. 3 , p. 31 . (参见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
态》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 ，第 26 页。

一一译者注）还有 ：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分工是迄今
为止历史的主要力让之一 ， 现在 ，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
间表现出来， 因此在这个阶级内部 ，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 ， 他们是这一阶
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 ， 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千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
生之道 ，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 ， 并且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
幻想 ， 因此在实际中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成员 ， 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

想。''Marx - Engels, Werke, vol. 3 , pp. 46-47. (参见马克思 ，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人

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 第 43 页。
一—译者注）

® Compare Marx - Engels, Wer知， vol. 3, p.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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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
”

意识形态的作用
“

是特殊利益或特殊生活条件的普遍化 ， 那么

“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

这样的观念就和马克思的观点不一致 ， 因为马

克思强调历史的特征是趋向普遍化 ， 而这只有经过资本主义才能实

现应根据马克思的说法 ， 既然在前现代社会中社会控制很明显地表

现为个人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直接由超然的权力所认可 ， 对这些社

会的成员来说 ， 这种权力就是现实 ，或至少是共同信仰的对象） ， 那么 ，

这似乎不需要意识形态来掩饰或掩盖统治。 或换个说法 ， 如果意识形

态的社会功能主要是对现存权力关系的合法化 ， 那么它在
“
传统

“
社会

中的适用性应该是成问题的。© 关于这一点 ， 阿多诺讲的最为简明：

如果意识形态不属于现代经济 ， 那它无论如何属于发达

的城市市场经济。 因为意识形态是用千辩护的。 它假定社

会状态巳成问题因而需要如观念证明自身一样的辩护 ， 如没 470 

有辩护的需要它也就不会存在 ， 而且它作为模型可以使得同

类事物相互交换。 哪里有完全直接的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

系 ， 哪里在现实中便没有意识形态。＠

情况似乎是 ， 至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一些文化（我

们理解的文化）功能和活动的专门化与这些实践（以
＂

纯粹
“

理论等形

式出现）的自主作用混同起来 ， 前者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所有文明中

都会不同程度地遇到 ，但后者只适用于现代社会。 这种混淆遗留下一

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传统中 ， 作品一一不仅包括简

CD Mane - Engels, Werke, vol. 3, p. 47. 

＠ 当然 ， 这并不排除对前资本主义时代作品的意识形态分析 ， 这些作品构成自主文化
实践的有效传统。

@ As1比ct.s of Sociolo盯 ， pp. 189-190 哈贝马斯同样说道：“只有当意义关联和现实关

联、 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都很明确时 ．
…... 才会出现一种怀疑 ， 认为一种理论（经验主义的也

好 ，规范主义的也好）所要求的有效性自主性是一种表象 ， 因为不同的兴趣和权力要求已经
潜人了它的机体之中 。

……如果批判试图阐明的是 ， 理论的有效性没有完全从它的发生语
境中分离出来 ， 理论的背后还隐藏若权力与有效性不应有的混杂 ， 而且 ， 理论也因此而获得
了自己的声誉 ， 那么 ， 批判就变成了意识形态批判。 " Der philo.sop心动e D址叩心r Moderne, 
pp. 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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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页。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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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庸俗化的作品 ， 而且包括出于真正理论兴趣完成的作品 ， 比如阿诺

德．豪泽尔©广博的艺术和文学社会学一常常是有罪的 ， 因为它们

被认为是前资本主义时期文化对象化的过时产物，同时因为使这些活

动开展并单独赋予它们的产物以意义的制度层面的关系和条件被非

历史地忽视。

尽管如此 ， 已经提出的意识形态概念的适用性问题不仅关系到遥

远的过去 ， 而且关系到当代 。 马克思早已质疑过这个问题的有效性 ，

虽然听上去有点奇怪。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 他认为大规模的工业

和普遍的竞争
”

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 宗教 、 道德等等， 而在它无法
471 做到这一点的地方 ， 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

”

觅但意识形态

概念不再与现存社会批判相关这种观念只是在相对晚近时期 ， 特别是

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一种真正的争论才获得详尽的阐述。 尽管

”意识形态终结论
”

在技术统治论－保守主义的各种变体中更受欢迎 ，

但它已被《启蒙辩证法》， 尤其是阿多诺的晚期作品从激进批判的角度

进行了独创性的阐述。 在被总体管理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 ， “现实

的世界成了唯一的意识形态， 人类成了它的组成部分
”

气在这个世

界里，

“

在这种状况中 ， 不仅生产 、分配和统治的机器 ， 而且经济的和社

会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都无法解开地纠缠在一起 ， 活生生的人成了意

识形态的碎屑
＂

，人们“不再需要从自身的因果条件中派生出不再独立

0 阿诺钜．朵泽尔 (Amolrl Hauser, 1892一1978), 匈牙利著名作家 、 艺术史家。 著有

（艺术社会史》 、《艺术史的哲学）和（艺术社会学》等书 。 －译者注

CZ) M盯x - Engels, Werke, vol. 3, p. 60. (参见马克思 ， 恩格斯 ： 《德意志意识形态》 ， 人

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 第 58 页。
—— 译者注）尽管表面上相似 ， 但这种观点和后来激进的

”

意

识形态消失
”

观念有些许相同 。 不如说 ， 它的前提和后者的前提是相对立的 ：
一方面是全部

阶级关系的日益简单化 ， 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阶级冲突的不断明晰化。 see

also M釭x - Engels, Wer知 ， vol. 4, pp. 464465.

@ 1育. W. Adorno, Negat如 Dialek1ik, Frankfurt, Suhrkamp, 1975, p. 271. (参见阿多

诺 ：《否定的辩证法〉 ， 张峰译， 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272 页。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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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 而且不再能断言自己的真理性的意识形态。叨）作为精巧的意

义系统的意识形态创造了一种普遍性的假象从而使得特殊事物合法

化， 它被另 一种意义的咒语替代了；后者是在操纵之下建构起来的且

是诉诸无意识的基本意义系统 ， 它退回到普遍／特殊区别的背后， 逃脱

了反思的控制 ， 这主要是因为大众媒介和文化工业无时不在的和不可

避免的影响乒它们不再通过掌控宣称真理这种令人信服的权力来影

响人的意识 ， 而是直接塑造它，进而也塑造人们对现实的直接感觉， 通

过这种方式， 现实与它们成为无法辨识的。

阿多诺的这些观点显然预示着当今富有影响的后现代理论（鲍德

里亚的拟像， 利奥塔的
“

宏大叙事 的终结
＂

， 等等）的一 些基本观点 。

它们的不同（暂不提讨论的特点和－我也想说——深度）主要在于

如下事实：已然绝望和临近毁灭的社会批判的某个方面的东西如今作

为一种
“

乐观的实证主义
”

重新出现。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意识形态 472

最终衰退和消失这两种判断之间横亘着一段时期， 这段时期是不争的
”

意识形态回归
”

期，也就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这个事

实表明 一无所归 ，不仅包括意识形态， 而且包括在文化中有影响的
”

意

识形态终结论
”

。本文只是从总体上就文化分析的一些理论的和方法

论的问题有所言说， 至于对这些理论的评论不属于本文范围。因此，

我只能指出， 虽然
”

意识形态消失
”

这一命题在我看来似乎是大有问题

的，不仅表现在它的基本前提上 ， 而且表现在对当今事态适宜的经验

描述中， 但它同时描绘了当代文化矛盾的显著征兆， 描述了当传统合

法的和自律的（这种自主性清晰地划定了它的界限， 同时为之进行辩

护）文化在它的创造者和接受者之中丧失了说服力之后的一种自律的

高雅文化将持续繁荣。在这种
“

文化不信任
＂

的环境中 ， 知识分子和他

Q) T. W.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 Suhrkamp, 1975, pp. 264-265. See al劝
Adorno, Prismen, Frankfurt, Suhrkamp, 1963, pp. 20-25. (参见阿多诺 ： 《否定的辩证法》，张

峰译 ，顶庆出版杜1993年版 ，第265 -266页。 一一一译者注）
® T. W. Aclorno, Einleitung in die Mus心oziologie. Frankfurt, Suhrkarnp, 1980, pp. 62-

65, 70刁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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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
“

客户
＂

中间盛行着一种不知所措－要么是绝望的 ，要么是愤世

嫉俗的一 一的无能为力感， 意识形态批判实践无疑可以（尽管不必要）

惯常性地强化这种感觉。 如果是这样 ， 它作为批判的方法也就真正

”终结 ” 了 。＠

尽管如此 ， 关千意识形态概念使用界限的问题不仅可以从历史的

角度提出 ， 而且也可以从分析－系统的角度提出。 其中最重要的

今天的理论批判常给予重视——两个问题实际上被马克思本人提及

过，尽管只是偶然地。

在《资本论》第一 卷的一个脚注中 ， 马克思做了如下评论：”事实
473 上 ， 通过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 ， 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

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 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 的唯物

主义方法 ， 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这 段论述有一个中心含义。

一方面 ， 在重建文化形式的社会起源的一般方法论层面 ， 它使我们把

意识形态批判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联系起来 ， 进而理解马克思

的理论对象是如何被他有意统 一起来的。 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发现

了作为
＂

世俗内容
”

， 表现在拜物教形式和巨大的价值量之中的劳动 ，

与之相反 ， 这种理论的统一性要明确解答如下问题：”为什么这 一内容

采取这种形式呢?"®也就是说 ， 它自己设定的任务是重建这种形式在

经济上取得支配地位的社会起源。 另一方面 ， 这段评论表明一种意识

形态理论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 通常， 意识形态批判揭示（至少从表

面看是这样）的是同样的
“

世俗核心
”

， 同样是诸多不同的文化对象

化— —在其中， 意义或许屈于完全不同的文化形式或文化类型——中

CD "取代意识形态的只能是它的批判 ，取代无意识的坏实在的只能是它的意识……意

识形态批判获得了一项意识形态功能：人类是从当下的不幸中而不是从历史中发现拯救之

道 ，但是他们试图通过对其所拒斥的涸疾的诊断技巧赦免匮乏之罪 ，进而证明自已无罪。”
0. Marquard, S妇p出che Metlwde im Blick auf Karn , Alber, Freiburg, l 958 , pp. 21-22.

® Marx - Engels, Werke, vol. 23 , p. 393. (参见马克思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 卷人民出版杜 2009 年版 ， 第 429 页。 －译者注）

® Marx -Engels, Werke, vol. 23 , p. 95. (参见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 第 98 页。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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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构成的非文本条件和要素。 这也恰恰是马克思本人在谈到洛克

的自然法的哲学理论和李嘉图的经济体系时所提出的炒这是否意味

着 ， 这些作品的最终的文化意味和社会有效意义从根本上是同一的？

如果是这样 ， 那么意识形态理论在常遇到的对象面前就很难获得辩

护 ， 这些对象恰恰没有被批判地加以分析的作品的文化特性 ， 比如 ，这

种特性将审美价值和意义赋予艺术作品。 或者 ， 如果文化的一般形式

被理解为有效意义和意味的建构 ， 那么一—看起来一— 必须求助于内

在于特定的文化领域的土生土长的原则 ， 它们不可能通过意识形态概

念就可以阐述和解释清楚。 如果意识形态能运用千文化形式（类型，

话语和表征的类型）及其历史变化的分析 ，也就是说 ， 如果这些形式自 474 

身能巾
“

现实的生活条件发展出来
”

并因此被看作是由社会决定的重

要意义的承载者 ， 那么这个难题雹才能解决。 而且正如马克思所言 ，这

是
“

唯一的唯物主义方法 ， 因而也是唯一的科学
”

方法。

尽管如此 ， 这个评论只是表明了马克思的意图。 因为他的全部作

品既没有对如何解决这个任务做任何一般性的说明 ，也没有就分析特

定文化形式的
”

意识形态内容
＂

的例子进行详尽的阐述。 事实上 ，他的

作品中分散着一些肯定与这个间题相关的评论：他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讨论思辨哲学的起源和一般特征 ， 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中就资本主义社会对诸如史诗之类的特定艺术类型的憎恨做了一个

简短的评论；在他后期的经济学手稿（特别是 1863一1865 年手稿）中 ，

他反复——尽管是以一种非系统的 方式——谈及作为科学的政治经

济学产生的社会条件。 然而 ， 根据它们的具体内容 ， 这些原则性的评

论并未超出早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理论中就被表述过的观念 ， 而且它

们甚至禁止一— 在我看来 人们针对文化形式重建一致的社会

Q) Compare Marx, R础吐ta比
，

p. 133

＠ 关于艺术理论 ，R· 布勃纳(R. Bubner) 认为这个难题是
“

任何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

都会遭遇的难题" 。 See his paper .. 0-ber einige B叫ingungen gegenw职iger AsLhetik , " Neue Hefte 

far Ph让osop加
，

vol. 5, 1973, 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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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识形态的 (socio-ideological) 概念化体系 。 因此 ， 尽管马克思以

一种尖锐和移情的方式表述了这个任务 ， 但在他的作品中并没有解决

方案。

意识形态理论的第二个问题一一常被批判地重提 也同样已

经被马克思所指出。 在 1857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 ，马克思

就批判经济学的方法讲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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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难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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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再一

次 ， 这里所包含的问题远比给定的例子更广泛和更深刻：它涉及的问

题是，意识形态理论是否能说明通常意义上的文化传统。 如上所述，

隐含于马克思的
“

致力千解放的
“

批判实践中的意识形态概念能解释

一些文化对象化典型的划时代意义。 但它——至少是直接地——没

能更进一步：它似乎不能解释，那些属于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社会形

475 态的遥远过去的作品 ， 至少在某些文化类型比如艺术或哲学中 ， 尽管

它们的存在条件已经消失很久而且在今天几乎不可能重建 ， 但它们仍

对当代文化
“

创造
”

（作为
“

标准和模型")和文化感受（作为可给予人

们以比如
＂

审美愉悦
＂

的对象）实践有着重要意义。 只要意识形态理

论 被理解为某种形式的批判解释学一能根据对文化作品起源

的社会条件的分析解释它的真正的和
＂

隐含的
”

意义并能解释它的潜

在影响 ，遥远过去的作品一似乎如此—— 就可以只为自身保留 一种

纯粹的历史文献利害关系 ， 而今天人们对它们的
“

天真
“

感受不过是一

场虚假的误会（这使得这些作品中的利益动机处于完全神秘的境地） 。

但它似乎会导致一一正如汉斯· 罗伯特· 姚斯＠描述的 一种
“

处

(D M叩 ， Grund心se, p. 31. (参见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 ， 人民

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35 页。
一一译者注）

＠ 汉斯·罗伯特· 姚斯(Hans Robert Jauss, 1921 一 ） ， 德国文艺理论家 、美学家 。 主要

著作：《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 、《文学范式的改变》 、 《审美经验小辩》等 。 －译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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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唯物主义保护下的复古主义
”

似一种经验历史主义的普通变种。

要不然就应根据当今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活动语境来解释这些
“

经典
＂

作品的当代意义和意味。然而 ， 如果这种意义不被看成是完全任意地

强加给过去作品之上的东西 ， 那么人们就必须找到当今的条件和被考

察的作品之间的非偶然的和社会地相关的联系。 但是 ， 如何才能在我

们自己的环境和一比如——几乎三千年前形成的口头诗歌之间建

立这种关系呢？仅仅考虑统治和社会对抗（正如伊格尔顿©所主张

的）的历史连续性肯定是不够的一它假定
”

意识形态内容
“

是普遍

抽象的 ， 这完全架空了它的观念并使其在具体分析时毫无用处。

尽管如此 ，在这个问题上 ， 马克思本人确实给出了一种回答 ， 至少

是以一种具体的形式阐述了它。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 ， 否则就变得稚气了。 但是 ，

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已不该努力在一个

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 ， 它

固有的性格不是以其纯真性又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吗？为 476 

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 ， 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 ，不

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

儿查和早熟的儿童。 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

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 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 ， 同

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 。

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 ，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

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

(j) H. R. Jau邸
，

"The Idealist E叫沮rrassment: Observations on Mar:xist Aesthetics, " N. 抑

比erary Hi.story, vol. 7 , 1975 - 1976, p. 193. 

＠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1943— ) ， 英国著名文化批评家 ， 当代著名的西

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 主要著作有（批评与意识形态 ：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 、 《马

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 、《文学理论引论》和《审美意识形态〉等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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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

这是一段令人相当困惑的引文和
＂

回答
＂

。 暂且不提它极端的欧

洲中心主义和狭隘的阶级艺术观， 它明确把
“

成熟和生长
＂

的历史隐喻

为生物有机体，这样便公开赋予历史发展观以目的论特性。 很可能 ，

这只是后席勒美学©的陈词滥调 (locus communis) 在未经思考的清况

下的不幸再现。 这可能确实如此， 但其实这段话已然成为随后的马克

思主义传统中被评论最广泛的引语之一
， 而且它的各种（肯定的）解释

已经对传统文化理论产生－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 ，并不是没有原

因 一—了相当大的影响 。

除了刚才提到的一般问题之外 ， 还有一个问题。 正如马克斯 · 拉

法埃尔＠做的评论到
“

永久的魅力
＂

预设了这些魅力的根源同样是永

久的 ： 只有在人们同时假定人类学上超历史的特性和能力存在多�并

在历史中
”

展开
＂

自身一的时候 ， 被描述为历史成熟过程的文化（或

至少是艺术的）发展观念才是有意义的 。 有迹象表明 ， 马克思对这种

思想并不陌生 ， 至少在艺术产品和体验方面是如此 。 在《 1844 年经济

477 学哲学手稿》中，
“

不受肉体需要影响
”

和
＂

根据美的规律
”

＠进行生产

的能力被视为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普遍特性 ， 而且通过自我创造和自

我发展的劳动活动 ， 它在历史中逐步实现自身。 因此，如果有人要在

马克思那里寻找有关
＂

文化（或至少是艺术的）传统
”

问题的前后统一

的答案 ， 那么这个答案 可能也被提及－ 就是这样 一个假定：人

(D Marx , Gru, 心心se, p. 31. (参见马克思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 人民

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35 -36 页。
一 —译者注）

© 这个隐喻来自于席勒的《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 它是黑格尔现代教育观念的基
本要索。 布克哈特曾举例说明它在 19 世纪的持续影响。 席勒把占希腊描述为

“

人类的背少

年时期
”

井强调西塞罗的艺术作品是
＂

完全标准的“

。

＠ 马克斯·拉法埃尔(Max Raphael, 1889—1952) , 法国著名美术史家。 主要著作有

《格尔尼卡》和《艺术之需》等。 －译者注
@ M. Raphael, 1加De加ind of Ar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 968, p. I 86.

@ Mar:x - Engels, Werke, suppl. vol. I , p. 517. (参见马克思 ：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 ， 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58 页。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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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身上历史地和社会 地形成的普遍能力和需求 ， 这种能力和需求的

”展开
”

使得历史成为由目标导向的人类进程。 如此 ， 这个过程的主要

阶段便是明确的和永恒的 ，而且可以在获得并保有永恒而普遍的人类

意义的
“

经典
“

艺术作品中经验地再现。 这可能是前后统一的答案 ， 并

且在本质上不能与对现代文化作品的意识形态 批判分析的程序相抵

触（至少没必要） 。 它充其量是后者的补充：它的表述包含着一种人类

学意义上的普遍原理， 超越了意识形态理论运行所依赖的社会历史领

域的具体范畴。 在马克思的作品中 ， 这种普遍原理肯定没有被详尽描

述或论证。

尽管上面讨论的两个问题— —一个是形式问题 ， 一个是传统问

题一看似互不相干 ， 事实上二者关系密切。 发挥作用的悠久历史传

统只存在于某些文化类型中 ， 显然不存在千其他文化类型（比如现代

自然科学）中应在美学中 ， 跳到艺术形式之外来解释经典艺术作品

的
“

永久
＂

效力乃是稀松平常之事。 这种关系被如下事实所确认 ： 在马

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后来的发展过程中 ， 这两个问题（照例）有了

答案 ，不过这些答案的最终理论前提原来是相同的。

对文化形式进行意识形态分析的任务被马克思提出了 ， 但没有被

解决。 可以说 ， 这项任务成为（尽管几乎只是在美学理论领域）西方马

克思主义主流传统在文化批判理论领域也努力的方向 ， 同时也代表着 478

它们的成就。 尽管在他最早的作品中 ， 从
“

最初接受马克思
“

那段时期

＠ 关千这一点 ， 参见我的论文 ， " Why is there No He'fmeneutics of Natural Science?" , 
S改叩e in Cont釭t, vol. I , no. I , 1987. republished in this volume. 

＠ 在苏联的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争论中 ，它巳被明确提出 ，至少在它的早期阶段它
仍具有理论内容。 然而 ， 即使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显然是最有思想井且对文学问题最敏感
的托洛茨基也只是从根本上满足于回答诸如文学形式和手段的历史寿命和＂迁徙“此类的
问题。 他的回答主要通过如下两种方式：一方面，含糊地诉诸特定社会的持存性－共同性特
征 ， 另一方面诉诸一些“独特的艺术规律“ 明显建基其上的心理学的常址（ “ 人类想象的界
限,.) 。 See Trotsky, Literature and Re呻如.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2S, pp.17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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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 卢卡奇明显将这种传统和实际上由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普列汉诺

夫＠ ， 还包括梅林屯豪森斯泰因＠等等）所构想的意识形态批判实践对

立起来 ： 也就是说 ， 艺术作品的内容被还原为特定阶级的利益和渴望 ，

是它们的
“

社会学等价物
”

。

形式（卢卡奇所写）是文学中真正的社会要素；在文学领

域中 ， 只有在形式概念的帮助下 ， 我们才能理解它的内在和

外在生活的相互关联……形式（是）纽带 ，是创造者和大众之

间唯一真正的连接点 ， 同时是作为社会的和艺术的文学的唯

一范畴。
＠

而且这不仅是个计划。 卢卡奇和哥德曼关千小说理论的作品 ， 早

期卢卡奇和雷蒙·威廉斯关千戏剧发展的作品和阿多诺关于古典音

乐形式出现和衰败的作品（仅包括广为人知的作品和对社会艺术理论

持续产生影响的作品）已经具体说明 ， 将特定艺术形式和艺术类型的

产生 、变化和消亡与变化着的社会条件 、 社会需要和社会经验关联起

来是可能的。 通过这种方式 ， 他们成功地表明 ， 内在的审美结构如何

可能成为社会意识形态意味的承载者 。 当然 ， 这只有在如下条件下才

479 是可能的 ， 即这些形式不能被视为固定好的几组技术装置或抽象不变

的结构 ， 而只能被视为被文化和社会编码的和历史变化看的方式 ， 通

过这种方式人们选择和组织由社会经验和个人经验构成的
“

原料
＂

， 只

有通过这种方式 ， 这些经验才能被转化为审美层面上的相关的和有意

ll) fj· 列汉诺夫 (Plekhanov , 1856—1918), 俄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主要著作有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爱因主义和礼会主义）和《政论家的短评：从这里到这里》

等一译者注

＠ 弗兰茨· 梅林(Franz Mehring, 1846一1919),德国记者和政治家 、 文学批评家 ， 著名

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主要著作有（饱国社会民主党史》、《中世纪结束以来的德国史＞ 、《马

克思传》等。 －译者注

＠ 威廉姆· 豪森斯泰因 (Wilhelm Hausenstcin, I 882一 1957),德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美

学家。 主耍著作有《艺术和唯物史观）等n
—— 译者注

© G. Lukacs, "Megje窃让sek az iroclalomrnrtenet elmeletehez" (Remarks on the theory of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 in ljju知ri Muvek, Budapest, Magveto, 1977, p.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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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内容。 由继承下来的形式所规定的任务和要求与被
”

表达
＂

的 现

实经验之间的矛盾 ， 这两者与明确可感知和可欲的社会需求（
＂

作者的

意识形态
＂

）之间的矛盾等各种矛盾－所有这一切制约作品最终的 、

社会文化的意义 ，而且这些矛盾（或它们在作品中的自我暴露）的解决

也就是赋予作品以意识形态意味的
“

审美普遍化
＂

的过程。 这里肯定

有重要差别 ， 即使在我们已提及的少数作者中。 正是通过些差异化的

方式 ， 他们概念化并解释这种社会事物向内在的审美事物的转化过

程 ， 但这与我们无关。 一般来说， 人们可以认为 ，在批判理论的晚近时

期 ， 马克思的计划一关千意识形态的
“

唯一的唯物主义
”

方法 ， 这种

意识形态从现实的生活关系中发展出作为它们
＂

典范
＂

的文化形

式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 ， 即使只是在艺术领域。

这个计划已经实现一但是基本意味的界限和局限是显而易见

的。 我们提及的这些作品（以及许多后续的具体分析）一般都局限于

对特定文学／艺术类型和形式的社会历史的转化过程的考察 ， 或者至

多是阐明占优势的类型（比如史诗）被另一类型（比如小说）替代的条

件。 在社会历史地对（当代）艺术系统进行区分并对
“

基本的
”

（对我

们来说）类型进行分类之前Q)' 它们就停止了 ， 更不用说最后把整个 480

＂高雅文化
＂

领域细分为从根本上说不同种类的实践和对象化（艺术 、

科学 、哲学等等）了 。 意识形态批判方法并不导致一种一 般的文化形

式理论 。 尽管如此 ，这种否定性的表述是不充分的 。 在西方马克思主

义主流传统中 ， 特定艺术类型和形式的历史化是建立在对最终范畴进

行非历史和超历史的处理基础之上的 。 艺术的社会理论仍依赖于一

＠ 当然 ， 也存在相反的例子和相反的趋势 ， 不仅存在千更近的像危姆逊 (Frederic

Jameson) 对
“

各祥形式的意识形态
“

做了一些不明勋安排的文学作品中 ， (see The Political 

Unconsc皿us, l1Jndon, Menthuen, 1981 . ch. I , e叩eciall) JJP·76, 96-100) 或者比格尔的
“

艺术

建构理论
”

这样的文学作品中（沈c Theorie der AIJ{111Lg<1rde, Frankfurt, Suhrkamp, 1982. 对沁

cially pp. 15 -26) 。 人们可能会提到本雅明和米哈伊尔· 巴赫金 (Mikhail Bakhtin) (他们的类

型理论将未成熟的形式列为最初的类型 ， 但这种观念已经在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积极对立的

框架中得到了详述） 。 然而，在这些例子中 ，这种将审美范畴更激进地历史化的努力撬开了

意识形态批判的概念的脚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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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一般的和根据规范构想的美学 ，不管后者是否被阐述清楚。

首先 ，
一方面是特殊艺术形式的批判的历史化 ， 另一方面是将它

们与普遍的人类学或形而上学范畴（而且无疑会选择 “ 主要的
”

类型

和
”

主要的
“

作品作为意识形态批判分析的恰当对象）联系起来的艺

术本身（通常来说，艺术作品观念 ，或
＂

审美的
“

作品观念） ， 二者明显

具有联系。 即使对于那些使艺术理论聚焦于现代艺术的自律过程的

历史特性（以及相互矛盾的后果）的人一—比如阿多诺 ， 以及因而一般

来说已完全意识到将超出它们可能的社会条件且自律的审美对象化

的特征呈现出来是危险的那些人 ， “艺术作品
＂

（正如
“

没有窗户的单

子
＂

）和它的
”

真理
”

始终具有普遍性和非时间性（对阿多诺来说 ， 就是

形而上学的）特征 ，借助于基础性的人类学范畴（模仿和对象化的反推

动力）这些特征最终被证明是合法的。 阿多诺在一种极其抽象的意义

上保留了这种特征 ，这一事实使得他的理论包含了一与卢卡奇明显

不同 审美建构和组织的各种变化着的和有重大区别的类型和原

则；对比来看 ，他的艺术观念无疑更是真正历史的。但是，
一般艺术作

品具有的形而上学的人类学特征对千他来说肯定是不需要语言装饰
481 的 ，或者：它确立了

“

艺术真理
＂

的普遍条件 ，而通过艺术真理他便能规

范地区分审美价值和真实性。

因此 ， 它的基本概念结构也具有同样的理论结构 ， 这种结构可以

在卢卡奇的美学中找到它的表述（无疑 ，更直接和严格的表述） 。 所有

真正的艺术作品（形式／内容的统一体 ，作为紧密整体的作品，作为
＂

典

型的
＂

普遍概念的模仿再现 ，等等）的不变特征将它的超历史功能和使

命给予了艺术：使人们不再崇拜社会生活现实 ， 并使社会生活现实人

道化应这些基本观念借以实现和艺术使命借以完成的审美表征方式

＠ 卢卡奇肯定不会因为这些前提直接的非历史后果而退缩：作为一种内在意义整体

的艺术作品与宗教超验性的需要是不同的 ； 现实的审美表现和宗教表现始终而且必然处于

冲突之中 。 以这种方式 ，现代性条件下的世俗化这总体上复杂且相互矛盾的社会历史过程

被转换为
“

艺术的解放斗争" 0 Die Eigenart des AsthetiscJ比It, Neuwied, Luchterhand, 1964, 
vol. 2, ch.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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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是历史地变化着的 ， 依赖于具体的社会条件和所要表现的现实的

特点。（尽管常被误解 ，但对卢卡奇来说 ，

“ 现实主义
”

并不意味着一

种特定的
“ 风格“ 对他来说 ，E. T. A. 霍夫曼Q)也是一个伟大的现

实主义者。）正是这些原理赋予真正典型的艺术作品以一种永久的效

力 ，并保证了审美评价独立于由社会条件所导致的主要趣味的可变性

和相对性进而保证了审美评价的客观性。

一般来讲 ，这种从社会历史语境向某些非历史地构想的 “ 内在审

美
”

事物的回撤不只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美学领域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

身上 。 它同样也出现在布洛赫的作为乌托邦意识表现的艺术观念中 ，

而这种乌托邦意识根源于人是
＂

匮乏
＂

的存在这一基本事实 ，最终立基

千＂

尚未是
＂

的本体论之中 。 它在马尔库塞的晚期作品中得到了异常

清晰的阐述 ， 这些作品强调被审美形式超社会地建构起来的
“

超历史

的艺术实体
”

，此实体既规定了真正的艺术 ， 也使它能
“

从话语和行为

的给定普遍性中解放自身并能保持它的压倒性一切的存在“

见当哥 482

德曼（在和阿多诺以及直接和康德的争论中）通过“ 存在于极丰富和

极统一之间 ，存在千非常丰富的世界和严格的结构化 这种统一性

始终被包含和被具体化到一些在历史上存在的 、 同时代表” 人类某种

基本可能性
＂

＠持续实现的世界 观之中一—之；间的被克服的紧张关

系
”

如此抽象一般地阐明审美价值的时候 ，他同样含蓄地假定了它的

存在。 人们也会在阿尔都塞＠（不仅是阿尔都塞 ，还有马舍霄）的文学

理论中找到它的踪迹 ， 在他看来 ，文学形式具有一种分化的能力 ，能找

到占统治地位的特别是
“

可察觉到的
”

意识形态的缺口和矛盾 。

CD E.T. A. 霍夫曼(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 , 1776— 1822), 待闰短篇故事作者

及小说家 ，德国浪漫主义代表人物 。 主要作品有（金罐）和（咬胡桃的小人和鼠王》等。
－

译者注

® H. Marcuse, The Aesthetic D叩nsion, London, Macmillan, 1978, pp.ix心
，

6, 25. 
® L. Goldmann, C叱ural Cre心如 in M呻rn S心比句 ， Saint Louis, Telos Press, 1976 , p. 

142. 
＠ 路易·皮埃尔· 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 1918—1990) , 法国著名马克思主

义哲学家。 主要著作有《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等。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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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指明如下这一点并不是轻率之举 ， 即 从意识形态批判的强

烈的历史主义和社会情境主义中的回撤本身就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

它为作为
“

艺术之需
＂

的特殊的文化和政治主张与立场的表征做准备 ，

它把为人类一般价值（没有什么地方比在卢卡奇和阿多诺的争论

中 就两个方面来说——显示的更清楚）辩护的普遍性给予定向千

介入文化生活的实践活动。 因此 ， 这种备受争论的类型越来越受欢迎

就绝不是偶然 ， 但同时伴随着批判理论的社会所指和接收者越来越
＂

匿名化
＂

， 以及作为激进变革（一种
“

进步的
＂

新文化是潜在基础）的

唯一代理人的无产阶级的信仰的丧失。 同时 ， 详细来看 ， 只要人们还

要理解一般艺术 ， 那么这种从意识形态批判立场中的回撤就是在行使

辩护功能 ， 为它在更多具体审美实践问题上的运用进行辩护。 它将批

判者的观念从对它们的怀疑 怀疑它们是意识形态的扭曲一一中

隔离出来并加以保护；它破坏描绘的可能性 ， 因为它使得从社会历史

方法到艺术方法得出的相对性结论陷入瘫痪。

尽管如此 ， 这种文化实践的去历史的概念化趋势往往超出了对

483 "美学
＂

的理解 ， 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 ， 我们可以看到种种反复再三

的努力 ， 即（从根本上相当千）从这种美学的一般概念出发对主要艺术

创造力进行系统
”

推演
“

， 还包括对（现代）艺术系统基本分支及其主

要的规范特征进行系统
”

推演
“

应同样 ， 在这种传统中有一种强烈的

倾向 ，就是把某种艺术（比如 ， 按照传统的区分 ， 分为抒情文学 、戏剧文

学和史诗文学）中最一般和最基本的
”

类型
＂

范畴和某些人类学的范

畴联系起来。 在这里 ， 暂且不提这些数撮繁多的说明 ， 我只想举一个

对我来说特别典型的例子：雷蒙·威廉斯。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 ，没有人像威廉斯那样积极地且始终如一地

(i) M. Raphael, Zur E忐nnt心theorie t如如心:reten. D边比比ik, Paris, Excelsior, 1934, pp. 
188-196; C. Caudwell, Ill心如叩d Reality, l..ondon, Macmillan, 1937 , en. IX; p出tly (and in a
rather conLradictory way) also Lu6cs, D比Eigenart des As山et比chen., vol. 1, ch. VID/1 and vol.
2, ch. X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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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艺术的历史研究方法， 特别是在他的晚期作品中 。 由此来看 ， 他

有力地一在我看来，也是令人信服地 批判的正是上面讨论的那

些倾向：

艺术与非艺术之间 ， 或美学与其他意向和回应之间的区

别可被视为它们历史地如此：表现为相关实践被感知和被组

织所依赖的可变社会形式。 因此 ， 这些区别不是永恒的事

实 ， 或超历史的范畴， 却是社会构成的现实要素……其实在

这种意义上 ， 艺术被社会地组织起来的原初深刻形式便是艺

术本身的社会感知。＠

他尤其反对卢卡奇和哥德曼一—因为他们在
“

一种广为接受的学

术传统而且根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传统中待得太久了 ， 这种传统是
＇
史

诗
＇

和戏剧
＇

、

｀
小说

＇
和

｀
悲剧

＇
中固有和不变特性产生的土壤 ，是分

析开始之地 ， 也是例子选择的参考之点"®。 这种
“

强烈的历史主义
”

使威廉斯－ 这是他理论中最大且最有野心的计划一一 一般性地勾

勒了关千文化的历史社会学的概念框架 ， 并用
“

文化生产
＂

范式来取代

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和框架。 然而， 确切说是在这种系统化的努力过 484

程中 ， 他似乎诉诸他在别处如此强烈地拒斥的解决方式和假设 。 对于

＂文学形式的最深和最一般的层次和构成部分
＂

来说 ，文学作品的
“

模

式
＂

（戏剧的 、抒情的 、叙事的）和主要类型（悲剧、 喜剧等）也被他
“

更

多地与文化发展至一定水平上出现的 、我们的这种社会学
”

联系起来，

＂而不是特定时空下特定社会的特定社会学
”

，它们
”

更确切地说指的

是一种人类学的或社会的维度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 社会学的维

度"@。 因为， 尽管这些形式中的一些已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创

造出来 ， 并且肯定随着它们的变化而经历重要变化 ，但它们仍作为可

辨识的单独种类的文学作品持存 ， 并具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特征 ， 而这

Q) R. Williams, C必ure, London, Fontana, 1981, p. 130.

® R. Williams, Problems 切 M<Lter:叫如an.d C心ure, London, Verso, 1980, p. 27.

@ R. Williams, Cul儿re, London, F'ontana, 1981, pp.15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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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特征“能在许多不同的社会秩序中几乎无限地被再生产"(j)。 尽管

如此 ，他之所以如此这般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似乎是因为他保留

了意识形态批判的一些未经检验的前提。 我将使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这是什么意思 ， 不过详细的阐述在相当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威廉斯的

著作。

在我们看来 ， 像《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或《安提戈涅》(An

屯one)这样的一些希腊悲剧是“ 戏剧模式
＂ 的典型体现。 这意味着 ， 我

们把它们一它们无法被最初的观众所接受 ，文学在雅典的传播这个

有争议的问题便被搁置了 ， 因此它们的文本肯定没有在大众中传

播 理解为戏剧 ， 也就是说 ， 我们通过由自身对现代戏剧文学的了

解和体验所构成的期待 、兴趣和评价标准等等将它们理解为戏剧。 大

体而言（不管那些复古倾向） ， 它们也是根据现代剧场的社会的和文化

的习俗进行表演的。 其实现代戏剧诞生于6世纪和7世纪 ， 部分地是

因为这样的努力：人们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复兴古代（尽管首先是罗

马的）戏剧艺术 ， 同时有意识地与神秘剧和道德剧（于我们而言 ， 只是

其他的戏剧
”

类型")这样仍富有生命力的传统分庭抗礼。 尽管如此 ，

485 它并不是被复活的唯一艺术形式：意大利歌剧 ， 这种新的音乐类型在

很大程度上源于同样的动因。 基本说来 ， 这并不具有更少的合法性 ，

因为希腊悲剧乃是音乐戏剧表演 ， 即使它们的” 配乐
“

消失了。 对我们

来说 ，能感知到《俄狄浦斯王》 、《奥赛罗》(Othello)和（比如说）《樱桃

园》(The Cherry Orchard)之间的相似和区别 ， 这种能力属于（乃文化

”所需
＂

）他们对艺术作品的恰当的和基千广博的美学知识的理解力。

如果在索福克勒斯®A勺《安提戈涅》和蒙特威尔第©的《尤里西斯的返

(j) R. Willim邸
，

Culture, London, Fontana, I 981 , p. 194

＠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公元前 495--406), 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 主要作品有

《埃阿斯》 、《俄狄浦斯王》 、《安提戈涅》和（厄勒克特拉》等。 －译者注

＠ 克劳迪奥· 蒙特威尔第 (Claudio Monteverdi , 1567—1642), 意大利著名音乐家 、作曲

家 、制琴师。 主要作品有：《奥菲欧》（歌剧） 、 《尤里西斯的返国）（歌剧）以及《波佩亚的加

冕》（歌剧）等。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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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ll Ritomo d'U伈se) —一更不用 说比才©的《卡门》 (Carmen)

了 之间这样做 ， 在我们看来似乎极不恰当 ， 无论如何第二种美感

意味着：试图在依据这些相似和区别所阐述（在我们对希腊悲剧所形

成的一般理解的条件下）的标准的基础上评判后者将意味着遗失艺术

作品 ，也即音乐作品（而且在一 些歌剧 形式中 悲歌剧 这些标

准似乎是完全不相干的和具有误导性的）自成一体的特点 。 问题不在

于共同的形式特征和特点是否真实存在 当然是存在的 ， 并且在两

个案例中都有所体现。 但是 ， 人们可能也会发现《卡门》和《伽利略对

话录》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 ， 但后者也满足在一 些结构主义诗学中提

出来并被严格和一贯地界定的戏剧模式的规范定义 。 真正的问题在

千追问 ， 无论对千艺术生产还是艺术感受 ， 这些
“

共有的
”

构成形式的

要素是文化地相关抑或美学地相关。 而且这依赖于当今审美实践在

社会（制度）内部的组织 ， 此外 ， 这种组织构成着每个
“

种类
＂

的传统的

分界线 ，提供了一种文化语境 ， 在这种背景下单个艺术作品的恰当意

义和意味才能显现。

这样， 上面提到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局限也就在这里显示出来

了。 意识形态批判在如下两个领域建立了联系：一方面是文化领域的

各分离要素（他们个人的作品或从中抽象出来的特殊文化形式） ， 另一

方面是文化之外的特定的籵会条件和过程 。 无疑 ， 这种联系是真实

的一一文化在各种情况下不同程度上的变化都与
＂

外在的
“

社会因素

相关 ，也就是说 ，部分地为
＂

外在的
“

社会因素所制约。 但是这样的方

法忽视了那些自成一体的制度化关系 ， 它们构成了文化领域的各种关

系和各个部门 ， 而且这些始终
＂

居间的
“

也即有选择地过滤和引

导 因素正是通过它们发挥作用的。 正是这些关系也决定了特定 486

历史在每个
”

部门
＂

中 ，在每种文化实践中的具体构建方式。 因此确切

来说， 只要系统化－ 一 般化 (systematic-general) 的理论用来澄清社会

© 乔治· 比才(Georges B咙t,1838一1875) , 法国作曲家 。 主要作品有歌剧《卡门》 、

《伊凡四世》和《采珍珠者》等。 -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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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置换(transposed)和转换(transformed)为文化（也就是说 ， 美学 、 哲

学 、 科学等等）的方式一正如我们强调的 ，这是意识形态理论中这个

问题结构的独特构架 ， 这种理论就会触及它的内在界限：既然每个领

域制度化地构建起来的特定历史性被忽略了 ，那么这种转换（一些
“

形

式
＂

的组成部分）在概念化的过程中必然显现为一种终极核 ，它从根本

上拒斥任何历史地处理的方式并且只能被理解为一种人类学残余。

由此 ， 意识形态理论最终无法超越
”

类型自然化
＂

（一般来说 ， 文化形

式的自然化）的立场 ， 这种曾被热拉尔．热奈特(G. Genette)。令人信

服地说明的立场表明自律的现代性美学理论所具有的那些一直存在

的和高度成问题的特征。 概括来说 ， 事实上 ， 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解决

形式问题的方法与常被设想为它们的竞争者和对立者所阐明的一

可以在（更具有历史意识）俄国的形式主义者和布拉格的结构主义者

的晚期作品中找到－－—有一种相当奇特的一致性 。

对于意识形态批判实践来说 ，特殊文化（通常是美学的）形式的历

史化阐释与基于最
＂

深层的
”

和最
”

一般的
”

构成形式的非历史性解释

的结合产生了很多后果 ，我只提及其中之一。在它的最重要的代表人

物的作品中 ， 他们在详释历史条件和社会意义时表现出一种真正的敏

感性 ， 即使是相对较小的形式或风格的变化（有时 ， 只局限于单个作

品） ， 但是一般来说 ， 与这种敏感性并存的是一种强烈的倾向 ， 即最大

可能地在属千完全不同的文化活动领域的作品之间建立起相似性。

这种倾向的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将帕斯卡©和拉辛®<哥德曼） 、 黑格尔

＠ 参见热拉尔· 热奈特(C. Genetic)的"Generes , • types 、

, modes , " Poetique、 no. 32, 

1977 • PP·405 rr .  也可参见托多洛夫(T. Toclorov)关于传统的类型划分法的评论 ｀ 这种传统将
类型划分为＂ 自然的

”

和＂ 约定的" , "The Origin of Gen忘 ， " New litewry• H凶ory, vol. 8 , no. 
I, 1976. 

＠ 布莱士 ·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 1623一1662), 法国数学家 、 物理学家 、哲学家 、 散

文家。 主要著作有《思想录》 、《弈术三角形》等。
－译者注

＠ 让·拉辛 (Jean Rac-ine, 1639一1699),法国剧作家 主要作品有《昂朵马格〉 、《费德

尔》 、《阿达莉》等。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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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歌德（卢卡奇） 、 贝多芬＠和黑格尔（阿多诺）相提并论。 当然 ， 我不 487

会否定这种并置在某些方面具有一种能真正启发人的力量；从中异化

出去的是在解释中所强调的一致性的
“

实体化
＂

，或意义的最终同一化

这种倾向（比如 ， 哥德曼假定了一种具有实体地位的统一的悲剧世界

观 ，它近乎一种先验建构的产物；或阿多诺关于
＂

真理和艺术在真理内

容上的融合
“

尘这样的命题）。 福柯＠就曾正当地批判过这种把话语类

型的多样性简化为某些单一的本质和原则的总体化倾向。 而且这种

倾向的出现并非偶然。 因为 ， 当人们根据非历史的和人类学的范畴来

解释不同的文化实践及其相应的文化形式（被文化领域已分层的制度

性组织决定）时 ， 这些差异永远最后只是
“

形式的
“

剑只是
”

表达
“

某种

最终相同的内容的不同方式而已 。

现在 ， 我们可以更简要地讨论文化传统问题 ， 因为所提供的解决

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千如上所讲的文化形式观念 ， 而且在最典型的

例子中它们一般也就是重述己讨论过的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 以

避免最令它不安的关系 。 严格说来 ， 美学形式的人类学基础使美学形

式能够赋予
＂

真正的
“

艺术作品以权力 ， 使艺术作品超越它们类型的特

殊条件进而获得一种普遍意义。 这绝不能被理解为 ， 这种
“

经典
“

艺术

作品的意义被还原为摆脱一切社会历史制约的
“

永恒人性
＂

的某种抽 488

象。 相反 ，它是历史上特定的状况和经验 ， 通过审美形式它们在某种

范式中得到表达 ， 由此 ，它们变得可理解而且可直接再经验 ， 尽管使它

＠ 路待维希· 凡 · 贝多芬(Ludwig 1•an Beethoven, 1770—1827), 德国作曲家和音乐

家。 主要代表作有交响乐《英雄交响曲》 、《命运交响曲》 ， 钢琴奏鸣曲《悲枪》 、 《月光》 、 《暴

风雨》 ，等。 －译者注
® Adorno, Asthe氐che Theorie, p. 422. 

＠ 米歇尔· 福柯(Foucault , I 926—1984), 法国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 主要著作有《疯

癫与文明》 、《性史》 、《规训与惩罚》等 。 －译者注

＠ 参见卢卡奇根据表现是抽象普遍的还是一般特殊的对实在的科学表现和艺术表现

二者之间区别的说明 ．或者阿多诺关千艺术和哲学二者关系的阐明：首先 ， 真理完全彻底地

成为表现 ， 其次．表现完全成为真理。 因此按照这种思路． 霍尔兹(Holz) (Vom Kunstwerk zttr 

Ware, Neuwied, LuchteJ'hand, 1972, p. 18) 便能将美学描述为非概念的却
“

可见的
“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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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存在的环境已经消失 。 因此， 保留传统可给予艺术以人类的整体历

史记忆，同时使艺术成为实现人类真正的自由统一体这项如今只是作

为一种文化理念存在的事业和承诺的承担者。 作为
“

人类的自我意

识＂
的美学传统和一般艺术这种观念被卢卡奇做了最为出色的阐

述应尽管如此， 它同样出现在阿多诺的理论中 ， 尽管他从根本上反对

卢卡奇学说的预设前提：把艺术和（曾不断扩充的）名著(chef 

d'oeuvres)集等同起来 ，把当代艺术生产视为艺术概念化的参考重点。

不过 ，尽管他的所有论辩都反对古典的完美概念雹他也强调：真正的

艺术作品是
＂

关于它们时代的无意识的历史编簇 ， 而且特别地构成它

们获取知识的基础
＂

究在致力于从艺术理论中删除所有超历史的先

入之见的理论家那里 ，它是突然再现的 ， 这一事实可能是这种思想趋

势持续存在的最好证明。 因此 ， 弗里德里希·詹姆逊的书以 ＂永久历

史化！
”

这样的口号开始 ， 并将其作为辩证思想的唯一的绝对命令， 后

面几页也在解释＂历史过去的本质神秘性
＂

； 通过将历史视为
＂ 一部伟

大的集体故事的统一体
”

， 他将目光返回到完全与之相异的环境中的

生命身上 ， 而正是通过“
伟大的集体故事

＂
， 过去的艺术作品使” 单一

489 庞大而未完成的情节中的关键插曲 ＂ 永恒化， 即使这些幸存的文化杰

作趋向于在不同阶级的纷争对话中使一种声音， 即统治阶级的声音永

恒化。＠

如前所述， 这种对文化一一 或至少是美学—— 传统问题的一般回

答无非是回到马克思那里， 但在这一间题上没有什么特别的 “ 马克思

主义者＂。 显然早已被黑格尔和歌德概述过的观念， 即艺术是人类自

(l) Compare Luk6cs, D比 Eigen.an <知心I比tischen, vol. I , ch. 7, para. ill. 关千整个“

荔

级＂ 文化领域的一般观点 ：作为意识－�特别是人类的自我意识一的观念对象化的科学 、

艺术和哲学的概念化。 see A. Heller, A 叫n心nnapi e如(Everyday Life) , Budapest, Akadtm中
，

1970, pp. 153-169. 
® T. Adomo,Asthetische 7i加orie,Frankfurt, Suhrkamp, 1970, pp. 153-169. 
@ T. Adorno ,Asthetisc加 Theorie,Frankfurt, Suhrkamp, 1970, pp. 272. 
@ Jameson, 加 Pol血al Unco心心,us, London, Mentl1uen, 1981, ch. 1, pp. 189-20,85. 

（参见詹姆逊：《政治无意识）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0 -11页。一一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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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意识的历史化—一”历史自身原则的历史表现"<D一 一是德国历史

主义最著名的观念之一。 这并不是要通过它的
“

腐坏的关系
＂

败坏一

种观点的名声 。 关键仅在于指出 ， 借助于
“

意识形态
”

观念而实现概念

化的文化理论似乎碰触到了内在界限 ； 它必须被这样的观念所
＂

补

充
＂

：尽管这些观念在形式上与文化理论并不抵触 ， 但前者无疑是独立

于 ， 毋宁说是外在于后者所包含的整个方法的。

但问题并没有结束 ， 因为所提供的解决方法从其自身来说似乎也

很难令人满意 。 遥远过去的作品的当今意义和意味 ，即文化有效性需

要通过它们所讲出的关于我们的共同历史 它使我们成为自身并

始终与我们密切相关一 一的证据来解释。 文化有效性这种观念预设

了在
“

传统文化
“

保护下所构想的这种传统的本质永恒性。 这种解释

不能说明有效传统构成的现实的 、 通常是重大的且突然的变化 ， 不能

说明历史中众多的价值转变 ； 也不能说明即使是关于最恒定部分一—

很好地进入获得最广泛认可的文学 、美术或哲学
“

经典
”

这些历史承载

者之中一的意义理解常常要经历激烈的变化 。 这个缺点格外重要 ，

因为现代性文化明确被描述为与前现代文化和时期截然不同 ， 一方面

现代性文化的各个传统变得明显不稳定 ， 另一方面潜在相关的传统的

范闱不断地扩大 ， 这个过程仍在持续乒任何试图仅仅根据相关作品 490

的内在特征而不系统地说明它们之于当今文化实践（更一般来说是社

会文化实践）的依赖性来解释文化传统
“

长寿
＂

的理论看起来注定会

失败。

在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 ， 无疑有很多尝试 ， 它们的立场和方

向各有不同。 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本雅明晚期著作 至少在碎片化

形式的建议中－中出现的观点。 他致力千发现 ， 或更确切地说 ， 制

© The formulation is by J. Rusen, A·sthetik u叫Geschichte, Stuttgart, Me忆!er, 1976, pp 

8 8 -89. 

＠ 仅举一例 ， 在美术领域 ， 哥特式 、 罗马式 、东方式以及原始的艺术的
”

重新发现
“

现在

正在持续（好像是这么同事） ， 表现为对更早时期被视为女性家庭手t制品的东西的重新评

价 ， 将重估为
＂

真正的
“

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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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种与被神圣化的主流文化传统相对的反传统(counter-tradition)

因为这些
“

文化财富
”

在它们的起源上 、 内容和传播方式上都
”

被野蛮

所站污
＂

， 被它们所唤起的人的
“

匿名的劳作
”

所站污。 通过这种努

力 ，本雅明阐明了关于被复活的过去的解释学观念， 也即总是在当下

发生的解释学观念。 这种观点并不是对作为历史中
“

价值
＂

的持续积

累的传统的呆板（和意识形态的）反映。 根据这种观点，历史时间所具

有的
”

错误的
＇
＼极糟糕的连续性被扭断，过去成为碎片，在默然肯定碎

片与
“

现在的时间" (time of the now)-被捕捉的当下时刻， 它们徘

徊在压迫和痛苦那些
“

曾经的相同者
＂

强制性地重复和根本而言总是

敞开的
”

救赎
＂

， 也即一种断裂的和根本不同的未来的可能性之间——

密切关系的基础上， 有效传统有选择地将不断变化的和消失的过去碎

片拼接起来。

过去的真实图景就像是过眼烟云， 它唯有作为在能被人

认识到的瞬间闪现出来而又一去不复返的意象才能被捕获 。

”
真实不会逃之天天

”
， 在历史主义历史观中 ， 哥特弗里德 ．

凯勒＠的这句话标明了历史主义被历史唯物主义戳穿的确切
491 点 。 ……历史唯物主义者希望保持一种过去的意象， 而这种

过去的意象也总是出乎意料地呈现在那个在危险的关头被

历史选中的人的面前 。 这种危险既影响了传统的内容， 也影

响了传统的接受者。 两者都面临同样的威胁 ， 那就是沦为统

治阶级的工具。
＠

在这种观点中，本雅明就艺术作品的
“

物质
”

和
＂
真理内容

”
之间

的区别做了真正历史的阐释：首先在千作为文化信息的它们言说

(say) 了什么 ， 一旦使它们的言说方式直接可理解的生活和体验方式

＠ 哥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 1819一1890),瑞士作家。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

（绿衣亨利〉 ，短篇小说集《塞尔特维拉的人们》等 。 一一译者注
® W. Benjamin, Cesamm.elte Schriften, Frankfurt, Suhrkamp, vol. 1/2, p.695. (参见本

雅明：
＂

历史哲学论纲...《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 ， 第93 -94页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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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了，所言说的东西也就变得不可理解；其次在千作为特定形式下

主体间的沟通中介的它们无意中而且
＂

根据外貌
＂

揭示和表明了什么 。

对本雅明来说 ，即使后者 ，即真理内容(Wahrheitsgehalt) 仍在根本上是

历史的 ， 依赖于什么在今天看来是突出的 ， 既表现在它的现实化的可

能性方面 ， 也表现在它的现实化内容中。 没有什么比如下事实能更好

地 说明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主流趋势中这种定向为解释学的方法的

脆弱性：阿多诺直接从本雅明那里把这种区别接收过来， 再次将一种

本体论的 、去历史化的意义赋予上面提到的
”

真理内容
”

观念。

对于发展一种综合的 、一般的文化（即使在狭义上 ， 在价值意义

上）理论来说 ， 意识形态概念和意识形态批判方法并不充足；从这种理

论必然会提出的一些基本议题和问题来看 ， 它们似乎撞到了一些显然

内在的界限。

尽管如此 ，这种阐述是片面的 ， 因为人们同样可以不把所考察的

界限客观地视为无能 ， 而是视其为一种深思熟虑的理论选择 ， 一种
“

合

理自卫
＂

的策略所带来的结果 ， 一种意识上的自我限制 (self-limita 

tion) , 这种自我限制阻碍了意识形态理论转变为
＂

总体的
”

并由此没

能使它避免一些与它的批判意图不可调和的后果。 在这里 ， 我们涉及

一些最根本的困难， 它们出现在文化实践的概念化过程中和借助于意

识形态概念的对象化过程中 ， 尽管它们曾在更早时期被提及但仍需更

深入的讨论。

通过将文化作品与意义创造的文化实践在其中发生并制约它们 492

可能性的非文本的社会语境联系起来， 意识形态理论致力千揭示文化

作品的
”

真正
”

意义并解释它们的现实影响和意味。 它处理存在千意

识形态领域的
“

幻觉" (illusory) 和
“

现实
＂

之间的对立。

“

幻觉
”

和意识

形态的存在无关 ，但是它假定了纯粹意义的自治领域具有自我封闭和

自我维系的特征；
“

现实
”

指物质生活和社会交往实践 ， 它在非反思的

情况下挤人前者 ， 前者需要有意义的阐释和／或合法化并为此提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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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材料（认知的、 组织化的等等）应唯有通过这种对立 ，意识形态批

判才能完成它的实践任务：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思考和想象皆受社会

制约 ，进而使我们能克服思想中的界限 ， 并最终在意识中形成集体

实践。

尽管如此 ，恰恰是“
意识形态幻象" (ideolo郡al illusion) 和物质的

生活实践
“

现实
＂

之间的对立本身似乎就是幻觉 ， 这是由这种
“

天真的

现实主义
＂

的幻象所制造的。 因为 ， 意识形态幻象批判所指向的
“

现

实
＂

历史上特定的实践和社会实践环境 本身无疑是一种文化

建构（或重建） ，
一种批判者所从事的文化建构 ， 因而它依赖于批判者

的特殊视角 、有意或无意接受的解释原则等等。 或者 ， 换个说法：与意

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批判对象相关的非文本条件只是 也可能只

是 另一个文本 ，这个文本反过来要求它的意义的透明性和自足
493 性。 而且 ， 既然这个要求直接呈现现实－—－正如它简单所是一的文

本掩饰了它自己的文本性一—它在文化中被制造的事实和方式 ，它不

可能是别的 ， 除了扭曲的意识形态。 坚持真相只是变相地维护权威。＠

在今天， 人们常会遇到这种对意识形态批判的批判。 尽管这种批

判有着令人钦佩的尖锐性 ， 但它没有击中具体的目标。 因为它所系统

阐述的矛盾是一般人类认识的根本矛盾： 一方面是实在的语言学重

© 参见
“

对青年马克思来说 ， 意识形态的概念替代者不是科学而是现实 ， 作为实践的

现实... …那时 ，这种现实是在理念世界中被阐明的 ，但它被错误地描述为在脱离这个领域时

仍具有自律的意义 ，被描述为只有在被思考而不仅是被完成和有生命的事物的基础之上才

是有意义的。 因此 ，反对意识形态的主张来源于某种生活的现实主义 ， 某种实践生活的现实

主义 ， 对于这种实践生活来说 ，实践成为意识形态概念的替代者。 严格来说 ，只有在马克思

的体系强调实践的物质性优先于理念的理想性时 ，这个体系才是唯物主义的
“

。 P. Ricoeur, 
Lectures on I deol� 幻•a叫 U岈加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5. 

® ... 历史话语认为只需要在其语义模式上承认两项：所指物和表达者。 这一所指物与

意义的（虚幻的）混沿 ． 当然是像执行语( perfonnatives) 这类自身指示的话语所特有的。 我们

可以说 ， 历史的话语是一种假的执行语 ，其中自认为是描述性成分的东西 ， 实际上仅只是该

特定言语行为的独断性的表现。 " R. Barthes, The R心t比 of 切nguage,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6,p. 139. (参见汤因比等 ： 《历史的话语》 ， 张文杰编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版． 第 123 页 。一 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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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 由此我们认识实在；另 一方面是与外在于语言的实在关联起来的

必然性 ， 以便于语言自身的建构和发挥作用。 事实上 ，这种类型的问

题也出现在意识形态批判的实践中 ， 无须大惊小怪 ， 因为它是认识活

动的一种形式。 这个事实也告诉我们 ， 关于特定文化实践的合法性 、

创造性和重要性并无定论。 马克思在
“

现实生活的语言" (the language 

of real life) 和仅是
＂

真实世界的词语" (phrases of the actual world) 之

间 ，也就是说 ， 在个人现实地所做和就其所做形成的言说 、思考 、 想象CD

之间做的抽象一般的划分是天真的 、 站不住脚的 ， 似乎 一个人的所做

独立于关于所做的所想 ， 似乎第一个方面可通过直接唤起实在本身的

语言一不再和
＂

从口头说的 、 思考出来的 、设想出来的 、 想象出来的

人飞）相关 获得陈述 ，无须解释。 然而 ， 在实践生活中和各种情况

中 ， 我们像马克思一样能很好地在两者之间做出严格的区分 ， 但不去

阐述区分只会使我们变得更易受骗 ， 更无辨别力。 因此 ， 我们应尝试 494

以一种不彻底的和一般的方式说明这里存在的闲难。

意识形态理论致力于社会文化批判。 它本身预设了对批判对象

采取一种远观态度是可能的 ，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它要求一种特权地

位。 因为批判暗含着这样的判断 ， 当然不是在利益分配或坏的成绩意

义上的判断 ，而是在独立千可能的作者意图的状况和语境中探究这种

意义上的判断。 因此 ，它始终声称 ， ＂比作品的作者更好地理解一部作

品
＂

（在原则上）是可能的。 严格来说 ， 这个论断的明晰化是在它自己

的实践与仅仅是注释的实践之间进行区别的。 而且关千这个论断的

具体运用没有特别可疑的或棘手的 ， 它的运用摆脱了一定的幻象 ， 摆

脱了他人的具体偏见 ，而把它们视为偏见无疑超出了我们的能力。 还

有一种观点主张我们所有的有意识的关千世界的态度皆具有普遍的

Q) Marx - Engels, Werke, vol. 3, pp. 20 ,26-27. (参见马克思 ， 恩格斯 ： 《德意志意识形

态）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 ，第 10- 18 页。
－译者注）

® Marx - Engels, Werke, vol. 3, p. 26. (参见马克思 ， 恩格斯 ： 《德意志意识形态》 ，人

民出版社2003年版 ， 第17 页。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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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无法超越的语言性 ， 即使从这种立场来看 ， 如上论断也是没问题的。

对既存前理解的反思将使我们发现某些原本在我背后

发生的东西 。 但只是某些 而不是所有这类东西。 因为 ，

效果历史意识是一种无法扬弃的方式 ， 与其说它是意识 ， 倒

不如说它是存在。 但这并不说明 ， 它无须经常地唤醒意识就

能避免意识形态的僵化 。
。

语言性包含对所说之事物进行（有限的）反思的可能性 ，在这里 ，

这种可能性不是揭示参与式共享或可分享意义的可能性 ， 而是审慎运

用
”

符号
＂

的可能性 ，这些符号或
”

表达
“

一些隐含（或可能是无意识

的）的意图 ， 或表现 、”表明
”

使这种指意实践可能但以其方式
“

无法言

说的
＂

假定和先决条件。 这种反思态度（当然 ，它总是假定背景和某种

495 共有的理解视域）是否是合法的只能视具体情况而定 ， 最终由它能在

非独断的路上照亮所说之事物有多远来决定 ， 而这种所说之事物以某

种方式与我们所关注的相关。

但是伽达默尔的限制条件 ”某些 而 不是所有
＂

－�表明

了反思的界限 ， 同时指明了意识形态理论的界限。 这种批判越是无所

不包和总体化 ，它所要求的特权地位也就越成为压倒性的（以及文本

和语境之间的区分也就越来越成为间题） 。 当一并且如果一一意识

形态理论被转化为一种一般的文化理论（至少是关千现在和关于过去

的）时 ， 它含蓄地假定了自已有一种彻底超越全部
”

被污染的
”

和
”

被

扭曲的
＂

文化遗产的权力 ，这种权力不仅能使我们从 一定的思想封闭

中解放出来（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它会处处阻碍我们去探索我们集体

的可能性）， 而且 一 般说来能使我们从 所有
＂

偏见
＂

中解放出来。 当

然 ，这种假设本质上与
“

致力千解放的
”

意识形态批判所具有的基本特

征相矛盾 ，这种意识形态批判不仅要揭露传统 ， 而且要把它的批判和

CD 1-1. G. Gadamer, "Rhetorik, Hem1eneutik und Ideologiekritik," jn H. G. Gadamer, 

Kleine Schrifien: Ph必sop比e-Herme成utik, Tubingen, Mohr, 1967, p.127. (参见伽达默尔 ： 《真

理与方法》（诠释学U),洪汉鼎译 ， 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 第295 -296页。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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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揭示真理统一起来 ， 和利用它的乌托邦和／或颠覆性潜能进行积极动

员统一起来（由此 ， 批判不仅通过对历史的非历史性的打破 ， 而且通过

有意识地阐述存在于历史中的不连续的连续性确定了自已在文化中

的地位）。 这种观点不只是遮蔽一以一种自我神秘化的方式 了

它对由它揭示的文化实践的依赖性（和参与度）。 更重要的是 ， 只有人

将他自己的批判立场和视角隔离于历史的开放性之外 ， 这种主张才会

是合理的。 这种历史的开放性创造了意外的危险和可能 ， 可能将
“

不

可想象的
“
转化为现实 ， 因而能使我们现在的思想和想象受到限制和

受偏见支配 ，进而无视它的洞见。 既然通常马克思主义发源地的理论

很难在历史观方面坚持一种域外的立场 ， 那么它们只能通过宣称一种

关千未来的牢固的（科学的）知识来证明这一点 ， 也就是 ， 将一种实践

的－批判的计划转变为历史必然性的预言来证明这一立场 。 这一世

界性的意识形态观念避免了自反性的后果 ， 这是通过把它自己的对它

的历史境况的实践的－论辩的干预转化为一种客观化的和客观主义

的态度来实现的。 而且那时 ， 只有在那时 ， 批判才能在每一 具体情况

中不是将它自己的实践看作为它的对象提供一种解释－从我们的 496

社会文化问题和目标来看 ， 这种解释对我们有启发性而且与我们相

关一而是视之为揭示它独有的
”

真正
”

意义和意味。。

无疑 ，马克思关千他的批判实践的揭示在很大程度上适合于 ，或

至少表明的恰是这一种模型 。 当他一贯地把（ 现代）自然科学从意识

形态领域排除出去的时候 ， 他并非由此要否定它们的历史性一 它们

对特定历史条件©的依赖性 ， 它们理论构想的可变性和易错性。 对马

克思来说 ， 没有历史地具体的（因而也是受限的）前提条件 ， 也就没有

＠ 关于这种主张和意识形态批判实践的实际后果是如何的不一致 ， 我尝试在一篇“ 西
方马克思主义历史中部分思想家对康德的杰出阐释＂ 的论文中进行描述。 G. Markus, 

"'fdoolo对 and it!'Ideologies: Luk(1cs and Golclm如n on Kanl."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l心rn,

1981 , vol. 8 , no. 2. 

＠ 参见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13页中关于现代自然科学的出现和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出现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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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 尽管如此， 就自然科学来说一—通过这些前提条件与观察和实

验数据之间的明确关系， 以及后者对前者的控制关系 ， 这些前提条件

总是成为明确的。 这个事实给予它们的历史变化过程——受制千它

们实验基础的不断扩大， 最终由工业生产动力系统的需要所推动一一

以认识进步， 也即知识增长的特征 ， 与仅是缺乏真正积累0的意识形态

的
“

变形
＂

相区别。 而且这正是马克思为他自己的批判理论反复强调

的那种类型的历史性。 即使这种趋向在他晚期著作中更为明显 ， 但它

已然存在于尝试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早期作品中 。 这种历史唯

物主义 ，作为历史的
”

真正的实证科学"

497 不是没有前提的 。 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 ， 它一刻也不离

开这种前提。 它的前提是人 ， 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

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 ， 而是处在现实的 ， 可以通过经验

观察到的 ， 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这些

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任何深奥的哲学问

题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
…． ． ．对现实的描

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 ， 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

过是 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

的概括。＠

尽管这种实证科学倾向在马克思关于自己理论特性的描述中从

未完全占据支配地位 ， 但它肯定为阿尔都塞在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所

做的严格区分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和
＂

文本的合法性
＂

， 即使马克思

（正如我在早些时候试图表明的）从未从中引出这样一种一般化的

结论。

＠ 在此意义上 ， 文化理论实践领域中自然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区别在物质经济实践领
域中相应地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区别。 正是这种结构性的关系使自然科学向

“

直接
生产力

＂

的转化成为可能 ， 而马克思视这种转化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技术进步的必然
趋势之一。

® Marx - Engels, Werke, vol. 3, pp. 27, 21, 43. (参见马克思 ，恩格斯 ： 《德意志意识

形态》 ，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 ， 第 17 、 11 、20 、 18 页。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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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 ， 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并没有跟随马克

思 ， 从本质上将批判理论解释为实证主义的。 所以 ， 他们不得不寻找

另 一种方法来阻止意识形态概念如此这般的使用 ， 在某种程度上 ， 这

种方式不会使它成为总体的 、 永恒的因而也是自我指涉的。 因为这种

＂总体的
”

意识形态观念 正如一些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首先阐明

的一一一必然使
”

意识形态幻象
＂

的深刻而普遍的（这种论断性语言的

本质 ， 我们所有概念化的历史情境化 ， 任何被阐明的话语的制约力 ， 等

等）根源局部化 ， 关千这种现状的改变不再被视为一项批判的事业。

那么 ， 意识形态批判可能成为一首关于人类限度的令人忧伤的挽歌 ，

或与它的结果达成一种自以为是的调和一—看穿了达致真理的全部

努力的徒劳并满足于它自己的这些聪明 ， 在这两种情况下 ， 它都被谴

责为在社会实践领域中是无能的。

在文化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上 ， 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

人物逃离到了抽象的人类学的一般概念之中 ， 但这种逃离是一种理性

地自我划界的策略 ， 保留了批判理论的基本实践取向。 尽管如此 ， 具 498

有强烈的历史主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为这种人类学的一般概

念提供一种持久的基础应因此 ， 他们的新引入的东西常常避免了某

些特定的间题和可疑的方法。作为一种批判介入的有效方法 ， 意识形

态理论指出了一种所缺乏的东西：存在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某种一

般的文化理论 ， 这种传统既能为文化理论的合法性进行恰当辩护 ， 而

且也能为其合法性进行合理界定。

＠ 只有那些有意识地避开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的理论家才能够为文化理论提供这样一

种更为系统的
“

人类学的
“

基础：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一一通过对弗洛伊德的激进

重释－�基本上回到了费尔巴哈的观点 ， 以及哈贝马斯通过语言学转向恢复了康德先验主

义中的一些范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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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一种哲学的失落：

19世纪末的德国文化哲学

早在 1904 年一部影响深远的力作在论及当代哲学吨寸宣称 ， 当代

哲学其实质仅是有关文化的哲学 ， 即文化哲学(Kulturphilosophie) 。 该

书的作者鲁多夫· 奥伊肯®, 如今己鲜为人知 ， 尽管实际上他曾是首位

问鼎诺贝尔奖殊荣的哲学家。 其卓绝的论断不只彰显了 一种个体的

气质。 一种相似的观念隐含于其中一如此便可涵盖诸多相似的名

称�．李凯尔特 (H. Rickert) 和狄尔泰就

将哲学界定为关千世界观的学说(Weltanschauungslehre)。 就其是世界

(D R. Eucken : Ge如ge Stromu咚·en der Gegenwart. Compare W. P叩eel,

"Kulturphilosophie um Jahrhundenwende," in Naw.rplan urid Verfi必如ik,ed. H. Brackert and F. 

Wefelmeyer, Frankfurt ,Suhrkamp 1984, pp. 378-379. 

＠ 台多夫·奥伊肯(Rudolf Christoph Eucken, 1846—1926), 德国哲学家 。 1908 年度诺

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其主要著作有：《近代思想的主潮》(1878) 、（精神生活在人类意识和行

为中的统一） (1887)、《大思想家的人生观}(1890) 、（为精神生活的内容而战》(1896) 、《宗

教之贞理》(1901) 、《一个新人生观的基本路线》(1906)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1907) 、《认

识与生命》(1912)、《当代伦理学与精神生活的关系}(1913) 、《奥伊肯论文集》(1914) 、《人

与世界一生命的哲学》(1918) 、《人生回顾》(1920)等。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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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而言 ， 它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历史性文化的缩影应作为世界观的

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哲学。

于世纪之交出现在德国的文化哲学宣称 ， 即使它无法穷尽哲学研

究的全部领域 ， 但至少可以成为哲学的一 个基础性学科。 并不是只有 500

文化哲学做出了这样的宣称。 在这里 ， 它一方面与认识论 ， 另一方面

与哲学人类学处于复杂的关联——半是竞争的关系 ， 半是融合的关

系一之中 。 然而当后两者已经无疑成功地（最起码是哲学人类学在

德国的境况）至少把自已确立为明确界定的和广泛接纳的哲学
”

学

科
”

时， 文化哲学甚至都无法成为当代哲学中被认可的一个话题。 最

为典型的就是恩斯特 · 卡西尔 ， 该传统最后的杰出代表 ， 也已经于 20

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抱怨这一领域缺乏明确的界限以及由此引发的

对其合法性©的质疑 。 尽管在德国文化哲学依旧拥有相对边缘的存在

空间 ， 但对于更广泛的哲学家共同体而言该事业的意义已然丧失殆

尽了。

有关文化哲学浮沉起落的故事一它兴起的条件以及公认原因

的纲要概括 ，其众多代表性实现的内在困境与其日渐式微的可能性因

素一一构成该论著的主题。 由此可见它意在从观念史的维度获得重

建 ， 尽管希望不要丧失某些哲学的相关性。

＂文化
＂

的现代构想及其概念一尽管此概念本身可追溯至西塞

罗— —是启蒙运动的创造与产物 。 从其发韧时起这一概念就为根本

的歧义性所拖累：该术语似乎蕴含着完全没有关联的 、 无法达成任何

系统性统一的 、尽管如此却彼此间密不可分的含义。 ＂文化
”

起到了替

代具有约束力的传统的作用 它曾经并始终指代那些人类的成就

与功绩 ， 它被所有人类成就与功绩标识的同时又标识着它们 ， 后者作

0 原文为 epithome,疑为 epitome 之误 ，故暂取后者之义。
一一 译者注

® Cf. E. Cassirer: Naturali.s心che und hum.a心氐che Beg戊ndung也r Kulturph心soph比 ，

quoted in E. W. Orth , " Der Begriff der Kulturphilosophie bei Ernst Cassirer," in Kul比r. Be.slim

mungen 20. ]心rhu呻rt,ed. H. Bmckerl and F. Wefelmeyer,Frankfurt,Suhrkampl990,p.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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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历史积淀与可继承的物质和观念的对象化(objectivations), 这些成

就和功绩构成了人类可能性的宝库 ，可以选择和创造性地用千应对变

动不居的生活中常新的突发情况。 但 是文化的这一广义（人类学的）

501 概念与其狭窄的（
“

价值标示")意义相抵悟：作为高雅文化的文化标

识了一系列非常明确的实践活动及其产物 ， 它们在现代性视域下被视

为自律的(autonomous), 本身就具有价值 ， 主要是科学与艺术。 然而 ，

使这两种毫无关联的意义通过单一术语形成的混合属于启蒙运动的

计划。 因为在其理解中 ，只有当广义的文化由只有狭义文化才能提供

的普遍有效的目标引导时 ，作为不再受传统约束(tradition-bound)的 ，

而是革新的衬会－历史生活的伟大资源 ，广义理解的文化才能促使真

正的人类进步 ，

“

日趋完善
“

。

然而 ，这种体系的歧义不但属千一般的文化概念 ， 而且还分别属

于其所标示的组成部分。
一方面 ，广义的

“

文化
”

观念指的是所有人类

在与动物相区别时 ，必须分享的类的领域(generic realm) 。 另 一方面 ，

文化使统一成一个特殊的 、 独特的社会单元 ，以可能区别于其他社会

单元的东西精确地概念化。 并且
＂

高雅
＂

文化通常必然以
＂

低层
＂

或
＂

流行
“

文化的对立面存在－前者规范的普遍性以后者经验的－实

证的一般性(generali l y)为前提。

无论如何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 ，在这里我们不能简单地应对该概

念的歧义性 ，后者以其诸意义成分之间模糊的 、 家族类型(family-type)

的关联为基础。 这些细微的差异之所以被转化成尖锐的冲突与对立

是因为这两种趋势抑或潮流分别赋予这些差别以截然对立的价值 ，而

蕴含千这两股潮流当中的努力与不断更新的斗争又构成文化现代性

的整个历史。 鉴于此 ，我们 在纯粹理想的典型观念中 可称之

为
＂

启蒙
＂

与
“

浪漫主义
”

之间的对立和争论 ，

＂

文化
“

不仅在系统上模

棱两可 ，而且其概念亦备受争议 ， 与此同时 ，作为各种论争展示场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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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性文化生活其结构与基本方面都被文化自身的概念©所反思与

表达。

最先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经典体系中 ， 康德与黑格尔首次揭示 502

了构成现代性文化维度的基本特征与内在性质。 然而 ， 他们有关文化

价值的最终结论曾一度被看作是晦涩且不确定的。 在康德那里这是

其体系的逻辑必然。 文化对他而言是介千自然与自由之间的必需的

不确定中介。 在彼此桔抗的外部作用（作为工具的文化）与内在动机

（作为律令的文化）之间 ， 其构成部分只是一种消极性因素 ， 对道德而

言仅仅是单纯的促进性条件 ， 只是绝对价值的根源与领域。 因为即使

是科学与艺术 ， 这两种同样是相互对立的学科文化的组成部分 ， 也只

能诉诸创造一种经验上普遍的 ， ＂世界性的"(cosmopolitan)和文明的

思维方式和感知方式， 来限制自我中心的(Ego-centred)倾向的专

横一它们绝不能产生为实践理性＠所要求的绝对普遍性。

另一方面，在黑格尔那里 ， 尽管有其体系 ，但是亦不乏
“

不确定

性
＂

。 因为这一体系通过在哲学的绝对知识中对诸矛盾的和解 ， 明白

无误地消解了现代性的分裂 ， 即消解了这一教化(bildung)的社会的分

裂。但是黑格尔绝对精神哲学的高度完满性 在某种意义上他关

于高级文化的理论 却赋予此乐观的回答以更大的模糊性意义。

之所以有关和解的主张具有适用性是因为只有为数不多的－�如黑

格尔曾指出的 ， 一个
”

精选的部分
＂

的 概念能够满足哲学思考的艰

苦劳作。 艺术的终结（必然是鲜少明确表达 ， 而流于含蓄）以及宗教的

终结意味着真正流行的文化形式较之于该主张行之有效且备具说服

Q) On山is see my paper .. Antinomien der Kultur,"知re 1咄r吨勋nai, 1997 , Heft 37 , pp
. 

13-20. To tl1e follmving compare also my essays" Culture : Tl1e Making and Lhe Make-Up of a Con

cepl, "Dialectical A nthropolo幻•,vol. 18, 1993 ,pp. 3-29) ;" A Society of Culture: The Cons山ul10n

of M吐emily," in Rethinking Imagination, ed. G. Robinson and J. Rundell, London, Routledge, 

I 994, pp. 15-29; and .. The Hegelian Conception of Cu hurt>," Pra心lnternaJional,vol. 6, 1986, pp. 

113-123.

® Compare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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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表达将不再具有适用性。 因此现代性以一种
＂

文化缺陷
＂

的二律

背反为特征：它要求适用于一种普遍有效形式的合法性 ， 但又缺乏获

得这种自我合法性的一般经验性途径。 并且正如黑格尔在其1824年
503 关千宗教哲学的演讲中得出的悲观结论那样 ， 哲学不具备消解该矛盾

的能力：它必须在
”

当下稍纵即逝的经验中
“

去寻找出乎其外的

出路。。

在黑格尔身故之后唯心主义恢宏的形而上学体系土崩瓦解 ， 随后

（在形势愈发严峻的1848—1849年失败的革命之后）其声望亦日渐衰

微 ， 并且哲学的文化作用不仅消解了文化现代性的问题与其更传统的

间题和主题早已在其中达到融合的框架——与此同时 ， 它还赋予这些

问题以如此的重要性和悲哀性 ， 鉴于此 ， 正如康德和黑格尔展示的那

样 ， 它暂缓了对这些问题的回应 ， 那些无限开放的间题已经无法再自

圆其说。 有许多与文化哲学兴起相关的具有基础主义(foundationa

list)声称的思想－我将从较为狭义的－特定的思想出发 ， 以达到更

普遍且可能通常是更贴近本质的论断。

1. 19世纪于哲学内部悄然兴起了 ＂
学科专门化" (disciplinalisa

Lion)乃至专业化的浪潮 。 其原先有关逻辑学 、形而上学以及伦理学

（或实践哲学）的划分日趋不合时宜—— 出现了关于认识论 、 美学 、 法

哲学 、宗教学等诸多特殊学科 ， 以及特定科学（如数学）的专门性学科。

但是 ， 该过程动摇了至少维系了两个半世纪的哲学的科学性诉求的观

念：即体系的观念。 文化哲学似乎非常适合被用来促使这些离散的哲

学话语的领域重获系统的统一。 即便如李凯尔特那样 ， 当哲学的体系

性特征转化为内在的文化形式这一最后的努力失败后 ， 通过把文化哲

学理解为有关世界观的学说 ， 即通过追溯到形而上学体系混乱与无序

之后的唯一且固定的 、绝对的基础并循此
＂

中立千
＂

它们的争论 ， 抑或

(D Compare Hegel , Vorl-esungen. ii扣rd比 Philosophi.e心r Religio几. Werke, Theorie Werka1心

gabe, Frankfurt, vol. 17, p.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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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狄尔泰明确构想的那样 ， 将它们的矛盾转化为单纯的差异<D' 如此则 504 

仍然具有赋予哲学作为客观有效的知识这一断言以合法性的回旋

余地。

2. 然而 ，文化哲学不只是对哲学科学性地位的挽回。 从某种意义

上讲 ，它在理解科学性的含义与科学的一般作用这两个方面起着相似

的作用。 众所周知， 它的出现与彼此争论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

耳熟能详的划分密切相关。 但是 ， 在这一争论中， 不只是单纯的文

化 或人文科学(geisles面ssenschaften)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自律性

发炭可危。 它还涉及科学在广义上的
“

教化" (edifying)作用其可能性

与合法性。 毋脂置疑 ，从被瓦解的形而上学的思辨性中分离出的现代

自然科学 ， 只能发挥工具性的作用 ， 而文化哲学 ， 就其所倡导的科学的

客观性 ，与亟待获得经验认同而言 ， 至少在狄尔泰、文德尔班以及李凯

尔特看来 ， 是存在于另一广阔领域的科学 ， 通过调和它们的能力从而

为（个体和社会的）生活提供确定方向 。

3. 然而 ， 事实上该问题是要求促使文化哲学具有基础主义主张这

样的重任－这是一种典型的德国现象 ， 在当代可能除意大利之外没

有与之相类似的现象——该状况无法在德国广阔的政治与文化发展

的背景之外获得理解 。 弗里德里希 · 梅尼克位有关国家民族(Staa

ts 一 ）与文化民族(Kulturnationen)的著名区分无疑代表了过于简化的

历史的过分一般化(overgeneralisation) , 但它无疑指出了真正的差别 。

至少存在于
＂

高雅文化
＂

（蕴含千其拥有者 ， 即知识分子中）含义的籵

会性变迁中的差异 ， 取决于统一或中央集权的国家是否在木质上先于

CD W .  Dilthey: Welranschauu咚slehre. Gesammelte Sci屯几en., vol. Vlil, Leipzig-Berlin, Teubn切

1931, r.8. 

＠ 弗里徙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欢k, 1862—J 954) , 德国历史学家 ， 其受菩鲁士

学派和自由主义的影响 ， 对待同历史文化进行了反思式的观照 ， 拓展出
＂

观念史
＂

的研究领

域 ，推动了从政治史到思想文化史的转移门 魏玛共和国时期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历

史学界的领军人物 。 主编《历史期刊》 。 其主要茗作为《德意志的崛起的一代》 (1906) 、《世

界主义与民族同家》(1924) 、《历史主义的兴起》 (1936) 、《德国的浩劫》 (1946) 等。 －译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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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

文化的形成 ，抑或是相反的情形 。 在后一种状况中 ， 特别是处

于专制的政治制度之下 ， 当文化生活一�情愿或不情愿—一取代了缺

乏开放的政治制度 ， 民族文化（并非简单的启蒙）倾向于呈现为恢宏历

505 史形式的精神性力量。 人们只需了解19世纪初叶德国的社会的－哲

学的公共性(publicism)就能领会这些夸张期望的范围与力掀。 并且

这绝非简单的意识形态幻象——文化统一性的观念实际上对统一的

政治方案产生了巨大的调节性作用。但是后者的巨大成功 ，完全释放

了经济与政治的自律性力狱 ， 并为自身带来广泛的文化危机的观

念一 —一种失败预期的实例 ， 然而 ，与西方的纯粹的
“

文明
＂

相比较而

言 ， 它却仍然结合着对德国文化内在优势的信心。 布克哈特(Burck

hardt)与尼采将德意志帝国(Reich)的建立视为对
＂

德国精神
”

持续存

在的可怕威胁绝非偶然。 文化仅仅是服务于其他目的的工具吗？抑

或充其矗只是暂时规避主流力址的私人庇护所？还是它不仅拥有自

律且绝对的价值 ， 而且能够行之有效地将生活导向既定目的的现实

性？该问题的紧迫性的特征与先前时代夭真的乐观主义， 以及康德与

黑格尔悬而未决的开放性回答均无瓜葛。 它是关于文化哲学所做答

案的质疑 ，更确切地说：是一系列答案的问题。 因为 ，李凯尔特和狄尔

泰的积极的 、 ＂和解性的" (reconciliatory)答复与西美尔(G. Simmel)或

更早些的 、前马克思主义者的(pre-Marxist)卢卡奇（连同在某种程度

上的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完全相左 ， 卢卡奇将这说成是一种悲剧：文

化的演进必然产生出这样的努力 ， 然而这种发展本身不可能使之系统

地得到满足 。

4. 然而 ，文化哲学并非简单是特殊历史时间与空间的意识形态。

它们成功地把本土的动机与对整个现代哲学传统来说至关重要的问

题进行了相互对接。 关于协调 、完整以及自律的个体性的观点能够与

诸如无论如何只有通过历史性的变革才能理解的与价值承诺相关的

客观价值体系（李凯尔特语） ，抑或作为包罗万象的生活关系之暂时表

现的历史领域的动态体系(Wirkungszusammenhang)(狄尔泰语） ，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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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物化于真实的机构与＂ 外部的
“

文化中的社会力量（西美尔语）等观

点和解吗？完整的个体性的观点 ， 无论它能否得以实现 ，其合法性被

所有的思想家所假定 ， 他通过源于康德主义的人道主义传统得以理 506

解 ， 并且由意识哲学(philosophy of consiousness)的话语所构建。 自律

性意味着主体自由的自发性 ， 它能够克服任何先在的决定 。 倘若没有

足够的可实现性 ，那么至少该观点的意义及其相应的合法性可以同历

史性意义上的人类有限性的观点完全和解吗？这是文化哲学悬而未

决 ， 但一直努力破解的首要问题。

所有这些思想大抵都直接适用千海因里希·李凯尔特的哲学 ， 从

某种意义上讲它们以更为开放与不确定的形式出现 。 文德尔班在夸

大康德主义知识理论的基础上对普遍性科学与具体性科学所做的根

本性区分 ， 被李凯尔特转化为一种本质上是作为客观性成分的修正性

理论。在认识论领域具有合法性的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 ， 只是依托

“现实" (reality)与价值的绝对二分所衍生出的抽象概念 。 一般而言 ，

“现实
“

是在内涵与外延上无限的异质性连续统一体 ， 高深莫测且难以

形容 。 它通常只能从以可供选择的明确准则为基础的最后完成的视

角加以理解。 但是 ， 这些可供选择的准则 ， 只能构成具有客观真理性

的知识— —只有以暴露自身的矛盾为代价其意义方能被否定一倘

若它们源于绝对的客观性价值且与之相关。 为李凯尔特所解释并赋

予合法性的 、 与所有更高雅的文化形式相关的作为自由的主体间性的

可能性条件的该价值体系 ，不只能区分普遍的自然科学与个体性的文

化科学之间的差异。 更重要的是 ， 它通常为个体性内在价值的人道主

义预设正名 ， 后者既非建立在经验唯一性的意义之上 ， 亦与生活的关

键动力毫无关联 ， 与之相反 ， 它建立在凭借能动的价值承诺来赋予生

命以意义的人类能力之上 。 但是 ， 客观性价值自身应严格区别于类似

历史性变革的活动 ，且通常应对其进行有条件的评价。 绝对价值自身

还未完全出现之时 ， 后者毋宁是当下的现实：它们只能合法地运用

(gelten) 。 在
“ 现实

＂

抑或客观性的领域 ， 尽管非存在的价值于其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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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中共同构建了＂世界”

， 但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来说 ， 它蕴含着有 关世
507 界观的理念(Welt-an.schauung) 。 另一方面， 作为根本性超越的客观性

价值不能仅凭（个人或集体的）评价活动 、历史性的有条件的相对价值

承诺获得理解， 在后者当中它们不是公开的、给定的 ，而只是作为可能

性的条件被假定和预先被给予 (vorgegeben) 。 凭借源于有限存在的具

体的积极性与消极的文化价值这两者内容的变革 ， 这些评价活动赋予

它们以相应的意义 。 并且这些观念性的意义构建了介于“ 现实 ＂ 与超

越性的价值之间的“ 第三领域
＂

。 这些意义的具体体系体现了特殊的

历史文化其理想性的本质。 哲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对这些具有 变革性

的意义结构的理解， 将自身升华至永恒的超历史的认识 ，从而客观性

价值始终使我们在应然而非必然的意义上面向未来。Q)

但是 ，由李凯尔特的前提所引出的这一哲学任务 ， 原则上无法完

成。 事实上其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原是更为简单的导致自我矛盾的方

式。 作为无限的异质性连续统一体的“ 现实 “ 根本无法把握——其实

在其早期著作 中 ， 他就明确指出它只限于概念之中产另一方面 ，与我

们思想的所有选择性的抽象截然相反 ，

“ 现实 “ 正是唯一的和完全” 真

实的
”

，并且在意识哲学中这意味着它必须被设想为直接给予的、先于

概念的被直接经历的经验 。 然而， 该体验 (Erlebnis) 不能再被等同于

深不可测且难以捉摸的一系列纯粹直观的显现；在李凯尔特晚期的著

作中它被明确地理解为现实与价值的融合 。
＠ 但是由于价值只能把精

神性 (psychic)的现实当作评价 ， 即当作选择性的观点时 ，最初被引入

的关于现实的观念就不能被推广和修正 ，而毋宁是被简单地撤销了 。

这些棘手的问题通常与价值的观念密切相关 ，后者并非一直
＂

存

在于＂ 观念当中 ，而是与“世界
＂

中根本的本体论的习以为常的事物有

<D CompareH. Rickert,"Vom BegriffderPhilosophie," wgru,vol.I, 1910/11, p.29. 
@ For example compare H. Rickert, "Yorn Begriff der Philosophie," wgos, vol. I, 19IO/ 

11, p. 21. 
® Compare H. Rickert, System 心rP心sophie. I. Teil: Allge叩如 Gru哗gung der Phi 

losophie, TUbingen, Mohr 1921 , pp. 258 , 296 e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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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 因此它们的合法性必须被视作一些存在的神秘形式。 如李凯尔特 508

所说 ， 这些价值是主观的－超验的。 事实上 ， 生存个体的主体性通过

或依托其价值承诺而被构建 ， 故而绝对依附于作为其可能性条件的客

观价值之上。 另一方面 ， 客观价值只能在真实的、 有限的且相对的评

价中得以理解。 倘若所有知识的非超越 性基础就是它们融千现实的

直接性存在 ， 那么后者与价值本身之间的
”

本体论差异
“

只能被理解为

超验的主体性的能动性的结果。 无论如何哲学只能提供关千可能价

值的正式分类 ， 后者的具体内容必须依托文化的历史 ， 并且更为重要

的是 ，它 至少是关于非理论的文化价值一无法对它们的合法性

论断证明或证伪应但是 ，如此一来 ， 甚至李凯尔特最初有关文化科学

其科学性的合法性构想似乎也宣告破产了 。 如果缺乏能够裁决相互

抵触之价值承诺的客观准则 ， 那么在引发争端且彼此无法调和的诸历

史生活的构建方式 ， 与李凯尔特所理解的 、将文化科学视作科学的断

言之间 ，所做出的非理性选择将无法被保留 。

从粗略但可能并非不公允的视角来看 ， 我们可以说处于李凯尔特

哲学之内在矛盾表面的诸多问题 ，在狄尔泰那里被明确地当作必然源

自非基础性的(ungroundahle) "生命
“

多样性的内在矛盾 。 它们无法在

理论中获得解答 ，但凭借一种
“

历史意识
＂

它们的激进内涵使我们能够

提升自我以超越它们的冲突 ， 或者至少将其转化为创新知识和实践力

量的源泉。

较新康德主义而言 ，狄尔泰更多的是对康德进行激进的
“

修正" 。

他不仅以生存 ， 即
“

完整的人" (whole man)的情感 、诉求 、想法的名义 ，

而且还从
“

历史的
“

人出发 ， 即从人类存在的非超越的历史性的观点出

发 ， 批判康德
“

冷漠无情
＂

的唯理智主义。 早在 1880 年 ， 在其《布雷斯

(D Compare H. 凡ckert , System der Ph岭phi-e. I. Teil : Allgemeine Gru叫legung 如 Phi 
losop加

，
Tiibingen, Mohr 1921, p.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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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 劳大纲》 (Breslauer Outline) CD中 ，凭借受历史性生命体验影响且为之变

迁的最高知识框架与表述经验 ， 他就与作为
“

意识条件
＂

的康德主义

＂僵硬死板
＂

的先验观念决裂了：它们不得不被设想为
“

生存的历史过

程" o® 完整的自我意识只出现在个体生命体验的进程中 ， 并于贯穿

其整个绵延过程的具体内涵中得以修正 ，
“

人的存在
“
通常作为在历史

中被塑造和变革的样式。 因此李凯尔特的设想是：原则上从历史到超

历史是不可行的。 无限价值的观念是一个无法达成的形而上学假

设 所有的人类价值、 目的与观念都是历史性的 、有条件的并且因

此是相对的。 人类存在的历史主义隐含着人类的根本有限性。

这一激进的历史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狄尔泰生命哲学的直

接结果。生命是与世界及其他个体相关的不断的能动过程 ， 与此同时

又是对作为内在经验 (lnnewerden 严的关系的抽离 。 它是外化与内化

不断扩张的圆环 ，通过并在沟通的中介中得以表达 ， 与此同时它还是

永恒的再主体化(re-subjectivisation) 过程 ， 将外在事物重新转化为内

部存在。 此 外 ，狄尔泰在文化的最宽泛含义中 ，重新把黑格尔主义的

“客观精神
”

概念作为那些表现共同意义事物的存放处 ，后者存在于我

们通常业已发现自身的再浅显不过的世界中。 由于其形而上学的内

涵 ， 当他摒弃了黑格尔主义关千绝对精神的概念时 ， 别具一格的 (sui

gene门s) 高雅文化形式就被他预先设定了 (p如retized): 它们是意义纯

粹完满且明晰的表达而非他物。

但是 ，这一对象化过程本身及其承诺 种不断增长的差异化

O 狄尔泰于 1880 年前后在波兰城市布雷斯劳写作《精神科学导论》 。 该书共两卷六

册。 第一卷分为两册：第一册论述各门精神科学的具体学科之间的关系；第二册讨论哲学由

形而上学演变为精神科学的历史。 第二卷分为三册：第三册论述思想史上各学科与认识论

的关系以及历史成就；第四 、五册论述狄尔泰自已关千梢神科学和认识论的思想0 但是 ， 在

后来的实施过程中 ，这个计划有所变更 ， 而且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 狄尔泰并没有先写第三

册 ， 而是在 1883 至 1890 年间撰写认识论 、逻辑学和方法论， 作为第二卷的第四 、五 、六册 ，其

中第四册比较详细 ， 而第五 、六册只是大纲 。
－ 译者注

® W. D屾ey, Gesamm.e/J,e Schri_fi比n(hereafter GS) , vol. X CX , p. 44 

＠ 沥自胡塞尔有关现象学的概念。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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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性化一一按其必然性 ， 把生命的内在多样性以及作为一个分散的

统一体而呈现在个体生存体验之中的基本生活态度之不可通约的异

质性 ， 转变为诸多彼此无法调和的理智性观点。 形而上学体系与世界

观的冲突 ，以及之后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无法一以概之的不

同方法之多元性 ，不能被知识性、 理性的方式抹杀。 但揭示它们的相 510

对性并且因此似乎祛除了所有被固定的生命取向之理由的历史意识 ，

能够治愈这一加诸自身的创伤。 准确地说 ，因为通过这一历史化的过

程它可以理解所有历史性生命的表现样态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 ， 通过

将它们的意义追溯至生命的绝对基础来获得理解。 鉴千此 ，历史意识

就把我们从自身时间的有限性中解放出来 ， 使我们意识到已然被创造

出的人类可能性的丰富多彩 ， 并因此开启了蕴含于生命之中能够战胜

疑窦的创造性。

毋席置疑 ，它留下两个完全开放的问题：自身亦是历史条件且为

异化的文化形式提供客观有效解释的历史意识 ， 以何种方式 、在什么

样的基础之上 ，能够克服其自身有限的历史性？况且 ， 纵然它能够如

此 ，在何种意义上它为生命的取向提供新的担保 ， 以克服诸世界观之

间的冲突？

对第—个问题的回答蕴含着这样的意义 ， 狄尔泰的生命哲学与其

激进的历史主义相抵悟 ， 他有关
＂ 整体的人

＂
的观点挨弃了作为历史存

在的人的观点。 生命哲学(Lebensphilosphie)仍然面于意识哲学之中 ：

对狄尔泰而言现象学准则(Satz der Phanomenalitat)是其哲学反思的最

高法则。。 生命通常是生存的体验(erlebtes Leben) , 经历过精神性生存

(Seelenleben)的生命感悟。 这是其作为目的性整体的基本精神性结构

的固有特质——狄尔泰有时简要地称之为“ 人类本质 的共性"®——

之所以它是所有历史变革的永恒性基质 ， 是因为生命通常在其意义的

相同且基本的层面揭示自身 ， 这就使它在普遍性领域和理解的客观有

<D Compare Dilthey: Diegeistige Welt, Part One, GS, vol. V,1924, p.90. 

® Compare CS, vol. I, p. 91 : vol. Vill, p. 95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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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两个方面都具有可能性。 狄尔泰的诠释学从未面对过该视角的

根本问题 ， 因为它预先假定了一种同历史无关的固定参考系 ， 并且只

有在历史意识将客观的意义结构追溯为它们的生命体验之基础的情

况下才是可靠的与可理解的。 这是狄尔泰诠释学最为明显的不足之

处：其有待商榷的基本理解(elementary understanding) 理论 ， 以及不加

批判地归因于相对方法 (comparative method) 的力址等等 。

511 但是， 所有这些仍不能解释他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把坚定的实践性

定位的力量归因于这一 历史意识。针对这一 问题他似乎提供了诸多

极为不同的答案 ， 但没有一种是令人满意的。 就这点而言 ， 该力量似

乎只蕴含了审美疏离化(distantiation) , 以及对过去与现在所有种类的

生命表述之愉悦的沉思性再体验的能力应有时它具有较强的自我免

疫的意识：这恰恰是在全部生命 关系之不同方面的片面表述的意义

上 ， 通过揭示世界观的所有庞大且连续形式的相对性来实现的 ， 当它

们全部表征其整体性无法为理智所把握的真理的部分维度时雹如今

历史意识通常使我们自由地对它们的任何观点做出充分的自我承诺。

最终 ，

一些构想©建议一种唯意志论的解决方案：历史意识使我们挣脱

过去与当下的束缚 ， 并因此促使我们坚定地立足于崭新且非共同的个

体价值之上 ，通过这种方式以融人无限的生命创造的洪流中 。

李凯尔特与狄尔泰都试图通过揭示在根本上支撑所有相互矛盾

的诸文化形式一—其客观性张力似乎彼此对立且互相排斥一一的一

元或统一的基础 ，来调和现代性的矛盾一一该基础是客观价值的连贯

体系抑或难以言表的生命多样性。 然而， 对现代生活中彼此分离的领

域之间必然的内在关联的理解 ， 作为真正的
“

调和
＂

， 它真的能够为其

失范与对立提供理论与实践性的解决方案吗？这似乎是蕴含于西美

(D For example, Der A1ifba11心r geschi.chl比hen Weir in心r Geisteswissenschafien , GS, vol. 

Vil, 2nd edn, pp. 290-291. 

® For exrunple, Weltansclwuungslehre, CS, vol. VIII, p. 225. 

@ For example, Welta心chauungslehre, GS, vol. VTil, p.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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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晚期著作中的问题。

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同样是自然和历史的创造者 ， 但人只有通过自

然与历史才能认识自身应这是由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外部问题 ， 所产

生悖论的极端形式。 对此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彼此尖锐对立的倾 512

向同样是现代性的组成部分： 一方面 ， 是不断发展的个体化趋势与持

续增长的自治性力量 ， 另一方面 ，是凌驾于个体之上的客观的社会强

制力 ，它们不仅以事实的形式 ， 更以价值的形式得以呈现。 它们之间

的对立能够被调和吗？

在文化中 ， 该问题以最为尖锐的形式出现。 从成分有别且形态各

异的诸意义结构之全部集合体的角度来看 ，文化显然完全由人类独自

创造且只存在千后者之中。 在且只有在
”

精神与精神的对话" (spirit 

speaks to the spirit)之中：在其特有的观念与意图之中文化通常是有关

主体的文化 ， 即主体性文化。 但另一方面 ， 它在从属于这些文化形式

的意义的同时被赋予了一般或普遍的合法性 ， 后者保证了特定个体的

态度与价值的独立性。 它们以
＂

客观价值
＂

的自律性领域以及个体教

化的先决条件存在 。

凭借为客观文化元素的内化过程所彰显的个体实现其潜在的最

窃和谐之最初禀赋 ， 主体性价值标识了个体教化的结果。 由于生命的

具体形式成为一一尽管它存在偶然性一—对唯一个体性的表达与实

现 ，它就要求公认的意义与价值。 另 一方面 ， 客观价值适用于那些物

质性与精神性
“

人造物
＂

的多样合成体 ， 后者之所以能够介入存在 ， 只

是因为（个体或集体性）的力量与意图 ， 而创造一旦一一在它们的再内

化(re-interiorisalion)的特定过程中一获得了独立于最初目的的意

义 ，个体的对象化活动就会提升它们自身的价值标准并因此要求自身

的特殊性 ， 即它们发展的内在逻辑。 它由客观精神的自治领域所构

成 ， 唯有参与其中才能赋予个体以关千自身生命之统一观念的能力。

(D G. Simmel, Die Probkme der Geschich勾philosophie, 4th edn, Munchen-Leipzig, Duncker

Humblot 1922, p.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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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 除去任何限制 ， 详细来看文化是作为主体性与客体性之综

合的文化 ，是
“

主观精神与客观的精神性存在(Ereignis)飞）之间的统

一 ， 亦是
“

从为逐渐明朗的多样性所展示的封闭的统一到开放的统一

的进路
＂

霓

513 在恰当的观念中对之进行理解 ， 文化一一自身就是一种历史形

式 －是对形而上学问题的历史的回答。＠ 作为主体性与客体性之间

的中介 ， 它毋宁是对主观与客观二元论的解决 ， 乃至是后者的绝对存

在的基础： 一种对生命与其形式之间二元分立的解决方案。 文化只有

在生存体验的下述形式中才能调节作为直接存在的生命之无限的不

间断的创造性活动：即发韧千生命的自我超越性力拭且独自赋予后者

以普遍实在（或更确切地说 ， 是现实性）之有序的稳定性 ， 但与此同时

其对象化过程中的内在固有趋势又是对生命的阻滞与压抑。

问题只是文化的理念能否被充分现实化。 然而从现代性的视角

观之对该问题的回答无疑是非常消极的。 现代性最先对处千直接生

命中的内在价值给予真正的关注 ， 它最先使主体性文化的诉求充分得

以显现。 并且它创造了其自律性与复杂性真正不再被个体重新据为

已有(re-appropriated)的客观文化。 诸如劳动分工 、专门化、技术化 ， 以

及文化产品的无限积累等 所有这些都将生命的独立性与绝对的

自律性赋予文化的多样化领域 。 它们将客观文化转化为异化的文化。

对同时无法否定或规避他们意义的主体而言 ， 该形式的含义将不再明

晰。 这无疑是文化的悲剧：其完全现实化的特定条件却使它无法被现

实化。

西美尔提供了一种针对文化批判的多样表现形式及其不同的主

体性回应的异常丰富且敏感的解释性描述。但是 ，就它们的绝对意义

(D SiOllnel, Ph加soph吵e KuJ血， 2nd edn, Leip乙ig, Duncker-Humblot I 919, p. 227. 

® Simmel, Ph如匈泊位he Kuitur, 2nd ecln, Leipzig, Duncker-Humblot 1919, p. 225. 

@ Compare. Simmel. Philosop恤che Kultur, 2nd edn, Leipzig, Duncker-Humblot 1919, 

p.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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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然被揭示而言 ，他从未— —甚至从来没有尝试过—一以逻辑或历史

的方式在它们与他的生命哲学的基本命题与范畴之间成功地建立起

一种概念式的关联。 他一一作为 一名伟大的哲理性散文家 以隐

喻和类比的方式凭借大量的修辞手段简单地从第一阶段直接跨入第

二阶段。 就此而言 ，他简单地使当代文化的特征（例如在其 独立的 范 514

闱中的自律性）永恒化了 ， 而他在别处则明确地将其理解为历史的具

体性与特 殊性。 此外他还指出该现象只是纯 粹 的特殊情 况

(Sonderfale) , 即生命与其形式之间外在辩证关系的特殊例证 。

但该论断将文化困境的观念置千彻底的含混性中。 一方面他称

其为
“

所有人类精神的宿命
”

也它是文化进步所无法避免与不可逆转

的结果。 另一方面 ， 其表象通常只被明确地视为一种构成转瞬即逝阶

段的形式 ， 而非历史中独一无二 的阶段（除其强度以外） 一—与该阶段

相伴生的必然是激进的更新与文化统一体的不可预见的形式乒第一

种情况下 ， 针对该困境的理性态度作为 一种差强人意的认识 ， 它仍然

为选择性与符合个体性要求的艺术 ， 以及自由的生产生活的幻象保留

了部分开放的空间。 第二种情况下 ， 亟待开启的开放性被指向即将到

来之新事物的未知性 ， 后者在西美尔看来并非如期望的那样源于上

帝 ， 而毋宁是 至少在其后期有关“ 个体律令" (individual law) 的伦

理学说中被视为纯粹的个体法则 发韧千一些杰出且有为个体的

创造性意愿 。

＊ ＊ ＊ 

毋庸置疑 ， 以上所述不仅非常粗略扼要 ， 而且是有关这些哲学的

全呆式批判性的鸟瞰 ， 它意在探究这些理论失败的内在原因或至少是

找出其不足之处 。 但是这些理论在提出新问题或给出问题的解决方

案的意义上 它们被证明对哲学的长足发展富有成效且与之密切

<D Simmel, Philosophische Kultur, 2nd edn,Leipzig, Duncker-Hun1blot 1919, p.244. 
® See for example his late essay , Der Konfl心心r nwderne几 Kultu.r, Miinchen-1心p幻g,

Duncker-Hun山lot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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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已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除去它们延续至今的主要功绩：作

为第一种极富针对性且无比持久的积极批判形式 ， 它开启了对人文科

学之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自律性的待续解释并赋予其相应的合法性 ， 通

常还有其他的问题一没有任何全面性要求的复合体一—应在该背

景下被提及。

L文化哲学不仅对传统的文化概念做了详尽的阐释而且还使之

515 成为有待研究的专门问题 。 它们的主要任务在千
＂

瓦解
“

对该概念己

然明确表达的二元性的幼稚且本体论的理解：＂自然
＂

与
＂

文化
＂

之间

的对立 ，被等同千物质与意识 ， 或现实与理念之间的拈抗。 它们强调 ，

”自然
”

本身虽然是文化的构成物 ，但后者并不意味着对其现实性的否

定——就现实性而言它丝毫不逊色于经验自身。 较之于传统的有关

它们无限积累式发展的概念而言 ， 它通常包含着自然科学更为激进的

历史化进程：这些科学对客观有效性的要求 ， 其合法性伴随着相应的

不可靠性以及它们具体的解释范式的历史性变迁 。 从这点来看人们

至少应该提及恩斯特·卡西尔的早期著作 ， 首先是他在理解实体概念

(Suhstanzbegriff) <D时的突破。

2尽管所有这些哲学拥有不同的清晰度和侧重点 ， 但它将朴素

的－直接的、日常的理解提升至一种别具一格的高度， 后者的结构不

能与关于世界之科学图景的范畴体系之含混 、 初步的构想相等同。 在

它们看来 ， 继承千先代的这些日常的现实［被冠以各种不同的名称 ： 李

凯尔特的
“

经验性现实
＂

，狄尔泰的
“

先于理论的生命关系
”

， 西美尔的

“有关现实的直接生存
＂

， 以及早期卢卡奇的
“

生存 的体验" (Erleb

niswirklichkeit) ] , 在其自我调节性中产生了高雅文化的形式。 在狄尔

泰和西美尔那里一—部分在亨利· 柏格森(Henri Bergson)之前 ， 部分

在其之后 ， 并且对康德的时间概念进行了明确的批判—一对转瞬即逝

的生存体验的分析在这方面获得了特殊的意义。 在西美尔最后的著

(i) Compare E. Cassirer, Subs比nzbegriff und F皿比ionsbegriff, Be山n, Br Cassirer Verlag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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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甚至生命及其形式的二元性看起来都从根本上源千生存易逝性

的矛盾： 一方面 ， 生存体验的特殊连续性存在于仅仅作为被记忆的过

去与即将显现的未来之背景的现在当中， 另 一方面 ， 生命的有限性 ， 即

死亡不是一个外在事件 ， 而是
“

生命自身的一个正式的环节 ， 它比生命

自身的所有内容都要痛苦"<D。

3. 最后 ，这些哲学成功地为彼此分离的高雅文化之间的系统性内 516

在关联建立了基本的法则 ， 后者在揭示它们的绝对统 一性的同时并没

有否认它们在结构上彼此对立的特征 。 作为典型的和最为简单的例

证 ， 人们可以在下述结构中参照李凯尔特有关自然科学 、文化科学以

及艺术之间关系的特征：普遍性概念——个体性概念一 一普遍性直

觉。
© 这通常表明该统一的基本观点： 一般被视为彼此互补的诸领域

蕴含着这样的断言 能够实现或（如西美尔或卢卡奇）只是幻

象 它们之间相互补偿彼此分离之后的
“

有限性"。

最后一种观点对明确这样一种理念至关重要 ， 在其中人们能够合

法地讨论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中逐渐
“

消失
＂

的文化哲学。 关

于被明确纳入或与
“

当代文化
＂

的观念相关的 问题与主题已然丧失其

哲学话语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然而现如今有关它们的讨论并不在

文化哲学的框架内而毋宁是在文化批判(culture critique)的范式中进

行 。 这两种理论之间可能存在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 在文化批判中

一般的文化问题以及特定的当代文化批判 ， 既表述了它们所担负的基

本作用 ， 又彰显了它们的自律性意义。 无论它们具有何等的重要性 ，

它们始终被视为潜在的 、 深层的 、形而上学的 、社会或历史性隐忧的表

征 。 与此同时 ， 保守的抑或激进的各种不同的文化批判形式在其特定

的意图中 ， 以理论的形式介入文化生活。 因此它们通常将后者设想为

（相对）消极与（或只是潜在的）积极的力量抑或趋势之间彼此争论的

(D Simmel, leb叩sa心chauung,2nd必n, Miinchen-Leipzig, Duncker-Hurnblot 1922, p. 99. 

® Comp叩 Rickert, Kuitu叩isse心ch.aft 11nd Naturw比se心chafi. 4. -5山edn, Tiibingen, Mo

hr 1921 , pp. 83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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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场。 且为其合法性进行辩护。 于是它们的兴趣通常厢千能够将

矛盾予以充分揭示的文化（例如艺术）的领域或环节当中 。 一些建构

性法则的观念能够使彼此争论的各方融入具有包容性的统一体中 ，而

后者又是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得以产生的共同基础 ， 该观念又异化于它

517 们所做出的承诺 ， 或者它们至少对其缺乏相应的理论旨趣 。 （当然 ， 这

并非是建立在它们有可能洞见的丰富性与关联性之上的价值判断 ，而

只是关于它们兴趣指向的概括性特征。）

这里有足够重要的
“

内在
“

理由能够解释为什么文化哲学在两次

世界大战间的十余年当中逐渐褪去其光华。 我对它的一些代表性形

式的概观，只是为了揭示它们的分歧是由内在矛盾所引发的这一事

实 ，由千该矛盾激发了它们设想中的基本意图 ， 因此又是无法被根除

的。 不只是由千它们根植千德国历史主义的传统 ，更为首要的在于它

们的核心主题本身 ，它们不得不在人的一般性的存在中承认历史性。

但是 ，它们所共有的意识哲学的概念框架 ， 无法使其对自身的结果进

行一致且充分的考扯。 此外活跃于此的诸观点并非简单地再次强调 ，

带有不同程度的激进主义且已被
＂

修正
＂

的康德主义传统 ，而毋宁是不

情愿放弃它罢了。 之所以这一不情愿自身被充分地激发 ， 是因为该传

统为它们一直所坚持的自律的个体性观念之清晰性与合法性提供了

恰当的结构。 然而，

一旦有关人类有限性的激进理论支配了哲学领

域 ，它就不再具有可靠性 ， 进而这一概念特有的意义 ， 以及与之相关的

统一的－完整的主体的概念 ， 都将受到质疑。 除此之外 ， 绝对的 、 涉及

文化哲学的问题：文化能否确保 ，或至少有助千这一观念的实现 ， 呈现

为典型的伪问题。

但是 ， 不只是内在的哲学发展使得这后一种观点变得无意义。 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已出现的大屠杀 ， 假借保护
＂

文化
＂

之名在各个

领域中的战争 ，使该预设成为显而易见的谎言。 并且就所伴随的历史

体验而言 ， 没有哪里比德国更加野蛮 ，这是对借助能够促使人类走向

更理性 、更有意义且更自由人道生活的力擞来传播文化的信仰的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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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 而后者正是我们真正能够正确把握的启蒙的理想。

其他种类的社会进程致使文化哲学尝试说明的相关问题处于窘

境 ， 或至少使其与时代相脱节。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理论已经来得太

晚了。 因为当这些理论出现时 ， 那个 对其而言独特的文化 ， 即文化的 518

统一体至少代表着一种生机勃勃的理想的社会阶层 ， 即文化市民

(Kulturburgertum) (这个阶层也是哲学的传统受让人）已经很快消失

了 。 这不仅是社会变迁所造成 的结果 ， 譬如哈根施特罗姆家族

(Hagens邱ms)对布登勃洛克家族(Buddenbrooks)的取代<D' 它同样是

文化变革所引发的后果。 问题不仅在于 ， 愈发狭隘的， 依旧带着无序

的自发性前行的专门化进程 ， 要使普遍理解的 、 统一的
“

科学世界图

景" (scient血world-picture)成为大众的事情 ， 将科学的统一体的观念

至多转化为更高层次的认识论抽象［从而抛弃了所有的复杂问题

(problem-complexes)一一例如＂

精确的
” 归纳科学一一它们曾在之前

的时代于有关科学的哲学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事实上 ， 在艺术领

域也出现了相似的清况。 随着先锋派的碎片化运动的升温以及对它

近乎狂热的追捧 ， 乃至具有时代风格作品的消失 ， ”当代艺术
＂

的概念

除其暂时性意义之外已别无长物了。与此同时 ， 艺术的大众巳然明确

分野 ， 一方面 ， 它们成为广泛的
“

艺术爱好者
”

团体 ， 其兴趣点几乎专门

集中在早已博物馆化(musealized)之前的艺术形式中（其界限以二律

背反的形式不断地扩张） ， 另 一方面 ，成为多种风格迥异且极其小众的

派别 ， 它由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艺术运动或流派的忠实支持者

构成。

处于这些条件之下 ， 并非不能表明以单一的主题呈现且作为连贯

的一元性概念式研究领域的
“

文化
”

已经从哲学中消失了（重新回到

人类学与社会学的范畴）。其观念必然在诸多不同的哲学准则中发挥

＠ 出自铅国作家托马斯· 曼的中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 。 书中 ， 以布登勃洛克一

家四代人的荣辱兴衰为背景 ，再现了垄断资本主义对
“

诚实
“

资本主义的取代。 其中哈根施

特罗姆就是前者的代表。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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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作用。 从广义上来说 ， 它对哲学人类学而言是非常核心的问

题 ， 但它同样可能在语言哲学或宗教哲学的变体中得以讨论。 况且 ，

毋庸置疑的是 ，构成
＂

高雅文化
＂

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特定且彼此分

离的主题 ， 一方面是关于科学 ， 另一方面是关于审美的哲学之不断完

善的准则。 无论如何 ，存在这样一种假设 ， 即统一的理论框架能够从

一些被准确界定的观点出发而在某种意义上汇集所有毫无关联的论

述 ，并且揭示它们之间的结构性关联以及它们互相影响的途径一时

下显然缺乏这样的假设 。

但是 ， 种种迹象显示这种观点的缺乏可能同样会限制我们对有关

519 现象的理解。 显然 ， 文化的成分 能自我理解且内涵丰富的日常生

活有机体与流行文化 ， 流行文化与高雅文化 ， 科学与艺术一—凭借它

们之间相互作用 、 相互影响程度的不同而被充分揭示了。 只在其自身

当中将很难对它所得出的结论进行评判。 然而 ， 在这些彼此分离的领

域以及与它们有关的论断之间同样存在着一些不甚明显但或许更为

瞩目的互动与关联 。

首先 ， 实际情况中存在着一些奇特的并行性 ， 关于科学与艺术的

分别的、彼此毫无关联的当代论述从自身中找到了各自的目标。 我的

意思是 ，科学与艺术的
“

内在性
＂

和
＂

外在性
”

概念之间有着看似无法

解决的矛盾。 在最简单的表达方式中：科学与审美中传统的原初理

论 ， 通常以完美再现的方式 ， 对构成这些实践及其产物的特征予以澄

清 ， 后者能够解释它们的合法性论断以什么为基础 、在何种意义上、处

于哪种条件下能够被所有人所认可与首肯；它们阐释了其能被恰当理

解的成就之内在准则的固有合法性。 但另一方面 ， 关千科学与艺术的

经验历史性社会学（在它们目前占主导地位的
“

修正主义
”

形式中） ，

以及对众多有代表性的当下与过去事例的分析 ， 实际上说明了这些内

在准则在创造的能动性及其产物的社会集体性认可方面可能只发挥

着次要的作用 。 事实上 ，它们很大程度上被与能力 、 声望和兴趣中的

实用主义动机相关的
”

外部的
“

原因和考蜇所决定 。 此外 ， 当缺乏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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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以质疑这些甚嚣尘上的论述其经验充分性时 ，它们的概括除可

能作为一种（完全无效的）构建并保持社会区分的意识形态工具之外 ，

似乎只能导致一种站不住脚的相对主义 ，它无法对科学的技术有效性

或艺术中持续的社会旨趣进行解释 。 毫无疑问 ，科学与艺术的
“

内在
“

规范性导向和
＂

外在
“

经验性导向的概念之间存在看许多折中 ， 但缺乏

能够调解这些彼此对立的路径之一致的概念框架 ， 以解决它们显而易

见的互不兼容性。

与此同时 ，
一些理论的言下之意可能是 ，倘若这 一协调性的框架

真的存在 ， 那它一定是能够襄括所有彼此分离的文化成分的统一体。
520

这是因为文化的现代性在分歧与矛盾的连续历史性待存中呈现为悖

论式的统一 ， 而后者毋宁共同决定了它的内在动力 。 至少从18世纪

末叶起算的历史 ， 就彰显了彼此争论且互相斗争的两种对立的倾向与

设想 ， 后者在形式的不断更新中保持了相反的承诺及评价之相同的基

本模式。 与自然审美化(Aestheticising)的和解同其科学的主宰性相对

立；文化作为特殊的 ，或者作为
＂

世界性的
“

、普遍化的实例 ； 以生命的

形式得以重新统一的文化， 与将其明确划分为不同的领域 ，它们之间

也彼此对立；民间或流行文化与高雅文化的对立；艺术与科学的对

立 在理想且典型的意义上 ，它们都是一些我早先提及的可供选择

部分的对立的两极 ， 即
“

浪漫主义
＂

与
“

启蒙
＂

。 在它们之间的斗争与

此消彼长的运动中 ， 二者相继分别在不同的时段达到了相对的主导地

位 ，从而使文化现代性处于永恒的危机中并且使它及其危机性只能不

断地前行，以获取创新和崭新的形式。

之后 ，
一种在挨弃形而上学抑或伪形而上学前提的同时 ， 能够通

过其不断的动态分割和结构分裂 ，促使悖论式的统一体以及文化现代

性的一致性得以实现的全新的文化哲学可能存在吗？倘若真是这样 ，

它将不只是只拥有学术关联性。 在对宏大的世界性文化即将到来的

冲突之预言的阴影下 ，我们重新处于日渐猖獗的文化民族主义之中 ，

届时种族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的排他性将广泛地根植于文化概念。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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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丧失了对文化作为自律的人类理性与创造性的想象力之自由的引

导力擞的信仰 ，文化 依旧是被歪曲的一一在今天有时会作为我们

的宿命而出现 。 有关文化的巨大威力与无所作为 ， 及其一致性与矛盾

性的问题 ， 具有许多实践的意义 。 但是一种能够揭示这些问题的文化

哲学 ， 应当从关于人的有限性的充分认识出发 ， 首先蕴含着我们文化

历史性起源的偶然性 。 并且仍然蕴含着关于其未来的根本开放性：其

同一性的持恒性只能归因千其危机的连续性 ， 只有通过被设定为创新

的实践才能维持其自身的结构 ， 前者不仅改变了它的具体内容 ， 而且

以近乎挑战的形式重塑了它的规范性准则 。 但是 ， 从这点来看 ， 只有

一件事是肯定的 该文化理论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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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卢卡奇和文化问题

每一个实质性的人类存在只有一种思想 ， 的确 ， 人们可

能会询问思想是否可以是多元的。

格奥尔格· 卢卡奇

安娜· 列斯奈(Anna Lesznai) CD, 是卢卡奇最亲密的友人之一 ， 她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卢卡奇于 1918 年转而信仰布尔什维主义时写

道 ： " ...... 短短一周内 ， 他（卢卡奇）就从扫罗 (Saul) 变成了保罗

(Paul) 。 飞）这幅彻底断裂的图画不仅屡屡出现在卢卡奇以前的学生和

朋友的回忆录中 ， 而且也是关于卢卡奇哲学发展的越来越多的解释文

本的基本主题之一－ �这是不无道理的 ， 对卢卡奇的早期事业经历的

考察似乎证实了这一图景。 1918 年 12 月 ， 作为已经 34 岁不再年轻的

＠ 引自戴维·凯特勒：《文化和革命。 卢卡奇在 1918一1919 年匈牙利革命》 ， 《目

的》 ， 10, 1971 ,p. 69 。

＠ 在这里 ， 列斯奈借用《圣经》中的一句话 from Saul to Paul , 即从扫罗到保罗的信仰转

变 ，来说明卢卡奇的信仰转变 ， 即开始信仰布尔什维主义。 扫罗原来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犹

太教徒 ，后来得到耶稣奇妙的异象启示 ， 开始改宗信仰基督 ，改名为保罗， 成为替基督教布道

的圣徒。 －矗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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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和批判家 ， 卢卡奇加入了匈牙利共产党 ， 从那时起他就把自已

的毕生和劳作都奉献给了所选择的运动的理念和理想的实现 。 这种

522 信念帮助他度过历史的和个人的危机。 非常突然地 ， 似乎没有任何转

变的迹象 ， 卢卡奇就同他的早期著作发生了决裂 ， 如果考虑到这些早

期著作对其同时代人的影响 ， 他就不能简单地把它们贬低为
“

不成熟

的
“

或
＂

逃避现实的
“

。 不过 1918 年并不标志着卢卡奇与既作为问题

又作为一种备选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首次思想相遇。 早在他

的第一本主要著作《现代戏剧发展史》(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Drama) 中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就已经出现 ， 而且他把自己

写千 1909 年的《文学史理论评论》 (Remarks on the Theory of Literary 

History) 描述为一种尝试 ， 即提供一种关于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的合乎逻辑的解释 ，这是一种
＂

很难解释的和复杂的
“

立场0。 最能展

现卢卡奇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的矛盾性的事实莫过于， 直到 1918

年这个转折点之前 ， 正如在反复的理论冲突中表现出来的那样 ， 卢卡

奇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变得越发批判 ， 同时也越发顺从——尤其是涉

及马克思主义实践上的重要性 。 ［人们只需将卢卡奇在 1909 年完成

的《戏剧发展史》中的相关段落与仅仅在一年后写成的文章《审美文

化》 (Aesthetic Culture) 相比较 ， 或者与 1916 年《决定命运的青年时代》

(Fatal Youth) 研究中关千马克思主义的论断相比较 ， 就可以看出这

一点 。 ］

当我们考虑到卢卡奇思想中那些对他的思想信念转变至关重要

的方面时 ，这幅图景将变得更加矛盾。 如果把卢卡奇 1918 年发表的

文章《作为一个伦理学问题的布尔什维主义》(Bolshevism as an Ethical 

Problem) 和写于仅仅几个月之后的文章《策略与伦理》 (Tactics and 

Ethics) (在 1919 年人民议会共和制宣布独立之前）比较一下 ， 就会发

现同样的问题在两篇文章中也都出现过。 类似的思路在不止一个层

中 给诗人鲍比契(M叔1ly Babits, 匈牙利诗人 、小说家和翻译家）的信 ， 19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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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上可以看到 ， 甚至在完全相同的阐述中都可以看到。但是当第一篇

文章得出布尔什维主义的“ 伦理闲境“ 是不可解决的结论并且拒斥了

布尔什维主义者的立场之后 ， 第二篇文章却带着狂热的允诺 ， 卢卡奇

为自己设定了找到解决这一困境的积极的历史方法的任务饥在第一 523

篇文章中卢卡奇仍能够写下 ” 因此两种立场间的选择 ， 像所有伦理问

题那样 ， 是一个信仰问题”
。© 的确 ， 两种立场之间的非理性的鸿沟似

乎只能通过一种非常激动人心的 、 唯意志论的决定 ， 一种信仰的改

变－ —一 以不可思议的方式一 才能填平。

不过 ， 矛盾的是 ， 从对两部作品的比较中相当清楚地显现出来的

这种断裂的极端的彻底性随即点出了—个事实：仅仅用中断或者鸿沟

这样的概念无法充分描述卢卡奇两个创作阶段之间的联系。 “是＂ 与

“非
“

是截然对立的 ，但是由于这种关系的特殊本性 ，因此 ，在两种观点

如此清晰地彼此对立之处又 一定是以某种方式内在相连的。 答案可

能是截然对立的 ，但问题一定出自同一个。 此外 ， 的确 ， 对卢卡奇 ”早

期
＂

著作进行一种更加细致的研究不仅可以表明：从 一 开始就存在着
一系列主观上激进变化的主题（正如他自已在关于自身思想发展的晚

年著作中指出的那样）少而且还会发现这些著作不论在内容还是在

观念上都与晚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具有相似之处 ， 而这些相似之处便

是存在这些更深层关联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在这方面 ， 尤其重要的是

卢卡奇写于 1912 年到 1918 年属于早期著作的《海德堡美学手稿》

(Heidelberg Manuscripts on Aesthet四） 。 在这里无法详细地讨论这些仍

旧没有发表的作品例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 在《审美特性》(The specifici-

＠ 一个更细致的讨论见瓦伊达的(Mih6.ly Vajda, 布达佩斯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论辩

证法的轨迹》。
® To心，叫em 如n心皿ly皿如（《历史与阶级意识）） ， Budapest, Magveto , 1971 , p. 17. 
＠ 人们首先会想起他用匈牙利语写作的《选集》(Selected Works)中各卷的前言。

＠ 同时 ， 这些手稿在符国被 F. Benseler 和我分别以 Heidelberger Philo.sophie der Ku咄

(1912 -1914)和He油rlberger 心helik(1916 -1918)的标题在卢卡奇著作第16
一

17卷(Dam1-

stadl - Neuwied: Luch1erhar1d, 1974 and I 975)中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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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 of the Aesthet比）这部重要的晚年综合著作中包含的某些最基本的观

念和范畴 ， 在这里已经可以发现 ，卢卡奇往往是用同样的术语表达：对

象化(objectivation)概念©、"完整的人" (the whole man)与
“

人作为一

个整体"(man as a whole)之间的差别 、 同质中介(homogeneous medi

um)的范畴、作为自我封闭(self-enclosed)的总体的艺术作品概念 ， 等

等。 还可以发现 ，卢卡奇把艺术作品世界的特征描述为适合人之需要

的乌托邦现实—一这也是他晚期著作的基本观点 ， 即马克思主义美学

中关千艺术的去拜物教(defetis血zing)使命的观点。

524 指出这些相似之处并不是要片面地强调卢卡奇思想发展过程中

的
“

连续性
“

一的确 ，这甚至是更具误导性的观念 来取代已被普

遍接受的断裂印象气无可置疑的是 ， 1918 年的转变对于卢卡奇的世

界观以及他解决个别理论问题的方式产生了极深的影响。 正是因为

两部美学著作共同的理论前提根植于不同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背景 ， 因

此进行一种更加详细的分析会清楚地发现它们还被赋予完全不同的

解释和功能 ，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彼此截然对立的。 这里仍然只

需要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艺术创造适合于人之需要的现实这

一乌托邦功能被青年卢卡奇解释为艺术的
“

恶魔主义"(satanism) (至

少在某些著述中是这样）。 艺术作品创造的和谐与满足高千或者没有

人类真实的救赎。

鉴于——的确 ，也正是因为——相似与矛盾彼此奇异地交织 ， 因

© 在本书中 ， objectivation 的出现频率很环 ． 它是卢卡奇思想中的一个亟要范畴。 从基

本含义上 ， 它既可以解释为
“

客观化
＂

， 也可以解释为
“

对象化
＂

， 并且二者之间在意义上相互

包含。 因此，在本书中 ， 我们根据上下文以及中文表述的习惯 ， 有时把它译为
“

对象化
＂

， 有

时译为
“

客观化"'而对千另外一个词 ， 即 objectification, 我们一律译为
“

对象化
＂

。 －译

者注

＠ 当然 ， 对干卢卡奇的这一印象并不是相关题材的文献中提出的唯一一个。 尤其 ， 我

的评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两篇研究成果为依据的， 既是在这种联系上也是在其他方面： fe

renc Feh釭： Bal也s Bela 终 Luk6cs Gy<lrgy sz<lve�ge a Corradalomig[ 贝拉· 巴拉兹(Bela Bal6zs) 

与格奥尔格．卢卡奇直到 1918 年匈牙利革命的联盟 J • Trodalomtorteneti Tanulm如yok(Buda

pest). 1969, 以及知drew Arato, "Luk6cs" Patl1 to Marxism(1910 -1923), Telos, 7, 19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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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 个别主题间的相似之处尽管具有特殊的意义 ，但却几乎仍然没有

阐明实际上连接茬卢卡奇两个重要事业时期的到底是什么 。 如果想

要理解卢卡奇作为一位思想家所选择的道路以及其中单独的阶段 ， 那

么尤为重要的就是去考察一下是什么构成了双方的基础 ，关注一下各

种问题表达上相同的方式是什么。《海德堡手稿》与晚期的《美学》

(Aesthetics)之间真正的连接在于， 尽管两部著作之间相隔了近半个世

纪 ， 使用完全不同的概念手段并往往得出相反的结论 ，但是它们都致

力于解决同一个理论问题。它们都试图在人类活动的体系内确立艺

术的位置和功能 ，并且力图解释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用青年

卢卡奇使用的术语就是与“

经验到的现实" (experienced reality)之间

的关系］以及与塑造和占用现实的人类活动及对象化这些
“

类" (ge- 525 

neric)形式［用其早期的术语表达就是基本的 “

先验构成" (transcen-

dental constitution)形式］之间的关系。 但是在这两部著作为自身设定

了同样的哲学目标这一事实背后存在一个问题 ，
一直以来它的存在不

仅仅是对卢卡奇的一种理论挑战（的确 ， 这是一个找括了他全部生活

和著作的问题）：也是文化的可能性间题。 如果只是概述的话 ， 那么本

文就是试图从这一观点出发对他的早期著作进行考察。

文化就是卢卡奇生命中
“

唯一的" (single)思想 。 文化在今天是可

能的吗？回答这一问题并同时通过自己的活动创造和实现这种可能

性始终是他生命中最核心的关注点。但是一开始 ， 这个文化概念包含

的远不止高雅艺术或哲学 ， 远超出了
＂

高雅文化
＂

的界线。 对于卢卡奇

来说 ， 文化问题同义于生活问题 ，同义于
“

生活的内在意义
＂

。 因为

文化……是生活的统一 ，是提高生活和丰富生活统一的

力量……所有文化都是对生活的征服 ， 用一种力量统一了所

有生活现象……所以不论你观察生活总体的哪一部分 ， 你都

会在它的最深处发现同样的东西。 在真的文化中 ， 每一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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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都是表意的…．．．＠

通过文化 ， 人类与事件变成一个有意义的总体的组成部分乒它

赋予最不同的和不相关的事实以鲜活的 、 被每个人用同样的方式理解

的意义 ， 并因此保证始终用以关乎现实生活为基础的世界观来阐释和

评价它们。 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 、人的内在信念与外在体制(insti

tutions) 的统一 ， 只有在一种真正的文化中才是有可能的一并不是在

冲突被取消或排除的意义上 ， 而是在文化遵循它们得以解决的路径并

526 因此确保
＂

发展不再受制于偶然性的妄想
＂

的意义上笠只有在真正

的文化中 ， ＂高雅文化
”

形式——艺术 、哲学等等——才不再与生活相

异化 ， 而生活也不再疏远它们 ， 因为只有在真的文化中这些形式才
“

开

始意识到在所有被给定形式的 事物中一直潜在的某种模糊的渴望是

什么
“

究

换句话说 ， 从卢卡奇作为一位思想家的发展之初起 ， 对他来说文

化问题就意味着是否有可能过上一种摆脱异化的生活问题。 在这个

间题背后包含着他对于敌视文化 、＂文化危机
”

这些描述现代资产阶级

存在特征的状况作出的充满激情的诊断 ， 也包含着他对这种状况的坚

定拒斥 。 这种危机意识绝不专属于卢卡奇。 人 们还能指出狄尔泰 、 西

美尔和韦伯（只提及那些能够被证明对于卢卡奇思想的形成具有直接

影响的思想家就可以了）。但是使卢卡奇区别千他们之处是他对矛盾

程度的敏感 ， 是他与矛盾抗争的悲剧性的力橄 ， 是描述他在20世纪最

初十年这段
＂

幸福的和平时光
＂

里哲学研究中的
“

感伤" (pathos)特征。

卢卡奇前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时期是一个不断为达到准确地从概念上

Q) G. Lukacs, Eszlelikai Kult
』

ura《审美文化》 ， 收录于同名卷集(Budapest: Atheneum, 

1913) ,pp.12,14(这里缩写为 AC) 。 论文本身还发表在 Muv如氏I es Torsadalom(艺术与社会〉

(Budapest: Gondolat, 1969) , pp. 72-84 。

＠ 参见 D比T比ori.e des Ro血叩. (Neuwied : Luchterhand, I 971) , p. 131 (这 里 缩 写 为

ThR) 。

@ Zur romanlischen lebensphilosophie: Novalis, in Die Seele und die Fonnen (《心灵与形

式》） ，
Neuwied: Luchte如md,1971 (此后缩写为 SuF) 。

@ Die Theorie des Romans, (Neuwied: Luchterhand, 197 I) , 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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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这些矛盾、这种
“

危机
＂

而奋斗的阶段 ，而且还是通过理论方式为

发现摆脱矛盾和危机的方式 ， 或至少发现适合于对付哲学矛盾和危机

的恰当的人类行为准则而奋斗的过程。

在卢卡奇这一 时期的诊断中 ， 人们可以发现两种相似的分析方

式， 一种是形而上学的和存在论的方式， 另一 种是历史的方式。 这两

种分析过程或层面 ， 不仅从一部作品到另一部作品都会发生变化 ，而

且往往在同一篇论文中兼并到这样一种程度 ， 那就是在某种意义上任

何鲜明的差别或对立 ， 可能只是为了达到阐释的目的而强加的某种结

构。 带着几乎是周期性的规则 ，卢卡奇本人一直试图从原则上和方法

论上阐明它们的关系峦然而 ， 在这两种分析类型之间仍然存在着 ， 至 527

少是隐含着尚未解决的 ， 然而是富有成果的(fruitful)矛盾 ， 而这不只

是关于方法论的问题。 （这种无法获得解决的失败也许就是卢卡奇频

频
＂

寻求统一＂的原因。）因为这种方法论上
＂

相似
＂

的问题背后潜藏着

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

一种哲学的困境（尽管这二者并不完全相同 ， 其中

一种也不能还原为另一 种）。 那就是他（卢卡奇）所生活的时代状况

到底是存在论的和本体论的文化悲剧的表达还是可能复原的历史危

机的表达。

正是早期阶段这种毫不松懈和不求回报的理论抗争把卢卡奇的

著作与同时期的其他人的著作区别开来并且使他思想发展的整个过

程都如此独具特色和卓尔不群。 卢卡奇早期思想的发展之所以难以

把握 ，是因为他给出的正面的答案和解决方法在不同的著作之间是千

变万化的。 往往每一次都是一种被推至极限的思想实验 ，发掘出一个

思想 ， 但在另一部著作中常常成为其无情批判对象。 可以列举一个这

样的例子：《形而上学的悲剧》(The metaphysics of Tragedy)就是卢卡奇

＠ 只是提到了这些尝试中最重要的：Megjgy戎sek azirodalomlo心net Elmeletehez《文学史

理论评论） ， in Ma必zet es Tlirsadalom(艺术与社会} (Budapest: Gondola! , 1968) , pp. 31-56 (这

篇论文此后缩写为Rem毗s) ; Heidelberger Ph如沁p加如Ku四第三齐 ； D比Theorie de.s Ro

rna瓜 ， (Neuwied : Luchterhant.l , 1971) 前几欢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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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和最常被分析的早期论文之一。 包括吕西安· 戈德曼见在内

的众多批评家已经相当准确地指出 ， 它证实了与卢卡奇晚期存在论思

想 (existential thought) 世界的联系 。 然而 ， 人们并不如此了解的是 ， 几

乎就在卢卡奇处在这一立场的同时 ， 他又在《审美文化》(Aesthet比 Cul

ture) 一文中对其进行了强烈批判。 在此批判中 ， ＂末日审判前的生

活
”

气被贴上了
“

最轻薄" (frivolity) 的标签：

当所有人都生活在对伟大决算的期盼之中时 ， 一切都是

可以容许的 ， 然而这一天决不会来临；因为等到末日审判的

那一天 ， 无论如何将发现一切事物都那么容易 ， 并且共有的

悲剧感将为所有的轻薄赦罪 。＠

因此 ，这篇论文 ， 用他本人所理解的术语来说可以被视为卢卡奇

早期
”

代表性" (representative) 的类型。 根据对《心灵与形式》 (Soul

and Form)中
“

导言
＂

的研究 ， 作为一种形式 ， 这篇论文斡旋于艺术与哲

学之间。 它用来自于生活的事实 ， 或那些事实的表现 ， 从概念上把一

528 种世界观表达为经验 ， 表达为生活(1让e) 问题。 但是它却没有给出明

确的概念性的答案 。 ”这篇论文像一个法庭 ， 但是（它不同于法律体系

内的法庭） ， 它并不是重要的 、 设定标准的和开创判例的裁决 ， 而只是

考察和裁判的过程。
飞〉有时候正反辩论的辩证法甚至成为论文本身

的一种结构要素 ， 并决定它的形式。 因此 ，并非偶然的是 ，一些对于理

解卢卡奇 哲学最重要的论文［例如 ， 《心灵与形 式》中关千斯特恩

(Sterne) 的论文或《论精神的贫困》］是以对谈录的形式写成的。

卢卡奇的
“

哲学的
“

分析 ， 即形而上学的和存在论的分析的基本范

0 吕西安· 戈德曼(Lucien C'-.oldman, 1913一1970) ,20 世纪法国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

义哲学家 ，提出发生结构主义和科学人学观思想。 一一译者注
® D比Metaphysik如Trg邸 如 PaulE呻 ， in D比see比u叫如Formen《心灵与形式》 (Neu

wied: Luchterhand, 1971) ,p.128 。

@ G. Luk6cs, 区涩tikai Kultura《审美文化》 ， 收录于同名卷集(Budapest: Atheneum, 

1913) ,pp.22-23。

@ Ober Wesen und Form des Essays, in Die see比u叫如Formen《心灵与形式》 (Neuwied:

Luchterhand , 197 l) , p. 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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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是－我们这里可能主要关心的 ， 在
“

代表性
＂

论文中使用的术

语一”生活" [ "日常生活" (ordinary life) CD] 、
“心灵" (soul) [以及与

之紧密相连的
”

真实的" (real)或
＂

鲜活的" (living)生活］和
”

形式
＂

(fo1m)概念。 首先 ，生活是
“

非个人的 、机械的力量
＂

的世界硐是与人

相异化的僵化形式（规定和体制）的世界。 它们曾经是由心灵创造的 ，

受理性和清晰目标的引导 ， 但是它们已经不可避免地转变成了仅仅是

继续存在却不再是活着的外部力量。 它们已经变成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 , "只能通过与第一自然(first nature)相类比 ， 而被描述为已知

的却无意义的必需的总和
＂

。 这个
“

日常生活
＂

世界是
“

一些凝固的、

异化的事物 ， 是无法再从人内在的精神生活中唤起任何共鸣的意义表

达的一种合成(Sinngebilde , 德语 ， 意义构成） 。 它是衰落的精神生活

的蒙难所
＂
＠ ， 是不可避免的必需之物编织成的天罗地网 ， 然而根本上

却是偶然的和无意义的：必然
”

被无数的线索 ， 无数偶然的连接和关系

织成的网诱捕并牢牢控制
“

究

然而 ，生活概念指涉的现象不仅仅是在
“

人际间的
“

客观性层面

上 ， 还是在主观性的层面上 。 日常生活的经验个体是孤独和孤立的 ，

他盲目地寻找着与其他个体接触的方式。 但是支配这些社会交往(in

teraction)形式的习俗使他不可能找到一种方式并且决定了他也只能

外围地体验自我。＠ 在这种生活中， 只有两种基本的行为类型是可能 529

的：要么人完全将自身沉溺于习俗世界之中 ，并因此丧失了自我真实

的个性；要么他摆脱非理性的 、外部必然性的压力转向纯粹的内倾性

＠ 这里的"ordjnary life" 是指通常的、 平常的 、 普通的生活 ， 可以译作
”

日常生活
”

， 但

是在 20 世纪后来谈论的日常生活批判中 ， “日常生活
”

概念大多是使用" everyday life" 这一

表达形式。
－ 译者注

® Vo几 der Ann也（血 Geiste,Neue Blotter, II(1912) ,5 - 6, p. 73. 

@ D比Theo屯如Romans, (Neuwied: Luchterhand, 1971) , pp. 53 ,55 

@ Die Metaphysik der Trg呻e:Paul Ernst, in D比seele und die F onnen《心灵与形式》 (Neu

wi叫 ： Luchterhand , 1971) ,p. 225 0

@ DieMet叩hysik der Trgodie: Paul Ernst, in Die seele und山e Fomie几《心灵与形式》 (Neu

wied: Luchterhand , 1971) , p. 2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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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version)。 然而 ， 第二种反应 ， 完全放任于（确实 ， 溶化在）一股瞬

息的情绪和感受经验这同样意味着放弃自我：

因为一切皆来自于内在 ， 但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真正来自

于内在， 只有外部世界的事物才能调动起情绪 ， 而作为一种

审美体验独享自己的心灵只不过如同被动地观察那些偶然

间闯入你生活轨迹的事物一样。 完全的自由是最极端的束

缚形式。。

最终 ， 生活如此划分为内部和外部 ， 主观和客观 ， 实际上绝不能发

展成为一种可以由某一种或其他原则控制的彻底的冲突。

用不和谐来表述可能还高估了（日常生沿）。 不和谐只

有在一组音律中才有可能， 也就是说 ， 在已经是一个统一整

体的世界中才有可能：沮丧 、 压抑和混乱甚至还称不上不

和谐。
＠

生活是一种光与影的混乱状态。 在这里没有什么曾经

达到它全部的可能， 也没有什么曾达到终点；新的 、使人缭乱

的声音不断加入先前声音的混乱中。 一 切都在流动并且一

同地 、 狂乱地 、在 一种掺杂的混乱状态中流动； 一切都是失败

的和毁坏的。 没有什么曾经发展成为真正的生活。 生活意

味着可以使事物在丰富的状态中生存。 而在这种生活中 ， 没

有什么曾经完全充分丰富地生活着。 生活是它所能想象的

最不真实和死气沉沉的存在形式。＠

“日常生活“ 是＂
单纯的生活" (mere existence)的领域 ， 是不真实

的存在(inauthentic being)领域。

真实的存在指的是心灵 ， 并且在两种方式上表达它的意义。 一方

CD G. Luk6cs,Eszt扣kai Ku如ra《审美文化》 ， 收录于同名卷集(Budapest: A小eneum,

1913) ,p. 16 。

® Von心rAm叫am Ceiste. Neue B16tter, Il (1912) ,5 -6, p. 86. 

@ Di.e Metaphrsik心r Trg过也Paul Ernst, in Die seele und如Forme几《心灵与形式》(Neu

wied : Luchterhand • 1971) , p. 219。

518 



第十八章 生活与心灵：青年卢卡奇和文化问题

面， 在一种形而上学的意义上 ， 心灵是人类世界的实质， 是所有社会体

制和文化作品创造性的和基础性的原则。 另一方面 ， 在一种存在论的 530

意义上 ， 心灵指的是真正的个体性(indivjduality) , 是使所有个性(per-

sonality)从根本上成为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并且赋予它固有的价值的

“核心
＂

。 很明显 ， 卢卡奇概念阐述的这个方面具有论战的弦外之音 ，

至少在他的
“

论文时期" (1908—1911) 是这样的。 论战直接指向的是

德国古典哲学 ， 首先反对的是黑格尔的精神概念表述：

相当确定的是主观性是真理 ， 个别的事物就是一切 ， 个

体的人类就是
“

人
＂

的理念背后的现实。＠

只有个别的 ， 只有推向最极限的个体性才是真正存在

的。 任何一般的都是苍白的 、无形的和无所不包的 ， 其开放

性太弱以至于不能作出任何阐释 ， 其同质性大空洞以至于从

来都不是真实的。＠

并且只有
＂

真实的
”

真正的生活 ， 才能

在完全和真正的自我体验中获得 ， 在心灵的自我体验中

获得。＠

这样就加剧了生活与心灵形式 、真实的与不真实的存在形式之间

的二元对立 ， 而这些可能是青年卢卡奇哲学的最鲜明的特征。 我们是

在公认的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使用
“

二元论
”

这个词的 ， 因为在断言主体

具有塑造人类世界及其历史的实质性本质时 ， 卢卡奇当然不会声称 ，

由主体创造的然后又作为无人的和机械的而加以遗弃的客观世界 ， 仅

仅是被扭曲的幻觉 。 不真实的存在、 日常生活结构的世界是作为一个

与心灵相对立的原则而存在的 ，这一原则虽然与心灵不具有同等的价

值 ， 但是具有同等的地位 ，并且它自身具有一种力量 ，一种往往压倒性

(D D心 Zers动ellen der F onn am Le如11 : Soren Kierkegaard u,ul Regine 0如n, in D比seele u叫

d比Former,《心灵与形式） (Neuwied: Luchterhand , 1971) , p. 39 。

® D比M血phys让心r Trg, 挝记Paul Ernst, in Die seele u叫die Formen《心灵与形式） (Neu

wied: Luchterhand , 1971) , p. 232。

@ D比T.加orie des Roman.f. (Neuwied: Luchterhand, 1971) , p.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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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惯力：

所有个别的事物， 一旦进入生活 ， 就具有一种不依赖于

其创造者和任何预期目标的自己的生活 ， 不依赖于它的有用

性或有害性， 不依赖于它到底是好还是坏……在这里重要的

是存在的范畴 ， 仅仅作为一种力量 、一种价值的存在 ， 这种范

畴在塑造生活整体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自己的生活（人类创造的 所有产物的生活）脱离了其创造

者的生活 ， 也脱离了所有预期的目标 ， 它具有了自己的生活。

531 它开始发展 ， 或许是以其他方式并且顺着脱离了计划的方向

发展起来。 它或许会转而对抗它的创造者并破坏那些它本

打算强化和支持的东西 。 手段变成了目的 ， 并且不管是前瞻

还是回顾 ， 没有人能够获知储存在对象和事物里的会影响局

面和事态的巨大力怔到底是什么。。

由此 ， “日常
“

生活范畴 、不真实的生活 ，对千卢卡奇来说变成了异

化的同义词 ， 这种异化遗到了强烈的拒斥 ， 但是却被承认是人类存在

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形而上学的特征。

井不是必然地要在卢卡奇的观 点与同时代生命哲学(Lebens

pholisophie)各流派之间建立或证明某种联系（当然 ， 首先就是他与西

美尔之间的关系）。 然而 ，联系显然存在这一事实并不能掩盖绝非不

重要的差异 ， 甚至是决然的冲突。 这些差异和冲突从各种对心灵概念

的阐释中直接暴露出来。 一般而言 ， 生命哲学一贯的拥护者把与物和

物质关系构成的机械世界相对立的创造性的主观性(subjectivity)等同

于已经清除了概念性痕迹的非理性的和不可言传的心灵体验。 而这

种观点不同于卢卡奇的观点 ， 这不仅仅只是作为卢卡奇在写作伊始就

(D A modem drama fejl叫蜓nek to咄nete(现代戏剧发展史》 (Budapest: Franklin 1911), 

pp. 100-101 (此后缩写为 Dev. Drama) 。 这个
“

单纯的生活
＂

的概念后来成为卢卡奇思想体系

中一个关键的术语。 例如 ， 参见 Die Metaph}-:sik der Trg成比 ， 或者 Heidelberger Philosophie der 

Ku研的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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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明显地表现出的坚决的和明确的反心理主义立场的后果。。 它与

生命哲学的对立还有其他更深层的 、 哲学的原因。我们已经知道 ， 他

始终认为“ 纯粹内倾性
＂

的世界是不真实存在的
“ 日常生活＂ 的典型证

明。（他对所有印象主义形式的坚定的轻蔑态度也是源千这种概念阐

述 ， 而他所拒斥的不仅仅是艺术的印象主义。 严
“

心灵
“

是体验 (expe- 532

rience) , 或者更确切地说 ， 它可以成为体验 ，但是它绝不能等同千某人

感受的总和。事实上 ， “心灵 ” 指的是最大化地发展 ， 最大可能地增强

一种个人意志(will)的力掀雹他的能力和＂ 精神活动力" (psychial en-

er伊es) , 也就是那些每个人类个体都能够发展并应该发展 ， 从而使之

成为一种真正个性的独一无二的潜能。 可以说 ， “心灵
“

是一个个体的
“ 天职" (vocation) 。 并且这一“天职 “是被向外引导的 ， 是向着外部世

界和其他人的。 因为 ， 真实性别无他物 ， 只能是积极地发挥自己的能

力达到充足的状态 ， 把发生在自已身上的一切塑造成为一种表达个人

最内在本性的个人命运 。

我们在这个讨论中对费希特的术语稍作思考是有原因的。因为 ，

即使忽略存在直接影响的证明例毋庸置疑的也是 ， 青年卢卡奇从其

哲学开端时起就已经与费希特的（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发生了许多关

联。 卢卡奇也认为 ， 人并不是他所是 (is) 的样子而是他应是(could

＠ 典型地体现在他的Obituaryfor Dilthey(Budapest : SzeUem , 191 I) , p. 253之中 ， 卢卡奇
把狄尔泰发起的哲学的复兴努力失败的原因归罪于心理主义。

＠ 这一 点最明显地表述在"Az u咄elvultak" (《分离的道路》）中 ， 收录千G. Lukacs, 
Esztetikai知ltura《审美文化》 “

＠ 例如 ， 参见A叩心m dramafej如怂如砍tlJrt如ete《现代戏剧发展史》(Budapest: Frank
lin 1911) ,I,pp.12-13:"人的整体存在只能用其意志和由意志引起的行动上的即刻的活力来
证明自己.. …因为情感和思想在形式上是短暂和易变的 ， 在本性上远比意志灵活也更容易
受到外部的影响。 个人不知道他的情感和思想到底在什么程度上确实是自己的（或者它们
在什么程度上已变成自己的） 。 只有当这些情感和思想出于某些原因而受到考验时 ，也就是
说只有当他需要依据它们而行动的时候 ， 当它们变成他自已意志的一部分并产生行动的时
候 ， 他才完全明确地知道这一点。 ”

@ A 励dem 如ma 伯l邸6enek 加如te《现代戏剧发展史》(Budapest:Frank.Jin 1911) , I, 
pl53, 把费希特当作施蒂纳(S1imer)和马克思哲学的共同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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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的样子。 在上面提到的他哲学中的二元论始终意味着对立力盘双

方间的一种辩证斗争。 似乎对他来说 ，不仅异化是一种
“

形而上学的
“

必然 ，积极地与之对抗同样也是。

与此同时 ，在一种明显与之相关的方式上 ，对
“

心灵
”

概念的这种

阐释也表现出卢卡奇力图克服生命哲学基本的主观主义和由此产生

的相对主义的不懈努力。 如果真实性指的是个体自恋性的自我享受
533 并把自我孤立接受为不可改变的事实的话 ， 那么在其根本上不可言传

的体验之流 ， 每一种都是独特的和同等有效的 ， 由此将摧毁所有价值

和价值特性。

自我已经涌入了世界 ， 并且经由感觉和情绪 ， 已经把世

界同化进了自身之中。 但是既然这意味着世界也涌入了自

我，那么这两者之间的所有界限就巳经被消除...…如果事物

不再是坚固稳定的实体 ， 那么也同样不再是那个自我 ， 并且

当事实消失的时候 ， 价值也将隐退。 在个体之中或他们之

间 ，除了情绪与感觉之外一切将荡然无存 ，这之中没有什么

比其他的更加正当或者更有意义。Q)

另外 ， 如果真实的生活，作为心灵的一种积极的证明 ， 意味着在行

动中表达自我并把生活的一 切结合为一个统一体的独特个性发展到

其最充足潜能的状态的话 ， 那么同时 ，这种发展也超越了纯粹个体性

的东西。 这种自我实现的过程是一种向行动 、 向事实的转化 ，

一种生

活方式的转化 ， 是一种人类生活的可能性 ， 它是无法复制的 ，但却可以

是规范的并且能够为每一个人充当范本。

心灵的方式是：剥除并不真是自身一部分的一切 ， 使心

灵成为确实个体性的 ，不过其产生的结果却超越了纯粹的个

体性。 这就是为什么这样一种生活可以成为范本的原因 。

这是因为，一个单独的人类个体的自我实现意味着这种自我

CD The Ways have Parted , in Eszteti压 KuJtura(审美文化》 ， 收录于同名卷集(Budapest:
Atheneum, 1913)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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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对每一个人都是可能的 。©

只有通过这种心灵对生活的激烈抗争 ， 个体才能获得那些将永远

保持为人际间的和绝对的 ， 并因此是真正普遍的东西一卢卡奇所谓

的创作(work) 雹
“

从贫困与限制中脱离出来的救赎诞生了。 勺）

对于卢卡奇来说 ，
“

创作
”

指的是一种对象性(ohjecti咄y) 的类型 ，

一种
“

是什么
＂
的类型 ， 它并不是简单地通过

“
单纯的生活

＂
的惯性维

持原态(remain in being) , 而是作为意义和价值的一种来源保持着有

效性。 它指的是历史地产生 ，但是由于不断承担新的生活和意义已变

成永恒化的那些对象化：完美的艺术作品 、伟大的哲学和宗教体系 、 在 534

其持续的发展中作为整体的科学。（当然卢卡奇重点关注的主要还是

艺术作品。）

然而， 青年卢卡奇哲学就是在这一点上与生命哲学的各种流派产

生了明确的分歧 ， 并与德国古典哲学发生了联系 。 正如他在 1915 年

发表的一篇关千克罗齐的文章中明确表述的那样 ， 这一点与
“

绝对精

神
＂

的问题相关 ， 更广泛地说 ， 是关于对象化的问题度因为 ， 根据生

命哲学的观点 ， 超越纯粹的个体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 ， 而且进行这种

尝试也是没有意义的 ，然而与此相反 ， 卢卡奇却始终把
“

绝对精神
＂

的

文化对象化当做证明这种超越实际上具有可能性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CD Eszt�tikai Kultura《审美文化） ． 收录下同名卷集(Budapest : Atheneum, 1913) , p. 29 。

(i) work一词也可以译作＂作品＂

， 特别是在涉及艺术成果的时候。 但是 ， 考虑到卢卡奇
用work不仅指诮艺术创作成果 ，而且也指诮各种自觉的精神创造活动、 文化创作活动， 即人
的自觉的活动及其成果 ， 与人特有的劳作方式和行为方式密切相关 ， 因此 ，本书中在广义使
用这一词时 ．

一般译为“创作＂ 或＂ 工作”

，而在具体指涉艺术或其他精神创造的具体成果时 ，

则译为＂作品＇， ＿译者注

@ 01山uaryfor匕o Popper, Pester U叮d,19 D釭ember 1911. 

＠ 这一研究的目的就是要略述行年卢卡奇哲学的基本结构特征。 我们无法更详细地
讨论其发展中更加复杂的方面。 笼统地说， 这种发展一直朝向对生命哲学 的不断驳斥而前
进。 作为前马克思主义阶段中砐后一部实质上系统的著作 ．《美学》(Aes如t妇）（写干1916

年到1918年间）非常消晰地体现出了一种康德哲学的特征 ， 尽管是一种非常独特的 、鲜明的
二元论的康德主义形式。 当卢卡奇很清楚地提到他的一般观点与李凯尔特(Rickert)和拉斯
克(Lask)观点之间的联系时 ，他在《美学》的第一汽中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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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

创作
”

（以及其存在不可脱离的
”

形式
＂

）提供了一种保证 ， 那就

是 ， 对抗
“

生活
“

无意义的 、 机械的和孤立的经验主义 ， 向一种有意义的

秩序和真正的人际间的交往而努力奋斗 ， 这不仅是必需的而且并不是

注定失败的。

想要获得解决— —－形式的补偿力量一—-J就要一直到所

有路径和所有苦难的尽头 ， 在信念中，超越了任何证明的可

能 ， 相信心灵分歧的路径将在某一遥远的时刻和地点重新会

合 ， 相信它们必然会重新会合 ， 因为它们都是从同一个中心

点出发的。 然而 ，形式只是证明这种信念是正当的证据 ， 因

为它就是自己活的实现(living realization) , 比生活的一切都

更真实地活着(alive) 。＠

不过 ， 创作 ，更确切地说 ， 被卢卡奇视为无比重要的艺术创作 ， 产

535 生千生活 ，不仅是在它们作为真正个体生产的一种对象化 ， 因此不可

避免地表现出时代的所有特征这一意义上来说 ， 而且还因为在本质

上 ，它别无他物 ， 恰恰是生活的一种再现(representation) , 是强加于生

活之上的一种特殊的形式。 但是 ， 从这种短暂而无意义的混乱中 ， 某

些一般有效的并具有普遍意义的事物如何可能浮现出来呢？如果在

生活之内 ， 一种心灵没有任何方式与另一种心灵交往的话 ， 那么人们

如何能够超越生活， 建造一道永恒的并且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桥梁

呢？正是这一问题最终的哲学意义促使青年卢卡奇开始写作两部系

统分析美学的著作 ， 即写于海德堡的《艺术哲学》(Philosophy of Art) 

(1912一1914) 和《美学》 (1916—1918) I 海德堡的文章《艺术作品存

在一它们是何以可能的？》 。

根据卢卡奇的观点 ， 这个间题通过参考形式概念可以得到答案 。

形式概念比
“

创作
”

概念更加包罗万象。 对卢卡奇来说 ，形式指涉的是

与意义创造相关的所有功能。 它使事实、事件和所有其他的生活元素

CD Eszt�tikai Kultura《审美文化》
， 收录千同名卷集 (Budapest: Atheneum, 1913) , 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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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样性能够被排列组合成有意义的结构、有组织的意义形式。（相

应地 ， 形式不仅联系着
“

绝对精神
”

领域 ， 还联系着
“

客观精神
”

领域。）

每一种独立的形式都是心灵回应生活的一种特殊方式。 通过这些形

式 ， 一方面 ， 心灵变得纯粹和同质 ， 因为它集中在一种价值之上；另 一

方面 ， 运用这一种价值 ， 心灵可以廓清生活 、＂单纯的生活
＂

领域中的混

乱 ， 并为其赋予澄明的意义。 作为对象化的原则 ， 作为对象化的有效

性原则 ， 形式还是生活与心灵之间的中介 (mediation) 原则 ， 尽管 ， 它绝

不能最终解决它们之间的对抗性 ， 即二元对立。

艺术作品只是这些为生活
”

赋予形式
＂

的方式之中的一种少在

生活庞大结构中的众多线索 ， 朝向数以千计不同的方向行进并向无极

限而延伸 ， 在原因与动机的无尽海洋里 ， 艺术家必须只选择其中的一 536

些， 并且必须通过这样 一种方式来选择 ， 那就是它们彼此紧密相连并

形成一个同质的体系 ， 这个体系是自我封闭的和自我完善的 ， 可以在

其整体上用一种视角来对其进行观察。 艺术品作为一种抽象概念恰

恰是一个 。

调解体验的图式 (schemata) 体系 。 它是如此完美地自

我封闭以至于为了结果它只依赖于其组成元素的内在

关系。＠

选择、安排 、建构生活的质料 (material) 所依照的图式 ， 一种将根

据种类 、风格等等而变化的图式， 是审美形式(aesthetic form) : 

是把生活的质料排列成为一个自足的(self-contained) 整

体， 并且规定其步调 、 节奏 、 波动 、 密度 、 流性 (fluidity) 、 强硬

＠ 各种形式的多样性(plurality)和自律性(autonomy)是齐年卢卡奇哲学中的基本主

题。 他的（美学》就涉及了这个问题 ．这也是使他开始反对黑格尔哲学的重要理论研究之一
（手稿中包含着一种对黑格尔详细阐述的批判性的对抗） 。 黑格尔的一元论和泛理论基于

一种假设 ， 那就是所有先验构成的形式都可以被还原为一种单一的类型 ， 也就是理论逻辑构

成一更准确地说 ，他假设它们可以在逻辑上按照它的原理演绎出来。 与此相反， 卢卡奇把

他自己体系中康铅式的
“

基本论点
”

表述为 “

所有自律的构成形式完全互不依赖并且其中任
何一种形式都完全没有可能从任何其他形式中推导而来" 。 (Aesthet四 ， ch. I) 

® Philosof)hie der Ku血 ， ch. 2. 这一音的片段最近发表千Ar如几 ，5 , 1972 , p. 39 。

525 



文化 、科学 、社会－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度和柔软度的形式。 它来强调什么是重要的 ， 并淘汰不够重

要的；它不是把事物安排在前景就是安排在背景之中 ， 并且

在此模式内把它们分类组织起来。。

通过这一塑形的过程 ，生活无定形的混乱状态在艺术作品中变成

了一种井然有序的体系 ，
一种新的生活 ，然而是一种一 —与日常生活

相对照的 现在变得明确和清楚的生活。每一个艺术作品都体现

了一种构想和理解生活的方式 ， 因此 ， 艺术是赋予生活以意义并使之

上升为自觉的过程 ， 是超越生活混乱状态的过程。 它是一种
“

对生活

的审判
＂

耍并且是
“

对事物的征服
”

吼艺术的存在就是
“

日常
“

生活

的异化可以被克服的证明。

然而 ， 这一点不仅对客观性是真实的，对主观性也是如此。 每一

种形式都体现了一种视野 (vision) , 对作为经验到的生活的一种直接

537 阐释 —— 这不是主观回应意义上对脱离了生活的自我的那一部分的

阐释 ， 而是在创造性地排列生活的天然质料的图式内的阐释。这一图

式与艺术作品具体的质料是不可分割的 ，并且它本身就是经验的一种

来源 。 它通过艺术作品客观的结构才能得以表达。 这就是为什么形

式也是保证个体之间 、艺术作品的创作者与那些感受者之间进行交流

和交往的原则：”形式是文学中的真实的社会元素……是创作者与读

者之间连接的纽带 ， 是唯一的既是社会的又是审美的文学范畴。飞）那

些实现了真实伟大的形式的艺术作品 ， 那些产生了完美的、综合的 、 整

体的艺术作品 ， 凭借它们的结构 ， 启发了一种生活的视野 ， 一种对生活

的阐释和评价 ， 实际上就是一种世界观。 不仅如此 ，它们还具有一种

(D Megjgyzesek azirodalomto咄net Elmelet仙ez 《文学史理论评论） ， in MUveszet 毡

Tarsadalom《艺术与社会） (Budapest: Gondola! , 1968) , p. 38。

® Megjgyzesek西rodalomtortenet Elmeletehez 《文学史理论评论） ， in M血垃et es 

Tar.sadal,o吠艺术与社会》 (Budapest:Gondolat, 1968) , p. 39 。

@ Esztetikai Kultura《审美文化》 ， 收录于同名卷集(Budapest: Atheneum, 19) 3) , p. 17。

@ Me均臣龙sek 玑irodalomtortenet Elmeletehez 《文学史理论评论》 ， in Ma说'el es 

Tarsada如叶艺术与社会》 (Budapest:Gondolat, 1968) , 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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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抑制的召唤力量 ， 用这种想象鼓舞每一个人 ， 这一点阐明了艺术

作品的普遍性 、永恒有效性和影响力 。

但是生活与心灵之间的这种关系 ， 艺术（以及所有其他有效的文

化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心灵对于生活的力量以及对异化的超越 ，本身

还无法解决生活的二元的、对抗的本性所产生的直接问题。 艺术能够

超越日常生活的异化 ，但是无法废除它。 因为 ，尽管艺术作品产生于

生活 ，但是它又不可避免地脱离了生活 ， 而且是彻底 、 清楚地脱离 ， 因

为总体上说它是自我封闭的 ，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总体。 它是一种新

的生活 ，正如它自身是独立的和完整的 ，从开始存在那一刻起 ， 它与超

越自身的任何事物都不具有（并且可以不具有）关联沙因此 ，艺术作

品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对艺术的接受） ， 只能是不同领域间的瞬间接

触 ，

“

不真实的生活
“

绝不可能经此获得救赎。 人们可以在作品中并且

通过作品理解生活中的某种意义，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人们因此就可以

主掌自己的生活或赋予其意义。

同样 ，艺术也不能废除使个体孤立的人类交往的缺陷 不仅是 538

因为艺术交往不可避免的精英特征［
＂ 精英" (genius)概念是青年卢卡

奇的基本范畴之一 ］ ， 还因为其固有的本性。 艺术作品在创作者和读

者之间打造了一条普遍有效的纽带 ，因为这条纽带是专门由对象化在

作品中的形式所创造的。 然而 ，恰恰是由于这一原因 ，就其含量(con-

tent)而言绝不可能是充分的 ，

一部分是因为客观地体现和表达在作品

形式中的世界观并不必然与其创作者的观点和意图具有相关性［根据

青年卢卡奇的美学观点来看 ，意图与完成的作品被一种
“

非理性的飞

跃" (irrational leap)分隔开了］ ，而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作品所召唤起的

体验理所当然地就是接受者自己的体验。 这些体验的特性—— 也就

＠ 这就是再次贯穿卢卡奇早期著作始终的对自然主义批判的基本起点。 尤其参见A
叩心ni dra, 心如l迈＆如k tort如ete《现代戏剧发展史》(Budapest: Franklin 1911) , chs. 7 - IO, 以

及Ph勋sophie der Ku四
，

ch. 2, "Phaenomenologische Skizze des schopferischen und receptiven 

Verhalt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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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使这些体验专属于接受者并且使艺术作品产生直接和特殊效果的

特性一一绝不可能相当千艺术家体验的特质。

这种通过作品实现的自我发现的过程 ， 在最深处和最私

人的层面上受到它影响的体验一一－其永无止境的复现性(re

peatability) 构成了它不朽影响的基础一排除了所有创作者

和读者之间产生共有体验的可能。 在经验现实中只是一种

事实性真理 (verite de fait) 的误解的可能性 ， 在这里却变成了

一种永恒的真理(verite etemelle)
。

。

日常交往过程中的缺陷， 即“ 误解 ＂ 的可能性无法被艺术废除 ， 它

只能被永恒。 它从一种经验的范畴变成了一种构成性的范畴。

由此 ， “绝对精神＂的文化对象化， 即“ 作品” 所代表的生活与心灵

之间的中介 ， 本身却变成了新的和悲剧性的冲突的起点 ， 其中之一就

是卢卡奇非常详细讨论的 “ 艺术家的悲剧＂ 。 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一悲

剧最重要的方面 ， 也就是艺术家的“ 不可救赎的状态＂
， 也即这样一个

事实：
539 他们为作品赋予的所有的圆满 ，他们为作品注入的所有

体验的深度 ，都是徒然的。 他们比起日常生活中的人保留了

更多的缄默也更不可能表达自我 ，他们都是把自已锁闭起来

的人。 他们的作品可能达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 ，然

而他们自己却是最不幸的人也是最不可能获得救赎的人。©

通过这种方式， 卢卡奇从哲学上建立起我们在研究之初很自然地

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文化问题并不等同于＂ 高雅 ＂文化问题 ，并且其

危机也不能单独在这个领域中获得解决。 伟大的文化对象化所提供

的保证 ， 也就是不管是就人类还是历史的角度而言 ， 对抗日常生活的

异化并不是徒劳无用的 ， 这种保证提供的只有希望。 但它并不能证明

这种斗争的目标实际上是可以实现的 。 对于文化是否是“可能的” 这

CD Ph心sot沁e der Ki饥st,ch. 2. 著作前两兹最充分和系统地研究了这里谈及的问题。

® Philosophie der 知四
，
ch.2. 也可参见 Arion ,5 , 1973 , 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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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的问题 ， 用青年卢卡奇的哲学语言来说 ， 并不能简单地还原为

是否可能在生活天然的质料之外创造出永恒有效的 、 客观的、 一定必

然脱离生活的形式这一问题 ， 如果只是以从历史上可能不过是一些短

暂性的方式来理解 ， 它从根本上转向了是否有可能塑造生活本身的

问题。

这个疑间构成了青年卢卡奇伦理学的基本间题 。 阿格妮丝 · 赫

勒已经对此进行了彻底的研究应显然 ，我们只能谈及这一问题合体

中与我们这里感兴趣的一般问题直接相关的那些方面。

概括地说 ，我们可以说 ， 卢卡奇任何时候在一般的意义上和在系

统分析的背景下提出文化的可能性问题 ， 其答案都是否 定的。 人们可

以指出许多对这一答案绝对明确的表述。 最清楚和明确的答案出现

在《艺术哲学》(Philosophy of Art)里 ：根据伦理标准来塑造生活是不可

能的 ， 因为自我作为伦理意志的产物 ， 既不可能改造外部世界的事实 ，

也不可能洞穿全部心灵。 无法把一个个体的内在生活改造成
“

命运" , 540 

换句话说 ，改造成由个性的伦理本质决定的有意义的总体。

鉴于这些事实 ， 根据纯粹的伦理标准使生活程式化

(stylizing life)的想法不再站得住脚。 这样一种程式化(styli

zation)既不能摧毁涌入生活之上的天然的质料 ，也不能赋予

它一种伦理学的视野 ， 而且即使它能大胆地主张一种可以加

于生活总体之上的形式状态的话 ，这也将是一种不适合的形

式 ， 一个讽喻(allegory)。@

然而 ， 正是在这一点上 ， 卢卡奇在1912年到1914年的手稿中指

出一用了所有理由一—早在他关于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的论

文（从1909年开始的）里 ， 他就已经表述过这一立场了 ，并且人们也可

以在他的《形而上学的悲剧》中发现相似的观念。 在关于克尔凯郭尔

的论文中 ， 同样 ，真正的生活、 ＂真实的生活
”

似乎
”

在日常体验的经验

(D Jenseits der Pllich1, Rev四 /niemationale 心 Philosophie, 106(1973), pp. 439仕

® Philosophie cier K叨st,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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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里始终都是不可能的
”

， 因为

人们不可能一直生活在最巅峰的状态 ， 最大限度地发挥

自身最终的潜能。 人们必须回归并遁入最乏味的现存， 为了

生存(live)人们必须否定生活(life) 。。

命运与生活的统一、自我 的内在世界与外在事物的统一 、 意义与

存在的统一的实现只被许可给少数悲剧性的被选中者 ，并且对他们来

说也只能是转瞬即逝的片刻：

这一瞬间既是开始也是结束 ， 没有什么可以从中得出或

从中产生 ，并且它可以与生活无关 。 它就是一瞬间 ， 它并不

意味着生活 ，它是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的生活 ， 并且两者彼

此排斥 。©

为文化而奋斗， 即人追求
＂
要让自已在生存巅峰的水平上过自已

的生活 ，要使其意义成为日常现实的一 部分"® 的永恒的和永不休止

的渴望 ， 是悲剧性的、亳无希望的 。 因为尽管这种决不应放弃的奋斗

并不是徒然的一�伟大的道德范例正是从这种奋斗中诞生的 ，就像艺

术作品一样 ， 尽管是由人类创造的但是却拥有永恒的有效性 ， 象征着

我们存在和潜能的顶点并且赋予它们真实的人类尺度一但是（原则

上）它却无法实现它直接的目标 。 文化的
“

危机
“

只是人类存在的形

而上学悲剧的一个证明。

541 然而 ， 沿着这种概念阐述 ， 卢卡奇早期著作还提供了另 一种视角 ，

即有可能通过文化而塑造生活。 应该说， 一般而言 ，人们会发现这种

解决方案的表述不像上面讨论过的问题那样系统。 它要么出现在对

某一特别种类特殊的历史或社会学背景的分析过程中 ，要么就出现那

些往往不过是暗示性的乌托邦之中 ， 但是这种观点却用许多不同方式

表现了卢卡奇早期著作意识形态取向的特征。［那些显然采用历史的

(D Die 归/,e und如Formen《心灵与形式）(Neuwied: Luchterhand , 1971) , p. 219 。

© 加see比叨<l die Formen《心灵与形式》(Neuwierl: Luchterhand , 1971) , p. 226 。

@ D比seele und die Fomw几《心灵与形式》(Neuwiecl: Luchterhand , 1971 ) , p.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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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路径的分析我们将在下面再作研究 ， 但是这里我们可以以关于施

托姆(Storm严的论文为例 ， 它提供了一种与关于克尔凯郭尔的论文相

对照的范例：设想通过建立在职业的责任伦理学基础之上的一种资产

阶级道德体系来
｀｀

塑造
“

生活 。 ］同样清楚的是 ， 在同样的著作中这些

乌托邦的实际内容也往往发生变化。© 可以简单地引证一个众所周知

的例子 ， 即在他的《小说理论》中和谐共存的两种不同的乌托邦。 一方

面 ， 存在一种
＂

威廉· 迈斯特" (Wilhelm Meister)的乌托邦 ， 在那样的

世界里人类根据自己的目标 ， 本着内在共同(community)和和睦协作

的精神塑造客观的社会结构。＠ 另 一方面 ， 卢卡奇也表明了在费奥多

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r Dostoevsky)著作中描绘的
“

心灵纯粹的现

实
”
这一路径 ，这是一个超越了所有的社会规定性和社会形式并且在

超越一切对象化的心灵的直接交流中消除了自我与世界的二元对立

＠ 这里应该指的是德国小说家 、 诗人特奥多尔 ． 施托姆 (Theodor Stonn) 。 －译
者注

＠ 对于更多关于青年卢卡奇的乌托邦的研究 ，参见F'. 费赫尔和A. 赫勒的研究（参见

注释7和45) 0 这里指的是原书的本部分注释。 一 一译者注

＠ 参阅 D比 Theorie des Roma心 ， (Neuwied:Luchterhand, l 971) , pp. 117-119, 128。

531 



文化、科学、 社会－�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542 的
＂

新世界
＇＇

应不过就实际内容而言 ， 在所有这些区别（人们甚至可

能会说是矛盾）背后 ， 存在着一个隐藏的共同因素：它们都相信有可能

按照人真实的本性来组织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人最深切的需要和

渴望与
＂

外部
“

社会存在的客观结构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将化为乌有 ，

人类将不再被迫面对无尽的孤独和彼此之间的异化。 这还是对一种

包含并统一了生活的全部 ， 渗透到人类日常存在的所有方面的文化的

可能性的确信。 并且如果一—不考虑明确的否定性答案－这些乌

Q) Di.e Theorie des Ro叩ns,(Neuwied: Luchterhand, 1971), pp. 137-138. 也可参阅Halalos

fialal的g(F'atal Youd,) , in Magyar iro必lorn, magyar ku如ra (Hungarian Literature, Hungari邸

Culture) (Budapest :Gonclolat, 1970) ,pp. I 13-116. 要想理解｀｀ 陀思妥耶夫斯基乌托邦
”

在卢卡

奇思想的发展中发挥的项要作用 ，人们应该牢记在心的是战争的爆发导致了非理性主义方
向上的一个不同的转变（尽管是短期的） 。 这种转变伴随芍早前已经褪色的生命哲学影响
的复兴。 对于这一转变的原因很早就出现在他给保罗 · 恩斯特(Paul Ernst)的信中。 例如，

1915年4月14日 ，他写道 ： ”形式的力拱似乎一直在不断增长 ，并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 它们
似乎比实际存在的还要更加真实 但是 对我来说，这恰恰就是战争的体验－我不能
对此让步 我们必须继续强曲 ， 我们和我们的心灵才是唯一其正本质的事物 ， 甚至它们永恒

而先验(a priori)的对象化（借用恩斯特·布洛赫创造的美丽隐喻）也只是纸币而已 ， 只有能
够兑换成黄金的时候才具有价值 。 形式真实的力址是不能被否定的。 但是自黑格尔开始 ，

符国思想犯了一个致命的知识性的错误，那就是为所有力肚赋予了形而上学的意义。“不到
一个月之后的5月4日 ，他在回复恩斯特的评论中写道 ： ”如果您认为国家是自我的一部分 ，

那无疑是对的。 但如果您认为它是心灵的一部分 ， 那您就错了 。 我们以某种方式与之相联

的一切都是我们自我的一部分（甚至是数学的主题） ， 但是 ，

｀

创造
＇

了这些客体（在它们被我

们的理性所综合的意义上）井且使它们成为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这个自我 ， 是一个抽象
的方法论概念 ，而照此创造出来的客休与自我的合并也是一种纯粹的方法论关系。 错误在
于把自我当成了心灵来对待。 因为给予主体某种永久而实体性的地位的同时 ， 人们也会自
动地给予相应的客体同样的地位 ，这样 ，｀形式

＇

就变成真实和形而上学的了。 但是， 只有心
灵能够拥有一个形而上学的真实。 这绝不是唯我论。 问题是如何发现从心灵到另一心灵的
通道 。 ＂（信件的实质性部分发表于MTA lI. Oszt6ly6nak K叫emenyei (Budapest) , 20 (1972) , 

pp. 284,296)然而 ，这种对历史对象化的非理性主义的否定不再出现在《美学》这部卢卡奇
从1916年开始就一直在撰写的著作之中。 这部著作是卢卡奇思想 发展中基本趋势的一个
清晰的延伸 ， 在这里 ， 卢卡奇在非理性主义的方向上所进行的活动（一部分反映出了历史－
哲学的神秘主义的直接影响）被证明不过是一段短暂的插曲 。 相反 ， 匈牙利语写作的关于许
年卢卡奇的传记体资料 ， 则主要使其思想中的这种神秘的 、非理性的元素变得醒目或者以某
种方式对其作出反应。 ［亟要的来源是贝拉 · 巴拉兹(Bela Bal也s) 、安娜· 列斯奈(Anna

Lesznai)和其他人的日记片段 ，以及卢卡奇早年朋友圆中个别成员的回忆 。］不过 ， 似乎在传

记资料中 ，至少这种强调既是卢卡奇圈子成员思想态度的产物也是对哲学家自身观点的一
种反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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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邦展示出来的内容上巨大的差异本身可以视做是一种征兆 ， 它表 543

明 ，在事实上 ， 如果卢卡奇前马克思主义时期的这种信念并不是建立

在充分规划好的(worked - out)社会纲要 和具体的历史 视角的基础上

的话 ，那么 ， 这些乌托邦不断出现在批判那些宣称文化的
”

形而上学的

不可能性
＂

的哲学争论的背景之中 ， 这一点则清楚地证明了他的思想

中存在另一个更具特色和一贯性的特征：对异化的、 “无文化" (cul-

tureless)世界的强烈拒绝。 尽管所有那些令人信服的 ，或似乎令人信

服的论证断言卢卡奇预先证明世界的状态是不可改变的 ， 但是 ，上述

这种拒绝又使他无法与这样一种可能性妥协。

到目前为止 ， 我们一直关注卢卡奇对现代生活的异化情况及其敌

视文化进行的形而上学的和存在论的分析。 然而 ，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

样 ， 在他早期研究阶段 ， 这种分析自始至终伴随着一种不同的分析方

式 ， 一部分作为补充而另一部分则与之相矛盾：把同样的问题阐释和

特征表述为社会决定的、暂时的－历史的现象 ， 也就是说从社会学或

历史哲学的观点进行的阐释 ， 一种历史的(historical)阐释。 在这种分

析中 ， 文化表 现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特征 ， 并由社会的经济和

阶级结构所决定 。

一方面是封闭的、有机的社会（首先便是以古希腊社会为例） ， 另

一方面是开放的然而是机械的资产阶级社会 ， 这两者之间引出的历史

哲学的(historiosophic)区别就是这种阐释的概念背景和结构。 这些概

念清楚地呈现在《小说理论》中 ， 但是在其逻辑结构上 ， 卢卡奇的《现

代戏剧发展史》也是以同样的历史对照作为起点的 ， 这部著作的整个

基础就是古代与现代戏剧之间的对比 ，就是通过这种区别的方式展开

解释和阐述的。 一开始 ， 卢卡奇把希腊城邦(polis)视为一种社会的历

史范例 ， 在这样的社会里文化已经成为日常现实。 作为一种有机的共

同体 ，在城邦中 ， ＂关于最重要的生活 问题可以就伦理价值而达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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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识
＂

叽它是
“ 一种绝对的意识形态 ， 不容忍任何争论甚至质疑

＂

，它是

一种不再被理解为意识形态的统一的世界观 ，它具有
”

这样一种专有

的悄感特征， 好像它不再包含有意识表述的价值
＂

霓古希腊人的这

种
“ 单一伦理主义" (monoethism) , 这种以相当自然的和不证自明的方

式渗透并组织日常生活以及人的意识(consciousness of men) 的文化力

量 ， 使个人在其中生活的这个世界变成了让他们感觉如同家一样的世

界 。 它能实现这一点的方式就是从个人与集体的角度 ， 为世界的所有

方面赋予一种能够被每个个人得到的、清晰和一致的意义与价值。 这

个世界的秩序＂ 建立在坚如磐石的基础之上
＂

。 它可能偶尔被
”

命运
”

所动摇 ， 表现在外部事件的反复无常或个体性特征的无理性之中 ，但

是
＂

泛起涟漪的水浪将平复曾扰乱其闲静的一切 ，而表面将再次恢复

平稳和静止 ， 好像没有什么曾经改变一样
＂

矶而这也表现出了这个

世界” 自我封闭
＂

的程度。 希腊的古人们既无法了解精神和物质生产

力的持续发展 ， 也不了解由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培育的个体性的程

度。 它是一个无法扩展超出社会界线的自我封闭的世界 ，并且在某种

程度上被低化的形式所束缚 。 以优先和从属关系以及个人在这体系

中的位置为基础的人际关系体系 ， 已经被历史悠久的传统惯力所建立

和强化座但是因为这些关系是有机的 ， ＂要求得到个人的全部个性
＂

并且不能与这些个性相分离 ， 因此个人决不可能发觉自已是受限制

的。 与此相对 ，它们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结构 ， 在此之中个人的行动可

以具有意义和重要性：
简言之... …曾经生活本身是个人主义的 (individualis-

© A  modem drama fejlo必如k 勋rtlnete 《现代戏剧发展史》 (Budapest:Franklin 1911) , I, 

p. 173。

® A modem drama fej比必伍ek 勋认心te 《现代戏剧发展史》 (Budapest:Franklin 1911) , I,

p. 173 。

@ A modem dra血fejl邸艇nek 勋rtlnete 《现代戏剧发展史） (Budapesl:FrankJin 1911) ,I, 

pp. 1 9 5 -196。

＠ 参见 A modem dran口 fej如拓如ek 比rtlne比《现代戏剧发展史》 (Budapest: Franklin 

191 l) ,I, pp. 160-1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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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 ; 而今天人们是个人主义的 ， 或者毋宁说他们过自己的生

活所依据的信仰和原则是个人主义的。 曾经意识形态是一

种秷桔 ， 促使人们认为自己适合于一种属于事物自然秩序一

部分的关系体系。 可是 ， 他们生活的一切细节又使他们有机 545 

会在自己的行动中和身边的事物中表达自身的个性。 这就

是为什么这种个人主 义可能是自发的和无争议的；而今
天...... 它却是自觉的和引起争议的。©

毫无疑问 ， 资产阶级社会把这种个人维度溶解到个人间的关系之

中 ， 伴随着这一点 ， 也消解了封闭社会特有的束缚 。 毋庸置疑 ， 这样将

产生新的价值 从一开始 ， 卢卡奇就相信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和个体

不断增长的内倾性［主观化 (suhjectivizalion) ]包含着价值因素 但

是新价值的获得同时是以产生新的束缚为代价的 ， 新的价值不是个人

的而是物化的(reified) : 个人开始依赖千以商品和金钱关系为基础的

非个人的(impersonal) 、佃死的体制 ， 这种体制将越来越复杂而且没有

人能够再理解它的功能。

这种新生活把人类从众多古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 并且

既然它不再是有机的 ， 那么 ， 就使他们把每一种联结都视为

一副缭铸。 同时 ，这种新生活却在他的周围制造出一整串更

加抽象和复杂的束缚。＠

尽管他
“

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自主的感觉
”

不断增长例但是个人却

越来越只存在于与外在于自身的事物的关系中 ，这便成

了他与他们之间关系的全部 。＠

(l) A modern drama fejl。如'nek Wrtene比《现代戏剧发展史》 (Budapest: Franklin 1911) , I, 

pp. 148-149。

® A rnodern drama fejl叫艇n.ek Wrtenete 《现代戏剧发展史》 (Budapest: Franklin I 9 I I) , I, 

p. 152。

@ A modern. drama, Jej比d蜓n.ek torte11�e《现代戏剧发展史》 (Budapest: Franklin 1911) , T, 

p. 160。

@ A 11wdem drama fej比d蜓nek 彻rte11ete《现代戏剧发展史》 (Budapest: Franklin 191 l) , I, 

p.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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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个人的这种
“

问题化" (problematization)意味着他的世界也

变成有问题的：他的生活和命运由一张不可穿透的、 毫无意义却具有

一种不可抗拒的自身逻辑的物和物化过程之网所控制 。 “伦理世界秩

序
”

被
“

现代命运
”
所取代 ，

它是由事物（体制 、 对他者和生活的无知 、生活环境 、承

继权 ，等等）的一种内在联结和恐怖的逻辑结合而构成 ， 但在

其自身看来 ， 则是相对的和偶然的。 就算人们承认个别部分

的无用和错误也没有什么帮助 ， 因为不管它们正当与否 ， 这

些事实会竭尽所能地发挥影响力 ， 就像因果链条上的环节

一样。＠

546 这个世界被源于非理性的 、难以理解的和对人类价值漠不关心的

规则所统治。 它巳不再是人类的家园 。

随着似乎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的有机关系的衰退 ， 支配个体之间

关系的新原则是一种竞争(competition)原则。 所有对他者的依赖形式

都是个人无法容忍的。 他努力坚持自己的权利(assert oneself)而对抗

它们 。 但是如果他的个性想要张扬自身 ， 就必须反对他人而确证自

已。 而 这个他人也一样急千维护自己的自主。

个人主义最大的悖论之一就是...... 如果不抑制其他个

性就无法张扬自己的个性 ， 想要保护自己只能摧毁个体性的

东西。©

这种对抗性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导致每一个人类个体越发孤独和

孤立。

也许无须着重强调今天的个人比起以往是多么地更加

孤独......每个人类真实的个性就是汹涌大海中间的一座孤

(D A modem dra血 fejlii必如k to心ne比（现代戏剧发展史》(Budapest: Fr幻1klin 191 I), I, 

p.453 。

® A rrwdem drama fejlodls如ek tlJ心ne比《现代戏剧发展史》(Budapest: Franklin 1911) , 1, 

p.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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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 ， 没有声音能够不被大海的呴哮扭曲而传到那里 。 往往这

声音完全被吞没 ，所以人们所能做的只是看着他人伸出的手

臂 。 但最后甚至他的手势也终将被误解。＠

另外 ， 这种不仅彼此对抗而且不断相互误解（因为 ，情愿或不情愿

地 ， 每一种意图都会破坏另一个）的持续的意志冲突 ， 只能导致一个结

果， 一个任何人都不想要的结果 ， 这一结果不是由个人自觉的目标和

利益而是巾他们生活环境的抽象和不可抵抗的逻辑所决定的。

这并不只发生在个体性与外部物质环境力矗不断碰撞的范刚内。

这些环境还具有整平（使之一致）个人生活所有方面的作用。 稳步发

展 、越发极端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过程与完全对立的越发一致

性的趋势彼此紧密地交织 ，是现代个体巳经变得何等
＂

成问题
＂ 的最重 547

要的迹象之一。＠ 因为由竞争掌控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劳动日增的碎

片化和分化的基础上的。 个人的工作变得越来越抽象 、越来越脱离自

己的个性 ，越来越与自身相异化。

从个人的观点来看，现代分工的一个基本方面可能就是

使工作不再依赖于工人非理性的 、并因此只能定性地界定的

能力 ，而是使它依赖于与外在于个体工人并与他的个性没有

关联的功能相关的客观因素。 工作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变得

越来越疏远 。 工人在工作中投入越来越少的个性 ， 而工作也

越来越不需要完成它的人的个性。 工作呈现出一种独立的、

客观的自我生命 ， 与个人的个性相分离 ， 由此个人便无法在

其工作中而是需要寻找另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个体性。＠

然而 ， 由于这种不断增强的个体性不再呈现在真实的活动中 ， 因

Q) An呻m dramafejl础应nek tor侐心t.e《现代戏剧发展史》 (Budapest: Franklin 1911) , I,

pp. 164-166。

＠ 参阅 A m吐em drarna fej. 如抬enek UJrtlnete 《现代戏剧发展史） (Budapest: franklin 

1911) ,1,pp. 145-146 。

Q) An邸iem drama fejl邸知如k tortenete《现代戏剧发展史》 (Budapest: Franklin 1911) , I,

pp. 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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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它不断被压抑并自我撤退。 它变成了纯粹的自省(introspection) , 并

且甚至不再努力试图塑造
”

外部“ 世界的进程和自身命运的进程。

文化危机是当今世界的这一历史地决定的事物状态的不可避免

的产物。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 ， 在这个词真实的意义上的文化是不可能

的。 客观上它是不可能的：在“ 生产的无政府状态"(anarchy of produc

tion)所制造的必然抽象和无理性的环境里 ， 没有一般化的目标 ，也看

不清它的意义。 其与人类相异化的客观规则 ， 在一致的世界观里不可

能再与个体具有相关性 ，而主观上它也是不可能的：在这个世界里 ， 除

了他们自己和他们主观的经验以外 ， 个人不承认任何目标 ，他们对这

个世界不再具有共同的观点和相通的经验。

把我们的评论建立在完成千 1909 年的《现代戏剧发展史》这部卢

卡奇第一部重要的著作之上 ， 我们在这里试图概述他关于文化危机形
548 成的历史和社会原因的观点 我必须说 ， 这种观点完全没有被详尽

说明。 我们希望做的只是要证明在
“

哲学的
”

和历史的分析之间存在

很大程度的相似性。 应该不难承认在上面的讨论中 ， 关于卢卡奇用形

而上学和存在论的
“

日常的" (ordinary) 、不真实的生活概念来表述特

征的那些问题 ， 也获得了一种社会－历史的解释方式。 这种一致性甚

至扩展到了细节上。 例如 ， 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 ， 关于
“

艺术家的悲

剧
”

问题就变成了现代艺术家历史性矛盾的任务 ，他们被迫要在一个

既没有共同体也没有文化的世界里创造出普遍的文化价值。 能够保

证艺术有效性和影响力的统一的世界观的可能性 ， 是现在必须通过艺

术家独自创作并仅仅借助千艺术形式上的策略而不断再现(recre

ate)。但是如果他成功的话 ，他的作品将最终不可改变地从日常世界

分裂出来（也因此从他自己的生活中分裂出来）并与之对立 ， 变成不可

逆转的差异性的和超越性的。 “艺术家的悲剧
＂

恰恰来自这样一个事

实：＂从未成为过并且决不应该变成一个艺术问题的间题却确实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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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了。嚼）

这个讨论只是想要说明对作为一种文化危机的异化过程进行形

而上学的和社会－历史的阐述和分析， 从始至终 ，在卢卡奇整个前马

克思主义阶段里 ， 都以一种兼具相似与矛盾的复杂形式彼此相随。

（相似地 ， 无须赘述就可以证明 社会－历史的分析形式从一开始就体

现出了马克思的影响一—尽管是通过西美尔解释的棱镜所认识的马

克思 。）卢卡奇本人常常明确地提出这两种研究方法和讨论之间的关

系问题 ， 并且为自己制定了在一种一致的 、 逻辑上调和二者的任务。

确实， 这项工作成为他许多著作的主要议题。 我们在这里无法详细分

析他对这个问题的见解 ， 这个间题虽然在细节上以及有时候在基本的

方面都表现出了不同 ， 但最终却都指向了同一方向 。 我们必须把自已

限定在这样的发现上 ， 那就是这个问题比卢卡奇在早期著作中对它进

行表述时所达到的水平要更深奥和更普遍 。 我们之前已经提到的针 549

对这一问题的那些著作主要把自身限定千方法论的考挡上。（这些研

究核心的焦点是先验的(a priori) -审美的与社会－历史的形式概念

之间的关系。）和这些分析同样重要 ，这两种研究方法之间的矛盾包含

着某些更为重要的东西。 它们证明了探寻解决文化危机的各种不同

尝试（部分是矛盾的尝试）；它们暗示了不同的历史前景。 当然 ，人们

不能简单化地假设 ，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 ， 文化危机的概念表述 不

同千
”

形而上学的
“

阐释一一还自动地为这种危机假定了一种解决方

法。不仅这样一种假设是一种不合逻辑的推论(non sequitur) , 而且这

种社会－历史的分析 ，在提出这一问题的实际的 、具体的内容上 ， 除了

在哲学分析背景中已经讨论过的悖论以外 ， 完全无法提供任何解决方

案。这些作品的结论也没有比
＂

哲学的
“

论文或系统著作的结论更加

“乐观" (optimistic) , 差异只是在于卢卡奇研究问题的不同方法上。

在
“

哲学
”

著作中 ，关于文化是否可能的问题 ， 关于它是否可能塑

CD A modem dra11U1 fej如仙enek llJrtenete《现代戏剧发展史》 (Budapest: Franklin 1911), I, 

pp. L9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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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生活的问题 ，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 ， 似乎是一个伦理问题 ， 一个道德

行为的问题一不是积极的就是消极的行为 ， 但是在任何一种情况下

都是自由的 、个人的自我决定(self-dete1mination)基础上的行为 ， 或者

更普遍地说 ，这是一个个人导控自已生活的方式问题。 另外 ， 在历史

的分析中 ， 问题得以提出的形式桉其本性包含着对社会学决定的社会

变革及其生活方式变革的关注 ，此外还有对可能引起变革的群众运动

(mass movement)以及成功可能性的关注 ， 这些问题至少可以用社会

学术语加以界定。

从卢卡奇没有完全维持的一致性上看 ， 很明显的是 ， 大约从 1918

年开始 ， 他的兴趣开始关注伦理学领域 ， 尤其关注伦理学与政治学之
550 间的关系应然而 ， 如果我们把

“

哲学的
”

和历史的分析之间的关系视

为－ 这时已经被卢卡奇表述为一种意识到的问题－他整个早期

发展的
“

限定性问题" (limiting problem)的话 ， 也不会有太大差池。 己

经隐含在他最早著作中的两种不可抗拒力址之间的悖论 ， “ 一种从内

而外没有理由地流出而另一种则没有意义地流荡在这个世界上
“

雹

逐渐成为一种明确的和自觉的理论问题。 据此来看 ， 1918 年卢卡奇转

向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断裂 ， 并不是他观念演变中的一道非理性的

鸿沟 ， 而是试图为这一刺激他整个早期发展的问题既寻找理论答案又

＠ 最早关于这种兴趣的政要文献是卢卡奇在 Tarsada如心心邓如yi Tarsasdg(Society for 

the Social Science)促成的关千保守的和进步的唯心主义的争论。 参阅 A konxervativ es pro

gressxiv ideal加us咄oja (The Debate between Conservative and Progressive Idealism) , ln Utam 

Ma呻oz(My Way to Marx) ,J(Budapesl: Gondolat, 1971) ,pp. 177-186。

® D比M呻hy戒心r TrglJd比 ：Paul Ernst, in D比砒le und die Formen《心灵与形式） (Neu

wied: Luchterl1and , 1971) , p. 2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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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实际韶决方案的一种尝试。
(j)

＠ 因为卢 卡奇许多极其通要的早期著作仍然没有发表 ， 而其他 一些可以得到的都只

是匈牙利语写作的因此 ， 最后 ， 似乎很有必要对它们进行简短的概论并至少在形式上用它

们来详细说 明卢卡奇前马克思主义写作这一非常重要的阶段。 从 1906 年到 1907 年， 卢卡

奇一直致力于他第一部真正重要的著作（现代戏剧发展史》的写作 ， 并用它参加了基斯法谷

迪学会(Kisfaludi Soc心ty)举办的有奖征文比赛。 这部手稿获了奖 ， 但是正如人们在第一版

许多手写东节中看到的那祥 ，他在 1908—1909 年又对手搞进行了正大修订。 这一修订版发

表于 1911 年。 《文学史理论评论＞这一研究（见注释 13 。 这里指的是原书的本部分注

释。
一—译者注）实质上是这本著作的一种延伸 ， 澄清了其中最重要的方法论前提。 “论文

时期 “从 1908 年持续到 1911 年。 收录在《心灵与形式〉（匈牙利文 ，1910 年）和《审美 文化》

(1913 年，见注释 9 。 这里指的是原书的木部分注释。 －译者注）中的所有论文都是这一

时期写作的 ，此外还有另外一部分收录在关于贝拉· 巴拉兹的卷集中（匈牙利文 ,1918 年）。

另外一部分 ， 按照卢卡奇的编选原则 ， 收录在早期书籍中的作品 ，是一些
“

回复
＂

， 在一种论

战式的辩论中彼此补充。 我们已经在这一研究的过程中把联系着许多特殊问题的这一点指

出来了。 无论如何 ， 如果想要了解宵年卢卡奇的观念和思想 ，人们必须考察一下收录在卢卡

奇不太著名的《审美文化）中的一些论文（首先是同名论文以及（分离的道路》）和没有收录

在任何这些卷集中的对谈录｛论精神的贫闲》（见注释 17 。 这里指的是原书的本部分注

释。
一一译者注） ，以及《心灵与形式》中那些最项要的论文。 1912 年， 卢卡奇开始写作系统

的《艺术哲学》。 很明显 ， 写作巾千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中断； 1914 年时完成了 3 章（大约 450

页打字稿）。 1914 年底 ，卢卡奇开始构思重要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论。 正如人们从

手写大纲中可以看到的那样 ， 他想要论及许多与主要议题相关的问题（例如宗教和无神论 、

国家 、革命 、社会主义和恐怖）。 然而完成了导论性的、理论的第一章以后 ， 他在 1915 年停止

了这项写作计划。 第一章以《小说理论｝的标题在 1916 年发表。 1916 年， 卢卡奇同到了
“

艺

术哲学
”

并计划对于这一主题进行一项详细和系统的研究。 然而 ，在亚大修订的慨念和一个

新结构大纲的基础上 ， 他没有继续这项在战前就已经开始的工作 ， 而是转向了一个全新的开

始。 新的手稿很可能以修订的方式 ， 只并人了之前《艺术哲学》的第二东。 到 1918 年初 ，这

部新的（美学＞已经完成了 4 在（总体篇幅大约相当千他之前未完成的作品） 1917 年，其中

的第 3 1'"《美学中的主－客体关系＞在＜逻各斯(Logos)》上发表。 1918 年 5 月 ， 卢卡奇把这

部 5 章却仍旧没有写完的书稿提交给海德堡大学希望获得任职资格。 李凯尔特和麦耶 (H.

Meier)甚至为论文撰写了报告 ，但是 ， 当然 ， 它从没有进入讨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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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为幻象的商品

＂作为商品的艺术作品
”

这个标题似乎特别适合被广泛接受

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对于艺术方法的界定。 然而 ， 事实上 ， 直到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 ， ＂关千艺术的商品分析
＂

的详尽说明才开始在这个

传统中出现 ， 首先出现在贝托尔特· 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和阿多

诺的著作中—— 如果人们用这一表述试图表明 ， 艺术作品通常在其中

作为现代条件下可以销售的特殊类型的商品而采取的商品形式 ， 不仅

决定了这些艺术作品的分配形式 ， 也就是它们到达潜在的接受者的途

径 ，而且从根本上影响了艺术作品的形式和内容 ， 并在总体上影响了

资本主义条件下艺术的命运。

然而 ， 马克思自已关于艺术的观念 ， 深刻地根植于德国唯心主义

美学的人文主义传统之中 。 马克思把人类活动的一切产品 ， 包括那些

”精神劳动
＂

的产品的不断商品化看作是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方

554 面 ，这使资本主义生产在总体上
＂

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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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敌对"<D。 然而 ， 在严格意义上的美学生产中，这些产品的商品形

式 ，对创造者而言呈现为一种外部强加的 ， 恶化的和限制的状况 ，这种

状况必然保持与产品自身的逻辑和标准相异化的状态。 事实上 ，这种

状况已经隐含在马克思对于商品的分析中 ， 因为它的核心概念 ， 即作

为决定着商品的客观价值的
“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

的概念 ，只能被用千

社会再生产的产品中。 因此 ， 它对于作为完全个体的和人类创造性不

可替代的对象化的真正艺术作品来说（具有马克思认为的自我确证的

特征）是没有意义的。 这样 ， 在严格意义上 ，作为具有普遍人类价值的

艺术作品不具有经济价值 ， 它只具有一种非理性的 、 在经济上和美学

上都表现为附属的价格。 这也意味着除了在两者之间造成普遍的冲

突外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
“

法则
“

不能解释现代艺术的历史演变。

事实上 ， 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 ， 马克思的全部作品就

趋向千把艺术生产看作是未被异化的人类活动的原型产这样 ， 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他呼唤把音乐作品作为
＂

真正自由的劳动
”

的存在样式。＠ 随后 ， 在 1865 年手稿中［所谓
＂

《资本论》的第七章
”

(seventh chapter of the Capital) ] , 他在领取报酬的小文人与真正的诗

人之间进行了对比 ， 真正的诗人创造自己的作品
＂

像蚕生产丝一样 ， 是

他天性的表现
“

砚这成为真正的艺术的（和科学的）活动从来不能

＂真正容纳在资本主义下
＂

的又一个原因。 正如他反复强调的变它们 555

Q) Man:-Engels. Werke, Berlin, Dietz, 1957 - 1972, vol. 26/ I , p. 257. (参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渠）第 33 卷 ， 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346贞。 －译者注）
＠ 这种观点已经在卢卡奇的晚期作品中或者被恩斯特· 费舍(Ernst Fischer)所强调 ，

同时已经明确地被 R.H. 姚斯讨论过 ， See Jauss," TI1e fde社isl Embarr邸smenl: Observations on 
Marxist Aesthetics," New 坤rary'H泣ory vol. 7 ,1975 -1976,esp. p. 199. 

@ M血 ， 但nd心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 几 Oko叩mie, Berlin, Die比 ， 1953, p. 505.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 ，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174页。 － �译者注）
© Marx, Result.ate des unmittelbaren Produktionsprozesses, Frankfurt, Verlag, Neue Kritik, 

1969, p. 7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 ，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 第 526页。 -译
者注）

＠ 参见 Marx -Engels, Werke, Vol. 26/1 , pp. 385-386; 和 Mane, Re.mltate, pp. 70, 73-74 
etc.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 ， 人民出版杜 2009 年版 ，第 417页。一一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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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在有限的程度内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
”

形式上
”

所容纳。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 ，卢卡奇(Lukacs)从马克思对于作为资本

主义条件下社会财富的基本和普遍形式的商品的分析出发 ， 发展出物

化理论。 卢卡奇旨在说明
“

在商品关系的结构中 ， 一个人可以发现所

有客观形式的模型 ， 同样 ， 也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现与之相对应

的主观形式
＂

觅相应地 ， 商品的形式能够
”

在自身的形象中渗人和重

塑这个社会的每一个生命的表达
＂

究除了艺术商品化的直接体验 ，

在新的大众媒介中尤其明显 ， 正是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一以及关于艺

术的商品化的体验 ， 而在新的大众传媒中尤其明显—一成为在美学领

域中尝试运用马克思的商品分析的基本范式的一般起点。 然而 ， 卢卡

奇本人并没有采取这个步骤 ，而是 追随着马克思——他事实上把

＂真正的
“

艺术看作是一种从普遍的物化过程中的解脱 ， 同时又是一种

对抗物化的因素 。 虽然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 ，艺术问题占据着一个

相当边缘的地位 ， 但是 ， 卢卡奇的主客体统一的实践的总体性观念 ， 不

仅从根本上塑造了艺术活动；而且他明确地把艺术看作是与现实之间

的非物化关系的活生生的可能性的范例。 对于他来说 ， 正是
＂

归因于

形式的概念的具体总体性的创造性 ， 直接指向它的物质基础的具体内

容
”

吨卢卡奇对于席勒和青年谢林(Schelling)的 “

唯美主义" (aes

theticism)的批判 ，并非奠基于对非盲目崇拜的艺术力量的否定 ， 而是

奠基千这样的论点 ， 即审美态度必须要保持单独个体与现实之间的一

556 种既是派生的又是沉思的关系 ， 纯粹理想的关系 ， 否则的话 ， 审美必然

(D G. Luk<ics,H闷ory and C如Conscio心心s:Stud归切Marxists Dialectics, trans. R. Living
stone. Cambridge, MIT, 1997, p. 257. 

® G. Luk6cs, H泣o可and Clas; 了Consc妞心四： S灿如in Marx叩D记lectic.s, trans. R. Living

stone, Cao1l,ridge, MIT, 1997 , p. 259. 

@ G. Lukocs,H泣ory a叫C如Co,砒如心心： St叫ies in Marxists D比如血 ， trans. R. Living

stone.Cambridge, MIT, 1997, pp. 317 -318. 对于这种真正艺术的
“

抵抗物化
＂

的能力的解释是

奠基于此时的（后来确切地放弃了）艺术最初是
＂

与自然相对抗的人类
＂

相关联的思想 。 G.

Lukacs,History a叫Cl心s Con.scio1Lsness: S皿如sin M叩叩D印lect如 ， trans. R. Livingstone, Cam

bridge, MIT, 1997, p.411. 

5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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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过一种神话化的 、非理性主义的本体论而被转变成现实本身的构

造原则应因此 ， 艺术只能给物化的悖论强加一个形式 ，而不能提供一

个真正的 、实际的解决途径乒

正是阿多诺 ， 在他 1932 年的著名论文中例从卢卡奇针对现代艺

术状况的物化理论中得出了基本结论：商品化既是艺术自律的基本社

会前提 ， 也是用不可改变的彻底清算来加以威胁的社会经济过程 ， 并

且他发展了关于当代音乐的生产和接受的美学内涵。 然而 ， 布莱希特

早一年已经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基础上 ， 运用马克思的商品分析原

理 ， 描述了艺术的现代状况。

布莱希特利用他自已在《三便士歌剧》(Three penny Opera)的电影

制作以及随即发生的作为一种
“

社会学实验
”

＠的围绕作者权利的法

律过程中获得的实践经验 ， 来检验关于艺术的自律 ， 精神价值以及通

过与作为商品的艺术作品的生产实践相对抗从而实现作者的独立性

这些被接受的观念。 这个实验使这些观念的纯粹虚假的特征得以彰

显。 它揭示出
“

商品形式的巨大的权力
”

和＂ 商品形式的重塑力氮,.'

以及通过“ 它的出售的视角嚼）决定的艺术作品特有的结构 。 在较早

Q) G. Luk6cs, History arul C如Con.sc如心也s:Studies in M叩叩加如ics,trans. R. Living

stone, Can1bridge, MIT, 1997 , pp. 320-321 

(i) G. Luk6cs,History and C如Co心ci.o让，ness:St叫ies in Marxi.sts Di.a如血s,trans. R. Living
stone, Cambridge, MIT, 1997 , p. 341. 

® T. W. Adorno, "Zur gesellschaf山chen Lage der Musik," Zei氐hrift Ii虹 Sozialforschung,

1932 vol. l, nos. I - 2end 3. 

@) See B. B如ht, " Der Dreigroschenprozess: Ein soziologisches压严ment" [ 1931), in 

S吐rifi如 zur匕terawr ur1d Kit咄
，

Franldwt,Suhrkamp, 1967 , vol. I , pp. 139-209. 

@ See B. Brecht, " Der Dreigroschenprozess: Ein soziologisches Experiment" [ 193 I ] , in 

Schrijien zur Literatur und Kunst, Frankfurt, Suhrkamp, 1967, vol. I , , pp. 167, 181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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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艺术的商品化摧毁了存在于艺术家和他的／她的公众0之间的所
557 有直接关联 ， 同时创造了世俗化的自律的艺术概念得以形成的条件。

在艺术商品化的后来发展中 ， 特别是在像电影等大众传媒中 ， 直接揭

露出这一观念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和谎言。 布莱希特特别强调说明这

对千文学和艺术的每一种体裁形式都是事实。 ”当然 ， 在现实中 ， 正是

整个艺术没有任何例外地发现自身处于一种新的状况之中 ， ......艺术

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变成商品或者艺术不再成为其自身。
飞） 由于这个

过程 ， 总体上
“

艺术作品
＂

的传统观念已经丧失了它的适用性 。

然而 ， 布莱希特没有把这个商品化过程看成是完全消极的。 通过

破坏作为作者的自我表达和移情的接受方式的个别艺术作品的审美

意识形态 ，它至少可以消极地为一种新的观念和作为集体
“

教学法训

练"®(pedagogical discip]ine)的艺术实践开辟道路。 进而 ， 尤其是在商

业化的大众文化领域中 ，技术和技艺的发展［例如蒙太奇(montage)的

技术］深刻影响了名义上也是自律艺术的
“

高级体裁" (high genres) 

（例如小说或戏剧）的美学生产方式。 如果相关的社会机构重新发挥

作用 ， 进而艺术自身的实践 ， 成为社会现实 ， 那么 ， 在商品的经济外壳

＠ 参照：“经过几个世纪之久的以市场的观点和描述来对待作品的习惯 ，经过对于作

品的关心已经从作者中移出来的事实 ， 他接受了他的出版商或者消费者 ， 中间人 ，把他写的
东西传播给每一个人的印象。 ｀为某个人而写

＇
变为只是

｀ 写 ＇
。 然而 ， 一 个人不能只写事

实； 一个人必须明确地为可以为此做某些卞的某人而写o Brecht, "Funf Schwerigkeiten beim

Schreihen der W ahrheit" , See B. Brecht, " Der Dreigroschenprozess: Ein soziologi沁hes Experiment" 

[ 1931 ] , in Schriften zur Literatur und Kunst, Frankfurt, Suhrkamp, 1967, vol. l , pp. 229-230. 
® See 8. Brecht, " Der Dreigroschenprozess: Ein soziologisches Experiment" [ 1931 ] , in 

Sch,iflen zur Literalur und Kunst, Frankfurt, Suhrkamp, 1967, vol. I , p. I 59. 
@ See B.  Brecht, "Der Dreigrosche八pro沈ss: Ein soziologisches Experiment" [ 1931 ] , in 

Sch咄en zur Lit釭atur und Kunst,Frankfurt,Suhrkamp,1967 ,vol. I ,p. 158. 布莱希特对于一个非

－自治的 ， 政治教育的 ， “有效的
“

艺术的倡议在事实上相当于对重返总体上作为有用的和
教育技能的前现代艺术的理解方式的自觉信奉。 ”不用一种非常狭窄的方式理解艺术的概

念将有用得多 ． 一个人可以安全地进入他定义的范围 ， 这样的艺术是作为操作 ， 演讲 ， 机器制
造和飞行的艺术。 ""Not加nt Uher realistische Schreibwe函" • See B. Brecht," Der Dreigroschenp
rozess: Ein soziologi沈hes E叩eriment" [ 1931 ] , in Schriften zur Literatur und Kunst, Frankfurt, Su

hrkamp, 1967, vol. 2, p.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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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可以被用于进步用途的新艺术材料和技术便可以孕育而生。

在这个意义上进入商品中的精神价值的重塑（艺术作

品 ， 合同 ， 法律过程都是真正的商品）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并且

一个人只能认可它 预先假定进步被理解为向前进步 ， 而

不是作为前进的状态 ， 因此商品阶段也被认为是有能力通过

进一步的发展而加以超越的。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粉碎了 558 

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
＠

技术 ， 在这里取得胜利以及似乎除了对于一些爬行动物

有利外不能带来其他任何东西并且因此助长暴力形成 ， 另一

方面将能够做完全不同的一些事情。 ＠

用这种方式对艺术进行的商品分析使布莱希特一 与卢卡奇总

体上谴责现代派艺术作为一个没落阶级的堕落特征的现象不同一

采取一种与美学现代主义 (aesthetic modernism) 的确定趋势有选择地

(D See B. Breehl, "Der Dre.igroschenprozess: Ein soziologisches Experiment" [ 1931 ] , in 

Schriften zur Literatur und Kunst, Frankfurt ,Suhrk皿p,1967, vol. I , p. 20 I. 

® Sec 8. B元cht, " Der Drcigroschcnprozess: Ein soziologisches Experiment" [ J 93 J ] , in 

Schriftcn zur Literatur und Kunst, Frankfurt, Suhrkamp, l 967, vol. J , p. 204. 

547 



文化 、 科学 、 社会一—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肯定关系（并且 ， 当然 ，在他自身的文学实践中使用它们）。。

559 本雅明后期的一些作品似乎是对上述布莱希特这些观点的重复

和补充。 这在使本雅明于60年代成为左派狂热追捧的人物之一的两

篇文章中尤其真实： 《作为生产者的作者》(The Author as Producer)和

《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Its Mechani

cal Reproduction)。 直到今天 ， 它们的（至少在名义上）主要观点对于广

大感兴趣的公众来说依然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为理论家的本雅明的

形象：由千从本质上改变艺术作品的特有本性的批矗复制技术的发

展 ， 自律的 、＂灵韵的"(auratic)艺术不可避免地衰落；
“

艺术的政治化
“

(poli Lisa ti on of art) , 它转变为操作和组织的实验室 ， 与作为对审美的

灵韵的消解负有必要的根本责任的创新的艺术技术是分不开的；大众

文化的作品 ， 首先是电影 ， 被不断进步的生产技术和技艺赋予批判

的－解放的潜能。 沿着这些路线进行重建的本雅明 ， 经常被认为试图

＠ 关于卢卡奇－布莱希特争论的这个显著的方面， 参照例如H. Blilggemann, "As匹kte
einer marxistischen Produklions胆hetik," in Enue迈rung心r II边rxistisc加几literatu:rtheorie <lurch 
Bes血叩皿g ihrer Crenze几 ， ed. H. Schlaffer, S皿tgart,Metzler, 1974. 然而 ，需要一个观点来反对
勃律盖曼(Brilggemann)关于这场争论的相当片面的代表性观点（从总体上说 ， 很大程度上是
关于文学的特征） 。 布莱希特对于从来不能避免失败危险的艺术革新的“ 生产的立场

”
所做

的楛神的和值得敬佩的辩护 ， 是对于特殊的 “ 生产者 ” 需要适当的工作条件的权利的要
求一一一种应得的和奠基千对千无条件的承诺的信任基础上的权利。 总体上关千个体的权
利，布莱希特否认其在即将来临的 、新的社会秩序中是激进的 ． “我们进人了大众政治的时
代。 相对千个体来说是荒唐的（我没有给自己思想的自由） ，在大众的情况下则不然。 大众
不考虑个体的自由......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众 ， 被商品利益控制 ， 按照他们然而是一致发挥作
用地不断重新组织他们自身 。 这些大众被不是个人思想概括的想法的确定规则所驱动。 这
种类自由 ，作为资本主义竞争力址的规则 ，将不能被资本主义之外的下一个发展阶段的思想
所保持。 而是另外一种自由 “

。 See B. Brecht,'"Der Dreigroschenprozess: Ein soziologisches E x 
严百ment''[ 1931 ] , in Schriften zur Literatur und Kunst , Frankfurt , Suhrkamp, 1967 , vol. l , pp. 178-
179. 然而 ，一个人必须补充说明 ， 相同的观念和情感在此时能够在左翼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作
品中被发现一不仅在 20 世纪 20 年代卢卡奇的作品中 ， 也在本雅明大多数后期论文中被
发现 。 ”为了赋予集体以人性的特征， 个体必须能够忍受非人性的方面。 为了呈现集体存在
的层面在个体存在层面上 ， 人性(M皿chi吐妇it)必须被牺牲。 " Gesammelte Schriften (hereafter
GS} , eds. R. Tidemann and H. Schweppenhiiuser, Frankfur1 , Suhrkamp, 1972, vol. II /3 , p. 11 o2. -

个反个人主义的非自由主义者建构了一个用隐匿的方式经常被左派和右派分享的前提一
一个可能也能为现在提供一些教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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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进主义方面超出布莱希特"<D 与后者相比 ， 他的观点被认为

是导致了一种对作为自律发展的 ， 其自身中进步力揖的
“
技术的崇

拜"®(fetishisation of technology) , 这当然是对一个思想家奇怪的指责 ，

这个思想家在对技术的崇拜和被日益增长的统治自然所激发的不可

阻止的进步的信仰中看到了
“

后来在法西斯主义中遭遇的技术特

征噙）。 本雅明自身对后灵韵(post-auratic)的描述 ， 就被赋予一种独特 560

的
” 效用" (Verwertbarkeit) , 一种

“ 革命的利用价值(Gebrauchswert) "@

的艺术的解放性转型而言 ， 这可能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一如果考虑

到这样的事实 ， 即他同时认为解放的世界是这样的一个世界 ， 在其中

”事物从强制的有用性中解放出来"®成为现实 ， 因为劳动将按照
＂

孩

子们游戏的方式
”

进行 ， 目的不在千价值的生产 ， 而在于产生一种
”

提

升的天性"。@

因此这样的批评是没有根据的一一很容易表明本雅明作品中思

想的整体性使它们相互关联。© 然而 ， 这些思想仅仅构成本雅明自身

下决心要克服的
“

无人岛" ("no-man's land)和他非常憎恨并且无兴趣

<D R. Tiedemann. Studien rur Philosophie Wal比 r Benjam沁， Frankfurt,Suhrkamp, 1973 , p.
112. 

® J. F"row ,Ma中ism and Uterary Histo可
，
O灶ord,Blackwell 、 1986,p. l 08. For an elaborate e

valuation along these lines see Bril邸emann,"Aspekte t>int>r marxistiscben Prociuk lion啦thctik. " 
@ Benjamin, Ober如Begrijf心r Ge.schicltte, CS. vol. I /2, p. 699. 
© DerA业r als Produzent, Benjamin, Ober如Begrijf der Gescl心hte, GS, vol. [ /2 , pp. 

693,695. 

@ Da.s Passagen Werk, Benjamin, 如r如Begriff der Ge.s心hte,CS, vol. V / T , p. 277. 

@ Comp叮e Benj邸1in, Ober de几 Begriff如Ge.schi.chte,GS, vol. I /2, p. 456. 

＠ 例如 ， 在艺术发展过程中 ，对千早千和引领艺术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变化的断裂地点

的那些技术革新的界定 。 (compare Enoidemng an Oscar Selim记， Benjamin, Uber den Be炉ifJder 
Ge.schi.chte. GS, vol. l /2, vol. II /2, p. 752-753) ; 作为作者的政治进步的基础的技术进步(com
pare Der A叩r a.ls Pr叫心叩 ， Benjrunin, Ober de几 Begriff心r Ge劝i.chte,CS,vol. I /2,p.693); 从
对于文化生产条件的变化的观察中预测

＂

上层建筑
＂

发展趋势的可能性 ， 主要在于文化作品

的再生产方式以及根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未来革新的预言类推而来(Das
Ku心勋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皿erbarkeit(Zweite J,� 心sung),Benjamin, O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比

，
CS.vol. I /2,p.47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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疮夜复尝试克服的隔离状态的极端©之一——一个“ 无人岛 ”＠它的边

界是由同他学术生涯中的三位参考者的关系绘制出来的：布莱希特、

阿多诺和格肖姆· 索勒姆。 因为 ， 他与布莱希特的所有的一致性 ， 当

然是非常片面的 一致性 ， 不能� 掩盖这样的事实， 即

他们的努力和结论 ， 即使在上述提及的文章中 ，在本质上也是根本不

同的 。

对于布莱希特来说 ， 艺术的自律是一—而且一直是一一种隐藏

了它只是作为资本利益的附属品的意识形态的幻觉。 文化工业中直

接涉及知识分子地位的社会经济的变化 ，使它的谎言成为可感知的。

文学和社会学的
“ 实验 ＂

应该直接揭示创造了一种拆穿所有关于创造

的自由以及对于他们的基础来说的永恒的文化价值 ， 以及在这个社会

中提供的唯一自由：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剥削的自由的批判的－

政治的意识(cri tical-poli ti cal)这些事实。

对千本雅明来说 ， 另 一方面 ， 灵韵 ，表现和证明经典资本主义时期

(D "在一切最重要的事物中．一直激进地 ， 从来不固守地去行事；
＂

“不是只此一次来做
决定 ， 而是在句一个片刻做出决定。 " (Letter to G. S动olem ,29. May 1926— see llenjait五n,
Briefe. ed. G. Scholem and T. W. Adorno.Fr印1kfurt,Suhrknmp, 1978, vol. I , p. 425.)木雅明的

整个作品制定了这些建议。 这是他三个批评式的朋友在他们尖锐的反对意见和忠告中直接
地反对他的原因 ；他的作品经常没有理论的中介和分解 ， 把相反的冲动歧义性地并饺。 这也
是它们基本上是错误的原因：它们漏掉了只是强调这种受欢迎的似乎是不可悯和的极端的
实践立场的理论的计划和概念 在最直接的水平上 ，这种观点与本雅明对于不能在所有纳
人现象的共同分享的特征中发现， 而是存在千能够包含的极端之中的观念的含义的确信相
符合。 井且如果本雅明所有作品的基本的尚无定论的歧义性 ，在千成问题的弥赛亚主义和
马克思主义的融合那么 ，这也应该从他生命努力的经历中石出：通过它的激进的世俗化， 既
要克服又要 “ 拯救＂

神秘性 。 (For an interpretation along these lines see W. Menninghaus, 
Schwellenkunde: Wa加r Benjamin.r P心 sage des Mythos,Frank:fut1,Suhrkamp,1986.) 

＠ 我是从 I. Wohlfahrt的散文 ， 即"No如 an's-land: On Walter Benjamin's• Destructive 
Character', ·• D皿ritics,vol. 8, No. 2, 1978中借来的表达 。 统治本雅明全部作品的对立性的冲
动和一个潜在的计划的脆弱的整体性 ， 首次被哈贝马斯在具有开拓性的论文"Bewusstma
chende oder retlende Kritik," in Zur Aktualit札I Wal归 Benjamin,ed. S. Unsfeld, Frankfurt, Suh妇

mp,1972中慨括出来 ， 哈贝马斯在各种各样早期片面地
”

适应
”
本雅明的尝试之后 ， 耳正开始

对他的作品有了一种深刻的接受和理解。 在本雅明的 “
无人岛

＂
的边界和界限内 ， see also 

the enlightening paper of S. Radn6ti," Benjamin's Dialectic of Art and Society , "Philosoph比al Fo
叩1 ,vol. XV, no. I -2 , 1983 -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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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作品的自律性存在 ， 不是一种有意识地创造的 ， 误导性的意识形

态的外观(ideological facade) , 而是历史地－社会地强加给艺术作品与

受众 之间的关系。 正是艺术
“

集体体验
＂的客观特征在这个阶段引领 562

了艺术作品的生产 、 建构方式 ， 并且同样决定着遥远的过去的 ， 在不同

的生产和接受条件下创造出来的作品的典型理解方式应对千现代公

众来说 ， 它界定的不是一个作品的含义 ， 而是在其中能够意味一些事

情的特定态度 、方式 ， 因为艺术作品的含义不是一些存在于作品中的

固定本质 ， 而是与（历史的变化）它的接受方式 ， 并且更一般来说 ， 与它

的前史和后史©不可分割。 伴随着批蜇复制的新技术的可能性 ， 他在

总体上集体的现实感知方式的深刻变化的结构（同时作为一种象征）

中看到灵韵的消解雹并且评估了它的重要性 ， 他们在自身中表达着生

活方式的变化和适应世界的崭新模式。 并且阐明这些关系旨在唤醒

来自于感知世界和赋予它以意义的” 自然的” 方式的梦幻般冲动的意

识 ， 一种只是对麻木和物化的生活方式的无意识表达的方式。 它旨在

使意识能够破译这种幻象 ， 并且用这种方式释放 ｀｀ 微弱的弥赛亚力量"

(weak Messianistic power)一— -这种乌托邦潜能甚至能够潜伏在最堕

落的作为集体无意识的意义创造性活动的经验形式之中 。

从这个更广阔的一在我看来——并且是更适当的结构来看 ，

《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篇论文显现出与这个任务的紧密的和

直接的关联 ，这个任务自从本雅明最初开始进行文学活动时就一直占

(D .. 一个中世纪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在它被创作的时候确实不是真正的 ， 在随后的几个

世纪中它变成了真正的 ， 在最后一个世纪中最明显的是这样。 九加 Ku叩werk. . . , GS, Vol. 
I /2,p.476. 

＠ 对于从历史的辩证的立场看艺术作品的某人来说 ，他们把他们的前历史和后历史

结合起来一因为后历史，被卷人连续变化中的他们的前历史也变成可以理觥的。 这些作

品教导这个人它们的功能如何可以比它们的创作者更加持久 ，把他的意图流传下来 ；被他的

同代人如何接受是艺术作品今天对我们产生影响的一部分。 同时这种影响不仅依赖于争论

中与作品的冲突 ， 而且依赖于允许它流传到我们自己时代的历史。 Ed皿rd Fuchs , der 
Sammler uncl der Hi.., 即ri知r,GS, vol. JI /2 , p. 467. 

® Compare Dns Kun.�twerk ... (Zwe心 Fas.mng),GS, vol. I /2, p.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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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他哲学兴趣的核心＠：经验理论的一个新观念的创造。 虽然经历

了这个任务的理解和实现过程中的所有变化 ，一些基本的连续性依然

保持在他的方法中。 一方面 ， 他一直酝酿一个重新获得
“

早期哲学家

的经验概念的丰富性"®的计划 ， 这与建立在主体－客体模式基础上

并且趋向于降低到科学观察 ， 也就是 ， 降低到
“

意义最小值迈）的狭窄

的康德的理解方式不同 ， 本雅明把这个缩减的经验概念看成是一种

“异常时间性的" (singularly temporal)和 ” 时间性限定的" (temporally 

restricted)的经验。＠ 换言之 ， 本雅明从 一开始就坚持经验 ， 包括它自

身感知的组织形式的激进的历史性。＠

”在漫长的历史时间延续中 ， 随着人类集体存在的整个

方式的改变 ， 感知的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 。 人类感知的组织

形式的方式和态度－在其中显露出来的媒介— —－不仅是

自然的 ， 而且是受社会制约的 。"®
564 本雅明最终在语言中发现了这种变化了的经验方式和组织的模

式和关键。 “人类精神生活的每一种表达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语言 ，

并且这种观念用一种真实方法的方式到处暗示着提出问题的新

方式。"Cl>

(D Compare " Erf ahrung " (1913) and 0如如 Programm心r kommenden Philosophie 
(1918). GS, vol. IJ /1 ,pp. 54-56, 157-171. 

＠伽r die Wahrnehmung (1917) , GS, vol. VI, p. 35. 
@ 0妇如 Programm... , GS, vol. I[/l, p. 159. 在这里本雅明把他自己的任务界定为 ，

”在康德思想的主题下 ， 提供更高级的经验概念的认识论基础
＂

， 这将
“

不仅使机械的而且宗

教的经验在逻辑上成为可能
＂

。 勋er das Programm… , GS, vol. D /1 , pp. 160,164. 
＠如r 如 Pro伊amm···,GS,vol. IJ/1,p.158. 
＠ 正是在这点上 ， 本雅明最先被形而上学的宗教考虑原始地驱动 ， 发现了他自己的观

点和卢卡奇关千作为客休构成原则的变化顺序和与之相对应的主体关系的形式的历史观点

不谋而合。 本雅明在与索勒姆的通信中写道 ．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 ， 比任何他的马克思

主义方面的普遍理论兴趣都早得多 ， “在政治方面的考虑的基础上 ，卢卡奇在认识论领域提

出了这样的适合的结论－－－至少部分地和可能不是作为我最初假定的这样深远的方式一一～

这也是我熟悉的或者验证了我的观点
”

。 16 Sep. 1924, Briefe, vol. 1 , p. 355 
@ Das Kunsiwerk ... (Z匹心 Fassu.ng),GS,vol. I /2,p.478. 
('J) Ober Sprache uberhaupt die Sprache de.f Me心chen(1916),GS, vol. II /I, p.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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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依赖于一种产生和理解相同事物的能力 依赖于一种模

仿的能力。 入类经验是围绕着
“

无意识的
“

模仿和交流组织起来的 ， 这

种理解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成为可能应然而 ， 语言不能被当作是与一

些所指的 ，和一些外部相关内容的任意关联一一作为交流的手段一

的能指系统。 这只代表语言的一个方面。 一个人可以通过语言来交

流意味的内容 ， 因为意味的方式是直接地和无意识地表达出来的 ， 作

为交流媒介在语言中通过面相(physiognomically)显示出来也－—-正

如为了理解一个言说者的意图 ，仅仅理解他们的词语和句子所指的含

义是不够的 ， 因此掌握他们说话方式的实际力拉也是非常必要的 ， 它

可能用一种直接方式在表情 ， 声调 ， 或者说话的态度中独一无二地表

达出来。 并且伟大的历史性变化最初不是关于体验和意味的内容 ， 而

是它们被体验和意味的方式和态度：世界被思考的方式和作为适合它

的特性被社会接受的意义方式。

但是在语言中直接(.. 魔法般地,,)揭示的内容不能通过语言来阐

述和说明 。 对于现代人来说 ， 他们经验和意味的方式是
＂

自然的
”

， 它

呈现出一个非历史的
“

总是相同" (ever-same)的外观。 并且虽然另外

一些过去的毁灭性的残存 ， 至少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之中 ， 任由我们处 565

置 ，他们的真实情况首先蕴含在那些无关紧要的囚禁我们惯常感受的

Q) Compare Tiedemann ,Dia比klik im Still血吐p. 18. 关于本雅明的语言观念 ， 这里唯一

的最粗略的参考是 ， 参见 Menninghaus 的富有洞察力的觥释 ， Walter Benjam如Theorie der 
Sprac加wgi.e。

® Compare Ober Sprache ... , CS, vol. II /1, pp. 141 -143; Die Aufgabe des Obersetzers 

(1921) , GS, vol. NII , pp. 14-15; Lehre vom Ahnlicl皿 (1933) ,GS,vol. ll/1 ,pp.208-209,und 沁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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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中<D'他们经常把我们自身的感知方式和接受方式相等同。 为了

释放当前的历史活力 ， 它承诺了另一个隐藏在“ 总是相同
＂
的循环中的

激进未来 ， 一个人需要“ 复活
”

过去一不是任何过去 ， 而是作为＂
起

源
＂

的过去笠揭露一种与我们创造和理解意义方式的类似物 ， 允许用

这种方式 ， 对我们来说最自然的事物作为奇怪的事物以一种陌生的装

扮呈现出来， 并且不同的事物以 一种对等的
” 自然的”

方式显露自身。

然而 ， 这种追忆的劳动要求 ， 不是对于特定的过去， 已经发生的事情 ，

总体上经常制约现在的死去事实的连续序列的描述和解释 ， 而是从同

质时间的连续体中
“

爆破
＂

出一个过去，从破碎的残留物中重新建构成

一个能够真正被重新体验 ， 把它重新带到感性存在(Anschaulichkeit)

的
“ 辩证意象

”
。

@

“我没什么可说的 ， 只是显示。 我不想窃取任何有价值的事物 ， 不

去迎合一些单纯的构想。 而是细节 ， 碎片；不去弄清它们的来龙去脉 ，

而是让它们用唯一可能的方式进入它们自身：通过利用它们。"@本雅

明的
“文学蒙太奇" (literary montage) , 细节考古学的确定的怪异方

566 法－这类似于把从它们的结构中抽出来的碎片强制性地并列在一

起 ， 组成独立的诗意形象和文学的表达样式［夏尔 · 波德莱尔(Baude

la.ire Charles) , 雨果(Victor Hugo) , 布朗基(Blan叩） ， 尼采 ， 等等的］与

＠ ＂微小的事物......是不起限的，或者甚至可能是震惊的（二者并不矛盾） ，它使孔正
作品中的时间得以存活同时构成了这样的要点 ，在其中内容可以穿透真正的研究者" Strenge 
Ku心lw氐en..tch吵(Erste Fas.mng), GS, vol. ill ,p.366. 并且：“感激或者是道歉试图去掩盖历
史过程中的革命时刻c 它的核心是历史连续性的建立 它只关注作品中已经纳入它的后效
影响的那些要素。 它遗漏了传播被打断的那些关键点 ， 这样 ，它遗漏了作品里面的粗糙和参
差不齐的内容 ，它为企图越过道歉的人提供了一个立足点。 •·Das Pa.ssagen-Werk, GS, 1•01. V / 
l ,p. 592.

＠ 关于本雅明的 ”起源＂ 的观念， 参照Tiedeman, Dialekt让 im Stillstand, pp. 76-84; 幻1d
G.K血， "Benjamin:Kri际h gelesen , "Phi如ophi.sche R1l.fl(lsch血 ， vol. 23 , no. 3 -4 , 1976 , pp. I 79-
180. 

@ Compare firsl of all Uber 如 Begriff 心r 炬加hte,GS, vol. I /2 , pp. 693 ff.

@ Das Passagen Werk, GS, vol. V /1 , p. 574. 这个思想的最初构想在本雅明的手稿中有
一个不同的结局 ： ＂我不是描述 ， 而是展示(oorzeig矶）它们。" Uber den Begriff der Ceschichte, 
GS, vol. V /2, r-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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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社会历史的（拱廊街， 全景画 ，零售商 ， 中产阶级的闲逛者 ， 等等）

事实和客观事物连接在一起。 这些都分享一些（闲逛者 ， 拾垃圾者 ， 赌

博者 ，妓女 ， 等等的）体验和行为的典型方式。 所有这些都不是， 如阿

多诺所认为的砚一种使哲学 “ 超现实化＂的错误尝试，也不是“ 日常分

析的诗意化
＂

， 一种采取象征主义形式的审美化的马克思主义(aes

theticised汕mosm)的发展。＠ 它与他的基本的理论前提和他的思想的

最终实践目标联系在一起：赋予过去“ 一种比它存在的时刻可能巳经

拥有的更高程度的真实性＂
。 因为正是辩证地渗入它的过去和带来感

性存在(Vergegenw职igung)的能力构成“ 对于同时代人活动的真实性

的检验”矶

本雅明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向（明显晚于他同共产主义政治的

实际的密切关联）是被对与经济的生活活动的变化不可分割的集体经

验和意义创造方式的历史性变化的重新认识而激发出来的 ， 在人类共

同体的物质实践生活方式中显现出来。 不但展示“ 认知的历史类型的

形式特征”
，而且＂ 展示在认知的这些变化中发现它们表达的社会转

型 ” ＠ 这成为他自己选择的现实任务。 在他的理论计划的内在连

续性中 ， 这对他来说意味着“ 把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成功经验与日益加

重的存在的感性危机结合起来＂ 的一种尝试。© 本雅明非常清醒地认

识到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存在的这种定位的偏离 ， 这种定位不仅与单

纯的经济决定论 ， 也与意识形态批判相背离。

“马克思描述了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这里重 567 

要的是表达关系。 不是文化的经济上的起源， 而是文化中的

CD Compare T. W. Adorno, Ober Walter Be,,jamin,Frankfurt,Suhrkamp,1970,p.26. 
® Compare E. Lunn,Mar.ti.sm a叫 Modemit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吵mia Press,1982, 

p.220.
@ Das P心sagen-Werk,GS,vol. V/2 ,pp. 1026-1027. 
© Da.i Kun.stwerk ... (Zweite Fassung) , GS, vol. (/2, pp. 478-479; see also his cri1ique of 

Wo血in in Eduard F匹加... ,GS,vol 0/2,p.480. 
@ D心 P心sage几-Werk,GS,vol. V/l ,p.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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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表达－这一点必须加以描述。 换言之， 这里要尝试的

是对于作为一个感性存 在首要现 象 (anscha汕ches

Urph扣omenon) 的经济过程的理解 ， 从这一现象产生出…...

19世纪的所有表现。如

并且：

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一定范围的经济基础决定关于思想

和经验材料的上层建筑， 但是这种决定不是单纯的反映(Ab

spiegeln), 那么它是如何一—－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它的起因问

题一一被定性的呢？正如它的表达。 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

的表达。 社会存在于其中的经济状况 ， 在上层建筑中发现了

它们的表达；就像在整个胃中睡觉一样 ， 虽然它可能是梦的

内容的起因
＂

条件
”

， 在它们中发现的不是它的反映 ， 而是它

的表达。 集体首先表达它的生活状况。 他们在梦境中发现

了他们的表达， 而在清醒中发现了他们的阐释。©

对本雅明的思想进行粗略和不充分的概括， 对于理解他把
“

商品

分析
＂

的方法（一种类型的）应用到文化现象的阐述中来说是必要的 。

这就是 ， 正如他反复强调的 ， 商品概念已经成为具有显著的内在关联

同时也是他晚期学术生涯未完成的 、 旨在揭示现代性起源的：《拱廊街

计划》 (Arcades-Work) 和关于波德莱尔的书的理论支点。© 尽管这些计

568 划仍然保持在未完成(torso) 状态的事实 ， 但是在这些计划中本雅明方

法的主要特征能够被重新建构起来。

(D Das Pas沁gen-Werk,GS, vol. V /I , pp. 5 7 3 -574. 
(2) D心 P心sagen-Werk,GS,vol. V/1 ,pp.495-496. 

＠ 在给索勒姆(1935年5月20日）关于《拱廊街计划》的一封信中 ， 本雅明表明它的
中心将由商品拜物教特征的首要概念构成(&比ife,vol. 2, p. 654) 。 在给葛丽特阿多诺(see
CS,vol. V/2,p.1172)的信(1939年3月20日）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 同时 ，作为结语 ，关于

波德莱尔的书的第三部分，应该已经提出了它的
“

哲学基础
＂

， 旨在证明
＂

作为波德莱尔寓言

的观点完成的商品
＂

（给霍克海默的信 ，1938年4月16日 ， 和给阿多诺的倌 ， 1938年11月9

日，in Bri.efe, vol. 2, pp. 752 , 791-793) 。 最后 ，他把商品的拜物教特征指定为这两个计划最终
的

“

交汇点
＂

：给霍克海默的信， GS,vol. V /2, p. 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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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它最主要的特征是消极的：本雅明对于作为一种日益使文化

活动的许多分支以及对它们产生的影响纳入它的轨道的生产和交换

过程的组织和结合的独特类型的商品关注的相对缺乏。 当然 ，他做了

大量关于这个主题的深刻观察。 例如 ，他指出在文学体裁和风格方面

的变化 ， 随之发生的事实是诗人之间的竞争现在采取了公开的市场竞

争的形式。。 通过艺术的商品化 ， 以及它对于艺术发展和对商品等

等©范图的扩张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影响 ，他探查了艺术再生产形式的

解放过程。 但是 ， 非常清楚的是 ， 它不是通过和归因千商品的概念在

他晚期的计划中获得了核心的理论重要性这样的观察。

正如本雅明自已指出和强调的 ， 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理论被他一直用作自身研究的概念的核心—一虽然 ， 人们

必须补充说 ， 是用一种相当特定的理论方式：作为一个关于现代性状

况下集体经验堕落的－物化的形式的理论 ， 也决定着现代艺术变革的

可能性。
“ 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然现象， 与之同来的是一个全新的 ， 满载

梦幻的沉睡状态蔓延欧洲 ， 同时来到的还有神秘力量的复活。飞）本雅

明的“ 面相的唯物主义" (physiognomic materialism) , 揭露了现代性的

”起源
”

， 同时试图解构(defamiliarise)作为一个幻象理解现实的方式 ，

通过唤醒它早期－转瞬即逝的当下只存在千通过它们的奇特性袭击

我们的废墟中的显现 ， 精确地通过这样一个距离 ， 同时它旨在把我们 569

自身看待世界的方式带到反省的 ， 但是感性的存在， 使这层我们集体

的梦幻意象加诸之上的面纱向清醒的一瞥直接敞开。 因为这层面纱

不仅掩盖了现实 ， 而且用它严重的失真也模糊地勾勒出了另外一个被

期待的未来的可能性。 “一个人可以说在这本书中有两个方向： —个

从过去到现在 ，代表着拱廊街等。作为先驱 ， 另外一个方面 ， 是从现在

CD Compare especially CS, vol. V / J , pp. 422424. 
® Compare D心压sagen-Werk, GS, vol. V / I , pp. 48 , 59, 824-846 , 并且尤其是他关于摄

影的历史的著名论文 ， C..5, vol. ll / I , pp. 368-385 ; vol. ill , pp. 495-507. 
® D心 Pa.ssagen-Werk, vol. V /1, p.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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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过去 ， 为了让这些先驱在当下爆炸从而使得革命得以完成...... " (1)

通过千变万化令人着迷的意象(Zwangsvorstellungen)掩盖包围在

它周围的每一件事情属千商品生产的本性：作为商品的事物需要体验

主体希望－象征的特点 。 如果它的实际用途 、它的使用价值 ，仅仅构

成它真正本质的永久外壳：普遍的交换能力 、交换价值 ， 那么 ， 一种劳

动产品就成了商品。 生活在一个呈现为商品巨大聚集的（实际的或是

潜在的）世界里 ，意味着赋予与它们平凡的用途 ， 与它们有用的特征毫

无关系的对象以意义 ，意味着不再对超越性而是对内在性以及事实上

是编造（通过展示 、时尚、 广告等等）的事物赋予意义 ，再一次成为物化

的 ， 因为它们实际上压制和隐藏了它们自身的创造性 ， 它们在人类劳

动和建构中的起源。 这赋予日常事物以虚幻的光辉 ， 一个光晕(aure

ole): 一个微弱的神圣的残存。 商品社会与其说是一个理性贫乏的社

会 ，不如说是给每个事物都加上了一个允诺世俗幸福的咒语的重新施

魅的社会 ， 但是对于幸福它所提供的是个体与他们自身产品以及其他
570 个性的异化 ，

一个对交换价值的审美光彩的深刻移情。＠ 并且正是新

奇事物的诱惑对千这种幻象的吸引力的持存负有主要责任。 ＂新奇不

是依靠商品的使用价值的一种品质。 它不可分离地归属千由集体无

意识的形象产生的幻觉的来源。 它是错误意识的典范 ， 其中时尚是不

(D Da.! Passagen-Werk, vol. V /2, p. I 032. 

® u 由商品生产最初限定的新创造和生活形式．．．进人普遍的幻象。 它不仅首先在理

论阐述 ， 在这些创造变成
｀

理想化 '(verkliirt) 的意识形态的转换中展示出来， 而且已经以一

种感觉的方式在它们的片刻呈现中展示出来。 它们作为幻象展示自身。"Das Pa.ssagen-Werk, 

GS,vol. V/2,p.1256. "这些意象是作为希望的意象 ， 同时在其中集体同时努力去克服和美

化社会产品的不成熟和生产的杜会秩序的缺乏 ,"D心s Passagen-Werk, vol. V /I , pp. 46-47. 

＂世界博览会美化商品的交换价值。 它们创造了一个结构 ， 在其中它们的使用价值减弱成背

景。 它们打开了一个幻象的世界 ， 在其中人们使自身处于矛盾之中。 由千它把它们提升到

商品的水平 ， 娱乐性工业对于它们来说变得更加容易。 它们通过欣赏与它们自身和他人的

异化从而屈从千它的操控， "D心 P心agen-Werk, pp. 5 0 -51 . "事实上 ，
一个人几乎不能把交换

价值的
＇

消费
＇

设想为除了移情于它之外的任何事物
”

， 给阿多诺的信， 1938 年 12 月 9 日 ，

Brie_凡vol. 2 , p. 799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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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疲惫的代理人。,, <D正是被强加的和被感觉唤醒的意义的外在性和

独断性使它们永不停止地变化 ， 并且正是意义特有的不稳定性和不断

变动最终动员古老的、 无意识的希望－形象 ， 揭露出它们在“ 总是相

同 ＂中的隐蔽本质：对于作为本源上纯粹无意义的商品世界的基础的

抽象劳动来说 ， 工作被降低到没有质的区别和所有结果的独立性的单

纯体力付出。 ”这种观点不是存在于
｀ 相同事物一再发生'(again and 

again the same)的事实中 ， 当然 ，这里甚至更少的是外部循环的意味。

这种观点更是对在其中新事物根本没有发生变化的世界的相面术 ，这

个新事物在它所有的部分中保持着总是相同 。 这构成地狱的永

恒。" ®并且：

事物作为商品第一次在使人们彼此疏远方面施加它的

影响。 它通过它的价格发生影响。 移情进入商品的交换价

值 ，进入它相同的底层—— －这成了决定性的一点。（被劳动

占用的时间的绝对的质的同一性产生了交换价值－这就 571 

是与感觉俗气的颜色形成鲜明对照的灰色背景。）＠

新颖性和总是相同的矛盾 ， 用它最基本的形式在接连不断的变化

的时尚与大规模的生产的结合中显示自身 ，构成了现代性的拜物教世

界中经验的本质。＠

过去的最初历 史(das urgeschichtliche Moment)的面

貌 这既是技术发展的结果又是其发展的前提条件一�

巳经不再像曾经那样 ， 被教堂和家庭的传统伪装起来 。 古老

的前历史的战栗环绕着先前我们父辈的世界 ， 因为我们不再

CD Das Passag证矶rk,GS, vol. V /I ,p. 55. 

® Das Passag如眈rk,CS, vol. V /2 ,p. 676. 

® Das Pa.ssagen-Werk, GS, vol. V /I , p. 488. 

@ .. 发达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辩证法 ： 产品的新颖性需要－ �作为需要的刺激物－�

直到现在未知的意义 。 同时 ， ｀总是相同
＇

以各种奇怪的方式呈现在大批扯生产之中 ， '"D心

P咚agen-Werk,GS,vol. V/l ,p.417. " ...... 新颖和总是相同之间的矛盾……产生了幻觉 ， 通过

它使商品的拜物教特征遮掩了历史的真正特征， “给霍克海默的信 ， 1938 年 8月3 日 ， GS,

vol. V/2,p.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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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传统的束缚了。 技术的符号世界(Merkwelten)消解得越迅

速 ， 它们中的神秘性显露得就越快和越粗鲁 ， 一个完全不同

的符号世界必须被建立并且更加快速地反对自身。。

个人与他们的环境的实际关联越来越少地以习惯性操作和照料

他们精通的一个熟悉环境里的固定物体的能力为特征——他们与
“

技

术的符号世界
＂

的关系越来越多地被品味(taste)控制。＠ 当代经验的

572 特有结构需要审美的特征一一绝非偶然地本雅明用一个美学现代主

义最喜欢的术语之一来界定它：体验。 鉴于这个世界的物体已经失去

了由传统固定下来的永恒的意义的事实 ， ＂真正的
“

经验变成私人化

的 ， 转变为 一个不可交流的内在事件。 随着经验的传统组织形式 ， 以

及记忆的社会构架的崩溃 ， 它需要一个类似千震惊的瞬间 ， 然而这个

瞬间一一归因于现在自觉的感受与过去潜意识的愿望直接并存一

是由一种移情的色彩所赋予的 。 ［这里 ， 本雅明的旌惊理论再一次清

晰地与尼采和后尼采的审美观念的爆炸性瞬间(Plotzlichkeit)理论相

类似。］＠

当然 ， 颇具讽刺意味 的是本雅明发现德国美学(German aesthe

tics)的核心特征（美好的幻觉、 品味 、 体验 、瞬间）在堕落的世界 ， 以及

商品的
“

地狱
＂

中直接得以实现。 但这也是通过揭露
“

在文化中的经

济表达
＂

的计划所意味的内容 ，经济不仅被认为是作为一个复杂的 、多

Ci) D心 P心S咚en-Werk,vol. V /1 , p. 576. 

＠ ｀｀消费者...…当他作为—个购买者时经常是无知的
”

， 然而他的品味的重要性得到
了提升一无论是对于他还是对千制造商。 对于消费者来说， 它具有一个或多或少精心掩
盖他专业知识缺乏的价值。 它对于制造商的价值是对千消费的一个新鲜的刺激", "Met.ho

denfragmenL," GS, vol. I /3, pp. 1167-1168. "习惯构成了集体共享的经验(Eifahmn.g)的支

架 ， 这些经验被片刻(E中加切的主观经验解构 ， "CS,vol. V/l,p.430.
＠ 事实上 ，经验， 通过集体共享组织起来的和合成为整体的经验， 在现代性条件下传

统的固定的含义分裂为两支：进人经验 ，难以形容的私有化， 主观移情的经验， 和信息 ，它可
以无限制地传播和验证 ，但它保待着与个人生活的完全无关和分离 。 用这种方式 ，现代文化
的二元结构， 它对立地分裂为艺术和直接指向日常经验结构的表达的科学。 Compare first of 
all Der E呻tier,GS, vol. JI /2, pp. 438-465 , and 0比r ei.nige M如此 bei Ba呻匝re,GS, vol. I /2 , 

pp. 607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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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的和经过中介的客观的社会制度的组织形式 ， 而且被认为是作为

“感官上体面的最初现象
”

：被历史限定的个人在其中和通过他们的物

质实践活动生活于他们的世界的方式。 因为文化一 最近兴起的与

商品生产的胜利紧密相关©的特定概念一 在现代世界确切地取代了

真正的 、有效的共同体建构的传统。换言之：＂文化
“

是使过去和现在

的艺术作品 、科学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融入一个通过它特有的特征剥 573

夺它们真正影响的传统的历史性的特定方式：引导集体行动和具有
“

变革的功效
＂

的能力 。© 作为
＂

文化的对象
”

这样的作品无非是
＂

永远

不会打破人类意识表层的难以忘怀的事情和事件的沉积 ， 因为他们从

来都不是真实的 ， 那是政治的、经验的
“

究本雅明的批判首先针对的

不是把文化的意识形态识别为与统治者的
”

特权的总和
＂

相等同 ， 也不

是针对它实际上对于少数人的“ 文化垄断" (monopoly of cultivation)的

依赖砚虽然 ， 他很清楚这些事实。 这一批判直接针对的是文化就其本

身而论 ， 被理解为获得了当下社会认同和意义的
”

精神
”

劳动的具有特

定倾向的产品 ， 一种客观地强加在为它们的创造性和它们的接受性理

解提供条件并且只是使文化的概念更加明确的这些作品上的关系 。＠

CD Compare GS, vol, V / I , p. 584; vol. V /2, p. I 256. 有时 ，本雅明用一种更锋利的 ，更加

令人震惊的（并且也是更加成问题的）方式指出这种观点：＂文化概念的形成似乎归屈于法
西斯主义早期的一个阶段。 "Pariser Brief I(1936) , GS, vol. ID , p. 485. 

® Das Passagen-Werk, GS, vol. V /1 , p. 489. 

@ Eduard F匹压.. ,CS,vol. Il/2,p.477. 也可以参见 ： ＂关于 ｀ 拯救
＇

的观念……从哪

里现象可以被拯救？不仅在于 ， 与其说是从声名狼藉和轻视到他们已经堕落的地方，不如说
是以一种他们特定的传承态度从他们经常被呈现的灾难性的方式中 ，在他们

｀

作为遗产的评
估中

＂

……传承的是大灾难。 ''Das Passagen-Werk, CS, vol. V / I , p. 591. 
@) .. 用文化[ Kulturmenschh咄］人类学的形象的类比来设想无阶级社会的存在形式将

是荒谬的 ， "Das P心agen-Werk, CS, vol. V /1 , p. 583. 

＠ 在这方面， 他对于法兰克插学派作品的评论是独特的(Ein心ut.sches I nstit也 freier
Forschwig [ 1938)), 谈到马尔库塞著名的关于“ 肯定性文化

＂

的论文 ， 本雅明只是强调这个
内容的消极方面(compare GS, vol III , pp. 525-526) 。 他对于公认的文化历史” 杰作

＂

的明显的
疏远态度 ， 也属于这个内容 ： 作为与文化构成的彻底同化和基础 ， 这些作品在目前不能被建
成真正的 、有效的经验的客观对象。 除此之外 ． 在普遍的“永久和过时的意义上 ， 这对千他来
说也是微不足道的 ， 这当然也是事实：因为他不能理解作为一个合法的批判性的权威的历
史。 "Radn61i," Benjamin's Dialectic of A11 and Society," p.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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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雅明来说 ， 对于现代性文化的分析商品概念的中心并不意味着
574 仅仅专注千

＂
精神价值

“
商品化的事实。 它更关注艺术的、知识等的劳

动产品转化为精神价值 ， 交换价值的
”

精神化" (spiritualization)。 如其

所是 ，文化是一个在其中
“

资产阶级享受自身虚假意识的第二秩序
＂

的

幻象。。

文化是一种与陷人其范围之中的那些人类成就之间的物化的－

正在物化的(reified-reifying)关系 ，是这些成就的物化的－正在物化的

概念：它将它们转换成可用的对象， 转换成有价值的［至少在观念上

(at least ideally) ]构成整个人类财富的
“

商品" 。© 它们声称的普遍性

不是从它们假定为日常的、 物质的商品中 ， 而是从精神商品或者价值

中得出的 ；文化意味着把它们构想为
“ 理想的对象" (ideal objects) : 独

特的 、 自成一体的、 独立的 、无缝的连贯的意义整体。 如同日常生活的

物化的－拜物教的经验 ， 文化经验也需要它的拜物教的特征 ， 因为它

隐藏并且／或者把这些意义的产生和重新产生的方式神秘化了。 ＂作

为所有那些被认为是独立的结构(Gebilde)的总体 ， 如果不是来自于它

们产生千其中的生产过程 ， 而是来自于它们持续的过程 ， 那么文化概

念具有拜物教的特征 ， 它呈现出一种物化的形式。＂ ＠当本雅明强调指

出 ， 文化的每一个记载同时也是野蛮的记载 ， 因为它压制了很多匿名

苦工的存在时砚他所指的不仅是那些乏味的体力劳动 ，它们一从文

化中被排除 生产使
”

伟大天才的创造成就
＂
成为可能的物质条件 ，

而且同样是指那些
“

文化商品
＂

的接受和传播的匿名劳动 ， 不是简单地

维护 ， 而是开放地和现实地保存它们的意义。 在文化概念中
“

不仅这

些商品的产生 ， 而且它们的传播 ， 更进一步， 在其中它们进一步的发

(i) Das P心sagen-Werk, GS, vol. V /1 , p. 55. 

® Compare GS, vol. II /2, p .  477; vol ID , p. 525; vol. V /1 , p. 584 and so on. 

@ Eduard F匹hs... , GS, vol. II /2 , p. 477. 

© Ober den Be, 炉if[. .. ,GS,vol. l/2,p.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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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即实现改变都归属于持续的社会劳动这样的意识巳经丧失了
＂

吼

对千作为一个非理性过程的艺术生产的突出
“

创造力
＂

的强调， 从根本 575

上反对各种各样的
“

编造
“
一－个有机地附属于

＂
文化

”
观念的

事实上实现了把受众固定在一种纯粹被动态度上的目的， 使他们成为

精神
”

商品
＂
的理想消费者。＠

因此艺术作品转换成
＂
文化价值

”
意味着现代性条件下商品世界

日常经验基本的结构特征和独特的审美体验之间的一致性。 这也是

一种被制度性地组织和强加的一致性。 艺术批判主义的实践， 以及更

广泛的出版， 创造了文化商品的真正市场， 在其中它们之间互相竞

争。＠ 工业博览会和零售商店代表着博物馆的
“

结构的秘密模式
＂

矶

大体上说 ， 今天审美态度和经验所意味的东西代表了商品经验的
”

精

神化飞首先 ，艺术作品与作为一种独特的
＂
文化宝藏

＂
的传统结构的

结合， 强加给它的公众一种移情和沉思的妥协态度 ， 切实地意味着对

于它的前存在的(pre-existent) 、不变的和取之不尽的意义内容的
“

接

受
＂

， 把商品感官上的光环转变为作品的审美的灵韵：精神的提升产生

出距离， 以及不可接近性的感受。＠“
什么是确切的灵韵？一个空间和 576

时间的非凡结构： 一个距离的独特现象，尽管它可能在近处。 ,, @ "本

来远处的物体是难以达到的·…..在近处一个人可以获得它的物质外

Q) Da.s P心sagen-Werk,GS. vol. V /2, p. 1255. 本雅明反对意识形态批判的日常实践的

主要观点之-.是从受欢迎的创造性立场和意义的历史开放性中得出来的。 意识形态批判 ，

对于作品中的美学意义和它起源时的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突出强调 ，使结构与它的固定的 ，

仅此一次的含义的辨认相关联 。 ”事实上这方面应该随若不同时代而改变 ，这指导了他们对
于作品的回顾， "Pariser Brief II (1936) , GS, vol. II /2, p. 500

® Compare Pariser B诃!,ibid. ,p.493. 

@ Compare D心 Passage-Werk,GS, vol. V /I , pp. 56 ,422-423 and so on. 

@ Comp盯e ibid. , pp. 239,522; 也可以参照作为内部暴力愈演愈烈的博物馆特性的描

述。 然而 ， 这些排比与本雅明的文化组织形式对经济组织形式的某种原因上的依赖 ，或者这
些后者的时间上的先行的假设无关 ， 这点应该被极力地强调。 事实上 ，二者之间真正的历史
关系可能是逆向的：”在艺术作品中训练出来的沉思态度 ，慢慢地转化为一种对千商品的股
票更加贪婪的态度， ., ihid. , p. 521.

@ Com严re CS, vol. V /2, p. 1255. 

@ D心 Kunstwerk... (Erste Fass皿g) ,GS,vol. l/2,p.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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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而不损害保持它外表的样子的距离。，心

同时 ，审美的灵韵一不仅是经验的一种空间的 ， 同样是一种时

间的现象— —也意味着美学领域
＂

新的
“

与
＂

总是相同
＂

之间的基本矛

盾的回归 。 灵韵把
“

独特性(E加咄ligkeit)与永久性
＂

紧密地连接在一

起雹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既是客观性的又是主观性的。 灵韵作为附着

在作品自身中的特征与其
＂

真实性
＂

相等同。 然而 ， 真实性确切地意味

着艺术对象的经验的单一性 ， 它
“

此时和当下
“

但仅仅在这个范圉内

(insofar)的存在 ， 作为这种独特性（相对于伪造的）见证了它属于一

个被设想为普遍有效的传统 ， 也就是，作为永远持续的传统。 ”事物的

真实性是所有那些可流传的(Tradierbares)事物的总和， 在其中从它产

生的时间 ， 从它的物质持存到它的历史见证......艺术 作品的独特性与

它嵌入其中的传统结构是一致的。 ＂ ＠同时暂时性的奇异性与永久性

之间的矛盾纠结， 构成了一个主观的审美的灵韵经验的基本现象学的

特征：瞬间被照亮的经验 ，在其中时间自身似乎停止 ，作为暂时性与永

久性的统一的
“

完满现在''(fulfilled present)的悖论。 最后 ， 商品的日

常经验的矛盾的时间性结构 ， 同样表现在现代艺术活动的相反趋势

中： 一方面 ，表现在对于曾经非常激进的革新的强制中 ， 另 一方面 ，表

现在朝向瞬间的
“博物馆化" (musealisalion)的趋势中（例如 ， 作品的创

造从最开始就为博物馆的展出做准备）。＠

577 解释性批评的文学作品中经常被讨论的本雅明建立的他自身计

划与马克思主义商品理论的关联一或者 ， 甚至范围更窄 ， 与马克

思的拜物教理论——至多是贫乏的 ， 并且建立在大晟误解的基础

上 。 这个观点已经被阿多诺在他对从 1935 年开始的《拱廊街计划》

的第一篇论文的批评性反馈中提出来。匈可多诺原则性地反对涉及

© Das Ki心勋erk... (Zweite Fassung) ,Das Passagen-Werk,GS,vol. V/2. ,p.480. 
® Das P心sagen-Werk,GS,vol. V/2. ,p.479 
＠如P心sagen-Werk,GS,vol. V/2. ,pp.477,479. 
© Compare Das Pa-ssagen-Werk,GS,vol. V/l ,pp.55-56,514. 
＠ 参照阿多诺给本雅明的信 ， 1935年8 月 2日 ， in Benjamin, Briefe, vol. 2, pp. 671 -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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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大的问题的复合体。 一方面 ， 他批评了他所认 为的集体意识的

本质 ， 各自进入超个体 (supraindividual) 的主体的 无意识和梦幻意象

中的古代因素与乌托邦事实（通过参照
“

最初的
“

社会的无阶级本

质）的类似的等同。 关千第一篇论文本身和它们对千《拱廊街计划》

（尤其是它后来的详尽阐述）整体的相关性的这些评论的恰当性， 都

是我不能进入的讨论。 我只想说， 本雅明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这些批

评性观察的合法性：直接产生它们的路径从 他计划的后期论文

(1939) 中 ， 并且似乎也从他后期对于作品的评论中消失了。 另一方

面 ， 从他思想的最初时期开始的《拱廊街计划》本质上的连续性 ， 以

及集体的梦幻意识和它们的乌托邦潜能的观念中的核心， 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证。 。

然而 ， 正是阿多诺第二个主要的反对意见与我们的讨论直接相

关 。 他指责本雅明用一种非法的方法 ，通过把它转换成意识而对马克

思的商品拜物教观念
＂

作心理分析
＂

， 由千这一点 ， 它失去了它的
“

辩

证能力
”

。 “商品的拜物教特征不是一种意识的事实 ，而在显著的意义

上是辩证的 ，它产生意识。屯）从这里他得出了一些基本的关于作为社

会状况的自我表现 ， 并因此不具有独立社会”影响
＂

的客观的星丛的辩

证意象的观念的方法论结论。＠

总体上说， 从奠基于对本雅明计划的基本意图的无意识的失实陈 578

述， 以及在他的位置上阿多诺自身理论前提的悄然替换的争论中，整

理出阿多诺真正适当的批评是非常困难的。 撇开阿多诺确信无疑的

构想（拜物教根本上不是作为意识的事实） ， 作为马克思解释的一个例

子 ， 至少与本雅明对这些观念的运用同样存在疑问这一点， “心理主

义
＂

的指控［用它非常移情和令人厌恶的方式：＂落入资产阶级心理学

＠ 这种观点被S. Buck-Morss非常确切地讨论过 ， Th.e D边Lee1.虹 of See叩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especially pp. 279-286. 

＠ 给本雅明的倌 ， 1935 年 8 月 2 日 ， in Benjamin, Briefe, vol. 2, p. 672. 
@ Comp釭e Das P心sagen叽rk,CS,vol. V/2,p.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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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rgeois psychology)的魔力里"] (D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当荒谬的。 本

雅明从根本上关心的是呈现出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状况下经验被历史

性构成的方式 ， 并且为了这个目标他使用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

论：为了揭露感知和对于世界的鲜活的 、 直接的阐释之间存在的基本

的共同性 ，这种阐述是作为个体通过它们的物质实践的特有特征与社

会连接起来的方式的表达 在这些条件下仍然保持
“

无意识
＂

的共

同性 ， 但是可以被转换成共同体构成性的(community-forming)力最。

如果一个人把
“

经验
”

概念当作是（纯粹的）心理学的概念 但是它

确实没有用心理学分析原则来进行研究（至少没有在一般含义的水平

上） ， 那么这整个计划就是 “
心理分析意义上的" (psychologizing) 。 并

且事实上 ， 它似乎是阿多诺在原则上对于这样一个计划的意义的质

疑。 他的观点表明 ，对他来说分析商品社会的唯一合法方式是 ，
一 方

面 ， 依据客观的、 物化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 ，依据（作为它的关联物和

影响）异化的 、 完全原子化的个别主体两者之间的二元的、 正好相反的

关系。© 无论这种观点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它都隐含着对本雅明尝

试做的事悄的一种彻底的拒绝 ，并且这几乎不能代表批判性理解的适

当基础。
579 然而 ，从另一方面来看 ， 阿多诺的指控所涉及的对于马克思的商

品拜物教概念的错误理解和运用 ，在一些方面是非常合法和有充分根

据的。 马克思一贯强调拜物教现象的
“

客观性" (objectivity)。 在最基

本的水平上 ， 这意味着在发挥功能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框架内 ，拜物教

的表现是以在它们的经济活动中独立的个体来准确地定位的 ，也就

是 ， 它们实实在在地发生影响。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它们也被这些个

(D Das Passagen-Werk,CS,vol. V /2. ,p. 672. 
® "······ 谁是梦想的主体? 19世纪当然只有个体 ；

．．… 客观的剩余价值在个别的主
体中确切地实现了自身同时也反对他们。 集体意识被创造出来只是为了从具正的客观性和
它的关联物 ， 即异化的主观性中转移注意力 。 现在轮到我们用一种辩证的态度来分化和消
除在社会和个体之间存在的这种 ｀ 意识 ＇

， 而不是激起它作为商品特征的相关意象 ， "D心

Passagen-Werk ,CS, vol. V /2. , pp. 674-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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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再生产的整个过程中获得的生活经验经常性地确定和加强 ， 这些

陈述自身促成了这种可能性 。 本雅明的 “幻象”
、 “梦幻－意象” 和＂ 希

望－象征 ” 等等观念似乎很难和马克思的观念相调和 ，对马克思来说 ，

这些陈述的内容被它们的实际功效和经济功能的需要非常狭窄地限

定。 事实上 ，本雅明的观点指向的是被马克思反复和绝对拒绝的商品

的概念化：指向它的（在其他人中：黑格尔的）作为被客观化的社会符

号(sign)的理解。＠

然而 ， 如果涉及阿多诺提出的观点的这种分歧 ， 则存在更多根本

的理论差异。 马克思和本雅明对于作为不仅具有消极意义 ， 但总体上

它们引起人类的堕落 ， 而且同时也创造了未来解放的积极条件的历史

过程的异化和物化有着相同的辩证的理解方式。 他们不仅在把拜物

教的日常表现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实践的特征客观地限定的

方面 ，而且在承认它们的社会历史功效方面也是一致的。 然而 ， 他们

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理解这些特点的。

马克思的理论首先是历史过程的理论 ， 以再生产问题为中心 ， 这

使他可以调和历史中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观点。 它首先指向的是

类似千社会的关系 ， 制度安排和对孤立个体来说实际上 (de facto)事先 580

已经给定了现实 ，对此他只能适应机构的固定外观的消解这样的事

情。 然而 ，他试图表明这些关系是如何在这个被历史限定的个体的联

合社会活动中日复一日地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 ， 在这个过程中 ， 这

些个体自身不断地再 生产和改变他们自身活动的 “ 永久的“ 条件。©

对于他来说 ， 关于拜物教的陈述是有社会作用的 ， 因为他认为它们对

这个再生产过程是有功效的。 就行动被理解和动机形成的方式而言 ，

作为相关现实的实践解释 ， 它们用一种特定的方式把个体插入这个关

＠ 然而 ，应该注意到 ，本雅明在（拱廊街计划》的笔记中从《资本论》中摘录的地方之

一 ，在那里马克思批判了商品的这种观念。 see GS, vol. V /2 .p. 805. 
＠ 这也构成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最基本的前提 ： ＂历史确切地表现为每一种迷恋堕落为

一种幻觉：历史只不过是客观性形式的不断转换的历史 ， 它塑造了人类的存在。"Lukocs,His
即y arul C如 Consc叨瓜心ss,p.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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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系统中一一用一种促成它的历史产生和使它得以维待的连续性

的方式。 它们潜在的解放角色或者乌托邦内容的任何观念对千他的

思想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 ， 至少在他理论活动的后期应他的辩证法

定位在它的革命的战胜的潜能上 ， 被资本主义决定性地在其他地方制

造出来。 部分地在客观条件下：在它的经济再生产过程的功能日益丧

失中 ， 它不断扩张的同时产生了它自身可能性的越来越不安全的条
581 件。 部分地 ，但并非不重要的 ， 他把它定位在

“

主观的
”

方面：串实上 ，

这个发展过程中直接的生产者在他们每天的工作和生活活动中 ，这些

（不仅是技术性的 ， 而且是广泛社会性的）需求 、态度和能力 ， 只能在根

本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得到满足和训练 ， 他们也使这些社会条件的建立

成为可能。正是生产和交往力撮的加速累积一—最终
“

只不过促进了

个人能力的发展
”

雹并且构成历史中连续性的轴心的进化一赋予

资本主义异化的世界性纪元以
”

进步
＂

的特征 ，并且成为人类进步历史

中的转折点 。

这样本雅明对进步观念的毁灭性批判雹虽然直接针对的是德国

社会民主党(German Social Democracy) , 同时也必然涉及马克思自身

理论的一些基本前提。 这种批判的动机与他自身学术发展历程的独

特性分不开 ， 也与他来源于犹太弥赛亚主义和德国浪漫主义传统的思

想根基分不开。但是也有一些较少的怪异的和个人的原因 ， 对此 ， 本

O 在这方面 ， 回忆马克思对干
”

历史的神话
＂

的功效的相关间题的态度是值得的 。 马

克思和本雅明一样意识到唤起
“

过去的精神
”

所起的伟大作用 ， 尤其在革命危机的时代。 然
而 ，他明确地把这个角色限定在过去的政治革命中。 未来的社会革命不能从世界－历史的

回忆录中汲取动力和热悄（
＂

他们的诗歌")一这只能使对千他们独特的任务的意识变得
模糊。 他们必须面向未来被定位。 他们＂应该让死者埋葬他们的死者”

。 Compare Marx-En

gels, rn钉ke,vol.8,pp.115-1!6. 对于本雅明来说 ， 另一方面 ，作为
“

未来几代人的救赎者
＂

的T.

人阶级的形象实际上削弱了它的力员的来源。

”

这样的教育使它忘却了它的仇恨和牺牲的

意愿。 因为这二者都是被奴役的祖先形象所滋养 ， 而不是依靠解放的子孙的理想。"Ober den 
Begriff. . . , GS, vol. I /2 , p. 700. 

® Marx-Engels, � 打比 ， vol.3,pp.67-6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 人民出版

社1998年版 ，第103页。
－译者注）

@ Compare primarily 0妇如Begriff. . . , CS , vol. I /2 , pp. 697刁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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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明本人做了清晰的阐述：＂我们这一代人的经验是：资本主义不会以
自然的方式灭亡。嘀）在这方面 ， 马克思本人是否假设了社会主义革命
的历史性的“不可避免“ 是无关紧要的一他确实认为它的条件在资
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会” 自然地” （也就是 ， 作为再生产的经济过程的固
有的必要性的结果）成熟。

这种假设的不可靠性是经历了德国的（更广义上说是西方的）革

命的失败以及法西斯主义兴起的一整代理论家的 体验。 同时由于他
们承认一个明显的经验事实（并且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的经验似乎证
实了这种观点） ， 即一个普遍的 、 客观的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危机的存
在 ，在革命的主体即无产阶级方面 ，对他们来说首要的问题是“ 激进动
力的缺乏"。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初期的 “ 西方马克思主义 ”

(Wes tern Marxism) , 代表一系列试图发现一种填补 ” 主观” 和 ＂ 客观" 582

条件之间的鸿沟的理论方向。它由为寻求新的革命动力来源的研究
所主导。认为问题主要存在于政治组织方面的葛兰西 ， 在 “ 有机知识
分子" (orgat1ic intellectual)的神话中发现了答案。 卢卡奇提出了伟大

的文化传统的解放性潜能的思想 ， 首先是“ 现实主义者" (realist) 艺术

消除拜物教的能力。尽管他们的观点中存在所有区别 ， 尤其是关于审
美现代性问题上他们各自的判断 ， 但是 ， 在它最普遍的方向上这种解
决方案对阿多诺来说同样是不陌生的一 —－只有他认出这根本上不是
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现代性状况下 ， 高雅文化的作品缺乏大众的社会
影响 ， 并且他从这个事实中得出了对于历史性现实的不可避免的消极

结论。 本雅明也清楚地看出了这后一个问题 ； 然而 ， 这促使他寻求那
些日常的大众经验的形式 ， 在其上建立起革命性意愿和承诺的反文化
(counterculture) 的基础。并且在这个普遍的意向上 ， 本雅明比大多数

他同时代的学者更接近马克思。
但是本雅明不再把探寻到的这些生活经验与工人阶级-f'1=为

(D D心 P心sagen-Werk,GS, vol. V /2 ,p.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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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
＂

文明进步" (civilizing progress)的主体和客体 在它的过

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的那些
“

积极
＂

的集体特征相等同。 因为从后来

历史经验的有利观点来看 ， 这些文明的堆积呈现出来的只是那些把无

产阶级整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 面对这样的问题 ， 本雅明计划的

独特性在于这样的事实 ，他认为他能够在经验的那些形式中发现解放

的潜能 ， 这些经验形式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被认为是 作为它

真实本质的虚幻的歪曲一—确切地作为一个
“

整体
”

应在某种程度
583 上 ， 一个人可以说他把争论的中心从高雅文化创造的水平移到日常经

验的意识形态批判上。 高级意识形态 ，它通常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

的
“

理想化(idealisations)" , 也创造出同它的经验事实的距离并且因此

在它们的非常
＂

肯定的
”

本质中也包含否定的时刻 ，也就是一种乌托邦

的潜能。 在某种程度上 ，本雅明把这个特定的思想应用到日常的拜物

教意识中。 但是至于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形式 ，他们的批判潜能被看

作是有意识地向总体性 、普遍性以及实际联系的合理化进行努力的功

能 ， 赋予它们以规范的效力 ，拜物教的意象以及对本雅明来说具有相

同能力的日常经验 ， 由千它们的梦幻般的
“

非理性
＂

， 内在的不连贯性

以及碎片化 ， 把事实上正常的期待转换成残暴的实在性。

这个变化也涉及在辩证法的特定含义中的一个基本变化。 对本

雅明来说 ， 它不再意味着一个历史过程的矛盾趋势的理论 ， 在它的结

构性特征的特定再生产过程中 ， 必然地消除或者削弱独一无二地使这

个再生产构成成为可能的那些条件。 对本雅明来说 ， 它成为一种歧义

＠ 我认为 ， 阿多诺非常合理地指出了这个事实 ，这些经验确实不是特定阶级的 ：
"· … ..

在梦幻的集体那里阶级之间依然没有差别 ， “给本雅明的信 ， 1935 年 8 月 2 日 ， in Benjamin, 

Briefe, vol. 11 , p. 675. 本雅明固执地坚持工人阶级作为唯一的革命代理人的思想。 从马克思

的立场乔 ， 这也许是他思想最正统的特征。 然而 ，他的理论内容指向一个更加异质的革命行

动的概念。 每当他援引它的形象 ， 不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 ，而是出现在他作品中的无组织的

和自发的城市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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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ambiguity)理论 ，一种历史的时刻(!)"冻结的动荡"(frozen unrest) 

的理论 ， 在本质上它只是在所有它的万花筒式(kaleidoscopic)的变化

中虚无地重复一只要它不被爆破出来 。 归根结底 ， 马克思和本雅明

的理论在历史时间的观念上是不相容的。 本雅明把这个后者的独特

性理解为一个
“

历史的索引
＂

， 它隶属于建立起同过去特定的时刻的象

征性(bildliche)关联的每一个
” 当下" (Jetzzeit) , 因此（并且仅仅是因

此）成为
＂

合法的
＂

、重新唤起的作为现在经验的能力乒另一方面 ， 马

克思通过它首先意味的是历史变化的长期过程的不可逆性和单向性 ， 584

在其中非连续的社会变形(metamorphoses)是被叠加在一个基础的不

断积累的物质连续性之上的组织方式。

这些考察的目的不在于对一个没有结果的问题提供一个答案：本

雅明是否是一个
＂

真正
＂

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观点是对马克思理论

的
“

正统的／原始的" (orthodox/ original)含义（作为一些不变的公式）

的一个补充 ，
一个正确的改造 ，或者是一些不可同化的 、不同的添加？

这些问题不仅依赖于站不住脚的解释学的预设 ， 而且没有真正的意

义。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 ，本雅明的观点开始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

结构中被接受（不是唯一地 ， 而是显著地） ， 并且它们成为 至少涉

及现代艺术和文化的理解——他的［在任何意义上高度异质的(highly

heterogeneous) ]全部作品（当然 ， 尽管甚至这个过程还没有被弄清

楚—— 在一些情况下本雅明是通往远离马克思的路上的跳板。）的一

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我们在这里得出的与马克思（首要的是同他

＠
＂
歧义性(Zwe心皿gkeil.)是这个辩证法呈现出来的外观， 停锁的辩证法的规则。”

D心 Passagen-Werk,GS, vol. V / J , p. 55. 这种歧义性构成本雅明整个历史观念的基础 ： 正是过

去的神话力让被摧毁， 过去是
“

一个单一的灾难
”

， 同时 ， 它是一个救赎的未来希望的唯一合

法性基础。

® Compare D心压sage几-Werk, GS, vol. V /1 , pp. 576-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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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 后期的经济著作中的观点）0的联系和对比只服务于一个目的：给予

本雅明的根本理论意图和态度更加清晰的关注 ， 它特别地体现在他的

＂歧义的辩证法" (dialectics of ambiguity)的观念之中。

这个辩证法要求和希望发现历史性
“

积极的
“

、潜在地激进的能动

力扯以超越目前的地狱 ， 在那些社会
“

消极的
“

经验形式中 ， 作为欺骗

性的幻觉在它们的直接影响中把个体和它的条件连接在一起 ， 因为它

们赋予自身似乎总是新的愉悦和美好的错误光辉：

根据确定的观点 ， 对千任何给定的时代 ， 关于它不同的

＂范围" , 很容易建立这种二元划分：
一 方面假定

“

富有成果

的
“

、“向前看的
“

、”重要的
“

、

“

积极的
＂

的东西 ， 而这个时代

的无效的 、 向后的、不存在的部分都沦落到另外一个方面。

甚至这个积极方面的轮廓也不是很清晰地浮现 ， 它们只是被

用来表示与消极方面的对立。 然而 ，另一方面 ， 每一 个消极

方面只因为作为至关重要的、积极的事物的背景而拥有它的

价值 ， 因此 ， 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的是 ， 再次把一种新的特定

类型的区分运用到这个被明显区分的消极部分 ，用一种变化

的观点（但不是评判的标准！）揭示出甚至在它里面与 一 个以

＠ 在任何情况下 ，仅仅这样一个对比都不能回答关于本雅明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整

体之间的关联和传承的广泛的向题 ， 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已经是非常复杂（和矛盾）的。 除

了一些他对于马克思早期作品中的思想清晰的参考之外［甚至关于《拱廊街计划＞的方法论

案卷的被选择的格言之一 引自《德法年鉴》 (Deutsch-Franza勾sche Jahrbucher) : "意识的革新

仅仅存在于人们从自身的睡梦中唤醒世界…...., ] • 为了这个更广泛的目的 ， 人们应该首先

考虑本雅明与恩斯特· 布洛赫的
“

正统的
“

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和传承。 也有K. 柯尔施

(K. Korsch) 的影响 ， 本雅明主要依赖他对马克思的主要经济理论内容的解释。 也存在较少

的明显的例如与恩格斯的
“

原始共产主义
”

描写的关联 ， 或者与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 

的基督教社会根游的重建之间的关联（总体上用马克思主义自身内部的
“

浪漫主义
”

传统） 。

当然 ，这些后者不应该被过分强调 。 恩格斯和考茨基创造了一一现在为了运用的目的一

他们（无疑 ， 以彻底的真诚）
＂

历史的秘密
＂

，他们把它看作是描绘 "w比 es gewesen war"的
“

科

学的
”

历史编级的客观事实 。 然而 ， 对本雅明来说， 它不是开启革命能证的过去的
“

秘密
＂

，

而是从它们中的
“

觉醒
＂

：从现在的立场看 ，是对于他们的建设性特征的重新认识 ， 这种特征

允许他们包含的乌托邦动力以一种
“

世俗
＂

的形式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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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含义不同的积极因素。＠

“变换" (Umschlag) , 在其中
“

消极因素中的积极因索与积极因索

中的消极因素相吻合"®'构成本雅明辩证法的最高原则。

因此， 本雅明坚持努力去揭示在商品世界盲目崇拜的经验中
“

乌

托邦的
”

和
＂

愤世嫉俗的"'"威胁的
”

和
＂

迷人的
”

因素之间的相互转换

和一致性。＠ 这些经验 ， 并且确切地在那些方面里通过它们一一作为

幻象一掩盖了事实，同时暴露一种无意识的， 原则上超越现在， 一个

作为潜在的激进的能扯来源的乌托邦希望的驱动力。 一方面 ， 这样的

时尚 586 

规定了仪式 ， 通过它崇拜商品的意愿被尊崇……它站在

有机事物的对立面。 它为无机世界设法获得生命。 它肯定

了生命之上的尸体的权利 。 它至关重要的中枢是为无生命

事物的性吸引构建基础的盲目崇拜。 对于商品的膜拜使它

开始发挥作用 。
＠

它也服务于可识别的阶级利益：时尚是
“

统治阶级利害关系的相

当清晰的伪装
＂

。＠ 然而 ， 与此同时 ， 本雅明同等地强调
”

时尚的异常

的，革命的和超现实的可能性
＂

， 它的
“

非凡的期待
＂

， 它的
“

与即将来

临的事物确定的关联"@, 它里面
”

救赎的主旨
＂

饥与广告相同 ： 虚伪

的魅力和经济的功能与它们
“

对于乌托邦的日常生活的隐喻
＂

同居在

它们那里。© 当然， 只要这些实践唤起的仅仅是在私人的主观经验里

<D Das Passag研匹rk,GS,vol. V/l,p.573 

® Ein. Jakobiner oon I印以e(1930) ,vol. ID ,p.265. 

@ Compare Das Passagen-Werk ,CS, vol. V /I ,pp. 51 ,96. 

@) Ibid. ,p. 51也可以参照这里时尚打开了女人和商品一快乐和尸体之间的辩证

转换的空间 ”

，山id. ,p. 11 J. 正是这个中介” 在这个无机的世界中引诱性欲" , ibid. , p. 118. 关
千本雅明时尚的理论（关千一个亚点 ， 然而 ， 主要关千它的批评方面） ，参见Buck-Morss,The 

Dialed ics of Seeing , especially pp. 97 -10 I. 

@ Das P吐age1L-Werk,GS,vol. VII. ,p.121. 

@ Das Passagen-� 社
，
GS,vol. VII. ,pp. 116,112. 

(/) Zernrapark, CS , vol. [ /2 , p. 677. 

@ D心 Pas.sagen- Werk, CS, vol. V / I , p.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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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商品世界对象的无意识的梦幻意象 ， 意象的集体特征只在它们令

人着迷的强迫性本质中呈现出来 ， 那么 ， 他们仅仅通过掩盖和美化悲

惨的现实来发挥作用 。 在他们的无意识中 ， 他们只是引导乌托邦能批

为它的地狱服务 。 只有从梦境中 ＂ 醒来
＂

才能释放他们的激进的能动

的潜能：他们必须被提升到有意识的状态 ， 通过把他们无声的共性、 团

结转换成集体经验的事实。

这种歧义的辩证法 个停顿的辩证法 在本雅明审美的

核心观念中发现了它最清晰的表达和详尽的阐述：灵韵观念。 通过几

乎直接重新阐述马克思的拜物教含义的方式 ， 在一个地方他阐述了它
587 的含义：＂灵韵的经验依赖于把人类社会中熟知的应答方式转变为无

生命事物或者是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 。 ，飞）在某种程度上 ， 这应该被

作为这个概念的基本特征 ， 因为只有它解释了它的那两种“ 定义＂ 的统

一性 ， 乍看起来(prima facie)它们没有任何共同性并且只是被本雅明

并置：一方面 ，灵韵的经验是作为＂ 具有回望能力
＂

的事物的天赋笠另

一方面 ， 它是作为 “
一种距离的独特显示 ， 尽管它可能在近处"@。 因

为这两者都是相同的 拜 物教的 ” 事物的拟人化" (personification of 

things) (马克思）的经验的显示 这种由事物的灵韵的距离感产生

的不可接近性只不过是把个人空间的不可侵犯性转移到无生命事

物上。

正如我努力表明的 ， 艺术作品的灵韵化 ， 在它的世俗的形式里强

调的现代性艺术的自律統对于本雅明来说是商品拜物教的
” 精神化"'

(D Ober einige Motive 妇 Baude如re,GS,vol. I /2,p.646 
® D如r einige Motive 加i Ba呻laire,CS, vol. I /2. 
@ Das Ku咄werk... (Zweite F, 心血g). D如r einige Motive 如i Ba呻如re,GS,vol. I /2,p. 

480. 
＠ 本雅明明确地把艺术的灵韵与

＂

自治的幻觉
＂

相等同 ，ibid. , p. 486. 在现代性状况

下 ，通过把它的情景融入异化的文化传统之中 ， 它代替了前－现代艺术在礼仪性的宗教仪式

中的嵌入。 因此 ， 它以一种世俗的形式保留了艺术的
“

理论基础" (ibid. ,p. 441), 它与统治

人类命运的神话力拭联合并为之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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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普遍的盲目崇拜的欺骗性的深化" 。© 随着一个距离的
”

提升
＂

，

它把艺术从日常生活的结构中分离出来 ， 并且把受众规范性地固定在

消极的 、 私人化的接受态度中；因而它使审美经验成为生活中一个独

立的瞬间 ， 缺乏功效 ， 即具有潜在地
”

政治的
”

（也就是， 共同体的创建

和定位）重要性。 灵韵逐渐的消失一－个由艺术作品的再生产条件

的变化引发的过程一因此是它重新发挥作用 ， 重新获得一个社会活

力的前提条件，但现在是非神秘化的 、承担解放角色的可能性。

但是：＂灵韵的衰落和一个更好本质的幻想的衰退——在阶级斗 588

争中处于防御地位的情况下— —是相同的。 随之灵韵的衰落和潜能

(Potenz)的衰退归根结底是相同的 。 "®艺术（并且特定的自然物体或

者现象的）作品灵韵的经验也包含 并且确切地在它特定的物化特

征中通过把它的对象从特定结构和人类活动的范圉中抽取出来一
一种预期的－救赎的方面 ， 这种彻底的丧失将是一个激进冲动的根本

力员耗竭的信号。灵韵的经验提供了 一种关千
”

自然
＂

的承诺的纯粹

主观的实现的短暂瞬间， 它在其利用和开发时不再是与我们的努力对

抗的对象， 而是以一种非强迫的方式使我们与
“

恩惠
＂

［康德的大自然

的恩惠(the Kantian Gunst der Natur) J相遇 。 在这种经验中主体与客

体之间的严格区分在人类与他们的世界之间的一种互惠的 、模仿性交

流的关系中消解了 ， 这个世界的事物
”
从它们的强制性效用中解放出

来
＂
。并且这自然构成了本雅明关于解放的未来的思想中最根本和一

贯的要素之一
。 艺术作品的灵韵被历史地创造出来并且被社会强加

（第二自然）了幻象一但是幻象既是（作为令人着迷的－强迫性的

观念）非常敌对的， 并且同时又是创造性的社会想象力的堕落的练习

(depraved exercises)。 这也是本雅明没有毫无保留地接受阿多诺用物

化来清晰确定灵韵内涵的建议的原因：”所有物化正在忘记...…难道

CD H. Schweppenhau沈r,"Die Vo心ule der profanen Erleuchtung,''in W. Benjamin, Ober 

Haschisch, Frankfurt, Suhrkamp, 1972, p. 22 

® D心 Passagen-Werk, GS, vol. V /1, p. 457. 

575 



文化、 科学 、社会—— 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灵韵一直是被遗忘的事物中的人性要素(vergessenes Menschliches)的

踪迹吗·…..?"一种被阿多诺（与马克思－卢卡奇的物化概念相一致）

明确提出的
“

作为人类劳动的时刻
＂

的人性要素应本雅明回应道：

”如果情况是这样的 ，在灵韵中一个人不得不诚实地处理一个
｀

被遗忘

的人性要素
＇

， 那么尽管如此在劳动中现实的事物就不是必要的...... 

在这些事物里面一定存在着没有被劳动创造出来的一种人性要素 。"®
589 这样 ，被本雅明作为一种发展进程的灵韵的衰落自身是歧义性

的：它提出一种与艺术的激进功能和一种危险的 ， 不仅是私有的－移

情的 、 自律的审美经验 ， 而且是与想象和体验成功 、幸福的馈赠的能力

的消失联系在一起的解放的可能性。 灵韵的无痕迹的消失意味的正

是这个后者。 无疑 ，在当代的条件下
＂

灵韵的展示
“

是
“

第五阶层诗人

的事情" (the affair of fi血th-rank poets)硐并且这样一种 “ 唯美主义
”

(aestheticism)可以为法西斯服务座但是真正的艺术 ， 不是现实恐怖

的同谋 ， 在使私人的经验中存在的东西无意识地唤起灵韵化的印象进

入一个有意识地可辨认和检验的潜在的集体经验的对象之中变得明

晰上有它自身的任务。 在一些地方 ，本雅明称这个任务是灵韵向
＂

踪

迹
＂

的转变：
＂

踪迹和灵韵。 踪迹是一个近处的但可能很远的事物的表

征。 灵韵是一个很远的却可能在近处事物的表征。 在踪迹里我们进

(D 给本雅明的信， 1940年2月29日 ， in Adorno, Ober Walter Benj<叨血 ，pp. 159-160。

＠ 给阿多诺的信， 1940年5月7日 ， in B屯fe, vol. II , p. 849 。 正是A. MacNamara未出

版的一篇论文引起了我对千这个交换的重要性的注意。

@ Da.s PCLr.mgen-Werk,CS,vol. V/1,p.475 

@ Compare Par蚐, Brief l , CS, vol. ID , pp. 487-489. 

576 



第十九章 瓦尔特·本雅明或作为幻象的商品

行事物的占有 ，在灵韵中事物牵制若我们 。叽）

这就是本雅明解释波德莱尔成就的方式： 一个艺术家的成就使

他 个已经
”

给未来强加了一个禁忌
”

并且他的诗歌风格
＂

至少 590

在外表上已经完全过时
＂

的诗人－�成为一个对他自己的阶级统治不

满的
“

秘密代理人
”

，他的梦想是成为布朗基革命行动的同行者 。© 这

个成就不存在于有意识的意图或者他诗歌的
“

信息
＂

中 ， 不存在于他的

诗歌
”

述说
＂

的东西里面， 而是存在于他们允许被带入的完全的 、 真正

的经验领域之中的东西中。 本雅明写道 ， 相对于私人的 、 主观的经验 ，

波德莱尔
＂

巳经给出集体的经验的重要性
＂

。 他为此付出了代价：他自

身作品的
“

灵韵的毁坏" 。© 他的诗歌的
”

破坏性的愤怒
”

指向的是
“

至

少反对艺术的拜物教的观念
＂

庶但是他摧毁了灵韵 ， 因为他把艺术

生产的世俗基础转换为他自已诗歌的给定形式的原则 。 他把商品世

界的拜物教的私人经验的建构方式转换成意义创造的诗性手段以及

他作品的特征和
＂

技术的
“

脚手架。
“

正是波德莱尔的工作使灵韵对

于商品的独特性显现出来。喝）

这就是本雅明理解由波德莱尔带来的一个被他的同代人看作是

不可挽回地过时了的审美形式的复归的方式，尽管如此 ， 它构成了
＂

他

(j) Das Passagen-Werk,GS,vol. V/l ,p.560. 在一篇令人惊讶的片面和相当敌对的文章

中 ， 姚斯认为本雅明从来没有实现在这个引述中表达出来的顿悟 ： 他圾终不能克服与灵韵的

一种怀旧关系和因此而来的对千后浪漫主义的 ， 非自律艺术的发展的消极态度 ； see H. R. 
Jauss,Suid印n Zurn Epoc比n皿吵l 心r 心thetischen M呻m.e, Frankfurt, Suhrkamp, I 989, pp. 189-

215. 这当然是对本雅明将遍批评的一个逆转 ， 但是总体上它可能比更加普通的对千后灵韵

的、
＂

技术进步
＂

的艺术具有的潜能的过高评价的指责更加令人信服。 归根结底 ， 姚斯的批

评根据这样的事实 ， 他（似乎是这样）拒绝跟随本雅明的弥赛亚主义和当前历史的灾难性观

念 ， 以及任何对干现代性的原则上的批判态度。 他认为无论是在美学还是在社会意义上 ，后

浪漫主义艺术的",.IJ;本意图
＂
的成功是没有问题的：

＂
通过美赋予工业发展的唯物主义以人

性， "ibid. ,p. 195. 
® Compare GS 、 vol I /2, pp. 657,677; vol. T /3, p. 1161 ;and vol. l /2, p. 604. 

@ Compare Ober einige Moti忆如Baudelaire,GS, vol. I /2 , p. 653. 

@ Das Passagen-Werk, GS, vol. VI l , p. 399. 

@ Zentralpark GS, vol. I /2, p.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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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象的指导原则
“

和
＂

他的诗歌的中枢" <D: 寓言。 伴随它的不可预

见的和多变的 ， 或者缺乏任何
”

自然的中介屯）的想象和意义之间的相

当震惊的变化的关联 ， 伴随由习惯给予事物意义的熟悉结构的碎片化

和毁坏 ，波德莱尔的寓言用主观性强加的感觉填补这些
”

被挖空了的
591 无价值的东西

＂
。＠ 通过纯粹的诗性手段（并且是毫无意图地） ， 这些

寓言重建了客观地和无意识地强加给商品世界的主体的经验结构 ， 这

个世界通过它的光环成为
“

隐藏的
“

、 "美化的
“

、 "伤感的
“

。

人类世界的客观环境越来越无情地呈现为商品的表达。

同时广告旨在模糊事物的商品特征。 商品世界欺骗性的荣

耀被它的毁坏性地转变成寓言的方式所抗拒。 商品试图从

表面上看待其自身。＠

＂寓言代表着由商品生产出来的这个世纪人们具有的经验。 喝）

＂ 作为波德莱尔理解(Anschauungsform)的寓言方式的社会内容的这个

商品形式得以澄明。 喝）

然而 ， 这个特性描述依然太过普遍 ， 它没有充分地捕获在波德莱

尔寓言的使用中非常显著和独特的东西。 为了阐明这种独特性 ， 本雅

明反复地把它们同巴洛克(Baroque)寓言进行比较。
“

巴洛克寓言只

是从外部观察尸体。 而波德莱尔从内部呈现它。 心）并且 ；
“

早期寓言

<D Das P心玑ge几-Werk,GS, vol. V /I ,pp. 465,408. 
® Compare Das Passagen-Werk,CS,p.466. 
＠ ＂与事物的每一次亲密接触都是与寓言的意图相异的。 触探它们对它意味ff:违背

它们。 理解(erkenne心它们对它意味若：看穿它们。 它在哪里居主导地位 ， 习惯就根本不能

形成。 它刚刚开始从事一件事 ，就已经抛弃了这种状况。 它们逐渐成为过时的比对于女帽

商来说新的削价更加迅速。 然而逐渐成为过时的意味着 ： 成为相异的 ，"D邸 Passagen-Werk,
GS, vol. V / l , p. 423. See also p. 582 

@ Zeriira加rk, GS, vol. I /2 , p. 671 
@ Da..�p心sage几-Werk,GS,vol.V/l ,p.413. 
@ Das Passagen-Werk,GS,vol. V/1,p.422. 但是参见 pp. 438439 关于波德莱尔

”

把对

于商品的体验追溯到寓言的失败
＂

， 因为
“

消除
＇

价值
＇

的幻觉比消除
｀

意义
＇

的幻觉更加困

难
＂

。 可能这也应该与468 页关于波德莱尔的对于掌握他 ，而不是他掌握的寓言的距离的缺

乏的评论联系起来（与雪莱形成对比） 。

(J) Das Passagen-Werk,GS,vol. V/l ,p.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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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人物是尸体。 晚期（也就是波德莱尔的）寓言的关键形象是
心纪念品' 。"<D

纪念品是世俗化的遗迹。 ——亥扫§品是主观经验('Er

lebnis')的完成。在它里面沉淀下来的是把过去估蜇为对死

去事物的占有的人类不断增长的自我异化 ， 19世纪寓言已经

让位于外部世界， 目的是安翌内部世界。 遗迹来自于尸体， 592 

纪念品来自于无效的的集体经验(E计ahrung), 它委婉地称自

身为活的经验(Erlebnis)®

波德莱尔的寓言没有过多赋予世界上的事件和外部生活以一些

外在的 ， 从他们中去除所有他们的内在感受和内在活力的超越意义 。

他的寓言的意图在表现最亲密的内部的主观状态以及心情的经常性

的野蛮的转变中 ， 并且也在不是进入平淡无奇的 ， 而是进入经常是卑

鄙的 ，无机的对象和日常事物的被提升的思想的经常性野蛮的转变中

表达出来。 “内在生活的掏空"�是他诗歌的最终成就。 寓言的－审

美的转变使得“ 商品在表面上看待其自身 ＂
，也就是， 提升到对于它的

经验的无意识结构进行有意识的承认的水平上 ， 揭示蕴含在主观意义

看似自由呈现后面的经验主体强制性的碎片化。 并且这使商品和谐

的 、 审美的光晕转变为破坏性愤怒的冲动 ， 尽管这个后者仍然保持着

非直接性和非客观性。 “波德莱尔的寓言承载着— —与巴洛克相对

立一 愤怒的踪迹，为了突破这个世界和使它的和谐形式毁灭它是必

要的。啜）

波德莱尔的破坏性冲动不再对废除障碍感兴趣 ， 这在寓

言中显现出来， 并且这构成了它退化的趋势。 另一方面， 虽

然， 寓言一切实地在它的破坏性的热情中一关注的是从

CD Zentralpark, CS, vol. I /2 , p. 689. 
® Das Passagen-Werk, GS, vol. V /1 , p. 681. 
@ Das P心sagen-Werk,GS, vol. V /1 , p. 440. 
@) Zentralpark, GS, vol. J /2 , p. 671. 

579 



文化 、科学、社会－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每一个
“

给定的命令
＂

中走出来的幻想的驱散 ， 无论是艺术或

者生活 ， 总体上或者有机地经过美化的秩序 ， 所有这些使它

呈现为可以忍受的。 并且这是寓言进步的趋势。＠

“波德莱尔的独特意义在千作为第一个用最无可挑剔的方式理解

自我异化的人 ，并且用一个类似的可靠性(di几g -fest gemacht)把他固定

593 下来 ， 在这个世界的双重意义上：建立他的个性并且武装自身反对这

个物化的世界。"®波德莱尔的例子显示出艺术作品 ， 在这个世界的普

通意义上似乎是
“

不合时宜的
”

和完全非政治的 ， 尽管如此依然能够保

持一个批判的潜能 ， 甚至在文化现代性的异化状况下。

”在每个真正的艺术作品存在一个地方 ， —个人把自身放入其中 ，

被一个新鲜事物触动就像吹来的一阵风。 飞）但是这依然需要在艺术

作品的
＂

新地方
”“

安顿下来
＂

的能力和兴趣（一个只能通过批判性评

论的劳动揭示出来的地方）一并且本雅明没有对千这种能力的传播

抱有幻想。

没有任何一刻 ， 不论多么不切实际 ， 人们为了一个高雅

的艺术一个人可以战胜大众 ， 但总是只是为一个贴近于他们

的艺术。 并且困难确切地存在于用一种人们可以用最好的

良知确认的方式来塑造这个后者：它是一个高雅艺术。 这几

乎不能通过传播的内容由资产阶级先锋派实现。 总体上大

众从艺术作品中需要的是可爱的事物 。 这里是仇恨的等待

被点燃的火焰。 尽管它的热量刺痛或者烧焦 ， 但它不提供那

适合艺术利用的
”

温暖的舒适
＂

。 然而庸俗只不过是带有百

CD Das P心sagen-Werk,GS,vol. V/l ,p.417. 

® Das Passagen-Werk, CS, p. 405. 这里我试图坚持在本雅明复杂的关于波德莱尔诗歌

的解释中只有一条线索当然 ，我只是试图给出里面关于寓言的作用的总体解释。 对于这个

相同主题的方法， 受惠千本雅明 ， 但是在它基本的延伸中善变论者反对本雅明的方法 ， 参见

Jauss.Stud比n zum Epochenwa『ulel der 心th.eti.schen Mod.eme, pp. 166-188. 对于一个解构者的解释

和本雅明反对姚思的
“

辩护
＂

， 参见 P.de Man,The凡出如nee to Theory ,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jnnesota P噬s,1986, pp. 65-70. 

@ D心 P心sage几-Werk,CS,vol. V/1,p.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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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百的 、 绝对的和瞬间用途的特征的艺术。 然而 ， 因此庸

俗和艺术代替了直接地、 不相容地互相反对的神圣的表达形

式。 然而 ，他们关心的是新出现的、 鲜活的形式 ， 他们把温暖

的、有用的 、最终幸福的事情包容于自身 ， 他们辩证地把
“

庸

俗" (kitsch)放入自身 ，用这种方式把他们自身靠近于大众 ，

并且尽管如此他们能够克服庸俗化。 当下可能只有电影能 594 

够担当这个任务 ， 在任何情况下它最接近这个任务 。＠

由大众文化＂
新兴的鲜活的

”
形式开启的本雅明对千

”
进步

”
可能

性的讨论 ， 与机械复制的新技术紧密相关 ， 尤其是
“

电影的政治意

义
”

竺因此在他后期作品的整个计划中不得不承担一个战略性的（甚

至可以说或是系统性的）功能一只有在它的帮助下 ， 他才能对它面

临的实践的问题提供某种答案和解决途径：＂动力不足" (motivational 

deficit)的问题。

在一些方面 ， 本雅明对电影的分析 ， 以它的非常精巧的形式出现

在《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的论文中雹与对于
＂

高雅
“

艺术

("higher" art)的解放的可能性的讨论相一致和并列 ， 《拱廊街计划》的

波德莱尔－档案是非常充分的典型例子。 因为他再一次几乎排他性

地谈及 ， 经验的历史特定模式和物质制约方式是 ， 或者能够被转化为

意义创造的装置 ， 把这些自发经验的方式提升到有意识的认识水平的

作品的技术方法 ， 解放了它们的激进的潜能并且就电影而言 ， 现在也

拥有了一个直接公共的 ， 或者至少是“ 集体的
”

特征 。 对于本雅明来

说 ，电影（以及照片）的最大成就在于击败了＂ 视觉无意识" (optical un

conscious) (一个他与精神分析学的本能的无意识的发现对比得出的

Q) Das Passagen-Werk, GS, vol. V /1 , pp. 499 -500.
® Das Pas.sagen-Werk,GS,vol. V/l,p.499.
＠ 然而 ， 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关千电影的许多构想和观念是被本雅明从

他早期的(1931) 论文《摄影小史》中直接接受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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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 ， 并且因此打开了一个
“

意识的新领域
＂

应他借此表达的是通

过这些新媒介不仅丰富了知觉的领域 ， 而且激进地扩展了（既是空间

的也是时间的）它们的视觉限度的能力。他至少把同等的重要性给了

595 这样的事实：电影经常打断联系的根深蒂固的过程 ， 用细节的阐明代

替亲密的关系 。＠ 并且这里指的不仅仅是对外部的对象世界的知觉 ，

而且也是关千自我理解的无意识机制 ，既是关于
“

正常的
”

自我确认的

保持例也是关千同他人移情的共鸣。如果考虑到本雅明解放的未来

的强烈的反个人主义(anti-individualistic)的意象 ，就容易理解通过对

于经验（连同在一个新的 、 普遍的文化
“

素养
＂

中 ， 作者和受众之间的

区分水准）中的
”
重复的

”
和

＂
转瞬即逝的

“
内容＠的强调 ， “唯一性和永

久性
＂

的被期待的克服对千他来说具有的激进的 、 超越的意义。

然而 ， 并且尽管在分析的策略和论证之间存在这个密切的类似 ，

在《拱廊街计划》和与之直接相关的作品之间仍然存在基本的理论中

断 ，
一方面， 本雅明的论文涉及

“
机械复制

＂
的新的大众传媒的问题 ， 另

一方面， 这些后期作品（首先 ， 自然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

论文自身）与
“

歧义的辩证法
＂

的思想毫不相关 ， 与消极性向积极性的

转变也毫无关联 ， 那构成前面一组作品的理论和方法的前提。 他们使

用艺术生产的技术条件中一个累积的变化观念 ， 对它来说一个清晰的
“

积极
”

功能 ， 或者至少是潜能 ， 归因于它继而被他们分阶层的雇佣条

件所阻止 ， 或者可能仅仅是被延迟的展现。＠ 这正是
“

正统
＂

的马克思

(j) Compare E叩认erung an Oscar S吐mi比 (1927) , GS, vol. II /2, p. 752; K. 比ine Gesch比hte
如 Photograph比

，
GS.vol. Il/1,p.371 ;and Das Kun.stwerk ... (Zweite Fa.mmg) ,GS,vol. I /2,p. 

500. 
® Compare GS, vol.) /2, p. 503; vol. Il /I , p. 379. 
@ .. 在电影中 ， 一个人不能识别他自己的马车 ， 在留声机中不能识别自己的声音。｀＇

Franz Kafka(1934) ,GS,vol. [/2,p.436. 
@ SeeGS,vol. Il/l,pp.378-379:vol. l/2,p.479. 
＠ 参照

”

目前， 国际资产阶级电影业找不到一个一致的思想计划 。 这是它的危机的原

因之一。 由于电影技术与社会环境的勾结 ， 构成它最直接的指责 ，它是与资产阶级的荣耀不

相容的， “心w必rung an Oscar S动mitz, GS, vol. II /2 , p.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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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解释方案 ， 被本雅明在论及他那一代人的历史经验时激进地拒

绝 。 我认为， 这代表他后期理论作品的基本的、 未能解决的理论闲惑 596

［由于经常遭遇
＂

技术决定论" (technolo郡cal determinism) 的指控而成

为不充分的标记］ 。 从根本上说 ， 因为它直接与他首先关心的那个实

践任务相关联。 并且当人们对这两组论文同时进行大矗比较的时候 ，

正在谈论的理论的中断在许多概念化过程或者重点的突然明显的改

变中直接显示自身。 这里属于经常进行的观察 ，在《技术复制时代的

艺术作品》论文中（同时也在关于哲学的历史这样较早的论文中） ，

＂

灵韵的衰落
＂

具有清楚明白的进步意义－�所有历史的倒退趋势 ， 本

雅明在这些语境中涉及的内容［它们是被法西斯主义的
“

政治美学
”

(aesthetization of politics) 或者对于电影明星的盲目崇拜人为地制造出

来的］是与对灵韵的重建和保护所做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努力连接在一

起的。 它的衰落过程的歧义性和
＂

危险
＂

的观点在这些作品中完全是

缺席的。 更重要的可能是这样的事实 ， 商品拜物教的观念— —本雅明

现代性的
”

起源
＂

的分析中的焦点间题 ， 并且是当它涉及大众文化现象

时非常恰当的一个概念 被介绍进这些作品中 ， 尽管这样 ， 那之后

仅仅作为一个边缘性的和外部的考虑 。

这里仍然存在这样的问题 ，是否这个变化的 、 更加
“

正统
＂

的概念

化实现了它的目的：它是否提供了一个与新媒介有关的一个未开发

的 、潜在的存在相一致的论证。 这是最多疑问的 ， 已经以文本自身的

内在根据为基础。最终 ， 人们不得不说 即使一个人完全接受本雅

明的分析 变化的经验结构和为解放性改变提供的动力之间的关

联( —个它从来没有被清晰地声称 ， 但是由《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

品》论文的整个讨论性的延伸确定性地强烈提出过的关联）仍然相当

脆弱。 根据本雅明 ， 那种
“

思想分散的鉴定和检验" (distracted expert

ise and examination)的姿态 ， 对这种姿态的培育是大众文化的技术 进

步形式的主要成就 ， 很可能对千面对一个经常和急剧变化的生活世界

状况 ， 表达个人态度的
“

大众的神经分布
＂

具有价值 ， 但它是一个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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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思想中的
“
批判意识

＂
的观念相脱离 ， 同时也与无政府主义传统精

神中的
“

背叛意识
＂

相脱离的世界。 并且本雅明自己用彻底的清晰性

597 对此进行了陈述 ： ＂只要电影资本处千稳定的过程中 ， 一个人就可以指

责现代电影不具有革命的价值 ， 它不同于关于艺术的传统观念对于革

命性批判的促进。 ，心

收音机和电影不仅改变了专业表演的功能 ， 而且同等地

改变了在这些录音设备前表演他们自身的那些人的功能 ， 好

像那些人在发号施令..参…这导致了一个新的选择 ，一个在装

置面前的选择 ， 从这里明星和导演开始成为胜利的。®

然而 ， 这些分散的 、警告式的评论 ， 在某种程度上 ，被打算和承诺

带来更多东西的一个争论的不懈的指向性力扯所否决和取消。

这样 ，本雅明的计划以双重的失败 (echec) 告终： 甚至放弃他最具

原创性和来之不易的理论观念和洞见 ， 也不能推进他的理论的实践目

标所能取得的成就。 人们能够甚至质疑这个任务本身是否没有被他

自己最初的判断变得无意义：大众因为可爱的并且最终是愉悦的事情

把注意力转向艺术 。 因为 ， 一旦
”

关千快乐的子孙的理想
＂

（并且通过

它 ， 艺术预示的 ，直接的乌托邦功能的）的驱动力被否定 ， 那么 ， 艺术能

够为可能与商品的幻象的伪审美(pseudo-aesthetic) 的满足和光彩进行

竞争的大众提供什么呢？从这个视角人们能够理解本雅明最含糊的

和令人困惑的计划：作为一个绝望的和失败的试图弥合他的计划中这

些明显的理论和实践裂缝的直接的
“

审美的政治化
＂

的计划（当然， 没

有因而声称去解释它的起源） 。 最终他的批评者朋友们的 一 致观

点－这些自封的顾问 ， 猜疑地互相反对 ， 唯 一同意的观点－一－结果

是正确的预见 ： 世俗的启迪和此世的 、革命的救赎观念的内在歧义性

CD Das Ku心twerk... (Zweite Fassung) , GS, vol. I /2, p.492. 
® Das 知心twerk... (Zweite Fass皿g) ,GS,pp.491-492. 

584 



第十九章 瓦尔特·本雅明或作为幻象的商品

导致了一个代表未解决的矛盾的未完成的作品。。

＠ 这里我已经强调 ， 可以这么说 ， 本雅明理论的
“

结构
＂

困难和裂隙，因为它们似乎对我

比 一无疑 ， 其他重要的 个人能够提出的反对一些他的理论结构的基本预设的值得称赞的

异议更有慈义和症候（至少对这个讨论的独特的结尾来说）。 然而 ，我也想至少在结论里指出几个

存在千这后一方面的问题。 首先．关千灵韵的概念本身存在一些非常普遍的困难。 正是在这个概

念的帮助下 ，本雅明试图解释总体上经典资产阶级文化的艺术自律和审美功能丧失的原因。 但是

这个概念的含义被他用一种使它直接只是同美术作品相适应的方式消晰地加以说明。 ＂灵韵
”

意

味若什么， 例如， 就文学的－诗歌的作品来说是不清楚的，并且设想这个概念如何被适当地引申也

是不容易的。 这可能比仅仅是形式上的困难或者不充分好得多。 本雅明的主要论文之一 ： 从艺术

早期的仪式－崇拜的功能产生的灵韵的作品的历史起源 ，成为（正如姚斯指出的）非常不大可能是

直实的 ，一旦这个概念的范围以某种方式扩大到同样包含文学作品的程度。 总体上 ，这篇论文代

表（无疑是枭初的）把现代文化理解为一种宗教世界观的世俗化的那些理论的一个版本。 除了总

体上反对这样的世俗化的理论
”

夕卜�被汉斯·布鲁门贝格非常强有力地阐述和讨论过一在

这种特殊的情况下 ，它也面临着一些实际的 ，历史的反对。 这样 ，例如，本雅明把艺术作品的价值

从崇拜向展示的变化看作是一个世俗化的现象。 然而 ，它能够被令人信服地证明， 即这样的一种

变化起源于宗教艺术本身 ， 并且与西方朝向一个培强的形象化和戏剧化的 ，它的开端可以追溯到

12和J3世纪的中世纪文艺复兴 ， 宗教意识和实践领域的总体上的转化相关联。 无论这些考虑的

理论蜇扯是什么 ，无疑更多的实践兴趣把它自身附展千能够被提出的有关木雅明假定的 ， 一方面

新的复制技术的发展和另一方面灵韵的衮落之间的关联的问题。 他的讨论在这里根本上依赖这

样的预设 ， 即存在一些早期的 ，手工的再生产和新的 ， 工业的－机械的复制之间性质上的 ， 基本的

区别 ，只要他们对于灵韵的影响与复制对象的真实性是相关的一 －个改变接受的公众与他们自

身的原型之间关系的区别。 然而 ， 为什么情况会这样他根本没有真正地讨论过。 首先 ，一个被提

出的关于机械复制的历史的 ， 无疑 ，最重要的形式的事实的担心，是关千印刷术 ，他只是讲述了它

对于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是
“

一个熟悉的故事
＂

。 撇开这个论断可能的过千自信的特征 ， 这一点

是正在谈论的切实的与文学艺术的自律和审美化的开端相一致的影响 ，并且不与它们消解的开端

相符合 。 这个担心当一个人意识到美术自律的最初阶段也与作为木刻和蚀刻的艺术手工的再生

产的这种形式的传播和发展相
”

一致
”

时而被加强。 总体上，在什么意义上要么是新的复制的机械

形式的更大的逼真要么是更大的有效性（至少就美术艺术作品而言一对于作为电影这样的形

式 ，＂复制
＇

自身概念的适用性是非常成问题的）将改变大体上所有这种复制的功能还是不清楚的：

把一个它的意义和蜇要性存在千对于一个不在场的原型的参照中的物体拉近并且通向人们的手

边。 权威的
“

名著
＂

的复制可能会被很好地讨论，这在今天已经成为 ，从明信片到广告形象 ，我们可

视的环境的不可避免的因索 ，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它们增强的拜物教的灵韵化。 ［然后灵韵化的过

程同时也已经笼罩了复制他们自身的确定的形式和对象， 这只具有第二位的重 要性： 19世纪的末

期，以作为《美丽的考验》和（加Ile ep1它UV�)"艺术家的原始的印刷
”

这样的概念的发展为开端 ，我们

可以这样说，并且以安塞尔姆·基弗从他自己的绘画的图片收集中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作品为结

尾。 ］去灵韵化很可能成为政要的趋势之一 ， 与一些反对它的并存 ，现代艺术的补偿的趋势。 在美

术中 ，这个过程的独特性可能巳经部分地被绘画与摄影和电影的竞争所影响（这方面的影响已经

被本雅明出色地分析过） 。 但是他假定的在机械复制和灵韵的消解之间存在的直接关联， 没有被

他论证过并且似乎是相当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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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 然而 ， 我怀疑我们这些
“

不快乐的子孙" (unhappy grandchildren) 

能够只接受他的相关的和忠诚的同代人的这种评价。从我们后来者

的观点来看 ， 它构成本雅明独特的聪明智慧 ， 使一个人类最终实现解

放的思想观念背后的理论的－宗教的动力变得清晰（无论什么成为他
599 自己的理由） ，

一劳永逸地解决困扰整个历史的矛盾问题。 他由此给

那些他与 20 世纪 30 年代和40 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才华横溢的整个

精英代表所共同经历的失败增添了一种戏剧性的辛酸。 他们都试图

600 发现一因缺乏更多的世俗力量－—一在文化中，尤其是在艺术中 ，

一

个能够使他们解决那个时代重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推动力。 在很

多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 ，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使在启蒙运动中最初形成

的文化的特定观念的 背景中的那些期望和希望得以复活和具有意

义一一－并且通过他们的失败 ， 他们证明了解决这样的任务 ， ＂文化
“

无

能为力到何种地步。 不是他们的答案 ，首要的是他们的问题构成了我

们时代的遗产 更不用说比他们自身的 ，而且是更加混乱的绝望。

本雅明作品的持续鹰力可能部分地归因千以某种方式穿透他整

个作品的个人魅力：一个无限的接受能力和一个非常怪异的独创性的

奇特结合 ，

一个对人的个体性几乎是自我陶醉地敏感的防卫和从来没

有熄灭的共同体的吸引力 ，并且和一直被寻求无名他者的苦难的解答

所推动的思考的深刻的道德关怀的奇特结合 。 然而 ，这个作品提供

的一—我认为——除了它丰富的然而是消极的经验和个人的吸引力

之外 ，对于现在来说 ，更多的并且是更积极的东西 ，我认为这里首先是
一个歧义的辩证法的思想 。

“社会批判理论
”

在它漫长的历史中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变化 ， 已经

被包括在这样一些不同的 ，并且部分反对性的理论计划中 ， 以至千一

个人能否依然给这个术语一个连贯的意义已经成为可疑的。 今天 ， 如

果存在依然与这个传统相一致并且使它成为可持续的东西 ， 它一定是

人们在当代社会现实自身中不得不发现的这样一个普遍观念一并

且不是在某个非时间的标准和价值的一些体系中—一 它自身 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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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和基础以及它的超越性的潜能。 并且在这方面 ， ＂歧义的辩证法
“

的概念似乎暗示着一个比设想沿着
“

那些反动力量与进步力童（客观

的和主观的）之间的斗争
＂

的计划实现的普通得多的更加富有想象力

的方法。 本雅明揭露了文化现代性深刻的歧义性 ， 既存在于它的构成

方面（最古代和最现代 ， 无意识和有意识的融合 ， 作为一个个体与诸如 601

此类事物之间新类型的共同纽带的原子化） ， 也存在于它的潜在的历

史功能方面（愤世嫉俗的－辩护的或者倒退的方面和它的乌托邦的 、

超越方面的统一） ， 尽管这些潜能只能依据和通过文化领域之外的社

会实践才能被发现 ， 但是在这个方面本雅明的思想中依然保持着—个

暗示的和定向的力撮 ， 用它来拯救他的更加具体的历史诊断和希望的

坰塌 。<D

＠ 这些总结性评论我部分地受惠千我妻子Maria Markus的一些建议 ， 和David Robert 

对千这篇论文的早期版本的批评式观察。 我也感谢罗伯茨教授对干我手稿中的有缺陷的英

文的校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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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阿多诺和大众文化：

自律性的艺术与文化工业的对立

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 20 世纪 60 年代的反主流文化之前 ，

完全不同的青年文化兴起之时一一研究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关

系的一般理论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对后者明确表达了一种断然否定的

态度 。 在某种意义上 ， 它们延续了对城市流行文化进行谴责的传统 ，

这种传统从一开始就以高雅文化代表的姿态为特点。 就这一点而言 ，

从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开始 ， 经由艾略特(T. S. Eliot 汃奥特

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 汃利维斯派 (the Leavises) 和格林伯

格(Greenberg) 到德怀特· 麦克唐纳 (Dwight MacDonald) 和阿多诺（仅

仅提及人们最熟悉的名字） ， 存在着一种直接的延续性。 在这些理论

中 ， 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普遍人类价值或审美价值

与无价值 、 没用的甚至破坏性的反价值之间的关系 。

然而 ， 需要强调的是 ， 只有当我们谈及一般理论和对当代文化状

况作分析时 ， 才会如此。 也有少数理论家一瓦尔特·本雅明是突出

的代表 提出了一种更加细致入微的积极的评价。 因为即使在这

604 一时期 ，这种谴责性的观点也并不一定代表着对某些大众文化现象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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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文化回应。 至少还有一些特殊的大众文化形式（或者在当时被

认为屈于其领域的大众文化形式） ， 高雅艺术各个领域中的一些重要

代表人物对这些大众文化形式表现出了积极的兴趣 、欣赏甚至是热

情。 首先就是摄影 、电影和爵士乐。

在这一方面 ， 电影的情况可能是最有趣的。 艾略特 、 弗· 雷· 利

维斯(F. R. Leavis)和阿多诺（至少在其早期著作中）将电影谴责为一

种通过廉价的情感剌激将观众降低为没有思想的被动者的牟利形式 。

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 在做出这种判断的时候 ， 艾略特和阿多诺都

采用了在本质上同样的、明显无效的伪论证 ， 尽管他们在有关文化和

社会之间关系的观点上完全对立。 关于电影院 ， 艾略特写道CD'"思想

被过于快速以至千大脑无法反应的持续无意义的音乐和动作所蒙

蔽
＂

， 导致公众
“

无精打采而无动千衷
＂

。 这在本质上和阿多诺的观

点也是一样的：发生在电影里的一切被持续地、毫无阻力地投射在屏幕

上这一事实使内容变得物化并消除了揭露冲突和矛盾的可能性 ， 因为

电影将所有事物都归纳为
＂

较早
”

和
＂

较晚
＂

的抽象时间关系。

这种观点不仅反对一些早期前卫代表人物的热情一首先是纪

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炒的团体和未来派一因

为这种新艺术形式的可能性还没有被广泛证明。 从 20 世纪 20 年代

开始 ， 明确的美学和电影技术理论得到了详尽的阐述 ， 同时还出现

了有规律的 、 精致的电影批评 ， 引起了广泛的文化共鸣和热烈的讨

论。 毫无疑问 ， 当时一些大电影导演—一尤其是谢尔盖 · 艾森斯坦

(Sergei Eisenstein) 、伍瑟沃罗德．普多夫金(Vsevolod Pudovlcin)和雷

内·克莱尔(Rene Cla的 在这方面发挥了先锋作用。 但是 ， 也有

Ci) T. S. Eliot, Selec比d Prose, ed. F. Kemm心e, TAndon, Faber & Faber, 1975, p. 174. See 

also F. R. 归vis,The Com叩n Purs1出
，

Harmondsworth, Penguin, I 952. 

® T. W. Adomo,Gesamm.elte Schrifien(hereafter GS), 16 vols, ed. R. Tiedemann, Frankfort 

a/M, Suhrk皿p, 1970 - 86, vol. 3, p. 310. 

＠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法国最杰出的诗人之一 ， 是超现实主义

文艺运动的先驱。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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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知识分子特别关心这些问题 包括德国的贝拉 · 巴拉兹<D

(Bela Bal6zs) 、汉斯· 里希特(Hans Richter) 、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

605 (Siegfried Kracauer) , 法国的让· 爱普斯坦(Jean Epstein) 、谢尔曼· 杜

拉克(Germaine Dulac) 以及美国的雨果．芒斯特伯格 (Hugo Munster

berg) —一些主要的美术和艺术史方面的理论家弗里茨 · 安海姆

(Fritz Arnbeim) 、 欧文· 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 也对此投以积极

的关注。作家和诗人一— 阿拉贡(Aragon) 和罗伯特· 德思诺(Robert

Desnos) 、迭戈· 瓦雷里(Diego Valery)和萨特 亦对电影的体验表

达了敬意 。 当然 ，一些艺术家和作家积极地参与了——主要是一些实

验的或激进的——电影制作： 一 方面是弗尔南德· 莱热 (Femand

区ger)和弗朗西斯 · 皮卡比亚 (Francis Picahia) 以及曼 · 雷(Man

Ray) 和萨尔瓦多 · 达利 (Salvador Dali) , 另 一 方面是让· 科克托©

(Jean Cocteau)和布莱希特。

爵士乐的情况与电影类似 ， 只是在时间上有所延迟 。 当然 ， 还是

存在 一些差异， 主要是因为电影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式 ，而爵士乐则

必须在已经固定下来的 、 壁垒分明的 、与轻音乐严格相对的领域中找

到自己的位置。 20 世纪 20 年代 ， 文化兴趣主要指向
“

交响爵士乐
”

［伊戈尔 ．斯特拉文斯基 (Igor Stravinsky) 、 达吕斯 · 米约®(Darius

Milhaud 汃阿龙 · 科普兰 (Aaron Copland) 和乔治 · 格什温 (George

Gershwin) ] , 它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高雅艺术的一种（正当或非正当

的）形式。 以一种更有争议的方式 ， 类似的要求（独特的美国的艺术音

乐形式）是为了将爵士乐选集进行交响乐编曲而提出来的 ， 从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开始在音乐厅由专业白人音乐家组成的管弦乐队来演奏。

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 ， 区别千现在的大乐队摇摆舞音乐 ， ＂真正

＠ 也译作贝拉·鲍拉日 。 －—+译者注

＠ 也译作让·谷克多或尚．考克多 ，法国导演 ，是现代主义和先锋艺术的代表。 －

译者注

＠ 达吕斯·米约， 法国作曲家 、 犹太人 ， 创作不拘成法 ， 具有多调性的特点。 －译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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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或
＂

纯粹的
“

爵士乐才成为特定美学鉴赏的一个主题以及各种艺

术表现的主体 ， 比如亨利 · 马蒂斯 (Henri Matisse)和皮特 · 蒙德里

安Q)(Piet Mondrian)或弗· 司各特· 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 

和米歇尔·莱里斯(Michel Leiris) 。@

显然这些特殊艺术形式一摄影 、 电影和爵士乐一引起了广

泛的文化共鸣并不是偶然的。 因为它们实际上起源于流行的或大众

文化形式的文化生产类型 ， 但最终不是分裂为艺术和商业两种类型 ，

就是像爵士乐一样以适当的方式被区分出来 ， 投入高雅艺术的怀抱。

这种发展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 ， 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和 20 世

纪 50 年代才完成。 (20 世纪 20 年代和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的实验性

电影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艺术电影之间几乎没什么共同之处。）

上述文化批判理论家实际上坚决反对这种过程本身一一 他们通606

常 对这些形式表现出特殊的敌意（正如在电影方面已经表明的 ， 再如

阿多诺有关爵士乐的文章也能够得到证明） 。 这不是固有的保守主义

的间题 ， 这源于他们对高雅艺术的特点和功能以及当代文化的一般状

况的理解方式。 电影通常能够成为真正的艺术这种假设与它们有关

的高雅艺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的前提相矛盾。 这是一种对包罗

万象的文化（和社会）危机的诊断 ， 这种诊断为它们的美学分析和评价

指出了方向 ，通常包括对大众文化的排斥 。

然而 ， 即便是粗略地了解这些理论及其历史也会迫使我们在这一

点上面对一种悖论。 一方面 ， 在对大众艺术的排斥方面他们之间存在

着大量实质的相似性。 同时 ， 他们又同样是前卫的 ， 现代主义艺术某

些选择性趋势的忠诚支持者 ， 这些趋势总是被他们以类似的方式进行

设想：即作为对现代性的一种美学批判。 在他们为其否定和肯定的价

O 荷兰画家 ，非具象绘画的创始人之一 ，风格派运动代表。 一一译者注
© 也译作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待 ，是美国著名作家、 编剧。－ 译者注
® See P. Lopes, The Rise of a Jazz Ar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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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判断所提供的特定美学理由中也存在着一致性。 他们代表着一种

持续的理论传统，在某种意义上， 这种传统甚至表现出一种
“

发展
＂

的

特征。 对千这种传统的早期人物而言 ， 比如奥特加·伊．加塞特或艾

略特 ， 大众文化并不是具体的兴趣对象一在不经意的旁白中 ， 对它

的排斥就已经不言而喻。 仅仅从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开始 ， 才出现更

有规模的批判分析 ，这种批判分析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 的相关著作

中达到顶峰，在今天也仍然是 理论上对他们所谓的
＂

文化工业
“

最尖

锐 、最完整的批判。然而， 这种
”

进步
”

伴随着另外一种趋势。 原本就

表现为轻蔑的忽视态度变成了 一种更加不顾一切的谴责。 最初被认

为在美学上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 现代性弊病的微小症状之一

， 逐渐

被认为是严重的，不仅是文化， 同时还是道德和／或政治的反向价值，

在某种程度上 ，它自己就要对这些弊病负责， 或至少显著地促成了它

们的存在。

另一方面，鉴于我们涉及的似乎是一种单一的传统 ， 与这些共同

点同时存在的却是在涉及本质意义时出现的极端差异性。 这些理论

607 家本质上都在研究有关现代性艺术和文化的使命及其在当代社会中

的实际状况和潜在作用的问题。 他们甚至在这一方面具有共同的基

础： 一种针对商品化社会和工业 、 商业利益至上的否定批判态度。 然

而 ，他们阐明这种否定态度的原因不仅是多种多样的 ， 而且在一些典

型的例子中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奥特加．伊．加塞特和艾略特是自

觉的精英
＂

。 他们坚信 ， 只有能够为（具有价值基础或阶级基础的）

精英提供制度保障的具有等级秩序的社会才在文化意义上（并最终在

社会意义上）是健康的 、 可行的。 大众化 ， 即大众对全部社会权力的获

得 ，是当前所有异化现象的根本原因 ， 正如奥特加．伊·加塞特在其

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开头几行所宣称的那样 ， ＂顾名思义， 大众既不该也

不能指导他们自己的个人存在， 更不用说社会了" (1932: 11)<D。 另一

(D J. Ortega y Gasset, The Revolt of如Masses, London, Allen & Unwin, 1932 , p.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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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 麦克唐纳和阿多诺的实际政治立场最终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对资

本主义的批判 ，并以自由个体组成的无阶级社会这一社会主义理想为

方向。 前者拒斥大众文化是因为他们认为大众将幼稚和粗俗的价值

观整平性地强加给整个社会体系 ， 将精神活动降低到基础物质利益的

水平。 后者谴责大众文化把统治制度的价值有意识地强加给受剥削 、

受支配的大众 ， 剥夺了他们解放性反抗的可能。 然而 ， 无论更深层次

的动机和理由是多么的不同 ， 扞击的目标及其在某些方面的特性化都

是相同的。 对立方的这种矛盾性的一致 ， 即部分是真正的 ， 部分是文

化定位表面上的同 一性 ， 与直接对立的社会政治观点有关并受其驱

动 ， 这种右翼和左翼的碰撞性的合谋在根本上是共同命运的结果：两

种对立的激进政治形式被迫撤退到文化领域。

尽管文化批判的保守思潮肯定具有自已随后的和现在的继承者

［艾伦·布鲁姆 (Alan Bloom) 或保罗 · 约翰逊 (Paul Johnson) ] , 但正

是阿多诺的文章要么作为批判的对象要么作为思想来源， 对后来的讨 608

论施加了并将继续施加最持久的影响 。 这是可以理解并当之无愧的。

在这些理论分析批评的敏锐性、 深度和广度上 ， 它们在这个复杂的传

统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因此 ， 对于他的观点需要更密切的关注和更详

细 、 内在的检验。

首先 ， 阿多诺批判的目标＠不仅仅是大众文化 ， 就其通常被理解

的意义而言 ，而是
＂

文化工业
”

（尽管他经常将这两个词作为同义词使

用）。 文化工业当然包括所有被称为
＂

大众文化
＂

（他经常将其称为

＂娱乐产业")的那些东西 ， 但是它不能被简化为这个词 ， 哪怕是最广

义的共同理解。 他将其范围扩展为传统高雅文化作品（在音乐会、剧

院 、 广播和唱片中）的当代表现和接受。 在音乐方面 ， 这一观点非常清

＠ 这种图式分析首先基于阿多诺早期的著作。 （他从来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他的观

点 ， 但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开始的文章引人了一些不亘要的修改和限定性条件。 ）

在这些著作中 ， 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当然是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有关文化

工业的齐节。 我将这一东节当作阿多诺的著作。 但是 ， 这仅仅是为了方便。 我绝没有任何

企图否定或因此预断霍克海默对文章贡献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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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 ， 对他来说 ，这不仅属于其特定的兴趣对象和能力范围 ， 还是卓越的

资产阶级艺术，即资产阶级
“
最独特的艺术媒介

＂
应正如他在为之努

力 30 多年的有关音乐再生产的未完成的计划的注释中所述 ， “对传统

音乐的整个官方解释 ， 只针对外表 ， 不仅仅失去了最内在的东西 ， 成为

文化工业的碎片 ，更是明显虚假的
“

见这绝不是夸张。 早在 1938 年

的论文《论音乐的拜物特性和听力的退化》 (On the Fetish Character of 

Mus比 and Regress加 ofListening)中 ， 他就已经详细阐述了这种观点的

论据。 在当代的物化条件下 ，对经典音乐社会典型的及
“
正常

＂
的认知

和理解表明了所有基本的态度 ，这种态度表现了普通听众与
“

轻
”

音乐

609之间关系的特点：心不在焉无法集中 ，将整体分解为孤立的气候性的

碎片和感受 、 关注集中在声音感觉重要性和表演技术完美性上 ， 等

等。＠ 音乐表演想要获得成功的话 ， 就必须使自已适应听众的这些倾

向 。 通过这种方式 ，
“

经典
“

音乐爱好者和
＂

轻
”

音乐发烧友之间在美

学上的相应区别就被消除了：聆听商品(Waren-Horen), 聆听商品音

乐 ， 不过是一种文化
“
商品

＂
的安慰性的消费 ， 成为每个人的命运——

除了孤立的 、忍受批评的少数理智的局外者。

出千同样的原因 ，文化工业概念还包括第三个层次：通常被认为

是现代
＂

高雅"/"严肃
“

艺术真正典范的绝大多数作品。 在《启蒙辩证

法》中 ， 阿多诺明确地提到欧内斯特· 海明威和阿尔弗雷德· 德布林

(Allred D5blin) , 将他们作为文化工业的代表人物 。 在其他地方 ， 他一

般指的是新艺术(]ugendstil) , 具体到奥斯卡· 王尔德(Oscar Wilde) 、

加布里埃莱． 邓南遮叭 Gabriele D'Annunzio) 和莫里斯 · 梅特林克

(Maurice Maeterlinck) , 将他们视为大众文化的
“

开端
＂

。 然而 ， 同样在

音乐方面 ，他更为具体地发展了这种思想 。 他将文化工业的出现追溯

CD CS,vol. 12, p.32. 

® T. W. Adorno, Na.chgel心ene Schrift,en, Abteilung I, Bd 2, Fra吐如t a/M , Suhrkamp,

2001,p.120. 

@ CS,vol.14, pp.21-23,27-32. 

＠ 也译作加百列· 邓南遮 ，意大利著名诗人 、小说家 、剧作家。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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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中叶 ， 追溯到审美现代主义开端时期理查德· 瓦格纳(Rich

ard Wagner)这一有 重大影响的人物及其同为进步和倒退趋势的源头：

将歌剧交付给艺术家的自主性主权与文化工业的出现

缠结在一起。 青年尼采的热情使其错误地认可未来的音乐：

在其中 ， 我们见证电影从音乐精神中诞生... …对于大众文化

仅仅是从外部被强加在艺术之上的这一假设最好的反驳就

是 ： 由于它自身的解放 ， 艺术被转变成它的对立面。＠

对千瓦格纳的作曲技巧进行的详细分析以及他在《总体艺术》

(Gesamtkunstwerk)中的思想证明了这种一般性陈述。＠ 很明显 ， 阿多

诺虽然不打算重建大众文化的历史起源 ，但他零散的言论却揭示了19 610

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艺术音乐发展的一条不间断的脉络 ， 其特征

表现为内在的商品化 ， 产生了一整套可以被套用 、在技术上强化并置

换到其他大众文化种类和流派上的形式手段和策略。 柴可夫斯基

(Tchaikovsky)和拉赫曼尼诺夫(Rachmaninov) 、 西贝柳斯(Sibelius) 、

德沃夏克(Dvorak)和埃尔加(Elgar汃古诺(Gounod)和普契尼(Pucci一

ni汃瑞格尔(Reger)和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一一他们都

是阿多诺所说的非常成功的
“

低劣的
“

演唱会音乐和歌剧的例子 。 他

们保留古典音乐形式的空壳（比如声调系统和奏鸣曲形式） ， 但却取消

了其内部一致性以及
“
发展中变化

＂
的原则 ， 对音乐时间的塑造 ， 用一

连串静态重复的精确计算的效果来代替。＠

所有这些断断续续但又十分一致的历史迹象与阿多诺文化理论

的某些基本的假设联系在一起。 他没有注意到后期的流行与大众文

化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他对此缺乏兴趣或无知这么简单。 早在1932

年《社会研究学刊》(Ze沁chrifi肛r Sozialforschung)的第一篇文章中 ，阿

(i) CS,vol.13, pp.102-103. 

＠ 头e A. Huyssen ,;\如r the Great Divi心： M成em砌I几 ，Mass Cu如re, Po血吵m叩 ， Bloom

ington, l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G. Markus, "Adorno's Wagner", Tl心is Eleven
、 56

(1999), pp. 25-56. 

@ CS, vol. 16, pp. 28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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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诺就主张
＂

轻音乐
”

可以而且必须只从其消费的角度进行分析 ， 因为

作为音乐生产的一种形式 ， 它没有提供任何供大家思考的东西：
＂

通俗

音乐……没有发展出一种自律性的技巧 ， 作为商品 ， 它只是为了能够

快速调整以适应消费需要。 叨）大众文化通常从衰退的
“

高雅
“

艺术中

借鉴所有技术形式上的表现方法 ， 自身经过商业化后成为文化工业的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因此 ， 经常提到的反对阿多诺
”

精英主义
＂

的指责完全是空穴来

风 ，至少在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上就是如此。 自封为文化精英的用以与

大众文化进行对比的东西--1.1�些可以找到的
“

经典
＂

的 保留剧目和

面向
“

有辨识能力的
”

观众的多数相对近期的艺术作品一 一对他来说 ，

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构成文化工业的某个特殊分支或层面 ， 其力矗在于

其区分 、划分和组织消费者的消费能力。 “某种东西被提供给每一个

人 ， 没有人可以逃脱 ； 区别被强洞和放大。 通过提供大规模生产 、 质扯
611 参差不齐的产品来迎合公众 ， 进而提出了完全量化的规则 。 飞）正如他

反复强调的 ， 在当代
”

被彻底管制
＂

的世界中 ， “低层
”

和
＂

高雅
”

之间的

传统分界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
”

严肃和轻松 、低层艺术和高雅艺术 、

自律性艺术和娱乐之间的旧有对立无法再用来表述这种现象。 作为

填充闲暇时间的手段 ， 所有艺术都变成了娱乐 ， 以至于现在传统自律

性艺术的材料和形式也都被整合到
｀
文化商品

＇
之中。"®

阿多诺用甚至不是前卫的深奥艺术来与这种极大扩展的文化工

业概念相对比 ，他对于这种前卫艺术的大多数潮流都没有兴趣甚至怀

有敌意。 只有少数
”

真正
“

艺术的孤独的代表才站在了文化工业的对

立面：文学方面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和詹姆斯· 乔伊斯、 卡夫卡(Kaf

ka)和塞缪尔· 贝克特(Samue Beckett) , 绘画方面的瓦西里 · 康定斯

基(Wassily Kandinsky)和保罗 · 克利(Pau] Klee) , 以及无疑最主要的

Q) GS,vol. 18, p. 769.

® GS,vol.3, p. 123.

@ GS,vol.15,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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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方面的阿诺德 ． 勋伯格(Arnold Schonberg)和第二维也纳学派 。

通常甚至还会受到一些信徒的误解 ，他们代表艺术发展的线索 ， 仍然

在履行艺术的使命：披露这个世界的真相 ， 作品在完全孤立的清况下

通过否定而屈于这一领域。 他们在美学上表现了那些看似无所不能

的主体完全的异化和物化状态 ， 这些主体违背了自身活动领域承袭的

全部习俗 ， 将自己的理性支配强加于这种活动历史传递的物质之

上 － 迷失并屈从于自身制度非人性、非个体化的理性。 这种成功同

样需要付出高昂的艺术代价— —不仅仅是拒绝交流 ，也不需要任何稳

定的对其支持的受众 ，而且还要分解美学价值和界定自律性艺术的范

畴 ， 进而分离表现方式和意义 。 这些作品实现了艺术的去艺术化(En

tkunstung炒 ， 它们是艺术终结之后真正的艺术作品 ， 本身不会终结 ，并

将继续发展。

虽然阿多诺由此将文化工业的多重特性 ， 即它能够使其产品有能 612

力适合各种文化消费群体被精心研究过的倾向和期望 ， 视为掌控它们

的控制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 但同时他还斩钉截铁地认为：＂在垄断之

下 ，所有的大众文化都是同一的 。"®(出自对同一性思想坚决批判者

的一段非常惊人的陈述。）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满足的
”

品味
＂

的异

质性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 ， 隐藏了主体态度潜在的同质性 ， 即作为一

种有意识的心理技术学(psychotechnology)的文化工业产品结构特点

的一种效果。 “音乐 的 自律性仅仅被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功能所取

代。"®毫无疑问 ， 正如对其进行批判的那些人强调的那样 ， 阿多诺对

这些特点的描述是极其抽象和笼统的。 他给出的观点也并不一定是

新颖的。使他的评论特别有力量的是 ， 他将这些观点组合成一种持续

实践的连贯的统一形式(Gestalt) , 由此其功能性的 、体系性的理性得

＠ 此词语不宜翻译。 经常在英语中使用的
｀

去审美化
“

十分具有误导性 ， 因为对于阿

多诺来说 ， 艺术是比审美狭义的一个概念。

® GS,vol.3, pp.141-142. 

@ T. W. Adorno and C. Simpson, "On Popular Music", St叫心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9(1941) ,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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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揭示。

文化工业的所有产品最重要的特征首先是艺术作品内在一致性

和连贯性的解体。 它仅仅被分裂成一系列重复出现的效果 ， 即感觉或

情绪上的兴奋 ， 只是与最老套的模式相联系 。 但是重复不仅是个别产

品的特点；整个文化工业也表现出对同 一标准化的 、 通用类型的重复

（从侦探小说到流行歌曲） 。 当然 ，在现代性的条件下 ， 每个作品都必

须表现得新颖 、 独创 ， 但这是一种伪个性化 ，仅仅是历经考验的 、 人们

所熟悉的原型的表面变化。 由此 ， 每一 个此类作品以及文化工业本身

在其过程的总体性中只是制造了一种停滞 ， 按照本雅明的表述：换汤

不换药。 在其消费者方面 ，这种
“

幼稚的强制重复
＇，

＠本身就是文化工

业的一种结构效应 ， 因为其产品仅仅承诺交付一种纯粹愉悦(pleas

ure)的状态 ， 至少是瞬时的极乐。 好莱坞的电影产业也仅仅宣称自己

613 是一个
“

梦工厂
＂

。 此类作品既不提供反思性审美也不提供（正如前

工业流行文化的一些作品仍然提供的）直接的身体满足。 它们仅仅是

暂时的消遣 ， 所持续的时间就是消费所持续的时间。 它们只能被重

复 ， 因为它们不留下任何可以回味或铭记的东西 ， 然后就会消失 。

但是， 阿多诺首先关注的是文化工业的功能 ，这也构成了其理论

最有影响力和争议的方面。 针对大众文化的自由拥护者和保守派批

评家 ， 他们以大众文化只是满足作为消费者的大众的欲望为基础而对

大众文化进行辩护或排斥 ， 阿多诺主张 ， ”表面上和实际上支持文化工

业体系的公众意向是这种体系的一部分 ， 不是它 的借口"®。 他的分

析在两个层面上展开。 通常 ，所有工作活动令人心烦的 、 呆板的特性

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个体关乎存在的不安全感剥夺了他们

获得真正休闲的能力。 “晚期资本主义下的娱乐是劳动的延伸·…..所

有的娱乐都面临这种无可救药的弊病 。 愉悦成为令人厌倦的东西 ， 因

为 ，为了保持愉悦 ， 它不应该要求任何努力 ， 因而严格地遵循着联合体

Q) GS, vol. 3, p. 305.
@ GS,vol.3, pp. 1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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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陈旧惯例 。
，
心

然而，文化工业不仅仅利用了由个体客观处境所导致的这种无

力。 它本身还创造了 一种限定并培养个体被动性的心理结构。 它创

造的需要恰恰就是它承诺满足的需要。 总之 ，在阿多诺的理解中 ， “有

组织的
“

资本主义的稳定性是以下面的这个事实为基础的 ， 即在很大

程度上支撑着这一制度的需要就是它本身的产物。 但是 ， 物质需要仍

然与人类的自然基础保持着某种联系。 然而 ， 与充分发达的文化工业

相关的需要完全是人造的和
”

被操纵的
“

：它在其无须努力 、无须思考 、

“纯粹
＂

娱乐的虚幻承诺中创造了它要去满足的需要 ，以这种方式使自

己永久存在。

这肯定确保了一个自我再生体系的
“

合理性
＂

。 但是 ， 就个体角度

而言， 这个正在进行的过程是完全不合理的。 他们为什么不能识别出 614 

这种不合理并主动抗拒它呢？阿多诺表明文化工业实际上所传递的

东西 ， 指出文化工业产生并实际上由其满足的是一种不合理 、病态特

性的潜意识需要 ， 由此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种大众文化碎片的 、 刻板而重复的产品实际上预先设计了它们

的接受方式 ，将其转变成一种
“

反应机制体系"。© 然而，这样的话 ， 作

为心理技术的文化工业就比仅仅是自身的永久存在具有了更深远的

影响。 它将简化的和同质化的现实感知模式强加给个体 ， 与其说是通

过它经常传达的变相伪装的意识形态信息来强加给个人 ， 还不如说

是通过它的破坏性影响来强加给个人：自发想象和反思能力的系统性

衰退 ， 艺术已经在文明的条件下有规律地为它的发展和运用提供了豁

免地带。 ”在大众文化方面， 物化不是一种隐喻。 飞）眼前世界诠释的

这些扭曲的 、简化的图式 就像马克思的拜物教 实用上是成功

的。 一般而言 ， 它们确保了个体对体系功能性要求的适应 ， 个人在这

(j) CS,vol.3, pp.159-160. 
® Adorno and Simpson, "On Popular Music" ,p. 22. 
@ CS,vol.3, p.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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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系中仅仅是一次性处理并且始终可更换的元件。 损害主体的自

发性经验(Erfahrung)的能力并致命性地削弱处于不断焦虑状态中的

自我 ， 这是晚期资本主义每个人的命运（正如
“

虚拟失业,,)'与此同

时 ， 文化工业还为这种损失提供了退化的－病态的补偿。 在潜意识层

面通过把判断和实施方式上综合式生产的、共享的陈规旧习作为自

己的依托，它将自我驱动能扯转向替代性的对匿名集体的认同。（由

此，在适当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下， 它特别有利于
“

权威主义个性
”

这种

心理类型的出现。）
”

这种体系为那些被剥夺了判断和体验的连续性的

人们提供了应对现实的模式。 他们当然无法把握现实 ， 但是却为无法
615 理解的事物而产生的焦虑做出了补偿。＂伞文化工业实质上加剧了它

为其提供缓和剂的那种不安 ，以这种方式使自身和体系永久存在 ， 文

化工业是这个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

． 

对阿多诺来说 ，拜物教由此占据了主体心理家园的最深层面。 他

经常将其心理影响描述为个体蓄意的病态化(palholo护sation) , 尽管他

对这种方式诱发的精神病态的特点相当模糊 。©当他将其描述为社会

强加给主体的稚化(infantilisation)时 ， 他可能是最有说服力的。 将所

有自发性排除在外的 、被强加在个体活动之上的过度理性化的要求，

．伴随着对自身状况永久存在的不安全感 ， 对精神施加 一种刚性的 、不

间断的 、 适应性的压力， 这种压力只能与孩童在他们初步社会化过程

中所遭遇的经历相比。 文化工业通过将
“

内在导向
“
行为替换成对社

会信号的标准化反应来缓解这种紧张。 通过把生活组织成
“

一场持续

的成年礼
”

，它能够
＂

欺骗那些被延长童年的成年人 ， 这让他们做好准

备以便使他们能够以更成熟的方式行事
＂
。＠ 因此， 文化工业在很大

程度上接管了个体社会化的功能 ， 用现实解释和行为的共同模式在其

CD GS, vol. 8, pp. 116-117. 

＠ 他在不同的场合谈到了神经衰弱症 、 偏执狂、 精神分裂症、 受虐狂和自恋(see GS, 

vol. 3, pp. 115-117; vol. 14, pp. 26 and 45; vol. 17, pp. 98-99 etc.) 。

@ GS, vol. 3, pp. 176 and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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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构成的各个层面对他们进行灌输 ， 进而使他们不再反抗这个无所

不包的非个人化统治制度所需要功能的执行者。 这就是
“

社会水泥"'

”在今天仍然使商品社会紧密结合的胶水 ， 尽管在经济方面它一直受

到谴责
＂

。＠ 因为
＂

出于某种原因会反抗中央控制的需要已经被对个

体意识的控制所抑制
“
吼

这就是致命的 ， 由操控和反作用需要组成的看似无懈可击的循

环，要想打破这种循环人们只能求助于不可预见的历史开放性。 通过

揭露这个绝对物化体系的所有非人的消极性 ， 真正的艺术和哲学才能 616

让希望之树常青。

人们的支配欲望与生俱来。 他们不需要受到
＂

影响
＂

， 作

为自由主义者 ， 他们倾向千认同他们关于市场的理念。 在制

度的强迫下 ， 大众文化只是使他们再次陷入他们已经处于其

中的环境一它控制着差距 ， 在实践中额外引入其作为公共

道德的官方副本 ， 为人们提供模仿的范例... …非人化没有来

自外界的力量 ， 没有任何形式的宣传 ， 没有被排除在文化之

外。 这实际上是体系中被压迫者的内在固有性 ， 他们曾因其

贫困而被排除在这一体系之外， 而今他们的贫困在于他们无

法摆脱该体系这一事实。＠

正如它所揭露的那样 ， 这种论证是（故意）在绕圈子。 它是个体的

客观处境 ， 他们集体的决定取决于该体系的逻辑 ， 这种体系的逻辑完

全破坏了他们的自发性并由此把所谓的主体变成文化工业被动的和

柔顺的客体。 但是， 恰恰是后者不可避免地巩固了个体总体上的包容

和整合性 ， 使这一体系能够
＂

深入人心
＂

。 因为它通过他们不加反思的

伪行动来鼓励其消费者完成那些认同 ， 即由非个人化统治的客观逻辑

所要求的认同 ， 使其变得无法摆脱。 文化工业是维持该体系保持完

<D GS, vol. 14, p. 25. 

® GS, vol.3, p. 142. 

@ GS, vol. 8, pp. 390-39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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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封闭 、无法撼动的胶水， 这是由于文化工业使个体以一种无法反抗

的方式处于其自身的想象之中 ，因为这个体系早已将所有批判性的反

抗以及其他资源清理干净了。 这种论证就是一种循环论证， 使它在原

则上无可辩驳。 但是， 它在理论上的恶意仅仅是在模仿它所揭露的这

个体系的现实恶意。

无论人们对这种复杂分析在逻辑上或实质上持何种反对意见， 它

无疑是理论上的杰作（如1,r de force) , 能够相对缓和批评家对它的异

议。 然而 ，根据阿多诺自己的立场 ，这种分析似乎并不完全令人满意，

617 也不够充分， 可能是因为在这一概念的扩展范围内 ， 这种解释无法适

用千整个文化工业。把托斯卡尼尼 (Toscanini) 指挥的贝多芬第五交

响曲的演奏视为实际上有助千保持社会体系稳固的
“

水泥
＂

， 无论在心

理学还是在社会学上似乎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 作为消费者心理技术

上的病态化和稚化的文化工业 ， 无论对错 ， 对于大众文化 ， 在其通常

的 、更为狭义的理解上 ， 都是具有意义的－�然而 ， 在阿多诺对概念的

扩展方面 ， 很明显， 是不充分的。 尽管如此， 后者并不是阿多诺理论的

边缘部分。 它是《启蒙辩证法》中核心的理论尝试， 目的是撕下拜物教

的 、＂肯定的
“

文化概念的假面具，这是对失败的启蒙进行（自我）批判

计划的主要部分和重要内容。

不管怎样 ， 由千这种或那种原因 ， 在关千文化工业的章节的后半

部分，阿多诺突然改变了方向 ， 大幅度减少了同先前分析的联系。 他

回到了他讨论的起点：在晚期资本主义中 ， 一切文化作品都属于商品 ，

都是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双重决定性的人类产物。但是 ， 在现

代性中 ， 以各种方式近似或冒充艺术作品的所有东西 ， 都不能具有任

何实用功能 ，因为自律性的艺术被假定为本质上和本身就是具有价值

的。 因此 ， 只要所谓的艺术作品变成了文化
“

商品
＂

， 变成它们使用价

值本身的恰恰是它们的交换价值（表现在它们的相对价格中） ， 也就是

它们能够满足某种社会承认的 、明文规定的需要的能力 。 只有那些从

根本上抵制商品化 ， 即不需要任何社会承认的观众的那些独立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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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 才能摆脱这种命运。

只要对艺术的稳定价格的需求变成总体性的需求 ，在文

化商品的内部经济结构中就会出现一种转变。 因为 ， 人们在

对抗性社会中希望从艺术作品中获得的用途恰恰是无用性

的存在， 但是 ， 现在由 于被使用过程中的总体的包容 ， 这一点

巳被完全消除了。 只要艺术作品把自身完全等同于需要 ，它

就已经骗取了人们从效用原则中解放出来的机会， 而这本来

应该是它提供的 。 在接受文化产品时 ，交换价值取代了人们

所谓的使用价值 ； 亲身经历和完全了解取代了享受 ， 追求声 618 

望的人取代了鉴赏家。 消费者变成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 ， 无

法摆脱文化工业的制度……某种事物具有价值不是因为它

自身 ， 而是因为它能够被交换。 艺术的使用价值， 即它存在

的模式 ，被视为一种拜物；而这种拜物 ， 它的社会等级

被误认为艺术地位——－ 变成它独有的使用价值， 即人们实

际享受到的品质。(i)

阿多诺在 1938 年就已经阐述了对文化工业的这种 “经济学演
绎"®。

因为商品总是由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构成， 所以现在纯

粹的使用价值， 即必须由文化商品所保留其使用价值的幻想

在一个彻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 ， 正在被纯粹的交换价值所取

代 ， 就像交换价值欺骗性地接管使用价值的功能一样 。 音乐

特殊的拜物特性是通过这种等价物形成的：目的在千交换价

值的影响造成了这种即时性的出现 ， 它同时因为与对象的无

关性而被否认。 后者以交换价值的抽象性为基础。 所有衍

生的 “ 心理的”
， 所有的虚假满足［替代性满足 (Ersatzbefriedi-

(D GS,vol.3, pp. 181-182. 
® GS, vol. 7 , p.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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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ng)] 都以这种社会替代物为基础。©

阿多诺确实将这种分析视为马克思商品理论的一种发展 ， 视为它

在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领域中的应用。 但是 ， 事实上 ，这只是把文化消

费的声望理论翻译成了一般化的经济学术语（以十分令人质疑的方式

被使用）。 在我们更为熟悉的一个术语中 ，阿多诺［在某些方面预示了

布尔迪厄(Bourdieu) ]将文化工业形形色色的商品消费均视为是对被

简化为经济
“

基础
＂

的社会差别的肯定和维护。 “消费者其实是在崇

拜他自已为了买托斯卡尼尼的门票所付出的金钱 。 他从字面上
＇

取

得
＇
了被他物化的和接受为一种客观标准的成功 ， 却并没有在其中认

识到自身。 但是 ，他并不是因为喜欢这场音乐会而
｀
取得

＇
成功 ， 而是

因为他买了门票。
＂

而且：＂仅仅作为商品符号从伟大音乐中保留下来

619 的文雅明显具有阶级意义 。 它服务于把昂贵文化商品的消费者从悲

惨的破产平民中清楚地区分出来的目的。"®

正如这些引文所表明的 ，阿多诺准备用这种说明来解释其文化工

业概念中更为
＂

复杂
＂

的层面。 问题是它无法只限制在这些层面之中。

恰恰是这种说明所具有的特性使它变得不可能 ， 因为它的前提与事物

的完全普遍状态相关：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文化商品的商品特性。 同

样重要的是 ，以所有文化消费者态度的同质性和同一性这一假设为基

础 ，不管他们所选择的产品被通常认为是
＂

严肃
“

艺术的典范还是大众

艺术 ，此举将破坏文化工业的这种理念。 因此 ， 阿多诺必须将这种分

析的范围扩展到这一概念的全部领域。 然而 ，这种
“

经济学演绎
“

现在

采取了一种假设的方式 ， 假设一种外部强加的 、 社会强制的高压政治

使每个人在他们消费行为的整个范围内
＂

自发地
”

顺从其社会地位和

功能预先建立的等级。（这一点是阿多诺得出关千文化工业和法西斯

主义之间深切关系这一最终结论的基础。）
“

每个人都必须 ， 好像是自

发地 ， 按照事先就根据适当的标准所确定下来的自己的等级行事 ， 并

<D GS, vol. 14 , pp. 2 4 -25. 

® GS, vol. 14, pp.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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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法获得为他这类人特意炮制的那类大众产品。喟）

资产阶级娱乐的旧口号：＂你一定要看看
”

， 这曾经是市

场的无害的欺骗 ，现在 ， 当娱乐和市场已被取消时 ， 其变成了

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 。 此前 ， 想象的制裁在于个人无法参与

交谈这一事实 ， 今天则在于 ， 如果个人不能以正确的方式交

谈， 即不能毫不费力地再现似乎是他自己对大众文化的规

则 、传统和判断 ， 那么他的存在就会受到威胁 。 那样， 这个人

就会被怀疑是个傻瓜或是个知识分子。＠

仅仅是为了简明扼要， 请允许我称其为文化消费的
“

地位强制
“

(status compulsion)理论。

然而 ， 这样一来 ，在
“社会心理

”
方法和

” 地位强制 “
方法之间就出 620

现了一种明显的矛盾 ，它们的并置构成了阿多诺对文化工业完整的批

判理论。 毫无疑问 ， 它们确实共享一些基本的前提：现代个体与他们

自身活动所创造的所有产品之间物化的和拜物教的关系。但是，在应

用于文化工业对象时 ， 具体化这一前提的两种方法却是完全不相容

的。 第一种方法坚持认为 ， 这些对象履行了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功

能， 原因在于它们能够对个体的心理家园产生影响 ， 因为这些对象恰

恰补偿了自已在一定程度上对主体性产生的削弱。 第二种方法认为 ，

这些产品的性质是完全偶然的和暂时的， 因为它们不论与消费者的真

实需求还是虚假需求都是无关的。 人们只是被强加了匿名的、 外部的

压力 ，他们必须遵循这些压力以保证他们的（总是不安稳的）生存。 不

仅如此 ， 阿多诺确实是一位真正不同凡响的思想家 ， 因为在其矛盾性

上他极其一致， 所以他以最激进的方式在某些方面得出了后一种

结论。

如果大部分广播电台和电影院被关闭 ，消费者并不会失

去太多 。 不管怎样， 从街头走进电影院不再意味着进入梦想

(j) GS,vol.3, p.144. 

® GS, vol. 3, pp. 33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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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 并且如果单是这些机构的存在不再能使它们的用途必

不可少 ，那么针对它们的使用需求就不会这么迫切。 这种终

结不是一种反动的机械破坏。 不是那些感到被剥夺的狂热

者 ，而是那些落后者、那些永久失败者。 对于家庭主妇而言 ，

电影院的黑暗保证了－尽管电影会进一步加剧她的一体

化一－个使她能够独自坐在那里三两个小时而不被打扰

的避难所 ， 就像她在有家人的时候仍然经常望向窗外和在晚

上休息一样。＠

由于能够深人其主体最深的心理层面而保证体系协调一致的这

种胶水 ， 同时在心理上却是多余的 ， 对这些主体没有任何真正内在的

影响。 理论结论中这一相当尖锐的矛盾需要进一步考察其建构性的

原则和分析方法。

621 阿多诺的整个分析是以真正的艺术和文化工业之间的二分式的

对比为基础的 ， 这撕裂的两个部分无法综合成一个整体。 但是 ， 至少

根据阿多诺分析中最基本的一个方面来看 ，可能有人会认为 ， 这种经

常被引用的 、对我们文化处境的失范所作的简要描述只是说明一种简

单的逻辑上的不可能性。 这两者无法以任何形式合成一个整体是因

为这两个概念（以及它们 所指定的东西）是绝对不可相容的。 ”真正

的艺术
“
是一个关于此类作品内在特性的规范性的美学概念。 另一方

面 ， 如果人们重视其
“

地位强制
＂

分析的话 ， ＂文化工业
”

就是一个描述

性的社会学概念 ， 这一概念确定了由其对象履行的 、 在本质上独立于

其内在特性的 、特定的社会功能 ， 因为这种功能很明显地以其
＂

与对象

的无关性
”

为特征。 当然 ， 一定有一些历史依据能够说明它是一类特

殊的作品 ， 这些作品对于特定社会阶层的成员来说 ， 发挥着对他们的

社会地位进行强制的 ， 但看起来似乎是自发的再确认的功能。 然而 ，

这类对象在作为
＂

区分
“

标志的功能方面 ， 却是不相关的。 如果是这样

CD GS , vol. 3 , p.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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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 ， 那么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违背了一个背景 ， 即有时候清楚

但总是含蓄地存在的 、 与真正的现代艺术作品作比较这一背景 ， 这是

一个严重的不一致的问题 ， 甚至是一种范畴错误少他似乎使用了前

一种无关的且最终无意义的标准。 当然 ， 在分析其他同样很好地 、无

疑更经常地服务于地位区分（比如人们开什么车）这一目的的那些对

象时 ，他不会进行这种比较－这种比较很明显是无意义的。 因为文

化工业的产品以
＂

艺术
＂

的身份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 不管人们认为它有

多么的
“

低劣
＂

。 考虑到他对这一概念的范围的扩展 ， 的确特别需要这

样一种对比。 所谓严肃艺术
“

低劣的
“

、 商业化的形式不会无缘无故偶

然间才与真正艺术的发展发生关系。 只有与始千瓦格纳， 经勃拉姆斯 622

和马勒到勋伯格的发展线索进行美学比较时 ， 从瓦格纳到施特劳斯 、

普契尼或格什温的道路才有意义。 给予这个扩展概念合理地位的文

化工业的
“

地位强制
“

理论 ， 如此一来似乎依赖的是和它相抵触的东

西 ， 即在表面上似乎只适用于狭义的大众艺术的
“

心理学
”

概念阐释。

因为作为阿多诺分析的起点 ， 这种
“

心理学
”

概念阐释实际上把在

下一 阶段的讨论中将被认为是不相关的东西统一 了起来（
“

地位强

制
＂

阐释）：在真正的艺术和大众艺术之间假定的二分法中 ， 美学特性

对社会特性。由此它使对立的两极合理地相容在一起。 当然 ， 现代艺

术作品的真实性只能通过它内在的美学分析来证明。但是 ， 这样一种

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对此类作品真理性内容的揭露 ， 它说明了它们

与社会现实之间内在的尽管是否定性的关系 ，它们在其激进的自律性

中使自身保持距离并脱离这种社会现实。 在对音乐素材进行总体理

性的组织的过程中来证明十二音体系音乐的美学原则 ，同时把它的特

征描述为艺术进步唯一的实现过程 。 因为只有按照这种方式 ， 它才能

把
“

现实的不一致的图景
”

表现为
＂

总体压抑
＂

的®· 即 一个绝对物化的

Q) See U. W. Hoben屾1, Pr如＂止加呼 ： 加呻r W .  Adorno, Lincoln, NE, Nebraska U

niversity Press, 1995 ,p. 140. 

® GS, vol. 12, p.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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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 一个完全被管制的社会。

另一方面 ， 与之相对的大众文化分析 ， 从根本上关注千揭示其作

为
＂

胶水
＂

强化这种社会总体性天衣无缝的社会心理功能，这种分析则

是由先前的那些把所有产品变得同一的
“

美学
”
特性的（非常简略和

表面化的）论据来证明的。 这种分析的两个组成部分都提出了一些正

当的间题，毫无疑问 ， 它们也是有问题的。 当然 ， 我们在这里只能处理

与描述文化工业特性相关的一些问题。

一切同样可以适用于文化工业所有产品的那些关键的
“

美学－形

式上的
”
特点， 自然都是否定的－剥夺的 (negative-privative) 一一－包括

消除创造某种真正全新的 、原创的和个人的东西的可能性；由此类产

623 品伪个性化勉强伪装的重复和标准化的压迫 ； 作品的碎片化 ， 对其内

在一致性的摧毁 ， 向一系列千篇一律循环效果的转变；由此导致的意

义的丧失和总是被延迟的意义（甚至感官－情感的）满足 ， 以这种方式

达到刺激重复的目的；进而是停滞，
一成不变的东西反复出现 ， 时间的

冻结 ， 对任何技术导向的内在发展的排斥；以及通过以上所有种种 ， 既

表达又实现了主体性的瓦解 ，个体自律性的所有痕迹消失殆尽。

这里要提出的间题不仅是这些极其彻底的否定特性描述是否适

当的问题。 我们首先想要询问的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所有这些否定

性是对什么的否定？间题一经提出 ， 答案便一目了然：它们是对
“

经典

的
＇
＼有机的艺术作品的基本特性的否定 ， 也就是作为动态的整体 ， 表

现和结构的统一
，这种艺术作品辩证地调和了客体与主体的对立 ， 在

这种艺术作品的平静所预示的乌托邦式的
“

应许的幸福
＂

中调和了非

个人的理性与自由个体性之间的 对立。 但是——我们的问题看来确

实在此揭开了一个真正的困难�大的 、有机的传统作品的时代已

经一去不复返 。 这一时代的结束是因为历史本身已经从客观上将它

们的乌托邦的承诺转变成今天虚假的幻想 ， 因为实现它的时机（如果

曾经出现过的话）巳经错过了。 因此 ，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艺术作品

也必须否定这些特征。 事实上 ， 阿多诺不仅将文化工业产品的否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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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追溯到瓦格纳 ， 他还揭示了勋伯格这位晚期艺术现代性的代表人物

中期作品中所同样具有的这一特性。

第二维也纳学派 (Second Vienna School) 的十二音调技法清除了

特定作品内部和作品之间实现根本艺术创新的可能性。

技法不可避免的封闭性预设了一种虚假的限制。 所有

超越它的东西、 每一个在结构上崭新的东西...... 已经被确定

的各种技法所禁止…．．．只要十二音调技法将变化的原则提

升到总体层面 ， 即绝对性 ， 那么它 在概念的一种最终转

变中一一－就已经消除了这种原则 。 一 旦它成为总体的 ， 音乐

超越的可能性马上就消失了。 一 旦所有的东西在同一程度

上被吸收到变化之中 ，就没有任何
”

主题
“

会落在后面 ， 同时 ，

所有音乐的外在表现便将自身界定为一排排无须任何差异 624 

的序列。 在变化的整体中 ， 没有什么东西会再发生变化 。©

对重复的明确排斥却使整部音乐变得重复一作为一系列非连

续的变化 ， 它破坏了所有音乐的动力 ， 转而变成静态的并将时间凝结

为空间。 这种碎片化把音乐所有直接可感的意义都消耗殆尽。 “消除

艺术作品中的虚幻特征是由其自身的一致性所要求的。 但是 ， 消除的

过程 整体意义所要求的�整体变得没有意义。"®音乐艺术

作品变成
“

巨大的空虚" (yawning emptiness) 。
＠ 它就这样放弃了提供

审美愉悦的可能性 ， 否认了自身的自由、 自律性 、 曾经提供的平静。 完

全理性的控制 ， 在与自然和历史预先赋予的音乐材料之间获得解放的

主体所拥有的完全的自由 ， 导致主体对于技术客观理性的完全服从 ，

而这种技术与主观的意图与意义完全不再有关系。 完全自由的结果

竟然是第二性的”
流线型

”
命运的完全确定。＠

(D GS, vol. 12 , p. 99. 
® GS,vol. 12, p. 71. 
@ GS,vol.12,p.96. 
© GS,vol. 12, pp.6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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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自已在很多方面注意到了音乐大众文化和真正艺术之间

存在着意义深远的相似之处。 ＂大众音乐对人们行使的权利存在于它

的社会对立面之中 ， 存在于那些远离人们的音乐之中 。
嘀）｀｀

勋伯格晚

期作品和爵士乐——以及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一 一都具有

与音乐时代相分离的特性 。 音乐展现了一幅世界构造的图景一不

论好坏与否一都不再承认历史。"®

但是 ， 就勋伯格的十二音体系作品和十二音调技法而言 ， 这些类

似之处却在一个重要的方面被打破了。 因为其彻底理性化结构鲜明

地对立千大众音乐产品所体现出来的无关的表现部分（唤起规范化的

625 情绪） ， 即只与琐碎模式相联系的那些部分。 这恰恰是根本上为真正

的艺术音乐作品赋予审美和人文意义的东西。 因为正是使它们内在

地成为一种反映对象的（对于少数仍然能够从事它的人来说）组织上

的绝对的理性 ， 必然会揭示其中的真相： 一语道破了非人性 、 异化和物

化的特征 ， 工具理性世界最终的非理性 ，这是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 ，也

是这些作品以其激进的自律性似乎已完全远离的世界。

但是 ，从阿多诺后来对战后音乐发展的反思来看 ， 连这 种对立也

消失了。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十二音阶［布莱 (Boulez汃斯托

克豪森(Stockhausen) J使十二音调作曲的理性化趋势越发激进 ，使其

扩展超越了与节奏 、 韵律和音色之间的音高关系 ， 与此同时 ， 凯奇

(Cage) 的即兴音乐以自由的名义拒绝了超越机会原则的 、构造组织的

理念。 这两种趋势代表了一个根本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它们都归入

到
“

消除虚弱自我负担的范畴" (Entlastung 如 geschwachten Ichs)

之中 。
＠

由此 ， 文化工业和真正的艺术之间任何审美上可以确定的区别似

乎都消失了 。 在它们的二分背后潜藏着它们最终的统一性－�它们

CD GS, vol. 12, p. 69. 

® GS, vol. 12 , p. 62. 

@ GS , vol. 17 , p. 27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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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彼此的镜像。在这个意义上， 人们或许能够指出 ，用其
“

地位强制
“

分析来补充对文化工业
”

心理学
＂

的解释仍然是必要的 ， 尽管它们并不

相容。 因为无论大众文化与真正的艺术在形式上是如何的相似 ， “地

位强制
＂

分析则保证了它们最终是毫不相关的 。 两者仍然是截然对立

且是不可比较的。大众文化直接的 、 基本的功能性 ， 即强制地对预先

赋予的社会地位和差别进行再确认的功能 ，使它对立于自律艺术根本

的机能缺失， 这种自律性在当下意味着对交流功能的完全拒绝 。 它相

当于一种有意识的自我牺牲 ， 与有理解力的受众的决裂。 阿多诺强

调 ， 在勋伯格的音乐方面， 由于切断了表现和意义 ， 它必然牺牲作为艺 626

术作品重要特征之一的
“

直觉力
＂

。作品不再是自我奖励的审美体验

的对象 ， 它
＂

仅被设定为思想的对象"<D。 他有一次甚至将它称为哲学

理解的批判性的
”

证据
“

竺奇怪的是 ， 艺术最极端的自律性却使它变

成他律的一 在今天 ， 它的人文意义只在于它能为我们批判性的 、 用

哲学的方式来理解这个末日世界提供唯一恰当的材料。
© 通过在事实

上变成一种单纯的知识手段， 它在其解释学的结构中也呈现出某种

“科学
＂

的特征：它只针对志趣相投的实践者。

毫无疑问， 这些困惑与阿多诺经常提到的
“

悲观主义
”

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他把当代世界视为一个
”

被完全控制的社会
”

， 即一个完全异

化和物化的世界， 这个世界系统地清除了所有可能挑战这个体系的 、

实际有效的主体态度存在的可能。 这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 、 现实的 、

实际的圈子：一个没有出口的圈子。但是 ， 这同时还是一个充满了不

能也不应该被接受的普遍苦难的社会 ， 因为毕竟彻底变革的客观条件

已经完全具备。然而， 只有 彼此依赖的真正的艺术与批判性的哲学思

想 ， 才能证明需要新的开始， 它们也只是在否定意义上实现的。 鉴千

Q) CS,vol.12, p.118.

® CS, vol. 12, p. 120.

@ C. Menke, The S叩reignty of A心 ：Aesthet比Negativity in Adorno a叫D吓心, Cambridge,

MA,MIT,l998,pp.215-217; D. Roberts, Art a叫E,i.lightenment : Aesthet比Theory after Adorno , 

Lincoln, NE, Nebr邸ka Universily Press, 1991,pp. 148-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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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直接指向激进社会变革的理性的 、 实际的意向 ， 即便是在客观可

能性的范围内 ，这种超越性的 “他者” 仍然停留在难登大雅之堂的想象

中 ， 仍然是在思想 中无法具体化的。 艺术和哲学能够实现的只是展示

和理解这个彻底理性化的工具理性的制度所具有的非人的无理性。

但是 ， 即便不情愿 ，它们不是最终也在所有的否定中履行了一种肯定

的功能吗？ 面对理性无法消除的痛苦 ， 人们除了以自己所能实现的最
627 好方式生活下去别 无他法一—期待着历史隐蔽的上帝的到来。 如果

一种批判的文化本身的解放意图只会重复：依靠我们自己的力扯没有

出路 ，那么这一意图难道不是体系封闭性的 一部分吗？人们能够无视

它同大众文化在结构上的相似性吗？这种相似性由阿多诺自己的分

析所揭示 ， 但最终却被他视为仅是表面的相似性 ，它们难道没有表明

他所坚持的它们之间的两极对立事实上却瓦解 为最终的同一性吗？

对千这些未提出的问题 ，阿多诺 ， 尤其在他的后期著作中 ， 确实提

供了一种答案 ， 指出作为人类有意识的创造 ， 在它们所承诺实现的终

极目标上 ，文化工业作品和那些真正的艺术作品之间存在着根本无法

逾越的区别。 这一点关系到他所提出的愉悦和幸福之间的根本区别 。

文化工业的对象承诺提供愉悦 ，这种愉悦总是意味着对某些预先存在

的需要的满足。 它们往往表现为享受 、 娱乐、快乐的对象。 事实上 ，这

种承诺恰恰是虚假的。 它的虚幻实际上以此类产品与艺术作品表面

上的相似性为基础（此类产品的所有方法都是借用艺术作品的） ， 因为

艺术作品常常以庸俗的方式被误解（正如在我们的社会中经常如此）

或为了追求流行上的成功而在艺术上被滥用。“无论具体享受艺术作

品的人是谁 ，都是一个庸人……实际上 ， 越多艺术作品被理解 ，它们能

够被享受的就越少。 ＂它们 “ 不是通往高阶享受的手段 "(D。 文化工业

的 “ 商品＂ 一直在削价销售的愉悦往往也不能实现；它们仅提供短暂的

消遣 ， 不经意间揭示了愉悦原则本身真正的社会意义。 “ 娱乐总是显

(D GS, vol. 7, pp.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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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商业的影响 ， 销售话术的影响 ， 即在商场里面夸夸其谈招揽生意

的言辞。但是 ， 商业和娱乐最初的亲密关系是在后者的意义中得到体

现的：社会辩护。 想要愉悦意味着意见一致 。叽）

艺术作品不提供轻率的愉悦 ， 它们是
“

对主导需求的冒犯"®。 它

们提供的是 按照阿多诺钟爱的司汤达－波德莱尔的方式 应

许的幸福(promesse du bonheur)。 这种幸福不仅是不同于 ， 而是根本上 628

对立于愉悦。 因为 ， 将艺术降低到预先给定的人类需求的层次 ， 意味

着背弃了它对真理性的要求。 甚至在经典有机的 、用平静预示着乌托

邦式幸福的艺术作品方面 ， 艺术
＂

衡量自身的深刻性也要通过测试自

已是否能够着重强调一种和解的真正缺失 ， 借助这种和解来调节其形

式上的法则带来的矛盾"®。 真正艺术作品所应许的幸福超越了用其

附带的愉悦来满足所有真实的或想象的需求；它意味着从追求这种

“满足感
”

所控制的生活中解放出来 ， 即从自我保护支配的所有强迫中

解放出来。 通过模仿这一从属于每件真正艺术作品的内容 ， 它必然

涉及一 —作为它的承诺一 —人与自然 、 主体与客体之间和解的激进的

乌托邦 ，超越工具理性及其劳动的整个领域。 这就是艺术作品所具有

的
“

非理性目标
＂
＠ ， 这些是在其技术构造程序中 ， 利用最先进的合理

性形式对象化的艺术作品 ， 因此证明了
“

有可能的可能性
＂

：超越手段

和目的关系的一种
“

理性
”

形式。

艺术不仅全权代表着比迄今为止一直占主导地位的那

些更好的一种实践 ， 而且同样还批判了处于现实核心的和正

在运行的 ， 作为非理性的自我保护规则的实践。 它出于生产

的目的而拆穿了生产的虚假并且选择了一种超越劳动的实

践形式 。 艺术应许的幸福不仅意味着迄今为止的实践都在

(D GS, vol. 3, pp. 166-167. 
® GS, vol. 7 , p. 361. 
@ CS, vol. 11 , p. 601. 
@ CS,vol. 7, p.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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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幸福 ， 而且意味着幸福是超越实践的。 将实践与幸福分

隔开的方法是由艺术作品中的否定性力量实行的。©

我们这个时代的现代主义艺术作品 ，其中的幸福不仅是缺席的 ，

而且由于这个体系的恶性循环使幸福变得不可想象 ， 这些艺术作品甚

至只能从反面呈现这个承诺 。 但是 ， 它确实通过展现幸福的缺失和不

可展现性而提及了幸福——这构成了它的真实性。 今天 ， 真正的艺术

作品应该也确实放弃了所有艺术完美性的规范和标准 ， 即自律艺术传
629 统的所有积极的美学价值。 它们这样做的原因既不是没有能力或失

败的间题 ，也不是向从来不能鉴赏真正艺术作品的一种更简单的接受

方式的让步 ， 因为它们要求整体上有深度的理解。 现代主义艺术真实

作品的美学
”
缺陷

“
是它们自已赋形这一结构原则的结果 ，这是美学上

的需要。 这种自我牺牲 ， 即艺术的去艺术化 ， 是在其自身终结后继续

存在的代价。 此类作品是对它们无法再唤起的东西的挽歌。 因此 ， 它

们为批判思想提供了批判的
”

证据
“
以思考能够超越可想象领域之外

的不懈努力的源泉和意义。

这可能是阿多诺对大众文化和真正艺术之间关系所给出的最终

和最一致的答案 ，使它们之间这种无法调和的对立合法化。 愉悦和幸

福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为它们的美学和社会特征带

来了一种统一 ， 这也同样决定了它们的结构原则 。 但是 ， 这种成功需

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 因为 ， 目前 ， 这种区别的表述的基础是在常规上

接受一种历史哲学的观点 ， 这种观点不再是乌托邦的 ， 在其特性上却

是末世论的。© 只 要后者仍然以手段和目的区别为前提 ， 出于总体实

用的考虑 ， 那么社会生活形式的理念就不仅超越了强制劳动的负担 ，

而且还超越了实践本身：这是静止的绝对富裕的天国的图景 。 它不再

是人类
”

真实历史
＂

的开端 ， 正如马克思一样 ， 对他来说 ，自由王国仍然

CD CS,vol. 7, p.26. 
® A. WelJmer,D呻屈心rM必叩 und Postmoder心： Vemunfikritik no.ch A心mo, Frank

furt a/M , Suhrkamp,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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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一种集体生产生活方式的限制 ， 无论有多么的人性化 ， 这种形式

仍然是一种必然王国。 对阿多诺来说 ， 在字面上的 、明显非黑格尔式

的意义上 ， 它是历史的终结。

阿多诺与本雅明都坚持这样一种理念 ， 即最终人类解放（在本雅

明的表述中） 是将事物从必须有用的强制中解放出来， 在人类和周割

的自然之间建立一种模拟交往的关系。 然而 ， 他们在这方面仍然存在 630

明显差异 ， 持有相当矛盾的结论。 本雅明在
“

世俗的启迪" (profane il-

lumination) 这一计划中明确表达了这种理念 ， 即试图把历史上主要被

表现在神学语言中的那些集体的梦幻意象世俗化。 在这种努力中 ， 他

保留了犹太弥赛亚主义的中心思想 。 人类的意向和行动本身从来都

不能带来弥赛亚的完成 ， 但是没有人类的努力 ， 救赎同样是不可能的 ，

人类的努力为弥赛亚不可预见的到来准备可能性的土壤 ， 与作为
＂

进

步
＂

的 历史灾难的延续性彻底决裂。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 他所有的批

判旨趣都指向日常生活中集体实践和经验的那些细枝末节一尽管

它们全部具有拜物教的性质－这种日常生活中的集体实践和经验

仍然保有激进能最的火花 ， 一种微弱的
“

弥赛亚
＂

潜力 ， 指向当前地狱

的可超越性。 这也界定了他研究艺术和大众文化的整体方法。

对阿多诺来说 ，这种方法是肯定的实证主义和非理性浪漫主义的

一种站不住脚的混合 。 他自己的 观点来源于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

继承下来的一种激进化的图式 ，用以解释西方发达国家革命的僵局 。

资本主义假定的、正在进行中的普遍危机只能通过把作为革命代理人

的无产阶级相对整合到体制中来这种方式而得到解决 ， 这在很大程度

上归因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诱惑。 阿多诺将这种解释图式极端化 ，

他在革命超越意义的末世论的激进化观点中也必然如此。 商品社会

”已经在经济上受到谴责
＂

矶他以此来说明 ， 从需要－满足的所有压

力（就
＂

真正
＂

的 需要而言）中解放出来的客观物质条件已经完全具

(D GS, vol. 14,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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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似乎这一点构成了他与霍克海默之间不一致的一个基本点， 这种

不一致使《启蒙辩证法》原本继续下去的计划无疾而终。1946年在他

们有关这项计划的一次讨论中 ，霍克海默表明：
＂

鉴于匮乏性仍然支配

着整个地球， 有关富裕的计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只能是一个计划
”

。

阿多诺对此回答道：＂我不相信……物质商品的缺乏在今天甚至还能

631 成为一种严重的障碍 。叨）正是这种虚幻的信念， 使他在
“

愉悦
”

和
＂

幸

福
”

之间划出 一条绝对的分界线 ， 而且在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调解。 阿

多诺的整个理论事业深深地被一种团结一切形式的苦难及其受害者

的冲动所鼓舞。 不过与此同时， 对于我们当今世界苦难的真正原因和

特征他又表现出了某种多少令人不寒而栗的无视（无论如何， 他似乎

把当今世界简化为少数几个
＂

高度发达
＂

的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所谓的

社会主义对手）。 这导致了
＂

文化
＂

的双重超负荷 ， 也在表面上使其观

点与一种保守主义文化批判的代表性立场结为同盟。 一方面 ， 是
＂

文

化工业
＂

的一种超负荷，文化工业带有这样一种根深蒂固 、无可救药的

罪过 ， 即充当非个人的统治制度的
“

水泥
＂

，为理论免除了分析其内部

多样性和分化的任务。 另一方面，是艺术的一种超负荷 ， 作为艺术 ， 作

为审美体验的源泉 ， 艺术带着一种在今天根本无法实现的任务。 在缺

乏有效的社会政治替代物时， ＂文化
“
一以及简化为艺术和哲学意义

上的文化-,fJj然是激进知识分子从事批判活动唯一可及的领域， 这

一悲哀的事实因此只能接受意识形态的且最终循环的自我辩护。 因

为意识形态的本质在于原始事实向价值的转换 即使获得承认的

终极价值能够为促成乌托邦在实际中的实现提供动力。

CD GS, vol. 12. p.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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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化观念 ， 对于大多数的人文学科来说具有基本意义 ， 是

一个典型的现代概念。 用初步而有意矛盾的方式来描述它：这一概念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作为文化的现代性所具有的歧义性 、 不确定性

和矛盾性；它清晰地表达同时又隐藏 、 掩饰了文化现代性这一特殊计

划的困难和不稳定。 这种模棱两可和困难的自我表现不仅体现在当

今我们熟知的结论中 ， 即文化在与
＂

自然
＂

的对立中获得意义 ，这种对

立必然在概念上是站不住脚 、 自我解构的。 因为实际上 ，这两个极端

概念中的每一个都同样被同—个特征多重的（相互关联却不能化减

的） 、或明或暗的对立面所分裂：它们分别在一系列绝不可能还原为内

在统一的体系差异中获得意义。 不过 ，我们在这里 这是最重要的

一点 研究的不仅仅是静态语义－概念领域的体系歧义性 ，这种歧

633 

义性在那些由
“ 家族

”

型(family-type)关系构成的概念中十分常见。 634

因为这些歧义已经变成活跃的矛盾—— 动态的悖论(dynamic antino-

mies)—以这些矛盾为中心 ， 两种对立的趋势 、 文化进程和纲领 ， 各

自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些歧义性。 现代性文化限定在这两种

计划不可调和的共存和争斗中从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我把这两种

计划称为
＂

启蒙运动
”

和
＂

浪漫主义
”

， 使用这些术语只是作为抽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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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形态 ： 除了其他方面 ， 这些对立的结合体现在一个事实上 ， 很难

想象某个著名的现代思想家可以在各个方面清楚地把自己定位在这

种划分的任何一边。

谈到我们的文化概念 ， 我指的是这个术语的使用不再指涉（个人

或集体的）教养状态—— 皿既对立于野蛮的、 原始的状态又对立于精制

的、 颓废的状态一而指的是所有那些作为可传承的作品和成就 ， 从

根本上把人的存在方式与动物的存在方式区别开来的事物：具体凝

结在那些社会实践的结果 、 人类创造的物质和观念的对象化(objecti

vation)产物中的
“

文化
“

对立于
＂

自然
“

现象的无意识的事实性

(facticity沁一一这些对象化被赋予和传递某种意义。

有一种众所周知的说法解释了这一概念是如何出现的（实际发生

千18世纪末期前后） 。 一种工具的－实用主义的概念阐释， 认为知

识就是力量 、知识是主宰的工具 当然它本身受到那些开创了早期

现代性的、基本的社会变革的限制一打破了传统的概念阐释， 即认

为自然是有意义的宇宙(meaningful cosmos)或神的创造物 ， 是规范的

来源 。 正是从那以后 ， 理解人类活动的正当性或价值不可能再以是否

符合设想的
”

自然法则
”

为基准 。 从这时起 ， 自然（仅充当各种人类
”

制造
＂

的
“

储备
＂

）的意义对我们来说只能被理解为人类活动的需要

和潜能。 然而 ， 单凭这种转变 ， 就会使人类的活动不受任何束缚 ， 也

没有共同的标准和方向 。 ＂文化
”

概念就是为了弥补这个规范和价值

上的缺失而发明的。 同时 ， 它也让人类是制造者的自我认知达到顶

峰。我们不仅依照我们的目标改变自然 ， 而且还要积极有效地创造

635 这些目标 ， 当然还有我们解释和指导自身活动所依据的整个意义体

系。我们不只是自己之外的万物的主人 ， 也是我们自已生活的主人。

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伟大的故事（在今天 ， 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宿命

论幻想的故事） ， 我并不想要否认它的启蒙力量。 但是它同时也是一

＠ 也译作实际性 、现实性等。 一一译者注

618 



第二十—章 文化的悖论

种相当简单化的(simplificatory)叙事 ， 不管在史实上还是概念上都掩

盖了极其重要的歧义性和复杂性。通过介绍 ，我不想从
“

文化
”

这一方

面 ，而是从它的对立面 ， 从现代性中对
＂

自然
＂

的理解开始对它们进行

图式化的描述。

关于这些复杂事物的历史问题 ，我必须直接参考文献。 为了用去

神圣化的(desacralised汃科学的／工具主义的方式从概念上解释自然 ，

也就是这个入世(innerwordly)"征服
“

理念和态度的必然结果 ， 这就意

味着要忽略那些明显促进了这种发展的强大的宗教动机。 因为根据

圣经的旨意履行人类的职责不仅要 支配自然 ， 而且 从伽利略

(Galileo)开始 ＂新科学
”

也被认为并合法化为理解上帝的第二本

书。 在宗教不确定的时代 ， 当上帝的第 一本书的解释一 —－对上帝启

示的解释 演变成宗派冲突的问题时 ， 科学允诺通过揭露自然的

奥秘 ， 提供一条合理的路径来理解神的造物计划 ， 理解上帝对千世界

和人类的终极意图。 这种相信科学具有宗教和道德意义的信念不仅

主导了法国的启蒙运动 ， 而且其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中也非常盛

行。 而且当自然科学被认为既是支配权力的源泉也是道德－宗教洞

察力的源泉时 ，它们的对象 ， ＂自然
”

本身就具有了矛盾的特征 。 人们

只需阅读培根的作品就能明白：自然既是有待征服的、 ＂棘手的
“

(vexed) 、”被拷问的" (put to the rack)存在 ，也是要被谦虚地倾听 ， 被

殷勤地
”

追求
“

以实现纯洁而合法结合的东西一—他的著作中 ， 极端侵

略性的支配态度和充满感情的回应始终交替纠缠。

然而 ，我们在这里不仅仅要解决一个过往时代的问题 ， 即使我们

忽略—个事实 ， 即对科学的准宗教的(quasi-religious)解释也几乎不是

过去的事 。 因为当大自然被作为人类活动的潜力来理解时 ，它必然也

获得用对立方式联系起来的、相反的决定性因素 。 一方面 ， 自然是被 636

形成的物质和可利用的能源；没有自己的目的 ，它是为实现我们的目

的所用的可塑性材料 ， 是人类生产力和控制力无法想象的 ，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宝库。 另 一方面 ， 自然同时也是 ， 抵抗我们意图的全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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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统称 ，因为它的必然法则(inexorable laws)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

移 ， 而且就其整体而言 ， 超出了我们的理解一—它恰恰是不受我们控

制的事物 。

有两个方法可以使这些对立的决定性因素相互联系在一起。 一

个是 对应于熟悉的现代性形象一一－“启蒙
＂

的趋势 ，也许在马克思

的表述中得到了最好的概括 ： 突破自然的限制(Zur业如eichen der Na

也rschranke) 一种不断进步的理念要把盲目的、 抵抗的自然转变成

驯服的自然 、作为物质资料的自然； 一步一步地接近无限遥远的绝对

支配的目标。 不过 ，这一支配性观念可能只是处于不断的练习中 ，不

要忘记 ， 文化现代性同样表现为一种仍然持恒的反倾向特征 。 我们被

一再告知 ， 不断向定位于无限性的目标靠近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想法，

而且每一次操控的成功接踵而至的是其不可预见性结果的风险和不

断加剧的恐惧。 而且现代仍然在对此作出回应 ，在另一种科学和实践

的基础上 ， 需要积极和自觉地重建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再一次让 ，但现

在主要是让我们自已与自然和谐一致地生活 。 这是
＂

浪漫主义
＂

的回

应。 至少从德国浪漫主义开始［但我们在这里还需要补充约瑟夫·傅

立叶(Joseph Fourier)和青年马克思的名字］就一直存在一种与自然和

谐、 可塑的适应和对话交流的连续性传统一相对千支配和征服的乌

托邦。 这项任务不是要征服和利用自然 这对于我们这些有限的

主体来说 ， 指的并不是宇宙乾坤 ， 而是这个地球及周围环境一而是

要使之成为（也许是：使其再一次成为）我们的家园。 这些计划并非仅

仅是乌托邦式的梦想 ： 浪漫主义自然哲学的传统---wu如 ， 亚历山

大· 冯· 洪堡(A. von Humboldt)关千具体自然环境的综合科学一—

在被忽略了如此之久以后 ， 直到最近才被重新重视 ， 不仅被视为当代

生态思想的先驱 ， 而且还表现出文化影响 ， 包括它们对
“

硬
“

科学本身

（对电磁学 ，化学 ， 细胞学说等理论）的贡献。

637 然而， 与自然和解的浪漫主义的想法， 不只是一个附属的现代性

的逆流一引导这一思潮的自然的形象是其文化中根本、有机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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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因为， 不同千把自然理解为相异的、无穷的以及无价值的客观

性 ， 自然的形象以及对自然的态度不仅是前现代的 ，带有宗教色彩理

解方式的一种遗风。 其特定的形式已经在现代性本身固有的 、 完全世

俗的土壤中生根发芽。 这种观点把自然理解为一种自我呈现(self

presencing)的标准的理想 ， 同时 ， 它没有支配或强加于我们固定的规

则；这个自然是另一个主体 ， 在所有最人性的人类活动中 、在各种形式

的行动中是最终的伙伴和应答者；这个自然 ， 在其美丽和崇高中极其

偏爱地满足我们最深切的人类需求（用康德的话说）。 它既不是驯服

的 ，也不是野性的自然 ， 而是审美创造力与观念的自由的自然。 正如

卢卡奇 、里特尔 、马尔卡德(Marquard)已经令人信服地表明的那样 ， 对

宇宙或神圣的自然秩序的概念阐释不能被 一种无限的宇宙的阐释方

法简单取代 ， 因为其合法性仅仅体现在野蛮的真实性上 。 在现代性

中最初的理念其实分化为客观化的、 科学的自然概念和主观化的审

美的自然概念。

这种论述直接把我们带向了现代文化概念的悖论特征的一个直

要方面。 完全恰当的做法是 ， 我们 在试图从更广泛的角度描述后

者的特征之前－ 要讨论自然／文化二分法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解的关

节点：即人的本性(human nature)概念。 然而 ，这样的讨论将会超出一

篇论文的容许范围。 因此 ， 我必须再一 次把自已限制在直接论述之

上 ，这一概念表现出弗格森已经极好地表明的、明显的悖论特征：＂我

们认为艺术有别千自然 ， 但艺术本身是人类固有的。＂文化概念既让作

为文化的存在的人变得非自然化(denaturalise)同时又极大促进了他

们的自然化(naturalisation) , 因为它不再把人与动物的区别定位在某

些超自然的能力上 ，这种能力
”

因其本性
＂

（例如理性的或者不朽的灵

魂等）属于人类。 在这里再一次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常规的办法来解

除这种悖论：揭示文化中的自然或自然中的文化。 第一种方法的例证

是试图－从泰勒(Tylor)到社会生物学一—把文化发展看作是类似

于有机进化的规律 ， 同样也有一些理论能够作为例证 ， 在自然的给予

621 



文化、科学 、社会－�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638 中寻找所有文化行为基本的先决条件 ， 例如诺姆 · 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或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y-Strauss)的大脑固

定的神经程序的论述。 第二种表现在各种各样把人理解为有缺陷的

存在(Mangelwesen) , 即缺乏的存在（在自然的－本能的决定性方面）

的表述中［从赫尔德经由恩格斯直到格伦 (Gehlen)] , 人的生物学特性

本身（包括大脑皮层的发育） ，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史前和文化适应历史

进程的结果。

如果我们现在从这些初步的评论直接转向人类世界 ，即
“

纯粹
＂

的

自然的对立补充 ， 对应之前提到的自然概念的分歧性 ， 我们还是会面

对双重的和对比的概念。 人类生存的世界一方面把它自已表现为具

有较为稳定的制度和对象化 ，模式化的行动和互动的 、 庞大的因果功

能的复合体：也即社会。 另 一方面 ， 它表现为制定的、 实质上或观念

上体现出来的意义的总体 ， 一种意义的联合体 (Sinnzusammenhang)

也就是文化。 典型的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同时出现 ， 并且从那时

起就一直保持一种不稳定的竞争关系。 必须面对抵抗的自然 ，面对作

为抵制力的自然的正是
“

社会
＂

。 然而 ，用意识和特定的方向改造和利

用作为物质资料的自然的却是
＂

文化
＂

，文化被要求为我们提供活动。

这个后者 ， 也就是现代文化概念本身的特点表现为体系上的歧义

性。 这个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 、 乍看之下完全无关的意义。 一方面 ，

在其广义的或人类学的意义上 ，它指的是生物学上非固定的人类行为

方式无孔不入的特征－在其主要的当代理解中：它是人类实践及其

对象化的意义－承载和意义－传递 ， 或
＂

象征性
＂

的维 度（格尔

茨） 所有那些让共同体中的个人能够在一个生活世界里生存的东

西 ， 极大程度上 ， 每个人都共享对这种文化的解释并由此在这种文化

中用相互理 解的方式行动。 然 而 ， 另 一 方 面 ， 这同 一 个词还被用

来一在其狭义的或价值标示的(value-marked) 意义上一一指代 一系

列被划定范围的 、严密特殊的社会实践 ， 主要是艺术与科 学：在现代性

的条件下 ， 这些活动及其对象化通常被视为自律的(autonomous)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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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 ， 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然而 ， 表面上不相关的这两种意义合并在同一个词语下 ， 这并非 639

偶然。 它植根于历史上启蒙运动 中我们文化概念的起源。 启蒙在同

特殊主义传统的斗争中创造了广义的、 人类学的文化概念 ， 这种传统

在其神圣品德或古老风俗中一直约束并压抑个人：这种传统被笼统地

视为纯粹的偏见。 在这个转变人类过去所有已继承的／可继承的成就

和作品的计划中-从最粗陋的到最尖端或最精湛的
“

文化
”

就

是其中呐喊的口号 ，把传统转变成可能性的宝藏 ， 可以自由并有选择

地用来创造一些新事物 ，合 理地满足不断变化的生存条件的需要。 但

是启蒙将这样一种对于生活非模仿的 ， 而是创新的态度同人类尽善尽

美的理念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不是简单地势不可挡的变革 ，通过对作

为社会资源的（广义的）文化持续不断的利用而使之成为可能， 而是为

这种变革赋予独特的方向 ， 旨在实现人力创造的 、但普遍有效的目标，

这些目标只能由狭义的文化 、作为独特的价值创造活动的复合体的
＂

高雅
＂

文化来提供 这便构成了启蒙的计划。 正如广义的文化概

念是要取代固定的和约束性的传统的理念 ，狭义的
“

文化
“

立志取代 神

圣的但无理性的 、作为生活终极目标的宗教力量。 只有科学的和／或

审美的教育能够使人理性地自治 (self-government) 一一孔多塞和席勒

都是这样主张的 。 文化的两种含义必然同属一体：作为人类集体生活

方式的文化应该由
＂

高雅的
＇

＼真正的直接根植于人类创造性自由 和合

理性(rationality) 中的文化来引导 。

这两种分析起来不相关的
“

文化
＂

含义的相互黏附和相互依赖同

样不仅是一次历史的偶然或我们过去的幻觉。 因为现代性自身内在

的逻辑再次证实了这 一 概念 ，并使其成 为 必 然。 矛盾的是 ， 现代

性一把所有历史上的社会都视为文化形式 只有当它把当代的

个人（这是人类学感兴趣的主要主题）复杂的日常活动同狭义的 、 自律

的或制度化的文化领域联系在一起时 ， 才能够把自己理解为一种广义

的文化：同高雅文化及其倒影 ， 大众文化联系在一起。 因为在当代条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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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 ， 这些日常活动一—通常——既没有社会已共享的／可共享的意

义 ， 也没有行动主体经验易懂的含义。 大多数人的工作活动变得技术

化。 对他们来说 ，这些工作没有内在的意义：它们的有意义性及合理

性存在于科学中 ， 其应用巩固了作为整体的生产过程的组织 ， 但它们

并不存在于劳动者的头脑中（总体上不存在千任何人的头脑中） 。 另

一方面 ， 广义的消费活动 ，在很大程度上变得个人化和唯美化一它

们似乎成了个人品味问题。毋庸登疑 ， 这些表面上看如此个人的意义

雏形实际上是由预制和可操控的社会符码建构的：然而对于个体消费

者来说 ，这些始终是不透明和隐蔽的。 客观上 ， 狭义的、高雅的或制度

化的现代性文化 ，在 组织广义的、 日常的文化上发挥了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大的作用， 但是它肯定不是后者最高的表达或体系化 (systemati

sation) —两者必须被理解为既是必然相互关联的 ， 又是完全不一

致的。

这种情况最重要的后果便是经常性的甚至主导性的自我认知

(self-perception) , 即现代性是文化上不足的、缺乏意义的世界 。 在这

里 ， 可以用两种相反的观点来说明这种不足 ， 取决于到底是世俗活动

的
“

技术化" (technicisation) 还是
＂

伪唯美化" (pseudo-aesthetisation) 被

视为是文化萎靡不振的典型症状。 从第一种观点来看 ， 现代性似乎充

满了不完善和不完美的去神圣化／祛魅： 一种片面的 ， 把一切简化为仅

仅是手段的， 简化为一个普遍替代性体系的 、被删节的合理性状态 ，这

种状态最终使个人听凭外力的摆布 一种
“

第二自然
＂

－�这种状

态由去神圣化和祛魅创造 ， 却不由它们控制。 从第二种观点来看 ， 现

代性似乎充满了被操纵的复魅 (re-enchantment) , 通过复魅事物都笼

罩在被伪审美意义驱动的无意识冲动编制而成的光环之下——不是

要达到统一 ， 而是帮助个人在竞争性的孤立和无力中实现真正的

交流。

第一种判断将导向
“

启蒙
＂

的计划 ， 以贯彻全面的合理化 (rationali

sation 汃用现在主宰历史的过程和力量为己任 ： 达 到 一 种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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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第二种判断将可能咎产

生对过去怀旧的 、自发文化统一的渴望， 以及盼望一种 ＂

新神话
＂

到来

的
“

浪漫主义
＂

的想法 ， 或者一用更为务实的风格来说一— 导致构造
一种“

传统
”

， 能够让个人从特殊主义的有机共同体(organjc communi

ty)中重获安全和温暖。 因为， 从后一种角度来说 ， 在享有共同的 、 不

可还原为相互间的自我主义 、 可互换的功能作用的价值标准的基础

上， 只有这样的共同体才能给真正个体化(individuation)和稳定的私

人关系提供社会前提。

然而 ， ＂文化
＂

的这两层含义／概念一 —广义的 和狭义的一一本

身－单独的每一个一一都承受着相当大的 、 概念上的张力和悖论。

就第一种 ， 人类学的概念而言 ， 我将自己限制在一些非常广泛的评论

中——只是这种说明的逻辑需要的最低限度， 因为对于这个话题我感

到难以胜任。

广义的
“

文化
“

既是普遍的又是差异的概念。

一方面， 它指的是全

人类共享的 、各自必须参与的一般归属或通用的领域。 另 一方面， 它

清晰地标志着那些把时间和／或空间上不同的社会彼此区分开来的事

物：特殊性的复合体， 在偶然区别于其他社会单位的差异性中 ，统一了

某一特定社会单位。 这个概念的两个方面都存在问题。 我巳经在前

面提到过
“文化不变最"(cultural invariants)观念的疑难的特征：看来，

以经验为导向的“

文化普遍性" (cultural universals)理论最终必将自已

定位在一一为了确保其普遍性并使之合法化一一作为文化反面的
”

自

然
＂

上。 但是对文化概念的特殊化的使用同样存在困难。 文化是特殊

差异的这种观点， 即在与其他社会的区别中辨别一个社会单位的观

念， 违背了 一个事实， 即每个具有社会意义的单位本身在文化上都是

有区别的， 或者至少包括一系列具体而鲜明的特性 ， 经常对立于社会

文化立场和作用。 关于独特的和统一各种
“

文化
＂

的这种差异观念， 再

次被证明是一个不稳定的理想化结构， 是宏观文化认同(macrocultural

identity)思想的实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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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后面提到的这些困难还有另 一个更特殊的问题 ， 涉及对一

642 种特殊文化的理解（或者更确切地说 ， 是一 系列共享某些基本通用特

性的此类文化）：现代性文化。 我已经指出， 从广义的文化概念角度来

看 ， 现代 社会似乎在本质上是有缺陷的。 但同时一— 从同一个概念的

角度来看－现代性具有范式或
“

最充分发展的
“

文化特征 ， 因为它能

够通过自我反思而知道自已是一种文化。 认识到所有文化都是平等

的 ，文化现代性认定自己比其他文化更 平等。 正是它的这 一特殊

性一也就是，它自我反思的特征一—使它具有普遍性：承认其他社

会也是
＂

文化
＂

， 这种做法赋予它同化／获得／吸收其他
“

文化成就
＂

的

任务和权力——当然 ，它有资格这样做。

这把我们又带回了广义文化概念普遍性和差异性之间的关系问

题 不仅从理论上，而且在实践的态度 、 意识形态和计划中 ， 用以对

它们进行思考并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的方式的问题。 我在这里将仅提

及在这个方面出现的对立的基本类型。 理论上 ，
一种直接的进化论

［通过其时间化(temporaJjsation)把差异统一还原］对立于文化相对主

义［通过其空间化(spatialisation)把差异法典化并固定］成为人类学理

论结构的两极 。 然后 ， 就意识形态的态度而言 ， 一种
“

启蒙的
“

世界主

义(cosmopolitanism)对立于 在人类学历史本身之中的一浪漫主

义－怀旧的原始主义的循环形式 ， 而且一在日常社会意识中一对

立于形形色色的种族或文化民族主义。 最后 ， 在计划和行动策略方

面，
一种总的现代化拉平(levelling)的思想与社会－文化分离主义的

纲领截然对立。 这些对立关系 ， 虽然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 ， 但是彼此

之间都不是同一的也不能相互还原。 人们也不能给它们附上同样明

确的内容和社会意义。“现代化
“

可以既是外部强加的 、擦掉一切分歧

的抑制性力批 ，又是一种能够改善人的命运并提高一个国家的地位的

固有的动力。 绝大多数情况下两者兼而有之。 当 一个弱势或受责难

的群体在争取认同和自律性的时候 ， ＂分离主义
”

可以代 表努力创造
一种集体的团结意识。 但是， 另 一方面，它同样也可以表现为试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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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与具有潜在动摇性影响的对外交往的隔绝来保护僵化的权力结构 ，

更不用说 ， 它很可能只是种族隔离政策或种族清洗的一个幌子。

然而 ， 这些对立的趋势和倾向 ，并不只是局限于对社会间的(inter 643

societal) 关系的理解和实践。 与之类此的情况在现代社会之中也同样

存在。 现代性可以被理解（当然 ， 也被批评）为一个普遍拉平的社会 ，

其机理抹去一切差异 ， 同时也被理解为外部施加给个人固定的差异性

的社会 ， 把他们圈限在种族动物园或社会贫民区中 ， 迫使他们接受限

制性的 、排他性的 、无交流的群体团结。 因为它是
＂

与生俱来的
“

认同

和团结形式 ， 通过消除归属上的预设 ， 现代性把它们转变成了有待创

造的东西——但这样留下了开放的问题：谁来创造？毫无疑问 ， 在这

种条件下 ， 认同可以实现、可以选择 ， 或者至少能自由和自觉地接受：

我是 ，并且我选择成为一个原住民 、犹太人 、 女性或工人阶级。 但是 ，

这种认同更经常地和更主要地是由他人强加给你的：你是——不要试

图隐瞒或否认一一土佬(Abo) 、 肮脏的犹太人 、 只是个女人 ， 抑或只是

一个来自工人阶级的粗俗的暴发户。 就认同和团结是生成的事物而

言 ， 如果文化是意义的容器 ， 那么现代性就无法摆脱双重束缚：通过自

我反思 ， 它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文化 ， 在极大的程度上并且非常彻底地

成为被制作和可再制造的东西 ，同时：它能够由个人生成甚至被个人

选择的可能性又是多么微乎其微。

这或许是一个适时的转折点 ， 从这个与广义的 、 人类学文化概念

没什么关系 、 狂热的题外话转向其概念上的补充：狭义的文化 ， 价值标

示意义上的
｀

高雅
＂

文化。 因为人们可能会这样认为 ， 至少在这个更受

限制的意义上 ，文化现代性可以逃脱进退两难的困境。 因为 ， 根据这

个概念， 高雅文化恰恰就是只能被真正创造的事物 ， 又可以自由接受

的事物 ， 因为对它的占有只能是选择性理解的行为。

不过 ， 如果我们将注意力转向
＂

高雅
＂

文化 ， 第一个让我们感到震

惊的是这样一个事实 ， 这个概念的出现伴随着一个新的对立面 ，同时

只有和这个对立面联系在一起它才有意义。 后者就是所谓的
”

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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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 “商业的
“

、 "大众的
”

等等 ， 但一般而言指的是低层的文化 ， 因为

其基本内容通常被认为是高雅文化内容的（劣质的）替代物 。 这又是

一个现代的二分法 。 事实上 ，大多数按等级组织起来的社会已经做出

妇 了某些区分 ， 即适合绅士和淑女的 、 为了自身而值得从事的活动 ， 以及

那些
“

卑微的
”

活动 ， 只 有考虑到它们所产生和制作的东西具有某种

效用时它们才是有价值的活动——实践和创制之间的区别 ， 自由的和

机械的艺术之间的区别 ， 等等。 然而 ， 问题不在于有关活动的实际内

容与我们对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的区分并不相关。 更重要的是：＂卑

微的
“

或机械的活动绝不可能被视为
＂

自由
“

活动的不合格的替代品

（或者：也许是自由活动正当的竞争者）一－－它们只能作为不同的类型

被记录编缕 。 那些妇女在车间或在田里耕作时唱的歌 ，不可能与教堂

里的格里高利弥撒曲相提并论 ，正如民谣歌手在集市的表演与霹雳舞

者 、杂耍艺人或乞丐的表演归为同类 ， 绝不可能与牧师用拉丁文书写

优美的韵文时所作的活动有可比之处。 而我必须指出 ， 如果这些前现

代的人类活动的区分只是为了再度确认无法超越的社会不平等的界

限的话，那么它们也包含一— 与我们自己的二分法相比一一些许明智

之处。 我认为 ，原因在千它所提供的前提中略微存在某些荒谬之处 ，

喜欢摇滚音乐在某种方式上是听勋伯格的替代性选择 ， 或者读一部惊

悚小说是对读《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CD的一种一无伤大

雅的——替代品。

但是 ， 当然 ， 文化现代性使惊悚小说和乔伊斯 ， 滚石乐队和勋伯格

不仅可以比较 ， 而且实际上变成可以替代选择的对象。 它能够这样正

是借由以下这个过程完成的 ， 首先使两个概念得以出现 ， 高雅文化对

低层文化 ， 如果有可能的话：即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的过程。 在书

店或音像店里 ， 上述作品都在那里 ， 摆放得仅数米之遥-1共您选择。

正是商品化 ， 摧毁了主从的关系网络 ，它直接赋予高雅文化作品以工

＠ 是爱尔兰著名作家倍姆斯·乔伊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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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性的功能， 而且从这时候起 ， 正是启蒙才有可能把它们设想为高雅

文化作品：理解为自由的、 可以独自引导我们走向普遍有效的终极目

标的 、 自律的精神活动的化身。 然而 ， 同是这种商品化却即刻摧毁了

启蒙的这一幻想。 文化市场的开放竞争导致那些真正启蒙的 ， 或提供

教化和美育情趣的作品 ， 完全输给了那些一一从启蒙的观点来看一一·

表达并纯粹再次确认未教化的一般公众糟糕的偏见和粗俗口味的作

品。 对于高雅文化观念的理想主张来说 ， 主张普遍意义和有效性 ， 与 645

一个不争的事实发生冲突 ， 那就是高雅文化高度受限制的 、 社会限定

的传播和有效性。 如果
＂

高雅文化
＂

的理念最初表达了启蒙充满希望

的计划 ，那么紧随其后的诞生的流行的 、 ｀｀低层
”

意义上的文化 ， 则清楚

地说明了它令人沮丧的幻灭 ， 指出它在启迪
“

民众
”

方面的无力 ， 当然

这些人也会因为这种失败受到指责。

然而 ， 一旦详细论述这种二分法 ， 它就会被
＂

浪漫主义
”

重塑和重

新诠释 ， 浪漫主义用
“

民间的
”

取代
＂

流行的
”

， 或在文化民粹主义的理

论中随便用什么都能替代它（如
＂

工人阶级文化
＂

） 。 正如个人只有被

一个支持的和有凝聚力的共同体认同时才能获得稳定 、和谐的自我认

同(se让identity) 一样 ， 只有植根于适当集体自发的、 并在很大程度上

匿名的创造 ， 高雅文化自律的对象化才能具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只

有这样 ， 自律地跟随自已逻辑的发展 ， 从而变得越来越与个人的生活

旨趣相分离 ，高雅文化的异化才能得以克服；只有这样 ， 其创作才能再

次与它们的自我认同的自觉生成具有相关性。 对高雅文化和低层文

化的意义和潜能不同理解的争斗 ， 不是从阿多诺和
＂

文化研究
”

学派

(cultural stu小es) 之间的争论开始的一�它的源头更为久远 ， 至少可

以回溯到 19 世纪初叶。

对于这一点 ，做一番历史性评述是十分必要的 。 很显然 ， 这种二

分法只适用于价值标示文化概念的某些部分：主要是艺术（广义上

的） ， 其次是人文科学 ， 但不适用千
＂

硬
“

科学。 然而 ， 我们应该记得 ，

从 18 世纪中叶直到 19 世纪中叶 ， 一场斗争一一在法国大革命期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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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血腥的斗争 一直在两种相反的自然科学概念间持续：专业专

家的科学对通俗的
“

科学 ， 这种科学以日常经验或者至少像流行眼镜

那样可行的实验为基础 ， 向所有人的评判敞开并欢迎业余爱好者积极

参与。 不过 ，这种情况下 ， 另 一面一即专家科学 －�不可逆转地获

胜 ，从制度上把这种胜利确立下来是通过摧毁地方的／局域的研究所
646 并代之以由科学家组成的专业组织来完成的 。 马拉失败了一不是

输给了孔多塞 ， 而是输给了安东尼· 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 。 后者

赢了 ，因为他的科学一在保持其作为纯科学自律性的同时一在 19

世纪的进程里获得了对现代性的存续来说不可或缺的功能：用马克思

的话说 ， 它变成了一种
“

直接生产力
＂

。 高雅艺术和流行艺术之间的永

恒争论表明 ， 艺术 ， 尽管形式多样 ，不具有任何这类确定的或推定的功

能 ， 它所能具有的任何社会意义必须由艺术家 、批评家和受众不断地

再创造和摸索。

很明显 ， 这一点是从这种争论的特征中产生的 。 相反的评价和解

释的一般结构是其中不变的东西 ， 而实际内容却不是这样 ， 这些内容

被证明不仅是可变的 ， 而且是可以互换的 ， 取决于当前的社会政治星

丛(constellation)和文化专家为了追求各自不同的意识形态旨趣建立

的策略。 因此 ， 高雅文化被推举为伟大的保守力量 ， 是
“

标准" (canon) 

的化身 ， 自已便可确保濒临灭绝的民族的（或更广泛地说：西方的）认

同得以留存 ，由此它可以抵制一个越发国际性的 ， 也因此
＂

相异的
“

商

业文化在时尚驱动下带来的不稳定性。 但它同样可以成为一种彻底

批判的或乌托邦态度的唯一载体 ， 因为它的原则—一自律性一 —本质

上否定了利润动机的普遍支配性 ， 这种利润的支配性不仅渗透进了文

化工业 ，还渗透到了生活的各行各业。 人们可以用类似的和同样相反

的特征来描述
＂

流行
“

或者大众文化。 一方面 ， 它可以被描述为不过是

愤世嫉俗的工具；另 一方面 ， 可以认为它在不知不觉和无意间表达了

对真正的需要和乌托邦冲动的有效的呼吁。 毫无疑问 ，所有这些行为

都被一个事实推动 ， 即实际上能够决定艺术作品是真正自律的还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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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始终都是批判的知识分子。

最后， 结构上属千文化现代性的不仅是对这种二分法的相反的评

价 ， 同样还存在着从相反方向上努力克服这种分裂的尝试。 逐步把一

般公众的文化水平提高到自律的高雅文化水平上来 ， 启蒙的这一计划

仍在继续 ， 每次电视上播放《傲慢与偏见》 (Pride and Prejud妇）并且每

一个轰动的印象派展览中都能感受到小小的胜利喜悦 。 然而 ， 在这方

面我不能太过讽刺 ， 而不承认我对它的眷恋与同情：我 仍然相信 ， 使大 647

学在社会上更容易接近 ， 并不一定意味着将其改造成教育市场 ， 提供

给
“

消费者
”

一些专门训练 ， 而彻底否定它们是通才教育的机构的

想法。

另一方面 ，通过回归生活而取消艺术的自律性 ， 或者通过内爆来

克服这种 分 裂一历史上 从浪漫主义经由达达主义到后现代主

义－这样的努力仍然有影响力并持续进行着。 但这些再发的努力

远没有第一次那么成功。 制度化的艺术能够 把反传统艺术(anti-art)

作品
＂

博物馆化" (musealise) (以及商品化）的能力着实令人 印象深

刻。 今天不仅是马塞尔· 杜尚 (Marcel Duchamp) 的
“ 泉" (Fountain) , 

或塔特林(Tatlin) 设计完美的复制品被奉为神圣在博物馆展览 ，通过

照片和录像 ， 包括
＂

偶发艺术" (happenings) 或克里斯托 (Christo)的园

林艺术也已经悄然在当代艺术博物馆里占有一席之地。

最后在这种地形勘察式研究的最后 ， 我们来到了狭义的文化概

念、高雅文化本身。 人们能够简要地区分出这种概念阐述的四层成就

或结果 ， 或者更确切地说 ， 这些由它积极表现和表述的社会文化的

进程。

首先 ， 这个概念把一些社会实践以及就它们的内在特性和传统的

社会评价来看 ， 相当异质化的社会实践产物统一在一起 。 这个概念不

仅简单地把它们归为一个单一的一般范畴 ，而且在某些基本方面 将它

们进行概念上的均质化 (homogenising) 从而实现统一。 高雅文化活动

公认的范围必须满足下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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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它们不仅能被理解为表述行为的一一-1-人能力

的实行——－还能被理解为制作某类
＂

作品
＂

的对象化活动

(objectifying activities) 。

2. 如果它们不只是再生产的 ， 而是
“

创造性的
”

， 它们的

＂作品
“

是新颖和原创的。

3. 如果它们不论以何种方式在物质上得以体现的对象

化 ，只是因为本质上是观念的对象就能被视为具有普遍意

义 ： 意义的复合体。

4. 如果它们的重要性 ， 其意义的有效性 ， 原则上可以依

648 据这些实践内在的标准来评判 ， 同时 ， 直接与基本的人类价

值标准相关－在经典的理解上 ， 与美和真相关 。

一些社会实践被赋予并服从于对象化 (objectivisation) 、 新颖性／

创造力 、观念化(idealisation)I非物质化 (demate1-ialisation) 和自律性的

要求 ， 正是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文化变革和斗争的结果［一个很好的例

子是编号音乐作品(opus music) 的崛起和
”

音乐作品艺术
”

理念的胜

利 ， 即反对把音乐当作即兴表演去理解和实践］ ， 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的高雅文化理念才是完全可表述的和可理解的 。 此外 ，通过这种

均质化的统一 ， 不仅高雅文化的一般概念得以出现：它的基本组成部

分与之类似 ， 也是概念融合过程的结果。 同样 ， 不只我们的
“

艺术
”

概

念－可以细分为五个经典类型——直到18世纪末才有了结论 ， 是

后文艺复兴发展的结果。 “科学
＂

的范式和概念——即
“

硬
”

自然科

学 也是通过消除甚至在现代性早期还打算保护的分界 从培

根到法国百科全书 (Encyclop6如）的编缕——才应运而生 ：作为必然知

识形式、演绎的
”

自然哲学
”

与作为偶然的 、仅仅可能的知识形式、经验

的
”

自然史
”

之间的界限。

其次 ，通过这种均质化 ， 高雅文化活动区别于并且高千其他社会

实践形式：它们现在被认为其作品是有内在价值的 ， 不用考虑任何后

续可能的使用性 ， 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它们的自律性意味着从所有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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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和预设的社会任务中解放出来 ， 并且它是通过从社会脱域和去功

能化的过程实现的。 这绝不意味着否认它们的社会意义 ， 否定它们履

行社会基本职能的能力。 只是说明 ， 直接决定它们价值的不是后者 ，

而是赋予它们这种能力的 、自身内在价值标准的满足。

这就在两个方面之间设定了相互联系 ，一方面是一些基本价值的

实现 ， 另一方面是明确的被法典化和专业的实践 ， 同时 ， 这引发了一种

巨大的价值还原(value reduction) 。 在一个宜称能够以常新的对象化

形式生产真与美的社会中 ， 其他价值——这些价值在前现代社会当然 649

仍然有约束力并且是基本的一 呈现出减弱的或可以质疑的客观性

特征。 一方面
“

善
“

与
＂

神圣
“

隐退为私人的良知和信仰的内在性。 另

一方面 ， 它们现在
“

待价而沽" (up for grabs) , 成为制度化的高雅文化

竞争形势与权力角逐的目标 ， 每一个都承诺单凭自己就能代言 、 保证

或代替它们。

第三点要说明的是 ， 因为尽管是在均质化的背景下 ， 但高雅文化

实践却被分裂地建构成一个冲突性的领域。 高雅文化包括被法典化

为两极对立的艺术和科学 ， 人文科学处在二者之间的无主之地(no

man's-land) 。 分别在科学与艺术中 ， 理性对立千感性想象；非个人的

和去个性的客观性对立于个人主观性不可替代的自我表达 ；
一 种制度

上限制的交流形式对立于无限定的和文化开放的形式；新颖的发现超

越并使传统失效对立于仅仅填补和扩展自身传统的原创作品 ， 赋予传

统新的意义和更新的相关性；等等。

围绕这些矛盾形成了关于文化 ， 或 者更有野心的说法是 ， 关千一

般生活的
“

启蒙的
“

唯科学化和
＂

浪漫的
“

唯美化两种相反的计划 ， 眼

下 ， 详细说明这一点不仅是不可能的 ， 但愿也是不必要的和无聊的。

在文化现代性的条件下 ， 科学的和审美的
“

态度
”

已经变得普遍化：它

们不再有什么预先确立的领域是适合其
＂

高贵
“

情趣的 。 原则上 ， 任何

事物、所有事物都可以成为科学研究或审美体验（艺术表现）的对象。

然而 ， 两者的要求和有效标准却是彼此排斥的。 它们陷人了冲突 ，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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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韦伯所说的
“

诸神之争
＂

。 现代性的文化战争 其中的某些方面

已经提及过了一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对手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并且要

把其他对手贬低到一个附属的补充位置上。 不过 ， 这种持续竞争的后

果之一屈千现代高雅文化的本性 ， 并值得单独提出来作为其结果的第

四个方面 ： 最初使高雅文化活动的自律性变得合法的 、 价值实质性内

容的逐步侵蚀。

650 现代科学 ，从直接受社会控制的形式中得到解放 ， 原本在认知上

和方法论上表现为特定的方式 ，是发现客观真理唯一安全的路径。 但

是 ， 随着其自律性的发展 ，客观真理本身与科学所能实际传递的东西

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它们所能传递的东西 ， 正是我们文化战争中

争夺的焦点。 因此怀疑开始产生 ，事实上
”

真理
”

不过指的就是对那些

社会权力的一般统治来说切实有用的东西——至少是间接地 共

同决定了它们的发展。 自律艺术许诺创造前所未有的关于美的作品，

但它们自己的进展已经过度生长并打破了这个价值概念。 一般来说 ，

它们差异甚大的思潮和实践今天能够提供的仅是有些虚幻和无内容

的
“

审美品质" (aesthetic quality) , 它们所能共同表达的只是一个空洞

的名字 ，如果确有其事的话。 因此 ，它们受到公开质疑 ，它们只是提供

素材以新的和更加微妙的方式对旧社会进行区分。 因此 ，

＂

文化
＂

的观

念 ，现在看来， 笼罩着矛盾。 它就是那 个极其重要的 ， 任何试图理解

（也许是挑战与变革）现代性的尝试都要进行基本分析的事物吗？抑

或
＂

文化
＂

仅仅是
“

无业游民的鸦片" (opium of the idle) , 专注千它只是

避免深入探究
“

社会
＂

的一种方式呢？

随着侵蚀过程的持续 ，怀疑的目光也落在了
＂

启蒙运动
”

和
＂

浪漫

主义
”

身上 。 我想这是一种完全正当和理智的怀疑态度。 它们承诺

并试图实现的东西 科学设计的合理性社会的理念与想象的、 紧密

共同体的审美化的理念一与其说是如此遥远的乌托邦 ， 不如说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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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 (dystopias沙和危险的。 同样不可能一正如我试图说明

的一一为上述两种倾向中的任何一种赋予某些稳定不变的社会－政

治意义 ， 即使作为一个开放的 、 未完成的计划。 不管这些词语可能意

味着什么 ， 它们都不是内在进步的或反动的 ， 民主的或精英的。

但直接指向它们的这种怀疑 ， 尽管可能是正当的 ， 却也是徒劳的。

因为
＂

启蒙运动
”

和
＂

浪漫主义
”

在结构上是与文化现代性有关的两个

伟大计划和倾向。 虽然两者的目的都在于克服其构成中多重的歧义

性和悖论 ， 但它们拉锯式的斗争 ， 实际上形成一种机制 ，使这个结构动

态再生的机制 ，而且正是因此现代性实现了并且将继续竭尽全力实现 651

更多的文化融合。

不过 ， 本章的目的只是提供概念地形学的研究 ， 它无法合理地得

出这种简要概述的结论：本章主要是对过去的一个理想化的描述。 它

只表达了个人观点 ， 某种 根据黑格尔（我同意） 在哲学中不存

在的东西。 我也许可以再系统地阐述这一观点以便更好呼应本章提

出的适当的主张。 但是关于自已与当前紧迫问题的关系 ， 哲学要求实

践者不能躲在一个神秘匿名者的背后 ，因此 我宁愿选择在这里 ， 在最

后 ， 继续发表纯粹的个人意见 ，鉴于针对我刚刚表述的虽然不合理却

十分重要的非结论性的观点可能会出现的两种异议 ， 我试图提供可供

参考的答案来做出回应。

第一种异议可能会指出 ， 所有想要调解或合并
＂

启蒙运动
”

和
＂

浪

漫主义
＂

的伟大尝试的失败 ，

一般而言 ，绝不能证明这种努力是不合法

或不可能的 。 这当然是真的一事实上我怀疑 ，带着它概念的固有的

模糊性 ， 哲学是否能够提供历史不可能性的严格证据。 然而 ， 作为答

复 ， 我想要说明， 这种对和解的渴望或希望正是实际上在持续的现代

性历史中围绕两种相反趋向的纠纷已经发生并正在发生的事情 。 因

CD "dystopia"或"anti-topia''通常被译为“ 反乌托邦
”

、 "敌托邦
”

、

“

反面乌托邦
＂

， 来自

干文学一种虚拟想象的境界 ， 反映的是与乌托邦做代表的理想社会相反的社会状态 ， 一种极

端恶劣的最终的社会形态 。 一 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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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启蒙运动
”

和
＂

浪漫主义
”

不仅始终都是失败的 ，它们也一直 都是

成功的一—尽管毫无疑问是以无法预料和不理想的方式。 不仅生活

世界变得技术化和唯科学化 ， 就连不断增长的唯美化也是随之发展

的。

“

启蒙的
“

、对自然对象化态度的成功的推进 ， 同时把整个地球变

成一个人类的栖息地 ， 整个人类的
“

家园
”

——即使所采用的方式 ， 会

沦为浪漫主义的笑柄。 但是 ， 它日益增强了人对自然的
“

主宰
＂

，它打

破了传统把环境划分为驯化的、 适合人类的与相异的遥远的领域：只

适合低于人类存在物的荒野和神生活的 神圣之地。 今天 ， 旅行者的足

迹已经遍布那些神曾经居住的地方， 而且照片 、 电影 、 电视 ， 把地球的

每个角落都带回自己的家中让人感到心安和熟悉。 当然 ， “和解
＂

的想

652 法指的是不同的清况 ， 不再是对立倾向的相互推进 ， 即通过制度上分

离的领域不断的斗争 ，每一个都争取排他的普遍性。 它要求在一个无

所不包的、 更好的道德框架中 ， 为每一方都建立明确而稳定的空间。

然而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 这种想法不是要克服现代性的矛盾 ， 而是要

放弃现代性本身 ，因为它否认冲突 、 对抗的多元主义是现代性动力的

基本来源。

然而 ， 对现代性的这样一种克服 ，恰恰才是现实中正在发生或已

经发生的事情 ， 至少在文化方面便是如此一一这可能就是以
”

后现代

性
＂

的名义而提出的第二种异议。从这种异议的典型观点来看 ，

“

启蒙

运动
”

与
“

浪漫主义
”

之间的对抗现在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因为从它

一直和只能被表述的分类方式来看－高雅与低层 、 精英与大众、 左

冀与右翼
＂

真实的
”

和
＂

虚拟的
”

之间的差别——实际上已经失去了

有效性。 到目前为止 ， 这种想要——通常的情况就是如此— 一描述今

夭的实际境遇的尝试，对我来说（说得委婉一些） ， 是言过其实的。 毫

无疑问 ， 有迹象表明 ， 当代文化中存在着真正的结构性变化：由于信息

革命 ，科技传播的形式正在发生变化 ， 而且在艺术方面可以发现去对

象化的倾向 ， 消解传统艺术
”

作品
＂

的概念 ， 趋向再物质化的倾向 ， 等

等。 然而 ， 这些都仍然只是局部的 ， 绝不可能是主导性的趋势 ，其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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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极难预见。

然而 ，如果关于什么是真正的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的未来 ， 只是这

些理论中对当下的直观描述的话 ， 那么这就是问题。 这反映出一种事

态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 ， 只不过这种无关紧要

是对千社会行动者当中一个特殊单一的群体来说的：知识分子。 这个

词通常指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专家 ， 而是文化的批判(cultural

critique)与关于文化的批判(critique of culture)方面的 “

专家
“

。 传统

上 ， 对于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持久的斗争计划进行反复论说并充当先

锋的正是知识分子。 不过 ， 这个任务�据我的判断一—在今天变

得越来越难以始终如一地用知识分子善的良知来履行。 然而 ，更重要

的是 ， 对于这个目标来说 ， 知识分子已经不再被真正需要 很大程 653

度上 ，这个角色已经被真正的专家所取代：经理 、各种文化机构和媒体

的公关人士 ， 以及在社会和政治机构中他们的顾客和盟友 。 未来 ， 传

统的知识分子可能变成文化生活中新的结构性失业者 。 我认为这就

是一种危险 ， 因为它将削弱文化与批判之间不稳定的 ，但同时一—在

现代性中 持久的联系。 有人甚至会认为 ， 当文化在各种含义和内

容上已经在制度上变得根深蒂固时 ， 有一个任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必要过：提出关千分离的 、 自律领域的
“

善
“

的问题。 它们是否是
“

善
“

的 一在哪些方面 ， 对于什么 、 对于谁来说是善的？但是 ， 是否仍然

存在一贯的知识分子立场 ，这种立场不再赞同
＂

启蒙运动
”

和
＂

浪漫主

义
＂

的幻想 ， 从这种立场出发能够有意义并令人信服地提出这些问

题－ 这篇基本内容只是描述性的论文并不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但或

许对千我们所有生活来自于文化 ， 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为文化而生的人

来说 ，这是一个值得集体反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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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本表中页码为外文原书页码，即中译本边码）

A 

Absolute Spirit 绝对精神 109,122,274,402,410 -411,422, 

436,509,530 

action. See poiesis and praxis 行动 参见创制和实践

Adorno, Theodor W. 西奥多· 阿多诺 30,446,478,482,487, 

491,553 

on art and aesthetic tradition 论艺术和审美传统 488

on commodification 论商品化 556,617 -618 

criticism of Benjamin 对本雅明的批判 566 , 577 - 579, 

582n96 , 629 -630 

criticism of culture industry 对文化工业的批判 608 -631 

The Di.alee应 of Enlightenment 《启蒙辩证法》 471, 608n5, 

609,617 

elitism 精英主义 610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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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deology 论意识形态 469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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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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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ita 《学说》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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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enation 异化 526,528-529 ,532 ,542 ,543 ,626 

allegory 寓言 590 -593 

Althusser, Louis P. 路易·阿尔都塞 467nl6,482,497 

ambiguity, dialectic of 歧义， 歧义的辩证法 584 - 586, 

600 -601 

Answering t如Question: What is the Enlightenment? (Kant) 《对这

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康德） 389 -391 

anthropology 人类学 125,126,306,307,338,638 

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 (Kant) 《实用人类

学》 （康德） 358,366,372 

扣1tiochus of Askalon 阿斯卡隆的安条克 92 

Apel, K. 0. 卡尔－奥托·阿佩尔 205 -206 

Apollinaire, Guillaume 纪尧姆· 阿波利奈尔 604 

Arcades-Project(Passagenwerk) (Benjamin) 《拱廊街计划》（本雅

明） 567 -568 ,577 ,594 ,595 

Arendt, Hannah 汉娜·阿伦特 37,56 

The Human Condition 《人的条件》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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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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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on of philosophy 哲学的定义 136n10 

definition of pra心 实践的定义 39-40

episteme 知识 13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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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of science 科学的功能 145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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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heim , Fritz 弗里茨· 安海姆 605 

Arnold, Matthew 马修·阿诺德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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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 ideal 审美理想 26 

aesthetic subjectivisation 审美主观化 64-65 

anthropocentrism in 艺术中的人类中心主义 423 -424 

artistic attribution 艺术属性 210n12 

artistic creativity 艺术创造力 26,35 

autonomisation of 艺术的自律化 428 -429 ,434 -435 

cultural unity and 文化统一体与艺术 60 -73 

definitions of 艺术的定义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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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concept of work of 艺术作品的经验概念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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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m-isation of 艺术的未来化 65 -66 

Hegel's "end of art" 黑格尔的 “ 艺术的终结" 415 -436 

historical approach to genre in 艺术类型的历史研究方法

483 -486 

inte伊ation into economic systems 融入经济体制 71 

intellectual property 知识产权 70 -71 

Marxist theories of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 481 -482 

meaning in reception of 文化接受的意义 435 -436 

Romanticism and 浪漫主义与艺术 77 

as self-consciousness of humans 作为人类的自我意识

488 -489 

Symbolic 象征性的艺术 425 -426 

tee加cal revolutions 技术革命 559,560n26,595 

truth and beauty in 艺术中的真与美 419 -430 

attribution 属性 210n] 2 

audience 受众 222-237 ,361,369 -379,381 -383,387, 656 

389 -397 

Augustine 奥古斯丁 138,310 -311 

aura. See aesthetic aura 灵韵 参见审美的灵韵

authentic 真正的

authentic culture 真正的文化 525 -526 

experience 经验／体验 563 -564 ,566 -567 ,571 -576,581 -

583 , 585 -595 

pleasure and happiness 愉悦和幸福 627 -628 

and the soul 与心灵 529 -533 ,540,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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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u如r as Producer(Benjamin) 《作为生产者的作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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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明） 559 

author-recipient 作者－接受者

interchangeability 可互换性 67 -68 ,70 

authorial intention 作者意图 64 -65 ,67 

authority 权威性 214 -215 ,286 -290 

authority , past as 权威 ， 过去作为的 92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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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ence 受众 222 -237 ,361,369 -379,382 -383 ,387, 

389 -397 

Author-Text-Reader (ATR) relationship 作 者－文本－读者

(ATR)关系 209,450 

KanL's conception of 康德的作者身份概念 361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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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of 作者身份的权利 72 -73 ,363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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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esthetic forms 审美形式的自律（性）／自主（性） 535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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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helard, G. 加斯东· 巴舍拉尔（巳出版的著作翻译为加斯

东· 巴什拉）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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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Bakhtin , Mikhail 米哈伊尔· 巴赫金 479n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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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man, Z. 齐格蒙特· 鲍曼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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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fied true belief 被证明的真的信念 285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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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mathematics of probability 概率数学 335 -336 

philosophy of孔多塞哲学 338 -351 

re-evaluation of 对孔多塞的重新评价 335 -336 

Sketch for a Historical P四ure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162 -171 ,336 -337 

theory of science 科学理论 162 -171 ,344 -345 

The Conflict of the F acuities (Kant) 《学科之争》（康德） 373, 

374,375 

conscious choice 有意识的选择 297 

constitutions, poljtical 宪法 ， 政治的 289 -290 

contemplative life 沉思生活 41 ,43, 114,273 

contracts 契约 256 -257 

conversion 转换 585 

Copland, Aaron 阿龙· 科普兰 605 

copyright 著作权／版权 72 -73 ,363 -365 

cosmology 宇宙论 124 -125 

creativity 创造力 30 ,31 ,222n33 

and high culture 创造力与高雅文化 22 

critique 批判

critical self-reflexivity 批判的自我反思 368,388 -389,393 

expansion of scope of 批判范围的扩大 19 -20 ,78 

Critique of Judgment (Kant) 《判断力批 判》（康德） 121, 

361,366 

Croce, Benedetto 贝奈戴托 ·克罗齐 23 

Crombie, A. C. A. C. 克龙比 204

cult of the personality 个性崇拜 74 

cultural production 文化生产 22,61 -63 

reproduction 再生产 559 , 560n26 , 562 , 568 , 579 - 581 , 5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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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594 -599 

文化

culture 文化 17 - 21 See also high culture 另参见高雅文化

Kulturphilosophie , German ; mass culture 文化哲学 ， 德国 ； 大众

antlu·opological notion of 人类学的文化概念 438,500 

bourgeois hostility to 资产阶级对文化的敌视 526 

competing aspects of 文化相互矛盾的方面 18 -19 , 634 -653 

concept of 文化概念 306 -309 ,437 

consciousness of 文化意识 18 -19 

cultural belief authorizing instances 文化信念授予权威的例子

288 

cultural markets 文化市场 71 -72 

cultural populism 文化民粹主义 645 -646 

cultural production 文化生产 22 ,61 -63 ,441 -449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ideology theory 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理

论 474-477 ,487 -491 

cultural unity 文化统一体 60-80 

culture of discipline 训练的文化 25 -26,27 -28 

culture of skill 技巧文化 25 

Dilthey's historicism 狄尔泰的历史主义 508-511 

as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 of modernity 作为现代性的明显

特征 305 

diversity of cultural forms 文化形式的多样性 450 -452 

English 英语的 318 -319 

etymological analysis of 文化的词源学分析 309 -313 

French 法语的 317 -318 

German 德语的 319 -323 

Hegel's conception of 黑格尔的文化概念 399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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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histo1;cal semantics 历史语义学 309 -333 ,500 -501

ideological analysis of cultural forms 文化形式的意识形态分析

477 -483 ,486 -487 

initiators of contemporary conception of 当代文化概念阐释的

鼻祖 400 

Kant's Kultur 康德的文化 321,330 -331,333 

as life shaping 塑造生活的文化 541 -548 

Marxism and 马克思主义与文化 438 -453 

modernity as 作为文化的现代性 17 

nationalism and 民族主义与文化 76 -77 

objectivation and 对象化与文化 323 -328 

reason and imagination as powers of 作为文化力量的理性和

想象 17 -18 

516 

societal dimension of 文化的社会的维度 313 -316 

sociology of 文化社会学 306 

synonymous conceptions of 文化的同义概念 316 -323 

as ultimate p山-pose of nature 作为自然的终结目的 28 -29 

unification of science and 釭t with 科学与艺术的文化统一

and values 文化与价值 328 -333 ,533 ,573 -575 

culture industry 文化工业

See mass culture 参见大众文化

D 

Dali , Salvador 萨尔瓦多· 达利 605 

Dallmayr, Fred 弗雷德· 多迈尔

Praxis and Polis 《实践和城邦》 41 -42 

D'Annunzio, Gabriele 加布里埃莱． 邓南遮 609 

Danto , Arthur 阿瑟．丹托 416,429 -430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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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Paris des Second Empire bei Baudelaire (Benjamin) 《波德莱

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本雅明） 567 

De civilitate morum puerilium libellus (Erasmus) 《儿童的教养》

（伊拉斯谟） 317 

defunctionalisation 去功能化 69,75 

dematerialisation 非物质化 22

democracy 民主

ethical 伦理的 173 

radical 激进的 162 -163 , 167 

science and democratic social development 科学和民主社会的

发展 167 -168 ,346 -348 ,351 

depersonalisation 去个性化 67 -68 ,210 -216 

Derrida, Jacques 雅克· 德里达 107 

Descartes, Rene 勒内· 笛卡尔 108 

and birth of Western science 笛卡尔与西方科学的诞生 134 

metaphysics of 笛卡尔的形而上学 115 -118 

and science 笛卡尔与科学 138 -150, 153 -155 

Desnos , Robert 罗伯特· 德思诺 605 

desobjectivisation 去对象化 30 -31 

dialectic of ambiguity 歧义的辩证法 584 -586,600-601 

兀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Adorno) 《启蒙辩证法》（阿多诺）

471 ,608n5 ,609 ,617 

didagma 道理 137 

Diemer, A. A. 迪默 160n73 

D山hey, Wilhelm 威廉 · 狄尔泰 268 , 499 , 505 , 508 - 511 , 

515,526 

．

 

Diogenes Laertius 第欧根尼· 拉尔修 85 - 89 , 92 -94 , 95 -96 , 

97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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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Divine 神圣 422 -423

Doblin, Alfred 阿尔弗雷德· 德布林 609 

doct亢na 教义 137 

doctrina Christiana 基督教教义 138

doctrina Dei 上帝的教诲 138 

The Doctrine of Rights (Kant) 法权论（康德） 354

The Doctrine of Virtue (Kant) 德性论（康德） 354

doing 做

See poiesis and pr心＂ 参见创制和实践

Dostoevsky, Fyodr 费奥多尔· 陀思妥耶夫斯基 541

doxa 意见 285

如ma, as genre 戏剧 ， 作为类型

Kant on 康德论戏剧 361 

Williams on 威廉斯论戏剧 484 -485

dubito 怀疑 116

Duchamps , Marcel 马塞尔· 杜尚 429

Dulac, Germaine 谢尔曼· 杜拉克 605

E 

Earliest System-Program of German Idealism 《德国唯心主义的最

初的体系纲领》 29 -30

Economic and Philosphic ManiLScripts (Marx) 《 1844 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马克思） 476 -477 ,554

education 教育 168 n 100 , 310 -313 , 349 See also Bildung 另

请参见参见教化／文化

Hegel's Bildung-concept 黑格尔的教化／文化概念

400 -413 

Eisenstein , Sergei 谢尔盖· 艾森斯坦 604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
f

Right (Hegel) 《法哲学原理》（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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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科学 、社会－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尔） 403,418 

Elias, Norbert 诺贝特· 埃利亚斯 322 

Eliot, T. S. T. S. 艾略特 603,604,606

elitism 精英主义 610-611 

Elkana, Y. Y. 埃尔卡纳 131nl ,204 

empathy 同理心／移情 186,338 -339 ,404 

Engels, F门edrich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584099,638 

English culture 英语的文化 318 -319 

Enlightenment 启蒙／启 蒙运动 162,183,300,315 -316,335, 

351,360 -361 ,370 -371 

as cultural program 作为文化纲领 19 -30,34 -35,76-80, 

634,635,639 -640 ,644 -645 ,646 ,650 -653 

Kant on 康德论启蒙／启蒙运动 387,389 -392 

"enlightenment" "启蒙" 284 , 360 , 365 -369 

Epicurus 伊壁鸠鲁 91 

episteme 知识 134 -136,161,270 -272 ,285 

epistemology 认识论 500 

Epstein , Jean 让· 爱普斯坦 604 

Erasmus 伊拉斯谟

De civilitate morum puerilium libellus 《儿童的教养》 317 

Erfahrung 经验 572064,614 

Eris Scand比a (Pufendorf) 《斯堪的纳维亚辩论》（普芬道夫）

314 

Erkennt心 知识／认知 174-175

Erlebnis 体验 572 

Essais sur les moeurs (Voltaire) 《风俗论》（伏尔泰） 314 

Essay on the Histo可ofC证l Society (Ferguson) 《文明社会史论》

（弗格森） 318 -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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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essay-, 面ting 散文写作 393 -394

ethics 伦理学

Kant's revolution in 康德的伦理学革命 44 -47

ethnocentrism 种族中心主义 305

Eucken, Rudolf 鲁道尔夫· 欧肯 499

Euclid 欧几里得 242

eudaimonia 幸福 46,55 

eupraxia 好的行动 43

experience 经验／体验 563 -564,566 -567,571 -576,581 - 659 

583,585 -595 

expertise 专业 54,227 -228 ,234 ,263

F 

facts 事实 266 

Fatal Youth(Lukacs) 《决定命运的青年时代》（卢卡奇） 522

fate 命运 545 -546 

feeling , subjectivity of 感觉 ， 感觉的主观性 26

Ferguson, Adam 亚当·弗格森 327

Essay on the Hi.�tory of C函l Soc比ty 《文明社会史论》

318 -319 

fetishism , commodity 拜物教
，
商品 555,559 ,567n52, 568,571 ,

574,577 -580 ,583 ,586 -587 ,590 ,596 ,615 

Fichte, Johann Gottlieb 约翰· 戈特利布· 费希特 400,532

fictionality 虚构性 230 -231

film 电影 594 -595 , 604 -605 , 606

fine arts 美术 23,25 -27

first philosophy 第一哲学

See metaphysics 参见形而上学

Fitzgerald , F. Scott 弗· 司各特· 菲茨杰拉德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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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enelle, Bernard le Bouyer de 贝尔纳· 丰特内勒 235 

form and content 形式与内容 72 

Foucault, Michel 米歇尔· 福柯 34,487 

Fourier, Joseph 约瑟夫· 傅立叶 636 

freedom 自由 46,178 -179,178nl36,404 

French culture 法语的文化 317-318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 407 -408 

fundamentalisms 原教旨主义 299 -301 

G 

Gadamer, Hans-Georg 汉斯－格奥尔格 · 伽达默尔 37, 81 -

85 ,89 ,98, 101,202 -203 ,495 

Gay, Peter 彼得· 盖 336 

Gedike,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 格迪克 382 

Geertz , Clifford 克利福德·格尔茨 292 

Genette, G. 热拉尔· 热奈特 486

genre 类型

and authorship 与作者身份 209 , 213 -217 

diversity of cultural forms 文化形式的多样性 450 -452 

historical approach to 类型的历史研究方法 483 -486 

ideological analysis of cultural forms 文化形式的意识形态分析

477 -483 ,486 -487 

Georgics(Virgil) 《农事诗》（维吉尔） 311 

The German Ideology (Marx)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

460,461,470,474 

Germany 德国 See also Kulturphilosophie参见文化哲学

German 德语

German culture 德语的文化 319 -323 

German Enlightenment 德国的启蒙／启蒙运动 391 -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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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397 -398 

intellectual life in 德国的精神生活 364 -365 

Gershwin , George 乔治· 格什温 605 

God 上帝 114 -117 , 119, 155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约翰· 沃尔夫冈 · 冯 · 歌德

394n97,416 

West-Ostlicher Divan 《西东合集》 434 

Goldmann , Lucien 吕西安戈德曼 478,482,487,527

Gramsci , Antonio 安东尼奥· 葛兰西 467n16,582 

guardianship 保护 389 -390 

H 

Habermas, Jurgen 尤尔根 · 哈贝马斯 37 , 42, 203 , 294, 

470n21 ,561 n28 

on metaphysics 论形而上学 108 -110 

Hamann , Johann Georg 约翰·格奥尔格·哈曼 388 

happiness 幸福 46-47

Harries , Karsten 卡斯滕·哈里斯 430 

Hartmann, Nicolai 尼古拉·哈特曼 106 

Hauser, A. 阿诺德·豪泽尔 470 

heautonomy 自律之为自已而律 121 

Hegel ,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格奥尔格 · 威廉 · 弗里德里

希．黑格尔 60,108,357,398 

absolute idealism 绝对唯心主义 121 -123 

Absolute Spirit 绝对精神 402,410 -411 ,422 ,436 ,509 ,530 

on cultural modernity 论文化现代性 502 

culture and Bildung 文化与教化／文化 399 -413 ,502 -503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法哲学原理》 403,418 

and end of art 与艺术的终结 415 -436 

655 



文化、科学 、社会一一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Lectures on Aesthetics 《美学讲演录》 415 -436

Marx' s critiques of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 462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精神现象学》 401,405 

Heidegger, Martin 马丁· 海德格尔 18 , 30 , 107 , 109 , 202 , 203 ,

305,399,417 

Heidelberg Manuscript,s on Aesthetics (Lukacs) 《海德堡美学手稿》

（卢卡奇） 523,524 

heksis 品质 135 

Heller, Agnes 阿格妮丝· 赫勒 488n52 ,539 

Hemingway, Ernest 欧内斯特· 海明威 609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约翰· 哥特弗里德· 赫尔德 325 -

326,329,369,400,638 

hermeneutics 诠释学／解释学 l O 1 - l 02 , 202 see also interpre-

tation ; natural sciences 另请参阅解释；自然科学

hennetico-magical tradition 炼金术的－魔幻的传统 148

heterochthony 异生性 30 

high culture 高雅文化 See also culture ; mass culture 参见文

化；大众文化

aspects of 高雅文化方面 21 -35 ,59 ,647 -649 

divide with low 与低层的区分 643 -644

reach and social resonance 影响力和社会共鸣 75 -76

social emergence of 高雅文化的社会兴起 160 -161 ,501

unity of 高雅文化统一体 60 -80

histories of philosophy 哲学的历史 99 -100,255

historiography 史学 85 -89

histo可 历史

Benjamin's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art 本雅明对艺术的历史

解释 490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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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collective hjstorical memory 集体历史性记忆 76

cultural semantics 文化语义学 309 -333 ,500 -501 

Dilthey's cultural historicism 狄尔泰的文化历史主义

508 -511 

end of 历史的终结 417-418 

historical approach to genre in art 艺术类型的历史研究方法 660 

483 -486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历史意识 84 

history of metaphysic 形而上学的历史 109 -123 

human history 人类历史 162-171,338 -342,349 -351 

Lukacs on 卢卡奇论历史 580n91 

Marx' s history of philosophy 马克思哲学的历史 109 -110 

nurturing revolution 培育革命 580n92 ,582 - 583 ,584n99 

History and Class-Consciousness (Lukacs) 《历史与阶级意识》（卢

卡奇） 555,563n36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m Drama(Lukacs) 《现代

戏剧发展史》（卢卡奇） 522,543,547 

Hobbes , Thomas 托马斯· 霍布斯 314 

Leviatha几 《利维坦》 312 

Horkheimer, Max 马克斯· 霍克海默 608n5,630 

Hotho, Heinrich 海因里希· 霍托 415-416 

The Human Condition(Arendt) 《人的条件》（阿伦特） 42 

human history 人类历史 162 -171 

human nature 人的本性 327,338 -340,354 -355,510-512 

human spirit 人类精神 21 

human如记 人文学科 26

humanism , early 人道主义 ， 早期 115 

"humanist" Marxism "人道主义的
“ 马克思主义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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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e, David 大卫· 休谟 45,241 -242n59 

Huxley, Thomas Henry 托马斯· 亨利· 赫胥黎 236n52

I 

Idea for a Universal H区tory(Kant) 《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

史观念》（康德） 321,383 

idealisation 观念化 23 , 61 , 70 -71 

idealism 唯心主义 502 -503 ,553 -554 

ideology and ideology-critique 意识形态和意识批判

analysis of cultural forms 文化形式的分析 477 -483, 

486 -487 

centrality of ideology in Marx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的中心

455 -456 

critique of 意识形态批判 493 -498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与文化传统 474 -477 ,487 -491 

demarcating features of 其标界特征 456 -458 

general explication of 意识形态的一般说明 458 -460 

overview vis-a-vis cultural production 关于文化生产的概述

441 -444 

scope and limits of applicability 适用的范围和界限 468 -

474,485 -486,491 -492,495 -496 

types and practices of critique 批判的类型和实践 460 -467 

imagination 想象

productive emancipation 生产性的解放 26 

reason and 理性和想象 ） 7 -18 ,26 -27 

imitation 模仿 21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 544 -547 ,559nl 9 

inertia 惯性 530 

innovativeness 革新性 21,22 -23, 65 -66 ,448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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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intellect, individual 智力 ，个人的 142 -144 

intellectual property 知识产权 70 - 71 See also authorship ; 

copyright 另请参阅作者身份 ； 著作权／版权

interpretation 解释

Aristotle's interpretative methods 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方法

89 -91 

Diogenes'interpretative method 第欧根尼的解释方法 85 -

89 , 92 -94 , 95 -96 , 97 -99 

99 

as event in transmission of traclition 作为传统传递中的事件

Gadamer's hermeneutics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 81 -85,98 

past as authority 作为权威的过往 92 -94 

syncretic efforts in philosophy 哲学中融合性的努力 91 -92 

J 

Jacobinism 雅各宾主义 337 -338 ,341 

Jameson, Frederic 弗雷德里克· 詹姆逊 479n40,488 

Jauss, Hans Robert 汉斯· 罗伯特· 姚斯 589nl18 

jazz 爵士乐 605 

Jerome 杰罗姆 100 

Joyce, James 詹姆斯· 乔伊斯 611 

judgement 判断 45 -46 

K 

Kandinsky, W assily 瓦西里· 康定斯基 611 

Kant, Immanuel 伊曼努尔· 康德 51 ,60, 152 

Answering the Quest四： What is the Enlightenm动t? 《对这个间

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 389 -391 

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应Point of V. 如 《实用人类学》

358,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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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ook 康德论书 359 -363 ,367 -368 ,377 -379 

The Conflict of the F acuities 《学科之争》 373,374,375 

critical self-reflexivity 批判的自我反思 368,388 -389 ,393 

Critique of Judgment 《判断力批判》 361,366 

on cultural modernity 康德论文化现代性 502 

culture of discipline 训练的文化 25 -29 

Dilthey's revision of 狄尔泰对康德的修正 508 -511 

The Doctri戍 of Rights 《法权论》 354 

The Doct九加of Virtue 《德性论》 353 -354 

ethics 伦理学 44 -47 

on guardianship 康德论保护 389 -390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

念》321,383

Kritik der Urteilskrafi 《判断力批判》 330 

on Kul肛r 康德论文化 321,330 -331,333 

Lectures on Ethics 《伦理学讲座》 359 

metaphysics 形而上学 108,118 -121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道德形而上学》 353 

on money 康德论金钱 355 -359 

Obseroations on the Feeling of the Beautiful and Sublime 《论优美

感和崇高感》 372 

On the Wrongfulness of Unauthorised Publication of Books 《论未

经授权出版书籍的非法性》 364 

"On Turning Out Books" 《论编书》 395 -396 

orientation 定位 281 -282 

661 private possession 私人所有 380 -386 

on science 康德论科学 171 -184, 187 ,219 -220 

on self-enlightenment of public 康德论公众的自我启蒙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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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365 -379 ,381 -383 ,387 ,389 -379 

Toward Perpetual Peace 《永久和平论》 358,375 

unsociable sociability 非社会的社会性 358,359,385 

katakpsi,s of the intellect 把握思想 18 

Kautsky, Karl 卡尔．考茨基 584n99 

Keller , E. Fox 伊夫林· 福克斯· 凯勒 153 

Keller, Gottfried 哥特弗里德．凯勒 490 

Klee, Paul 保罗 · 克利 611 

knowledge 知识

and belief-systems 知识与信念体系 292 -302 

decontextualisation of 知识的去语境化 271, 278 , 295 

fundamentalisms 原教旨主义 299 -301 

as justified true belief 作为被证明的真的信念 285 -290 

monopolisation of 知识的垄断 164,168,342,348 -349 

normative deficit in social construction of 社会知识结构中规范

的缺失 289 

objectivity of 知识的客观性 26 

as opinion 作为意见 134 

Plato's 柏拉图的知识 286 

progress of , as science 知识的进步 ， 作为科学 145 

as proper destination of mankind 作为人类的适当的目标 171 

scientific 科学的 176 -177 ,260 -261 

subjectivity of 知识的主观性 136 

and understanding 知识与理解 226 

Korsch, K. K. 柯尔施 456,584n99

氐acauer, Siegfried 齐格弗里德· 克拉考尔 604 

Kri虚der Urteilskrafi (Kant) 《判断力批判》（康德） 330 

Kuhn, Thomas 托马斯 · 库恩 143, 195,204, 227n36,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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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n62,256,344 -345 

Kulturburgertum 文化市民 60,518 

Kulturphilosop加 ，
German 文化哲学 ，德国 60 

Dilthey 狄尔泰 508 -511 

disappearance of 文化哲学的消失 499 -500,516 -518 

emergence of 文化哲学的出现 503 -506 

objective/ subjective antagonism 客观的／主观的对抗

511 -514 

L 

problem-complexes of 间题的复合体 514 -517 

rebirth of 文化哲学的重生 518 -520 

和ckert 李凯尔特 506 -509 

labour, Marxian view of 劳动 ， 马克思的劳动观 48 -50,468n17 

labour theory of value 劳动价值论 358 

language 语言 109,164,564 -565 

in sciences 科学中的语言 202 -203 , 206 

scientific texts 科学文本 224 -237 

semantic transformations 语义的转变 160 

Lavoisier, Antoine 安东尼拉瓦锡 646

laws 法律 289 -290 

Leavis, F. R. 弗·雷·利维斯 604,605 

lebensphilosophie 生命哲学 510,531,532,534 ,54ln52 

lectures on Aesthetics (Hegel) 《美学讲演录》（黑格尔）

415 -436 

lectures on Ethics (Kant) 《伦理学讲座》（康德） 359 

区ger, Femand 费尔南德·莱热 605 

Leibniz, Gottfried 戈特弗里德· 莱布尼茨 149n45, 151 -152 

Leiris , Michael 米歇尔·莱里斯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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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leisure 休闲 613 

Leonardo da Vinci 列奥纳多· 达· 芬奇 217 -218

Lepenies, W. W. 勒佩尼斯 219 

区vi-Strauss, Claude 克劳德． 列维－斯特劳斯 638 

切iathan (Hobbes) 《利维坦》（霍布斯） 312

Llebruck , Bruno 布鲁诺· 利布鲁克 400 

life and the soul 生活与心灵 525 -550

literature 文学 202,324 ,362n21 

commercialisation 商业化 395 -397 

The Lives and Opinion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Diogenes Laertius) 

《名哲言行录》（第欧根尼 ·拉尔修） 85 - 89 , 92 -94 , 95 -96 , 

97 -99 

Locke, John 约翰· 洛克 152,337 

logical empiricism 逻辑经验主义 194

Lukacs , Gyorgy 格奥尔格 · 卢卡奇 154,478,481,488,505 

"Aesthetic Culture'' 《审美文化》 522,527 

aesthetics form 审美形式 535 -536 

Aesthetics 《美学》 535 

aesthetics of 卢卡奇的美学 533 -539 

Bolsheuism as an Ethical Problem 《作为一个伦理学问题的布尔

什维主义》 522 

and commodification of art 卢卡奇与艺术的商品化 555 -556 

conversion to M叩sm 转向马克思主义 521 -524 

culture as life shaping 塑造生活的文化 541 -548 

essay genre in 论文类型 527 -528 

ethics of 卢卡奇的伦理学 539 -540 

Fatal Youth 《决定命运的青年时代》 522 

Heidelberg Manuscript.�on Aesthetics 《海德堡美学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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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524 

Histo可 and Class-Consciousness 《历史 与阶级意识》

555 ,563n36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m Drama 《现代戏剧发展

史》 522,543,547

indjviduality and competition 个体性与竞争 544 -547 

life and the soul in philosophy of 卢卡奇哲学中的生活与心灵

525 -550 

The Metaphysics of Tragedy 《形而上学的悲剧》 527,540 

parallels in early and late work 早期和晚期著作的相似性

524 -525 

Philosophy of Art 《艺术哲学》 535 ,539 -540 

reification 物化 555 -556 ,580n91 

Remarks on the Theory of Litera可Histo可 《文学史理论评论》

522 

Soul and Form 《心灵与形式》 527 -528 

The Specifi虹ty of the Aesthet比 《审美特性》 523,524 

survey of unpublished works 未发表作品的研究 550n69 

Tact比s and Ethics 《策略与伦理》 522 

Theory of the Novel 《小说理论》 541,543 

Lyotard, Jean-Fran�ois 让－弗朗索瓦· 利奥塔 30,471 

M 

MacDonald, D叭ght 德怀特· 麦克唐纳 603 

Macherey , P. P. 马舍雷 482 

MacIntyre, Alasdair 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 37 -38,51 

Maeterlinck , Maurice 莫里斯· 梅特林克 609 

662 making and doing 制作与做 See po比sis and pra心 参见创制和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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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Man Ray 曼·雷 605

manuscript culture 手抄本文化 165 

Marat, Jean-Paul 让－保罗· 马拉 348,646 

Marcuse , Herbert 赫伯特· 马尔库塞 481 ,573n69 

Marx, Karl 卡尔· 马克思 215n19,247 

Capital 《资本论》472 -473 

and commodification of art 马克思与艺术的商品化 553 -554 

Economic and Philosph比Manuscript.s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476 -477 ,554 

The German Ideology 《德意志意识形态》460,461,470,474 

on history of philosophy 马克思论哲学的历史 109 -110 

on po比沁 and praxis 马克思论创制和实践 47 -51 

Theories of S叩lus Value 《剩余价值理论》455 

Marxism , and culture 马克思主义与文化 See also ideology 参

见意识形态

and ideology-critique 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批判

anthropological notion of 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的文化概念

438 -439 

basis and superstructure 基础与上层建筑 439 - 441 , 452 , 

461,466 -467 

and commodity fetishism 马克思主义与商品拜物教 579 -

581,586 -587 

cultural production 文化生产 444 -449 

diversity of cultural forms 文化形式的多样性 450 - 452, 

477 -483 

453 

in emergence of capitalism 资本主义兴起中的马克思主义

innovati-0n 革新 448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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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ing 意义 449

modernity and 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 449 -450 ,452 -453 

search for motivating power 寻找激励力益 599 -600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转变自然 636 

value-marked notion of价值标示的文化概念 439

mass culture 大众文化 See also culture; high culture 参见文

化；高雅文化

Adorno's critique of 阿多诺的大众文化批判 608 -631 

Benjamin on 本雅明论大 众文化 559, 562, 571 n61, 594, 

596 -597 

commodification 商品化 643 -645 

condemnation of 对大众文化的谴责 603 , 606 - 607 

function of 大众文化的功能 613 -617 

massification 大众化 74 

mathema 正当生活行为的训练 137 

Matisse , Henri 亨利· 马蒂斯 605 

Meinecke, Augustus 奥古斯都· 梅尼克 504 

Mendelsohn , Felix 费力克斯· 门德尔松 415-416 

Mendelsohn , Moses 摩西· 门德尔松 320 

Meno (Plato) 《美诺篇》（柏拉图） 286 

messianism 弥赛亚主义 630 

metaphysics 形而上学

Aristotelian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111-114 

Cartesian 笛卡尔的形而上学 115 -118 

critique as history of 作为形而上学的历史的批判 109 -123 

death of 形而上学之死 279 

end of 形而上学的终结 105 -106,124 -129 

Hegelian 黑格尔的形而上学 121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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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indeterminateness of形而上学的不确定性 107 -108 

Kant's 康德的形而上学 118 -121 

"post-metaphysical") "后形而上学的" 106 -107 

Metaphysics (Aristotle) 《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 111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Kant) 《道德形而上学》（康德） 353 

The Metaphysics of Tragedy (Luk6cs) 《形而上学的悲剧》（卢卡

奇） 527,540 

Milhaud, Darius 达吕斯· 米约 605 

Mirabeau , Marquisde 马奎斯· 德· 米拉博 317 -318 

modernity 现代性 20-21 

cultural 文化现代性 18,634 -653 

as culture 作为文化的现代性 17,332 

Enlightenment vs. Romanticism and 启蒙／启蒙运动对浪漫主义

78 -80 

29,128 

erosion of tradition 传统的侵蚀 20 -21 ,24 ,29 , 128 -129 

Heidegger on 海德格尔论现代性 18 

Marxism and culture 马克思主义与文化 449-450 ,452 -453 

and normative tradition 现代性与规范的传统 20 - 21, 24, 

praxis and 实践与现代性 43-44,47 ,51 

M汕sen, J. K. G. J. K. G. 默森 391 

Mondrian , Piet 皮特· 蒙德里安 605 

Montaigne 蒙田 393 

morality 道德

moral action 道德行动 46,119 -120 

in realm of high culture 在高雅文化领域中 28,331 

right action 正当的行动 355n3 

and science 道德与科学 172 -173 ,178nl36,179 -18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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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sterberg, Hugo 雨果．芒斯特伯格 605 

museums 博物馆 575n77,576 

music 音乐 605 , 623 -626 

mythologisation of philosophy 哲学的神话化 29-30 

N 

nationalism , and culture 民族主义 ，与文化 76 -77 ,520 

Natorp, Paul 保罗 · 纳托尔普 112 

natural sciences 自然科学 See also science (s) 参见科学

如sent in 自然科学的异议 248 

genre in 自然科学的类型 210 -217 

hagiographic texts 理想化的文本 249 -250 

hermeneutics of 自然科学的解释学 201 -209 ,258 -262 

and ideology 自然科学与意识形态 496n66 

inscribed author of texts of 自然科学文本的署名作者 210 -222 

intended reader of 自然科学的预期的读者 222 -237 

Marx on 马克思论自然科学 456n4 

texts, in context of tradition 文本 ， 在传统语境中 238 -258 

in understandings of science 科学理解中的自然科学 69 -70, 

73,155,158-159,177 -178,179,186-187 

nature , and culture 自然 ， 与文化 27, 153 -156,634 - 638, 

641,651 

neopatronage 新资助 71 -72 

New Academy 新学院 92

Newton, Isaac 艾萨克· 牛顿 242,243,256 -257 

663 Nicolai,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 尼科罗维 370,395 

Nietzsche ,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 尼采 107,322,505 

nominal ism 唯名论 115 

Novalis 诺瓦利斯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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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novel , as genre 小说 ， 作为体裁类型 361,478 

novelty 新颖性 30 ,31 ,61,222n33 ,448 -449 ,570 -571 

。

Oakeshott, Michael 迈克尔· 奥克肖特 37,51

objectivation 对象化 22 - 23 ,61 -64 ,323 -328 ,409 ,447 -450, 

511 -514 

objective humour 客观的幽默 433 -434 

objectivity, constitution of 客观性 ， 客观性的成分 506 -508 

objectivity, ideal of 客观性 ， 客观性理想 176 -177 

Observations on the Feeling of the Beautiful and Sublime(Kant)《论

优美感和崇高感》（康德） 372 

Occidental rationalism 西方理性主义 190 

On the Wrongfulness of Unauthorised Publ比a勋n of Books (Kant) 

《论未经授权出版书籍的非法性》（康德） 364 

On Tumjng Out Books (Kant) 《论编书》（康德） 395 -396 

ontology 本体论 124 -125 

opera , as genre 歌剧 ，作为类型 485 

orality 口头表达 164n85 

Oriental despotism 东方专制主义 164 -165 ,341 -342 

orientation 定位 281 -282 ,284 

Origen 奥利金 100 

originality 原创性 23,30 ,31 ,65 -66 ,222n33 

Ortega y Gasset , Jose 奥特加· 伊．加塞特 603,606,607 

p 

Panofsky, Erwin 欧文· 潘诺夫斯基 605 

Parmenides 巴门尼德 285 

Passagenwerk (Benjamin) 《拱廊街计划》（本雅明） 567 -

568,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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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onage 资助 71 -72 

perception 感知 17 -18 

perfectibility 完善性 340,421,424 -425 

personality 个性 506 

Pestalozzi , Johann Heinrich 约翰 · 亨里希 ． 裴斯泰洛齐

321 ,403 

phantasia 幻想 17 -18 

Pherwmenology of Spirit (Hegel) 《精神现象学》（黑格尔）

401,405 

Philo 斐洛 100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哲学人类学 500 

philosophy 哲学

89 -91 

Aristotle's interpretive method 亚里士多德的 解 释 方 法

changing definitions of 变化的哲学定义 136 -l37n10 

cl拯sical tradition 古典传统 240 -243 

cultural validity of 哲学的文化有效性 97,283 -284 

Diogenes' interpretive method 第欧根尼的解释方法 85 -89, 

92 -94,95 -96,97 -99 

divorce from science 哲学与科学分离 275 -276 

"enlightenment" via 经由哲学” 启蒙" 284 

Gadamer's hermeneutics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 81 -85 

harmonizing function of 哲学的协调功能 411 -412 

伍stories of 哲学的历史 99 - 100,255 

history of metaphysics 形而上学的历史 109 -123 

identity-crisis of 哲学的认同危机 276 -284 

interpretation, in antiquity 解释 ，在古代 85 -89 

interpretation of 哲学的解释 81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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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as Kultur-philosophie 作为文化哲学 499 

literary traditions in 哲学中的文学传统 238 -241 

natural philosophy 自然哲学 153 -156 

orientation 定位 281 -282 ,284 

past as authority 作为权威的过往 92-94 

as praxis 作为实践 24 

prestige of 哲学的声望 100 -101 

as Restbegriff of science 作为科学的概念剩余物265

and scienc 哲学与科学 183,263 -284 

of science 科学哲学 134,194,195,203 ,250n69 ,278 

scientific status of 哲学的科学性地位 504 

specialisation 专业化 503 -504 

syncretic interpretation in antiquity 古代融合的解释 91 -92 

system fonn in 哲学中的系统形式 451,503 -504 

as Weltanschauung壶hre 作为世界观的哲学 499

Philosophy of Art (Luk6cs) 《艺术哲学》（卢卡奇） 535, 

539 -540 

phronesis 实践智慧 37 ,41 ,44 ,45 ,57 

Physics (Aristotle) 《物理学》（亚里士多德） 90 

Picabia, Francis 弗朗西斯· 皮卡比亚 605

piracy 盗版 364 -365 

Placita (Aetios) 《学说》 89 

Plato 柏拉图 108,134,135,136, 153n57 

Me叨 《美诺篇》 286 

Timaeus 《蒂迈欧篇》 88 

pleasure and happiness 愉悦与幸福 627 -631 

Plotinus 普罗提诺 92 

P比也lichkeit 瞬间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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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esis and pra心 创制和实践 37 -57

Aristotle's bios theoretikos 亚里士多德的沉思生活 41,

43,273 

Aristotle's definition of pra心 亚里士多德的实 践的定义

39 -40 

40 -41 

Aristotle's  examples of pra心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的例子

atrophy of praxis 实践的萎缩 38-39,44

communicative action 交往行动 42,43

culture as "making" 作为
＂

制造
＂

的文化 327 -328

Dallmayr's critique of 多迈尔对创制和实践的批判 41 -42

difficulties of dichotomy 二分法的困难 52 -57

introduced 导言性的 37 -39

Kant and 康德与创制和实践 44 -47 ,51

Marx and 马克思与创制和实践 47 -51,444 -448

polis 城邦 50,51 

politics 政治学 40 -41,56,410

Popper, Karl 卡尔·波普尔 195,204

populism , cultural 民粹主义 ， 文化的 645 

positivism 实证主义 514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 29 -30

power, and culture 权力 ， 与文化 33,34

pra心 实践 See poies四and pra无is 参见创制和实践

Pra江s a叫Polis(Dallmayr) 《实践和城邦》（多迈尔） 41

primitive 原始人 315 -316 

printing 印刷／印刷术 165 -166

private possession 私人所有 355,358,363 -365 ,380 -386

664 production 生产 See poie泌and praxis 参见创制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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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productivity, cultural 生产力 ，文化的 22 ,61 -63

progress 进步

Benjamin's critique of concept 本雅明对进步观念的批判

581 -582 

Condorcet's theory of human 孔多塞的人类进步理论 162 -

171,338-351 

in science 科学的进步 207,214,243 -244,253 -254,257,

344 -347 

Proust, Marcel 马塞尔· 普鲁斯特 611

public, self-enlightenment of 公众 ， 公众的自我启蒙 222 -237, 

361,369 -379 ,382 -383 ,387 ,389 -397 

Pudovkin, V sevolod 伍瑟沃罗德．普多夫金 604 

Pufendorf, Samuel 塞缪尔· 普芬道夫

Eris Scandica 《斯堪的纳维亚辩论》 314 

Q 

quotation 引用 23 

R 

Raphael, Max 马克斯· 拉法埃尔 476 

rationalism 理性主义 190 -191 

reader 读者 See also text (s) 参见文本

author-recipient 作者－接受者

interchangeability 可互换性 67 -68 ,70 

Author-Text-Reader (ATR) relationship 作者－文本－读者

(ATR) 关系 209 

intended and adequate 预期的和恰当的／合格的读者 222 -

237,361,365 -379 ,382 -383 ,387 ,389 -397 

multiplicity of recipient-types 接受类型的多重性 228 -229

reception and meaning 接受和意义 561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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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ty, objective 现实性 ， 客观的 506 -508

reason 理性

critical self-reflexivity 批判的自我反思 368,388 -389 ,393

freedom in public use of 公众使用理性的自由 368,375

as highest unifying function作为最高的统一的功能 27 -28

and imagination理性和想象 17-18,26-27

mythology of理性的神话 29

practical实践的 45 -46 

subject to criticism 理性从属千批判 368,388

universalization of 理性的普遍化 184

reception and meaning 接受和意义 561 -562

reflexivist approach 自我反思的方法 60

reification, theory of 物化 ，物化理论 555 -556 

relativism 相对主义 81,82 ,85 ,101

religion 宗教 24, 28, 59, 76, 100 -101, 112,274, 292 - 293, 

295,635 

and art 宗教与艺术 422 -423 ,426

as ideology 宗教与意识形态 469

and science 宗教与科学 152 - 153,169 -170, 179 -181, 

235 -236 

secularisation 世俗化 59,148042,422,426 

Remarks on the Theory of Literary History (lukacs) 《文学史理论

评论》（卢卡奇） 522

rematerialisation 再物质化 30,31

replicability 可复制性 221 n32 ,231 -232,253 -254

reproduction 再生产 559 ,560n26 ,562 ,568 ,579 -581,583 ,587,

594 -599 

republican state 共和国家 379 - 380 ,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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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Restbegriff 概念剩余物 265,267 

revolution 革命 580n92 ,582 -583 

Ricardo , David 大卫·李嘉图 456n3,462nl2

和chter, Hans 汉斯· 里希特 604 

和ckert, Heinrich 海因里希·李凯尔特 499 , 505 , 506 -509 , 

515,516 

和coeur, P. P. 利科 492n59

Romanticism 浪漫主义 76 - 80,397 - 398,634,636 -637,645, 

650 -653 

Rorty, Richard 理查德·罗蒂 107 

Rousseau ,Jean-Jacques 让－雅克·卢梭 161 -162 , 169 , 171 , 

173,403 

and Condorcet 卢梭与孔多塞 337 -350 

and Kant 卢梭与康德 358 -359 

Ruskin , John 约翰·拉斯金 218 -219 ,220n30 

Ryle, Gilbert 吉尔伯特· 赖尔 244 

s 

sacra doctrina 神圣的教义 138 

Sartre, Jean-Paul 让－保罗· 萨特 23,605 

Scheler, Max 马克斯·舍勒 268 

Schiller, Johann C. F. 约翰·克里斯托弗· 弗里德里希· 冯·

席勒 555,639 

O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e D比htung 《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

诗》 476n34

Schlegel ,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 施莱格尔 382 

Scholastic philosophy 经院哲学 112,136 -139,148n42,158 

Schonberg, Arnold 阿诺德· 勋伯格 611,623 -626 

science(s) 科学 See also natural sciences 另参见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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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科学 、社会－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Aristotle's episteme 亚里士多德的知识 134 -136 ,270

authentic art akin lo 真正的艺术与科学类似 626

author-recipient 作者－接受者

in terchangeab ili ty 可互换性 67 -68

autochthony of empirical natural 经验自然科学的原生性 32-

33 

autonomy of 科学的自律（性）／自主（性） 121 , 152 - 153 ,

155,158,160,161,169,180,186 -188,263 -264 ,348 ,451 

Bacon's understanding of 培根对科学的理解 139 -141

birth of 科学的诞生 134

classicalvs. modem conceptualizations of 古典的对现代的科学

概念 142 -151

Condorcet ' s  theory of 孔多塞的科 学理论 162 - 171,

344 -345 

cultural unity and 文化统一体与科学 60-73

definitions of 科学的定义 138 -139 ,173 -174,191,324

and democratic social development 科学与民主社会的发展

167 -168,346 -348 ,351 

Descartes's definition 笛卡尔的定义 138 -139

divorce from literary arts 科学与文学艺术的分离 218 -220

divorce from philosophy 科学与哲学的分离 275 -276

dogmatism of 科学的教条主义 151 - 152

665 fallibility of 科学的可证伪性 288-289

function of 科学的功能 145 -151, 194 -195

as higher culture 作为高雅文化 19 ,25 -26

and ideology科学与意识形态 496 -497

individual intellect vs. epistemological democratism 个人智力对

认识论的民主主义 142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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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institutionalisation of科学的制度化 72 -73 

Kant's understanding of康德对科学的理解 171 -184 

limits of scope of科学范围的界限 265 -267 

as monofunctional 作为单一功能的 33 -34,69 ,74 -75 

motives in 科学的动机 148 -150 

natural philosophy 自然哲学 154 -156 

philosophy as 作为科学的哲学 504 

philosophyof 科学哲学 134,194,195,203 ,250n69 ,278 

progress in 科 学的进步 162 - 169, 207,214,243 - 244, 

253 -254,257 , 336 -337, 344 -347 

and reli伊on 科学与宗教 152 -153, 169 -170, 179 -181,185 

replicabili ty 可复制性 22ln32 

role of hypotheses 假说的地位 151 -152 

Rousseau's critique of 卢梭对科学的批判 161 -162 , 169 , 1 71 

Scholastic conception of经院的科学概念 136 -139 

scientific community 科学共同体 166 -167 , 172 

scientific method 科学方法 141,158,168 

scientifisation of philosophy 哲学的科学化 277 -278 

self-reflexivity of科学的自我反思 131 -132 

and social evolution 与社会演进 163 -166 , 172 -173 

sociology of科学社会学 197 -198 

specialization in 科学的专业化 159, 168 - 169, 188,223, 

227 -228 ,233 -234 ,275 -276 

as system 作 为体系 156 - 160, 176 - 178,194 - 195, 

269 -284 

as technical mastery 作为技术的主宰 147 -149,153,158 

and truth 科学与真理 650

unification with culture 科学与文化的统一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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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科学 、社会一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as vocation 作为职业 189 -190 

Weber's understanding of 韦伯对科学的理解 184 -194 

scripturalisation 书面化 295 

Second Vienna School 第二维也纳学派 611,623 -624 

secularisation 世俗化 59, 148n42 ,422 ,426 

self, Luk6cs on 自我 ， 卢卡奇论自我 525 -550 

self-conscious subjectivity 自我认识 122 -123 

self-enligh terunent 自我启蒙 222 - 237,360,361,365 - 379, 

381 -383 ,387 ,389 -397 ,391 -392 

self-preservation/ affirmation 自我保护／肯定 54 -55 

self-sufficiency 自我满足 385 

senses , human 感觉 ，人类 26,111 

Simmel, G. G. 西美尔 505 ,513 -514 ,515 ,526 ,531 

Sketch for a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 

(Condorcet) 《人 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孔多塞） 162 - 171, 

336 -337 

Smith , Adam 亚当· 斯密 357 -358 , 359 

social actuality 社会现状 427

social evolution 社会演进 25,163 -166,172-173,340 -341 

social learning 社会性学习 163 

social organization 社会组织 166 

socialism 社会主义 50 

society, culture of 社会 ，
社会文化 313-316 

sociology 社会学 638 

sociology of culture 文化社会学 306,307,440 

sociology of science 科学社会学 197 -198 

Soul and Form (Lukacs) 《心灵与形式》（卢卡奇） 527 -528 

soul and life 心灵与生活 525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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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Spaemann , Robert 罗伯特· 施佩曼 148n42 

specialisation, in science 专业化 ， 科学的专业化 159,168 -

169,188,223,227 -228,233 -234,275 -276 

The Specific切of the Aesthetic (Lukacs) 《审美特性》（卢卡奇）

523,524 

speech , as contemplation 话语 ，作为沉思 43 

Spinoza, Baruch 巴鲁赫· 斯宾诺莎 108 

Spirit, Absolute 精神 ， 绝对精神 109 , 122 , 27 4 , 402 , 410 -411 , 

422,436,509,530 

Stoics 斯多葛学派 91 

Stravinsky , Igor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 605

subjectivism 主观主义 64 -65 , 81 , 118 , 122 -123 

versus objectivism 对客观主义 508,511 -514 ,529 

and science 主观主义与科学 135,139,142 -143,160 

Substan.zbegriff und Funktionsbegriff (Cassirer) 《实体概念和功能

概念》（卡西尔） 515 

superstition 迷信 19 

system , in philosophy 体系 ， 哲学的体系 451,503 -504 

system, science as 体系 ， 科学作为体系 156 -160 ,269 -284 

T 

Tactics and Ethics (Lukacs) 《策略与伦理》（卢卡奇） 522 

tech吆 技艺 37,40 -41 

technical revolutions 技术革命 559,560n26,595

Tenhruck,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滕布鲁克 237 

Tertullian 德尔图良 138 

text(s) 文本 See also authorship; reader 参见作者身份 ； 读者

classical tradition in philosophy 哲学中的古典传统 240 -243 

genric character of 文本的类型特征 209,213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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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科学、社会一一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hagiographic 理想化的文本 249 

intertextuality of meaning 意义的互文性 238 

natural sciences authorship 自然科学作者身份 210 -222 

natural sciences readers 自然科学的读者 222 -237 

tradition and natural science 传统和自然科学 238 -258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Marx) 《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

455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Smith) 《道德情操论》（斯密） 358 

The Theory of the Novel (Lukacs) 《小说理论》 （卢卡奇）

541,543 

thinking 思考 17 -18 , 368 -369 

Thomas Aquinas 托马斯· 阿奎那 138 ,146n39 

Threepenny Opera(Brecht) 《三便士歌剧》（布莱希特） 556 

Timaeus (Plato) 《蒂迈欧篇》（柏拉图） 88 
666 time, creativity of 时代 ， 时代的创造力 21 

Toward Perpetual Peace (Kant) 《永久和平论》（康德） 358,375 

tradition 传统

in arts and sciences 艺术与科学的传统 63,66,69 

classical tradition 古典传统 240 -243 

cultural theory and ideology theory 文化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

474 -477 

emancipatory potential of cultural 文化传统的解放性潜能 582 

and interpretation 传统与解释 82 - 84 , 87 - 89 , 92 -94, 98 -

99,101 

interpretation as event in transmission of 在传统传播／传承中作

为事件的解释 99 

and modernity 传统与现代性 20 -21,24 ,29, 128 -129 

in natural science texts 在自然科学文本中 238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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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as social knowledge 作为社会知识 164 

tradition -transmission 传统的传播／传承 87,207,239,443 

transcendence 超验 114 -115, 146 

translation 翻译 23 

truth , objective 真理 ， 客观的 33, 175nl24, 420 - 422,430, 

432,650 

Tusculanae Disputationes (Cicero) 《图斯库卢姆辩论》（西塞罗）

310 

u 

伽r naive und sentimentale Dichtung(Schiller) 《论天真的诗和感

伤的诗》（席勒） 476n34 

understanding 理解 26 ,81 -82 ,202 ,226 

universal voice 普遍的声音 25 

universalism 普遍主义 51,329,645 

universality 普遍性 202 

unsociable sociabi]ity 非社会的社会性 358,385 

utility 实用性 150 

utopia 乌托邦 338 

V 

Valery, Diego 迭戈·瓦雷里 605 

values, and culture 价值 ， 价值与文化 328 -333 , 533 , 573 -

575,648 -649 

Virgil 维吉尔

Geor, 驴ca 《农事诗》 311 

virtue 德性 118 -119 

Voltaire 伏尔泰

Essa区sur les moeurs 《风俗论》 314 

von Humboldt,A. 亚历山大· 冯· 洪堡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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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科学 、社会一一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w 

Wagner, 比chard 理查德· 瓦格纳 609,623 

Warhol, Andy 安迪· 沃霍尔 429 

The Wealth of Natwns(Smith) 《国富论》（斯密） 357 -358 

Weber, Max 马克斯· 韦伯 27,184 - 194,505,526 

Weltanschauungslehre 世界观 499, 503 -504 

West-Ostlicher Divan (Goethe) 《西东合集》（歌德） 434 

White, Lynn, Jr. 林恩· 怀特 148n42 

Wilde, Oscar 奥斯卡· 王尔德 609 

Williams , Raymond 雷蒙·威廉斯 307,446,478 ,483 -486 

Windelband, Wilhelm 威廉· 文德尔班 506 

Wohlfahrt , I. I. 沃尔法特 56ln28 

Wolff, Chr. Chr. 沃尔夫 152 

women 女性 373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its Mechanical Reprodttction(Benjamin)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本雅明） 559,562,594,596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 323,517 

writing 书写／文字

X 

commercialisation of literature 文献的商业化 395 -397 

invention of 书写／文字的发明 164 -165 ,341 - 343 

Kant's book 康德的书 359 -363 ,367 -368 

Xenophon 色诺芬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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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常生活》 ［匈］阿格妮丝· 赫勒著

2. 《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

［南］未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加约· 彼得洛维奇编

3. 《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性的诞生》 ［匈］费伦茨· 费赫尔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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