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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设计中的解释学美学与接受美学

寇瑞冰，朱 力

（中南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摘 要：解释学美学的“视界融合”原则使过去视界与现在视界相结合，因而当代环境设计可在可行范

围内对历史文化建筑进行“活化”与“保育”；据“效果历史”原理，艺术（包括建筑艺术）作品的生命是

超越时间限制的，处于不同历史时空的人们解读作品可见仁见智；“合法的偏见”原理为个人意识乃至社会

意识有力地影响人们对建筑的解读提供了一个美学视角，人们据此可改变和拓展历史建筑的功能。而在接

受美学影响下，环境设计立足于接受者即环境使用者的真实需求，使设计更加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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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meneutical Aesthetics and Reception Aesthetics in Environment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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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Horizon Fusion” principal of hermeneutical aesthetics combines the past view with the present
view, thus in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 design, “regener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rchitec-
ture could be conducted. According to the “Effective-History” principal, art works’ life (including architecture art) is
beyond the time limit, and people from different times h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ame work. The “Legitimate
Prejudice” principal offers an aesthetic perspective on how personal consciousness and even the whole society conscious-
ness could affect people’s interpretations with regard to architectures, and based upon which, people could change and
expand the function of architectur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eception aesthetics，environmental design is focused on the
receivers, which is the real need of environment users in order to make design more human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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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学美学与接受美学是西方现代美学中重要

的流派。它们在对审美对象的创造动机、形成原因、

表现形式的理解上，体现了对历史与现实、普遍与

个别、主观与客观的观照。其中的“视界融合”“效

果历史”“合法的偏见”等原则，对当代设计理念有

着深刻的影响。因此，本文拟从环境设计的视角，对

解释学美学与接受美学进行阐述，以期为环境设计

者的设计理念提供一定的参考。

1 解释学美学

解释学源于西方，从 19世纪德国的施莱尔马赫
和狄尔泰开始，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逐步形成

了较为完整的本体论解释学体系。正式提出解释学

美学的是伽达默尔（1900— 2002），他在 1960年出版
的《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提出了解释学美学的基

本框架。从那时至今，尽管在美学领域各种观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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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派纷呈，但其对美学中审美对象的阐释范畴和诠

释者的主观性认知，不仅对欧美各国的美学家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而且还成为姚斯等人接受美学的理

论基础。

以施莱尔马赫、狄尔泰为代表的传统解释学着

力于对文本固定意义的探究，力图在解释的过程中，

消除解释者个人经验、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等的主

观因素影响，重建文本的历史背景，以理解文本作

者的原意为目的。而海德格尔认为，解释是以“前

结构”为基础的，“前结构”亦即“预先有的文化习

惯”“预先有的概念系统”和“预先有的假设”，它

是解释者受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影响而形成的预先主

观判断。他坚持“解释奠基于一种先于掌握之中”[1]

的观点，并且指出：“我们在美里面——在自然和艺

术里——所体验到的是我们所有精神能力的总体的

活跃以及自由的相互影响。”[2 ]这一切表明他在构建

以本体论为中心的解释学理论时，其触及的对审美

的认知是具有人的暂存性特点的。

伽达默尔继承并发展了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解释

学，在“前结构”的基础上，提出“合法的偏见”。具

体到审美问题时，他认为，对审美的理解与解释是在

偏见中进行的，“所有的理解都必不可免地包含某些

偏见，这个认识给予解释学问题以真正的推动”[3]。他

的这种认知，一方面充分肯定了生活于客观世界的

个体由于历史、文化、环境等的差异从而在主观上

对客观事物的认知产生差异，另一方面又指明这种

差异是不同个体的创新与创造力之源。这种关于“前

结构”和“偏见”的理论，使得对审美理解呈现出

多样性和无限性。因为对审美的各个主体来说，“偏

见”使得解释走向一个开放的领域。同时，在解释

的过程中，“偏见”也会不断地修正和改变。因此，

我们无法穷尽对艺术作品的理解，自然对其所蕴含

的审美价值的发掘不具有同一性而表现出千差万别，

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此外，伽达默尔还提出了“视界融合”和“效果

历史”原则的观点。所谓“视界融合”，简单说来就

是过去视界与现在视界的结合，这是审美理解的一

个关键步骤。“效果历史”的原则，是基于伽达默尔

“艺术作品的生命是超越时间限制的、具有永恒的属

性”的观点。而正是由于艺术作品具有超越其产生

时代的特性，才为处于不同历史时空的人提供了理

解和解释作品的前提条件。同时，不同历史时代的

人，对作品的解读可能不尽相同，这是一个具有开

放性的无限发展的过程。事实上，我们也无法界定

哪种理解更确切合理，甚至连艺术家本人也未必能

一针见血地指出作品的内在意蕴，艺术作品的创造

者也未必是最理想的解释者。在历史向前推进的过

程中，对同一作品不同解读的总和逐步接近作品的

内在真实意义。

总之，以伽达默尔为集大成者的解释学美学体

现出明显的历史性、开放性、无限性及解释者的主

动性，突破了传统解释学的藩篱，反对静止与孤立

地对作品进行理解与解释；尊重对艺术作品产生时

代的语境的理解，同时强调与现在世界的融合。在

解释的过程中，指出解释者主观因素“合法的偏见”

对作品解释的影响，强调了解释主体的主观能动作

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美学

开始从审美解释的角度走向了审美接受的角度，开

始关注欣赏者对作品的影响，正是这一点，成为其

后接受美学的理论基础。解释美学的这种理论和认

知，无疑有助于对客观存在的艺术作品的认知，且

在笔者看来，对于艺术创作也不无裨益。因为创作

与诠释，置之于一种发展的历史环境中，始终存在

一种双向主动，对艺术作品的解释，有助于创新、创

造理念的形成与完善。

2 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产生于 20世纪 60年代末，以姚斯为代
表率先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提出，其后发展到设计等

其它领域。接受美学将关注对象由艺术作品本身转

向欣赏者对艺术作品产生的影响的研究，强调接受

者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接受美学受到

伽达默尔解释学美学思想的影响，伽达默尔认为艺

术作品的内涵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通过欣赏者对

作品的理解和解释而存在的。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美

学观念是历史的、动态的、开放的与无限的，给接

受美学以重要启示。

其后，波兰哲学家罗曼·英伽登将审美主体（欣

赏者）引入艺术创作活动之中，提出了著名的“具

体化”理论，即“观赏者对艺术作品的鉴赏活动，就

其实质而言，是借助经验和想象对作品中空白和模

糊点的充实，对潜在要素的发现、发展和实现”[4]。这

种具体化，即突出强调主体在审美活动中的再创造

作用，要求欣赏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以完

成审美过程中对客观对象的影响作用。

从解释学美学到接受美学，从对艺术作品的阐

释到重视艺术作品接受者在审美中的再创造，并非

是关注重点的转变，而是审美视角的重建，表明接

受美学理论注重了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存在一种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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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互动关系。事实上，这种互动正如法国美学家西

门尼斯所言：“在美学体验中存在三个步骤。首先，

意识和创作活动创造出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

作品；然后，意识和接收的活动可能革新其对这个

世界（作品）的认识；最终，主观体验走向了互动

主观的体验，美学思考导向了从作品中获得的判断，

或者成为了认识活动的规则。这种活动规则是美学

思考产生的，对作品给出定义的规则。”[5]对于审美活

动来说，审美主体往往存在一种审美体验与审美期

待。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表明，不仅是艺术创作史，

而且整个造物史，都是在一种创造者和接受者、使

用者相互影响中前行的，艺术创作中的更动、修正、

改变，或者甚至干脆重新创作就是这种影响的表现。

我们甚至可以说，从更高的历史学层次来看，一部

作品的艺术生命的长短，在某种意义上也取决于读

者的接受与否。

3 解释学美学与接受美学对环境设

人类的生产、生活是基于一定的环境之下的。由

于人类的自主行为除了依附于自然环境之外，还围

绕生产、生活而进行环境设计。广义的环境设计包

括城市规划与设计、建筑设计、景观园林设计、室

内设计等一切人造环境。人造环境通过人的行为而

产生，人对环境的干预本质上是为了满足其自身生

存与发展的需求。人类对于环境设计及其改造的行

为，表象上似乎取决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但其

终极原因，特别是引发其行为的因素，是人的需求，

是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正因为如此，人类环境设

计的历史演进，从解释学美学和接受美学的理论可

以得到诠释。

3 . 1 解释学美学对环境设计的影响

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主张的是历史视界与现

在视界的融合，将这种理念推延至环境设计理念，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历史文化建筑的态度，我

们不应仅仅停留在对其保护的层面上，而应立足现

在，放眼未来，在可行的范围内，对其进行“活化”

与“保育”，通过再现、重解和构建，赋予历史建筑

以不同的价值内涵，使其在新条件下不断焕发出新

的生命力；二是环境设计应充分尊重场地的历史性

与地域性，在保留与重现场所独特性的同时秉持前

瞻性，遵循绿色、生态、低碳的可持续性设计原则，

实现人类社会和谐永续发展的目标。

上述影响在中国香港近年来对一系列历史建筑

进行的“活化”中有所体现。一些历史建筑因失去

其原有功能而被长期空置，如何将其充分利用，而

又不失去历史的“文脉”，在设计中，解释学美学理

论中对历史的认知态度与方法给予了设计的思维空

间和多样的表达方式。如早期公屋“美荷楼”被活

化为青年旅社（其活化前与活化后的情形如图 1 所
示），名为“雷春生”的跌打馆 4层唐楼，被活化为
中医诊所（其活化前与活化后的情形如图2所示）等，
均为对历史建筑以现代精神重新诠释和利用，为我

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活化项目，从美学角度来看，

一方面是“历史视界”与“现在视界”的融合，是

在当代社会环境下对历史建筑新的解读，并赋予历

史建筑以全新的意义。另一方面，历史建筑突破历

史的束缚重新焕发生机，体现出“效果历史”的内

涵，以更加生动与鲜活的形象参与到市民的日常生

活之中。

  

“合法的偏见”为个人意识乃至社会意识隐秘而

有力地影响人们对建筑的解读提供了一个美学视角。

例如，西方古代的建造者们将他们的心血倾注在如

宫殿、教堂、市政厅等社会公共建筑上，而这些在

以往带有强烈宗教意味的教堂和其他公共建筑，在

当代社会语境下，已经不具有当时建构整个社会精

神风貌的力量，“旧的价值体系的瓦解——必然也是

曾经的真实社会的瓦解——在建筑的主要任务的迅

速扩大中得到表现”[6]。如今，即使对于信教者来说，

宗教也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神殿、教堂已经

成为历史，它象征着那个社会的覆灭。在当代社会

背景下，许多地方的教堂除了宗教性建筑的标签，随

计理念的影响

a）活化前
图 1 美荷楼

Fig. 1 Mei Ho house

b）活化后

a）活化前 b）活化后
图 2 “雷春生”唐楼

Fig. 2 “Lei Chunsheng” tenement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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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社会的发展，它逐渐成为城市公共生活的中心，它

的功能得到拓展，成为大会堂、礼堂、剧场等。欣

赏者对这些建筑作品的解读，在社会形态更迭的过

程中随之改变，这种改变正是基于欣赏者的“合法

的偏见”，是处于同一历史时期整个社会群体共同具

有的和预先存在的一种理解倾向的体现。

不同的主体对同一对象的理解、认识和接受具

有差异性，将这种解释学美学审美原理运用到环境

设计中，为我们对环境设计现状的改造提供了无限

的思维空间，使人们在展开设计时拥有了丰富的多

样性。

3 . 2 接受美学对环境设计理念的影响

由于环境的最终使用者是大众，不是设计师，因

此，接受美学理论中所强调的审美体验与审美期待

对创造者的影响在设计上体现为设计的公平性思想。

具体到环境设计而言，应从客观实际出发，立足于

接受者即环境使用者的真实需求，尽量消除设计师

对接受者需求的主观判断，强调环境的使用者在设

计过程中的参与性，以使用者的生理及心理特点为

依据以创造宜人的空间环境，并以使用者的接受程

度作为设计作品的优劣评判标准。“设计师的工作就

是为人们提供更多的选择。这些选择应该是真实的、

有意义的，应该允许人们根据自身的生活选择更充

分地参与进去，并使他们能够与设计师和建筑师们

交流，从而找到解决自身问题的办法，甚至成为他

们自己的设计师，无论他们是否想这样”。[7]

设计的大众性和面向大众的设计，蕴含了接受

美学的理论。环境设计公共性、开放性和大众性的

特征，使得设计更应该接受大众的评判与参与，更

应体现设计师和使用者的双向互动，唯有如此，设

计才会成为好的设计。

4 结语

设计作为美化人们生产、生活的一种行为和活

动，既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又要给人以精神享

受。作为一种实用美学，解释学美学和接受美学为

我们对环境设计理念的审视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

也建构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设计过程中，我

们应均衡协调设计者、使用者、作品本身三者之间

的关系。发挥设计者的主观能动性，倡导人性化设

计，以使用者的真实需求为出发点，尊重历史，展

望未来，使设计作品在历史的洗礼中仍然体现出其

动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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