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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美学》

前言

　　我对美学的研究源于兴趣。美的哲学问题似乎是怪圈，要解决这个谜，取决于科学的方法。　　
美的产生、发展与人类的审美活动有关。因此，人与美的关系问题是美学的哲学核心问题。要把这种
思想科学地表达出来却是件难事，因为这是一条逻辑锁链，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理论涵义。　　我
的基本观点表述如下：客体对象不依赖人而存在，但客体对象的美却依赖于人。例如，彩虹、瀑布、
玫瑰花、百灵鸟不依赖人而存在，但它们成为美的对象一一或者说它们产生美的性质一一却依赖于人
，这是人类对它们进行审美活动的结果。人的审美活动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为了满足审美需要而进
行的实践活动，如同人为了满足物质需求而进行的实践活动一样。只不过两种活动的方式不一样，前
一种是精神形式的，后一种是物质形式的。因此，审美对象或美的对象的存在以审美主体的存在为前
提，美的存在以人的审美活动的存在为前提。审美活动既产生了审美主体，也产生了审美客体，产生
了人与对象的审美关系。当客体对象向人显示出美时，或者说，当人在客体对象上感觉到美时，这是
人类审美活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美的这种社会属性是人的审美活动给客体对象带来的结果。如果
没有审美主体，或者说设有能从事审美活动的人，那么，就没有审美对象和美的对象，也就没有美。
因此，不是美的存在引起了人们的审美活动，而是人类的审美活动把客体对象变成了审美对象，变成
了美的对象或丑的对象。这正如一棵树成为生产资料是人们经济活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那样，树的经
济性质只是人类经济活动给它带来的社会性质。同样，任何客体对象上美的性质只是人类审美活动给
它们带来的结果。　　至于人为什么审美，这是主体方面的原因，也是主客体之间关系的原因。至于
人对什么样的客体对象进行审美，对什么样的客体对象不进行审美，这也不是客体对象决定的，而是
人的社会生活决定的，是社会生活造成的人的本质力量决定的。任何客体对象的美，只能是主体审美
资源的对应物而已。但在审美活动中，人的审美感觉不会也不能去感觉自己的本质力量，他们只会根
据自己的本质力量去相应地感觉客体对象的美。这样一来，美的主体性就似乎消失了。其实，审美客
体永远离不开审美主体，美也永远离不开入。因此，当某种客体对象一一例如一朵玫瑰花一一向人们
显示出美时，实际上是他们的审美感觉在客体对象上产生作用的结果。　　我希望这本书能给学术界
增加一点儿新的东西，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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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美学》

内容概要

人的审美活动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为了满足审美需要而进行的实战活动一样。只不过两种活动的方
式不一样，前一种是精神形式的，后一种是物质形成的。因此，审美或美的对象的存在以审美主体的
存在为前提，美的存在以人的审美活动的存在为前提。审美活动既产生了审美主体，也产生了审美客
体，产生了人与对象的审美关系。当客体对象向人显示出美时，或者说，当人在客体对象上感觉到美
时，这是人类审美活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美的这种社会属性是人的审美活动给客体对象带来的结
果。如果没有审美主体，或者说没有能从事审美活动的人，那么，就没有审美对象和美的对象，也就
没有美。因此，不是美的存在引起了人们的审美活动，而是人类的审美活动把客体对象变成了审美对
象，变成了美的对象或丑的对象。这正如一棵树成为生产资料是人们经济活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那样
，树的经济性质只是人类经济活动给它带来的社会性质。同样，任何客体对象上美的性质只是人类审
美活动给它们带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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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美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美的困惑  审美思考  柏拉图的困惑  美的存在决定审美感觉?  审美感觉决定对象的美?    美的二
律背反第二章  美的哲学框架  “反映论”框架  社会一历史框架  主体哲学框架  主体美学思想的历史发
展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章  人与美  人的生理快感  意识代替本能  人的审美需要  人的
审美能力  人的审美活动第四章  审美主体、  审美主体是一种抽象  审美主体历史地产生  社会生活制约
审美主体   社会意识也制约审美主体  审美主体是“中介”第五章  审美客体  审美客体也是一种抽象  审
美客体的二重性  审美客体的主体性  审美客体的历史性  审美客体也是“中介”第六章  审美感觉的二
重性  “反映”的感觉与“表现”的感觉  审美感觉是人的本质力量  审美感觉历史生成  “格式塔”的
启示  审美心理——中介第七章  美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美的历史起点的界定  美的逻辑起点定位  功利
活动先于审美活动  功利对象怎样变成美的对象  美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按美的规律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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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美学》

章节摘录

书摘     人的“理性、意志、爱”是人的本质力量，而人的生命活动不过是理性活动、意志活动和爱的
活动，而马克思则把人的需求和为满足需求进行的活动看作是人的本质力量。人的需求，首先是吃、
喝、穿、住的物质需求，因此人的生命活动首先是为吃、喝、穿、住而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
所说的这种“人”已经与费尔巴哈所说的“人”有了本质的区别，因此“人”在马克思那里，已经成
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    人的生命过程是一种自然过程，如同动物的生命过程是一种自然过程一样。
人的肉体组织的存在及这种肉体组织存在所产生的需求与动物的肉体组织的存在及这种肉体组织的存
在所产生的需求一样，都是一种自然物和自然力，但人为了满足自己需求而进行的活动及活动方式却
与动物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进行的活动及活动方式有本质的区别。“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
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
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
，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53页)    由于
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活动，这不仅仅是指人的意识活动，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也是有意识的活动，因此
人的活动与活动的成果不是与自然界融为一体，而是区别于自然的一种社会的文化的创造。这种社会
的、文化的创造不仅表现在人的活动过程和活动方式上，也表现在人活动的对象上，表现在人与客体
对象的关系上。即使是石器时代人类使用过的最简陋的石器，也是一种文化创造。它们与恐龙碰过的
石头不一样．也与猴子碰过的石头不一样。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人”不仅是一种自然存在物，也是
一种社会存在物，是一种文化存在物。人的活动、人的行为、人的思想、人的享受等等既是社会的，
又是文化的。“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
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
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
成了的本质的统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78—79页)由于主体这种社会文化的特点，因此，
主体与客体之间那种客观的、必然的关系不仅是自然的关系，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的关系，因为主体联
系客体的那种活动方式只有在“社会”里才是现实的，而那种活动方式本身又是社会的方式。    所以
，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一种社会存在物，即使人有吃、喝、性等等的自然需求，也是通过社会活
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不仅指社会群体、单个个人也是如此。“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
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79页)    第二，有关“人的本质”和“本质力量”。    马克思说：“人
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
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
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59页)“
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这与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中所说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
的关系的总和”相比，它们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从这两句话表达的思想来看，它们已经没有实质的区
别。这说明马克思对“人”的看法和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看法已经完全摆脱了费尔巴哈。而马克思
有关“社会本质”与“单个人的本质”的关系的观点也值得注意，单个人的活动、单个人的享受与“
社会本质”并不矛盾，而且是社会本质的一柙表现，或者说是社会本质的表现形式。因此，人的“社
会性”与“自我性”并不矛盾，而是统一的。“人是自我的，人的眼睛、人的耳朵等等都是自我的，
人的每一种本质力量在人身上都具有自我性这种特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21页)用这句话
来解释人在审美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差异性和美的差异性，是最恰当不过了。    人的“本质”和“本质
力量”又必须在人的活动中对象化地表现出来，人只有通过自己的各种活动，才能证明他的本质和本
质力量，也只有通过自己的活动，人才能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
觉、触觉、思维、直观、感情、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
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已同对象的关系对对象的占有，
对人的现实的占有，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现实，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因为按人
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80—8l页)    这与费尔巴哈
所说的“人是在对象上面意识到他自己的”相比，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表达上都有了新发展。如果我
们把人与对象的审美关系也作为“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中的一种，那么人的审美活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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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美学》

的审美感觉便是人的本质力量。因此审美感官在对象上进行审美，决不是简单的“反映”，从这种关
系的本质来说，审美活动是人对对象的“占有”，也是“对人的现实的占有”，因为通过审美活动人
在对象上表现他的本质力量，同样也是在现实生活中肯定自我。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客体对象的美是
人的自我本质力量的确证。    第三，关于人的本质特征，这是有关“人”的十分重要的思想内容。与
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把人的劳动，即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当作人的本质特征。  “正是在改造对象世
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
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54页)“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
机界，人证明自已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53页)“劳动这种生命活动，
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生产生活本身就是
类生活。这是生产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征、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
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同上)从这些论述的形式来看，马克思所运用的语言还与费尔巴
哈相似，但透过这些表述方式，从思想的角度来说，他已经完全脱离了费尔巴哈。    在《手稿》中，
我们还可以看到大量类似的叙述，即把“劳动”、“生产”、“货币”、“资本”、“生产资料”、
“生活资料”等经济学概念运用到“人”的范畴中来，人的物质生活的需要成了人的第一需要，人的
物质生产活动成了人的基本活动，人的劳动活动成为人的本质特征。总之，“人”已经从费尔巴哈的
旧唯物主义中解放出来，从理性意志情欲的“人”变成在物质生产活动基础上全面发展的“人”，进
入了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范畴。    第四。有关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也即有关“人的对象化”和“对象
人化”的思想。    “类生活从肉体方面说来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和动物相比越
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
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精神的无机
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
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
、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
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
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
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52页)    我们在前面已经
引用马克思说的话，“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所谓“人的对
象化”思想。而在上面引文中，马克思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论述人是如何“对象化”的
。但人为什么要“对象化”?为什么要凭借对象才能表现自己和自己的本质力量?这段引文是最好的注
解。因为人的存在，必须依赖自然界生活，没有自然界，人就不能生存。所以，自然对象是人的赖以
生存的资料，是人的物质实践活动的工具和对象，也是人意识活动的对象。没有对象，人既不能进行
物质实践活动，也不能进行意识活动——即不仅不能表现自己的本质力量，甚至不能生存下去。正是
在这种意义上，自然对象才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对象是“物化的人”，从而说明自然对象
对于人类的重要性。这也就是所谓“对象的人化”。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无论是费尔巴哈所说的“
人的对象化”和“对象的人化”，还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对象化”和“对象的人化”。从本质上来
说，都是一个关于“人”的思想，即是一个关于主体的思想，而不是关于对象(物)的思想。这个思想
，却被许多人歪曲了。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对象化”是指人的存在、人的需求、人的活动必须通过
对象才能表现出来，而“对象的人化”是指“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
体”。这是对“人的对象化”的补充说明，是从对象角度来阐述人的活动和人的类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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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美学》

媒体关注与评论

自序我对美学的研究源于兴趣。美的哲学问题似乎是怪圈，要解决这个谜，取决于科学的方法。    美
的产生、发展与人类的审美活动有关。因此，人与美的关系问题是美学的哲学核心问题。要把这种思
想科学地表达出来却是件难事，因为这是一条逻辑锁链，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理论涵义。   我的基
本观点表述如下：客体对象不依赖人而存在，但客体对象的美却依赖于人。例如，彩虹、瀑布、玫瑰
花、百灵鸟不依赖人而存在，但它们成为美的对象一一或者说它们产生美的性质一一却依赖于人，这
是人类对它们进行审美活动的结果。人的审美活动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为了满足审美需要而进行的
实践活动，如同人为了满足物质需求而进行的实践活动一样。只不过两种活动的方式不一样，前一种
是精神形式的，后一种是物质形式的。因此，审美对象或美的对象的存在以审美主体的存在为前提，
美的存在以人的审美活动的存在为前提。审美活动既产生了审美主体，也产生了审美客体，产生了人
与对象的审美关系。当客体对象向人显示出美时，或者说，当人在客体对象上感觉到美时，这是人类
审美活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美的这种社会属性是人的审美活动给客体对象带来的结果。如果没有
审美主体，或者说设有能从事审美活动的人，那么，就没有审美对象和美的对象，也就没有美。因此
，不是美的存在引起了人们的审美活动，而是人类的审美活动把客体对象变成了审美对象，变成了美
的对象或丑的对象。这正如一棵树成为生产资料是人们经济活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那样，树的经济性
质只是人类经济活动给它带来的社会性质。同样，任何客体对象上美的性质只是人类审美活动给它们
带来的结果。    至于人为什么审美，这是主体方面的原因，也是主客体之间关系的原因。至于人对什
么样的客体对象进行审美，对什么样的客体对象不进行审美，这也不是客体对象决定的，而是人的社
会生活决定的，是社会生活造成的人的本质力量决定的。任何客体对象的美，只能是主体审美资源的
对应物而已。但在审美活动中，人的审美感觉不会也不能去感觉自己的本质力量，他们只会根据自己
的本质力量去相应地感觉客体对象的美。这样一来，美的主体性就似乎消失了。其实，审美客体永远
离不开审美主体，美也永远离不开入。因此，当某种客体对象一一例如一朵玫瑰花一一向人们显示出
美时，实际上是他们的审美感觉在客体对象上产生作用的结果。    我希望这本书能给学术界增加一点
儿新的东西，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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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选泽的披盼——与思想零袖的对话》风云时代出版公司 民国七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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