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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的边缘》

内容概要

《美学的边缘》主要内容：特定的时代有特定的美与艺术，当美与艺术向新的形态转型之时，最初往
往只有少数人会首先感受到，并加以提倡，大多数人却会仍旧在“传统的梦魇”中沉睡，并将这少数
人视为离经叛道者、哗众取宠者，必欲除之而后快。它们的根本立场，都是反美学传统的（也是反理
性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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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的边缘》

书籍目录

导言 
在边缘处探索：审美观念的当代转型 
第一篇  本体视界的转换：审美活动与非审美活动的交融 
第二篇  价值定位的逆转：审美价值与非审美价值的碰撞 
第三篇  心理取向的重构：审美方式与非审美方式的会通  
第四篇  边界意识的拓展：艺术与非艺术的换位  
结语
美学的当代重建：从独白到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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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的边缘》

精彩短评

1、一般
2、值得收藏！
3、偶然发现的一本书，深入浅出，笔力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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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的边缘》

精彩书评

1、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上睡大觉，就有可能渐渐烂掉。本质先于现象、必然先于偶然、目
的先于过程、理性先于感性、灵先于肉，活生生的一切都在知识框架中转换为死气沉沉的符号。传统
哲学误以为世界就是一面大镜子，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赢得反响，自己无疑是世界的主人。在传统哲
学中不是生活得多长，而是多好，在当代哲学中则不是生活得多好，而是多长。它认为人永远是一种
状态、过程、涌现、飞翔、跳跃、变化，永远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并非静止、既定、已有，既不
存在确定的起点、开始，也不存在确定的结局或终结，只有不断的过程与转变。人永远是虚无、缺乏
，而不是充实、实有。不过，这又不同于一无所有，而只是指它表现为一种过程。人无往而不浴于苦
海劫波，这是人之所遭遇并被命定必须要隶属之的世界。意识到人什么也没有，只有立处，却仍旧直
面此刻，承领此刻，直面当下的痛苦，承领世界的如其所是，人生就被赋予了意义。当代社会是一个
“想入非非”的社会，因此一切都要用非来命名，如非线性、非决定性，换言之，在当代社会要求是
先求非。古代的深度转向现代的广度和平面，空间关系转为时间关系，美和艺术转而与日常生活打成
一片。过去作家是上帝，批评家是牧师，读者是信徒。现在艺术作品却犹如游戏，游戏并不是在游戏
者的意识和行为中具有其存在，而是相反，它吸引游戏者进入它的领域，并且使游戏者充满了它的精
神。玩文学的作家、炒文学的批评家、出卖文学的出版家串通一气。重要的是看到了什么而不是把什
么看成什么，真正的本质在于现象。与影视相比，传统艺术类型无论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是自觉建立
在局限性的基础上的，最终形成一个高于生活的美和艺术的封闭的理性空间、时间。影视不仅意味着
作者已死，更意味着作品已死，只有摹本和互文。当代文化是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由于
语言的侵蚀，人类的感觉已经渐渐迟钝起来，把世界从语言的人为造成的重压下超越而出，使人再一
次从世界本身的角度来看它，这应该说是影视对语言化所造成的异化后果的迄今为止的最为强有力的
矫正。对象由于对话而得以沟通，意义借助阐释而得以生成，这就是所谓的解构。解构主义的出现大
力强调作品的开放性、互文性、无本源性，强调阅读的创造性、平民性。阅读作品时的理解性思维让
位于转喻性思维。每个作品都是由其他作品的碎片编织、重叠、交织而成，到处是闪烁的能指星群。
文本作为能指链，一方面在不断生成、延伸，另一方面却没有固定、明确的方向，更没有先验的、在
场的意义。没有一个文本是带着意义的嫁妆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它不停地滑动，向不同的方向辐射。
因此文本的意义永远在延拓，是在指涉自身时产生的意义。商品并非只是物质，它还是一种社会关系
，并且存在于流通领域中。而对于消费商品的人们来说，其中无疑包含着欲望、观念、情感等精神性
的成分，在商品中无疑蕴含着精神性的因素。恩格斯也对没有读过一本经济学书籍就大谈平等、博爱
、正义的人提出批评。从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意味着从人的依赖性走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
的独立性，人的依赖关系为物的依赖关系所取代。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只能奉行物质财富的
增长优先于人本身的发展的原则。“组合人”即善于亲近人也善于忘记人的不时扔掉别人的人批量出
现，到处泛滥的是震惊体验。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进入商品社会之后，出现了真理的多元化、价值
的相对化、评价的无中心化、范式的不可通约化、历史的非决定化，以及“反对方法”与“怎么都行
”。在传统的美和艺术之中，你可以给玫瑰无数个名字，但玫瑰的芬芳依旧。电子媒介却可以制造出
无数个玫瑰的类象，更逼真、更美丽、更完美，却不再有芳香了。我们过去认识不到，是因为我们从
未怀疑理性主义的力量，而是反而怀疑自身的把握理性的力量，实际上最简单的、表面的东西就是最
高级的东西。上帝其实只是一种内心需要，上帝死了不等于内心需要也死了，存在只要有一天得不到
解释，上帝就会存在。文艺复兴时期人类在洞察到自身的无限性之后说人是天神、人是自己的上帝；
当代人在洞察到自身的虚假的无限性之后说人是野兽、人是自己的地狱。巴洛克艺术的崇高感伴随着
启蒙的理性时代，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被克服了。洛可可艺术的优雅感是从逃向天真无邪的童年乐园的
愿望中直接产生的。隐隐的沉雷宣布了法国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法国的贵族就竭力想逃到一个充满田
园雅趣和儿童般无邪的优雅世界里去，竭力幻想出那种已经丧失的原始乐园的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
，美感就用于伪造人类历史、把原始冲动和原始记忆保持在极乐世界般的遗忘中了。这就需要审丑的
补充，去冲破限制，使得人类生命得以无限展开。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一种精英的、印刷的、教化的、
男性的、过去的、本土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化，当代则是大众的、娱乐的、未来的、世界的、女性的
、电子的、非意识形态的，等等。与之相关的是以工具理性取代审美表现性、以机械性取代韵味、以
表演取代抒情、以欲望取代激情、以平面取代深度、以复制取代创作。传统艺术的韵味消失不见，它
决定于独一无二的存在以及必不可少的距离感，没有对于韵味的把握，只有对物的渴望。现实被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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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的边缘》

，只以表面的形象蛊惑人，认识转向了直觉和游戏。审美活动的内涵已经被无孔不入的超负荷的符号
取代了，人们像填鸭一样被塞饱了刺激，时装表演就是当代最好的美学文本和乌托邦寓言。目前的问
题不是国王没有衣服穿，而是在衣服之下根本就没有国王。通过一个平面把大自然熨平，转换为直线
、圆形、方形，从而把自然带来的巨大威胁排斥在外，以抚慰自己的心理焦虑。崇高之为崇高的奥秘
，就在于它根本不是在审美活动范围内实现的，而是在理性和道德王国实现的。作者中心论来源于西
方理性主义传统中的人类中心论。从叔本华开始，源远流长的彼岸世界被感性的此岸世界取而代之，
被康德拼命呵护的善也失去了依靠。生命之外的救赎之路转向了生命之内的升华之路。归根结底，美
学的天命正在于敢于面对世界的无意义，而且推动这无意义在更高的境界中展现为意义呈现之宇。便
池可以是艺术，并不意味着艺术就是便池。创作的内涵固然要伴随着时代的转型而转型，但在任何时
候都不可能与折腾同意。大众艺术的特长不体现在产品的生产上，而是表现在对产品的创造性的运用
上。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精英艺术的特征是：个人性、真实性、独特性、具有摆脱束缚的潜能、启蒙潜
能、批判潜能、没有世俗的目的。而大众艺术的特征是标准化、雷同、形式大于内容、缺乏原创、迎
合大众口味、以盈利为目的、以娱乐为主、计划性生产、缺乏启蒙和选择、屈服于现存社会权力结构
、具意识形态效果。过去的艺术靠仪式性的光环超越生活，现在则是反仪式性的，艺术成为普通生活
的一部分，通过埋葬传统艺术，艺术自身得到了解放。艺术与美的关系从同一关系转变为断裂关系，
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则从对立关系转变为同一关系。人与世界之间更为丰富的关系被展现出来了，事物
的敞开和去蔽本身就可以成为艺术，作者与读者之间成为舞伴关系。创造不再是对于真理的发现，而
成为文本间的对话。时间的先后、空间的顺序、因果的联系、同质的衔接，都被东拼西贴、生拉硬凑
，以及随心所欲地掠夺、盗用、借用、组合、转化所取代。任何对象都可以进入艺术，只需要艺术家
的最低限度的干预，这就是：唤醒。再现、写实、模仿被表现、抽象、感觉所取代。文本文本，顾文
思义，就是并非以义为本，而是以文为本。叙述的完整性被片断性所取代，作品不但不给混乱的世界
以秩序，反而刻意揭示世界的换乱。西方学者从认为太初有道而这道就是上帝，到认为这道是人，最
后发展到这道就是语言。从表面上看是退步了，但实际上是进步了，因为对世界的把握更加具体了。
一个人只有在达不到目的的时候才会有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理想，从而才能找到自我。在绝望的境
地里继续抱有希望的人，比别人更接近星光灿烂、彩虹高挂的天堂。恶的存在，其意义不在于自身，
而在于可以激发人类为追求更高的善而努力，丑的存在，意义也不在自身，而在于它可以激发人类去
追求更高的美。平衡是比和谐更加壮观的审美活动，和谐为我们提供的只是一种虚幻的东西，为获得
这一虚幻我们不惜远离现实，而在平衡中我们得到的虽然是一个不完整的意象，但却获得了认识真实
的报酬。在信息社会，分类崩溃了，事物之间互相类似、互相模仿，部分地失去了原来的涵义。从实
在论到存在论、从认识论到理解论、从绝对论到相对论、从决定论到选择论，一切都走上了不归路。
文明不再是天堂，甚至也不再是通向天堂的必由之路。文明就是荒原，而且是永远要面对的荒原。面
对这一切，人所能做的是保持自己的超文明本质。技术是自由的，人却不自由。技术是完美无缺的，
相比之下人反而是有极大局限性的动物，需要像电脑一样升级，或者干脆被淘汰。技术高度发展的动
力并非直接来自人自我实现的渴望，而是来自强烈的物质欲望。欲望带给人的是一种尴尬的处境：一
方面是生命的生机，一方面是死亡的悲剧。理性活动与整个生命活动是无法分开的，否则所谓理性就
只能是缺乏灵魂的僵死形式。人的价值、理想、意识、目的，真正的依据是意义论的，这个不可还原
的东西就是人文科学的研究内容，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意识到的所谓“确有不可说的东西。”丑与崇高
一样是间接性的，但崇高意在显示理性、道德的超越与胜利，丑却只是显示生命力的旺盛和勃发，是
一种恶狠狠的、自虐性的快感。小丑必须是某种意义上的弱者，使人们能够因为它产生一种优越感，
否则审丑活动就无法进行。荒诞是丑的极端，是一种虚无生命活动的虚无呈现。在丑那里是上帝死了
，在荒诞那里是人死了。长期在场的上帝终于让位于永远缺席的戈多。在丑中出现的是人妖颠倒、是
非倒置、时空错位，在荒诞中则是人妖不分、是非并置、时空混同。假如说丑认为世界是一个需要修
补的世界，那么荒诞则认为世界是一个无法修补的世界。既然如此，荒诞就走向了对于不可表现之物
的不可表现性的承认，换言之，荒诞是对不可表现之物的拒绝表现，它产生于面对非理性的处境而固
执理性的态度。犹如西方逻辑学家发现了悖论、西方物理学家发现了佯谬，西方美学家也发现了荒诞
。它提示我们放弃理性的意识，而重新走向生命。它始终是一种疏远感、陌生感、苦闷感，而不是一
种征服感、胜利感、超越感。笑是小人物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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