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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后现代历史语境里"主体一方面深陷于文化之全方位的意识形态化藩篱"高度理性化和逻辑化的思维方式"消解

了内在的审美感性和审美冲动"失落了诗意化的生存期待和终极的审美信仰%另一方面"沉迷于消费社会的交换价值和符号

价值"由此产生心理的物化需要"追逐奢侈的消费欲望和沉醉于知识#商品#名利#权力等现实性对象"导致审美物化的悲剧

结果$ 主体丧失了审美需要和审美判断力"成为感官欲望#技术需要和消费活动的奴隶$ 在历史和心理的双重情境下"美学

呼吁重建诗性主体"既拒绝物化需要"也拒绝虚假和庸俗的审美需要"恢复和强化真实的审美需要"使审美需要的心理动机

得到净化和升华$ 这要求我们必须认识诗性主体和审美需要的逻辑关系及其重要意义"必须对审美需要有一个审查#清理#

澄明而后回归其本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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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于后现代历史语境#人们既深陷于社会意

识形态化的逻辑规范#又沉迷于消费社会的交换价

值和符号价值#从而产生心理的物化需要#追逐奢

侈的欲望和沉醉于知识'商品'名利'权力等现实性

对象#导致审美物化的结果( 主体因此丧失了审美

判断力#成为感官'技术和理论的奴隶#丧失了审美

信仰和终极渴望( 在这种历史和心理的双重情境

下#美学期望重建诗性主体#抗衡生命存在的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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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节制消费冲动'感官欲望和权力情结#引领精

神走向诗意存在的无限可能性#追求一种真实化的

审美人生( 诗性主体必须发挥主导性的结构功能#

一方面抗衡虚假和庸俗的审美需要#恢复和加强真

实性的审美需要的心理动机#使心灵得到净化和升

华&另一方面#使诗性主体和审美需要产生密切的

逻辑关联#让诗性主体引领审美需要进入一种相对

理想化的心灵境域(

##一#审美需要!诗性主体的功能性结构和内在

动机

##诗性主体是将本能主体和感性主体'理性主体

和知识主体'实践主体和道德主体等各个主体有机

组合起来#成为灵动运转的综合性结构#是超越于

各单一性的主体之上的功能性主体结构( 诗性主

体可以让生命形式在各个主体之间自由穿梭#成就

审美与诗意的自我( 因此#诗性主体的目的论决定

了审美需要是诗性主体的功能性结构和内在动机#

审美需要是诗性主体内在的本质化规定( 我们主

要从发生'内涵'价值等方面来考察诗性主体和审

美需要两者之间内在契合性和有机包容性#阐释诗

性主体和审美需要的本质化关联#考察审美需要启

动诗性主体的功能性结构的过程(

首先#阐述审美需要的性质及其发生机制#以

证明审美需要是诗性主体功能性结构的内在动机(

驱力理论!@OAR?PU?:OQ"认为#生命本能的需要是有

机体一切行为的动机和动力之源( 人与动物的区

别之一就在于%动物只有单纯求生的需要#而人的

需要具有多层次性和丰富性( +人之所以为人的一

个本质规定#就在于他的需要是一种摆脱了动物式

直接单一性的超越性需要( 人类的审美需要#即是

这种超越性需要( 它是人类摆脱单纯动物性的重

要标志,(

-!.以人的内在审美需要为动因的审美活

动是人类充分展现自在自为生命力的精神$实践

活动( 因此#审美需要的超越性并不能彻底摆脱本

能需要( 以往有关审美理论认为#人类的审美活动

来自于性本能需要#审美需要是人类释放性本能欲

望的具有装饰性的曲折表达( 由于人不能彻底地

摆脱动物性#依然具有生存'性等本能需要#所以#

审美需要必将与本能性的基本需要一起贯穿人生

始终#并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际交流的增进#

与其它各种需要相生相随(

由此可见#审美需要兼具伴生性和超越性#且

两者是互为条件的( 它们决定了本能需要和审美

需要之间的关系#即是原始性关联和发展性超越的

协和统一#是自行封闭与无限敞开的争执统一#是

消耗解除和补给成长的快乐统一( 显然#审美需要

包含着生命本能的因素#是生命主体对生存施以多

层面状态或在其发展过程中多样化的感性表达#然

而#它必然是审美化和诗意性的升华冲动逻辑结

果( 如果从人类的文明史也就是摆脱动物性的发

展史这一角度来看#人类在满足生存本能需要之后

发展而来的各种需要!包括审美需要"#还应该是对

本能需要的疏离'克服和超越而不是依附( 人类之

所以能实现对动物性的超越#重要条件之一就在于

审美需要对生存本能!包括繁衍本能"的引领和克

服#获得精神享受和诗意生成( 生命一旦成其为主

体性的存在#生存需要伴随着审美需要并接受审美

需要的引领#通过梦和醉的境界获得盈余生命力的

审美表达#在生活世界进入审美和诗意的境界#由

此获得智慧和悟性#敞开自我和进行创造性活动(

这既是人类自在自为的存在方式#也是克服死亡恐

惧之后的快乐与幸福的存在方式( 因此#关涉于生

命冲动的审美需要#也来自于满足主体的幸福需要

的终极性生存目的( 所以#审美需要是主体对生存

状态诗性表达的幸福需求(

其次#由于审美内涵的历史性演进和逐渐丰

富#审美活动在现实生活中逐渐获得了独立价值和

超越意义#所以#审美需要成为主体一种主观无目

的而客观符合目的性的诗意生存方式的内在动机(

+3审美4这个词之最初的!古希腊的"涵义$$$感

官上!凭视觉与听觉"所接受的( 近几百年以来#这

个词被用来指称人对现实的一种独特的情感评价

上的掌握(,

-%.!&这表明#经历一定的历史时间之后#

人们关注审美的目光从对象'客观'表象的层面上

转移到了主观的层面上来$$$康德关于审美判断

力批判是一个转折点( 此后#主体心理的审美研究

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变迁过程( 从康德到黑格尔#呈

现出从形式到内容的演变#在主体性'认识论'知识

论方面肯定了审美情感的价值意义( 再往后#不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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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演进了审美的精神意义和心理结构#意识到审

美活动体现人类生存的深层基础#关联着主体的存

在价值和根本性的幸福追求#并且横向拓展了审美

视域#主体可以审美观照任何一个与人有关联的物

象#对现象界展开普遍的意向性审美活动( %& 世

纪出现新传统主义#强调+审美情感乃是指向对象

的有内涵的形式#而且是对所感知所接受之物在精

神上的一种关切%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亲

缘与有机的联系#被观照被认知的东西审美上并不

是与人格格不入的且同人在本质上相距甚远

的(,

-%.%'意在阐述审美活动是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

动态过程#审美活动在主体的价值序列中占据重要

的地位( 诚如尼采所言%+只有作为审美现象#世界

的生存才是有充分理由的(,

-$.由此可见#主体可以

从审美视角对无限的现实世界进行情感体验和诗

性观照#从而进入健康心境#体悟到快乐与幸福感#

获得创造性的智慧和势能#因此能够普世性地充满

热情地亲近万象和关爱人类#在混乱无序世界之中

瞥见和谐'秩序'完美的生活世界图景#追求永恒的

诗性精神和生存自由#审美活动奏响诗性主体的主

旋律#历史性地令审美需要和诗性主体在内涵和目

的论方面达到契合( 然而#当下生活世界在理性主

义'科学主义和媒体宰制之下#诗性主体和古典主

义的审美价值观被摒弃或被束之高阁( 因此#必须

呼唤审美需要出场#必须重建诗性主体( 从现实需

要考察#完善主体的功能性结构和整体性结构应当

是精神发展的历史性和必然性诉求( 作为具有拯

救与升华功能的存在主体#它内含着审美诉求#不

应当单向度地倾心于物化需要和现实功利的诉求#

不应当沉湎于对无限的细微事物的单纯技巧的审

美追求#以至流于对日常生活的具体细节的平庸化

审美观照&而应该和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相区别#

应该维护古典主义的审美准则#以一定的生命智

慧'诗意情怀和宁静超然的心理去观照世界( 总而

言之#要以建立一种诗性主体#以一种真实的审美

需要为基点#抗衡理性主义'技术主义和流行的意

识形态#恢复审美人类的审美本性#激发生命的本

质力量#敞开自由与创造的势能(

最后#审美需要和审美活动的关联性和协调

性#促进诗性主体的功能性结构的逐渐和谐( 诗性

主体在功能和结构方面都呈现一定的审美需要性(

纵观审美活动的历史发展#在体现其自具价值性的

同时#+并未失去它同人类意识的另一些领域$$$

美学之外的那些领域之密切的联系( 审美情感还

同一些生理感觉相关联#同人在社会上的自我肯定

相关联#同个性之间的交流沟通相关联( 换言之#

审美总是要3加入4那十分广阔的'丰富多样关联之

中$$$同另一类经验的关联之中(,

-%.%^审美主体凭

借审美活动和其他活动的关联性#联系着并协调着

诗性主体这一综合性结构中的其它活动的各个构

成!本能主体'感性主体'信仰主体'理性主体'道德

主体'实践主体等"#共同组成诗性主体的有机结

构#有助于诗性主体结构各功能的完善发挥( 因

此#审美活动的关联性和综合性是其它主体活动所

不可比及的独特显现#它使审美主体成为诗性主体

的综合性结构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存在形式( 在诗

性主体结构中#审美主体与其它主体相互关联#唯

有实现审美活动#主体才可能获得升华和超越#才

能充分发挥诗性主体的超越功能和净化功能#才能

敞开生命智慧和诗意( 换言之#审美主体凭借生命

存在的诗性和智慧#可以和其它主体结构相互作

用#灵动地协调各个主体之间功能性结构#发挥主

体的创造力和悟性#让主体的各种结构形式喜欢协

调#成就完善与诗意的自我( 凭借关联和超越的潜

功能#在与其它主体相互作用的同时#能够灵动地

协调各个主体边界关系#直至和谐( 诗性主体借助

审美活动在生活世界+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和

+客观地展开, !马克思语"自己的发展性'丰富性

和创造性#借助审美活动维持均衡'有序'整合的主

体结构#呈现个体生命的美学意义( 由此#只有在

诗性主体的系统结构中#审美主体才获得潜在功能

的释放和高度自由的发展#以消解各个主体形式间

的制约#使不同主体的功能性结构达到交响乐式的

和谐统一( 如果说诗性主体是人性中普遍和实在

的心灵形式#是现实化和超越性相统一的审美诉

求&那么#诗性主体的和谐性和超越性的美学本质

决定其最真实和基本的需要是审美需要#诗性主体

的功能性结构和内在动机决定审美需要的逻辑生

成#而由诗性主体规定的审美需要又是对诗性主体

的自我求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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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性主体!真实的审美需要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 !-YONUNS0N;:N@

\NF;:X#!C&^ H!C"&"以健康人的人格发展为研究

对象#提出了+需要层次论, !>??@ HUA?ONOTUQPU?:̀

OQ"( 他认为#按性质由低到高可将人的需要分为 "

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

的需要&!G"自尊需要&!J"求知的需要&!'"审美的

需要&!""自我实现需要( 其中#前 G 层是较低的需

要#称之为基本需要&而后 $ 层是较高的需要#称之

为成长需要( 基本需求是由于生理或心理上缺失

而产生#一旦满足#其需求强度就会降低&成长需求

则不同#其需求不但不随其满足而减弱#反而因获

得满足而增强( 必须指出的是#审美需要是在主体

满足了基本需要的基础上之后发展的高级需要范

畴( 它既受到基本需要的制约同时又是对基本需

要的超越#并且是接近自我实现需要的前一层次的

准备#既是对较低需要层次的枢纽性指导也是成就

自我实现的必要条件( 因此#审美需要在诗性主体

的综合性结构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人们生活在繁荣奢华的+物,的时代#大

多数人在已经满足了基本需要的情况下#仍乐此不

疲地热衷于物质消费( 从表面来看#当下现象是对

传统需要理论的解构( 鲍
#

里亚认为#传统的+需

要和满足理论,无法解释丰盛时代疯狂膨胀的消费

需求#只有运用+消费理论,揭示拜物教或永不衰竭

购物欲的社会性原因( 他认为#人们之所以沉沦于

光怪陆离的繁华炫目的商品世界#主要是由于随着

物质经济大幅度增长而日益被商品重重包围下的

人们#面对品牌标签'华丽包装以及煽情广告宣传

暗示#大众传媒的诱导驯化人们产生无意识自觉#

成就其购物的无意识和自动化&促使人们通过物的

拥有#对传媒形象的模仿来拯救自己的等级地位#

获得虚拟的安全感和尊重感#从一系列抽象的幸福

符号的积累中#获得极大的满足#对商品的强烈希

盼延续着平庸的日常生活( 事实上#人们不是注重

商品的实用价值!使用价值"而是商品的交换价值#

给商品以身份地位等的赋值!符号价值"( 商品在

广告传媒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共谋下#虚拟地整合了

或者混同了人们的各种需要$$$基本需要和高级

需要'虚假需要和真实需要等( 表面上调和了社会

现实的各种矛盾#实际上却让人们混淆各种需要的

性质层次区分#衍生出无止境的物化需要%将自我

的成长性需要通过对基本需要的满足来实现#促使

大众无餍地追逐附加在基本需要之上的地位区分'

符号象征等赋值( 实质上#这仅是加强了基本需要

的量的积累( 而那些大大超出了真实需要!实际所

需要的"的部分就变成了多余的基本需要( 而这些

多余的基本需要构成了虚假的基本需要#附着在虚

假的基本需要之上的地位区分'符号象征等成长性

需要动机充分呈现虚幻性结构和无意义性(

后现代社会之所以沉迷于流行文化消费#热心

于符号消费的满足#是因为在大众传媒在商业运作

和经济操纵下#形成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成为

商品的装饰附加物#作为商品的赋值被消费#和其

它如安全'归属和爱'尊重和求知等心理需要一样#

被笼罩在纷繁错杂'喧嚣混沌的商品世界#成为被

商品经济所利用的虚假性的审美需要#促成了当今

社会成长性需要的庸俗化'虚假化#并成为普遍现

象和必然趋势( 从美学上分析#后现代文化擅于运

用夸张'幻想'篡改'煽情等技法#以隐喻性'奇异

性'多样性为依托#怪诞而丰富地呈现出它的巨大

势能#给人以审美需要的虚假性满足( 实质上#这

些策略属于技术范畴#而不能属于艺术范畴的审美

形式( 譬如#审美形式的夸张和建立在商品经济利

益上的流行娱乐文艺所采用的奇异怪诞的夸张就

有着本质的不同( 后者是凭借符号化的夸张活动

达到庸俗的娱乐效果#在内容上是现实商品的附

庸( 它在形式上进行词语的随意拼接#以行为和话

语的搞笑作怪'矫情做作#甚至不惜对人类身体功

能的倒错歪曲来引逗大众&无视生命尊严和普世的

伦理原则#依靠一种固定的模式效应$$$以滥用想

象力和移用庸俗的语言游戏互为作用#将粗俗当成

朴实'矫情变为艺术'诱惑替代同情#用蓄意布置陷

阱当成助人发泄排遣的笑料#去制造+灰色幽默,

!8O?QU=S:=O"的喜剧效果#绘就一幅语言和欲望

的狂欢图景#给大众带来捧腹大笑$$$这只能+创

造一种与内容不相关的技法#或者没有内容的技

法,#以博得大众紧张压力的瞬间解除( +即使以否

定的形式#也是对现实存在的歌功颂德(,

-G.%!"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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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是凭借夸张的技术作为一种经济运作策略来收

获越来越大的市场空间和最大利益的价值实现#必

然使接受心理得不到净化和升华#理想之光被遮

蔽#诗性主体和审美活动被迫沉沦( 在物化需要的

文化系统中#被物隔离孤立的人们暂时获得了自

尊'归属与爱'知识'审美和自我实现等虚拟的心理

需要#由此产生了错误的信念#演变为一系列需求

方面的社会惰性#构筑不断膨胀的虚假的审美需

要#并逐渐潜化为人们+内在固有的需要,( 甚至演

化为神经症或病态的审美需要#追求表面的审美符

号而在实质上沉迷于物化需要#而这种物化需要满

足于商品的符号价值( 如果说+追求和满足高级需

要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健康趋势#一种脱离心理病态

的趋势(,

-J.那么#后现代历史语境的大众追求虚假

的审美需要#让主体逐渐陷入心理病态的泥泞(

鲍
#

里亚的+消费理论,对马斯洛需要层次论

发展以来的日益复杂社会背景做了鞭辟入里的具

体分析#揭示了现实生活需要被缠绕社会复杂性#

符号价值被赋予了虚假性的需要满足( 由此可见#

将地位区分和审美活动附着在物化需要上#引诱大

众对商品进行无理智的消费#满足于物质的符号价

值#是造就虚假需要或虚假的成长性需要的根本社

会原因( 那些游离于商品实用价值之外的审美需

要的赋值#令消费者营造了一种可以用来满足自我

需要的符号幻象( 实质上#消费者在为之投掷了大

量金钱的同时也抛弃了或混淆了真实的审美动机(

于是#在消费的社会区分逻辑前提下#人们根据商

品不断替代的节奏#无休止地追逐繁华炫目的审美

符号#幻想+个性化,的审美消费#沦落为物化需要

的奴隶#产生新的商品拜物教( 诚如马尔库塞所

论%+对于任何意识和良心#对于任何不把流行的社

会利益作为思想和行为的最高准则的经验#已确立

的各种需要和满足都应以它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这一尺度来加以检验(,

-'.那么#区分真实需要和物

化需要#是当下主体的自我拯救的必要前提#也是

诗性主体判断真实的审美需要和虚假的审美需要

的必要前提(

诗性主体作为自由独立的主体存在#具备不会

受外界控制而处于自由状态的精神势能( 作为诗

性主体#必须具有对真假需要的辨别力( 而对于真

假需要的辨别#在生活世界#又必须从两个层次区

分%一方面#努力将商品的符号赋值从物品上剥离#

注重商品的使用价值#将餍足的物化需要剔除#获

得基本需要层面的真实需要#并在真实的基本需要

获得满足之后#将生命活力投入到更高级的成长性

需要中去( 另一方面#对真实性审美需要的给予准

确判断#从而走向主体的+高峰体验,的环节#追求

诗意与智慧的生成'良知与心性的开启'想象力的

激发和灵感的培育( 只有主体能够把握真实性的

审美需要#发挥其升华和超越的潜能#才能成就和

谐统一的诗性主体结构#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基本

需要和物化需要#追求精神的自我实现和生命的终

极意义( 反之#如果主体缺少辩证理性而趋向于物

化需要或虚假的审美需要#那么主体必然跌入低层

次的匮乏性需要之中#无休止地追求以物化需要为

前提的虚假的审美需要#一味耽溺于单维度的物质

对象和符号价值#从而更丧失将各种主体!本能主

体'知识主体'实践主体和道德主体"达到和谐综合

的结构性功能#破坏了主体间的有机结构( 在高科

技为主导的'全方位信息传播的时代#传媒工具在

一定程度上控制知识'话语和思想#主体往往丧失

分辨真实的审美需要的能力( 从存在论意义上看#

生命个体能够领悟真实的审美需要#需要敏锐的感

觉力'发达的想象力和健全的理性与智慧( 显然#

诗性主体具有如此的精神资格和生命机能( 诗性

主体决定了审美活动在这个综合的功能性结构中

的关键地位( 所以#只有把握了真实性的审美需

要#才能建构主体的+诗性家园,( 由此#诗性主体

的审美需要即是真实的审美需要#而真实性的审美

需要必然构成诗性主体的内在动机(

##三#升华与超越!审美需要的内在尺度

如何识别审美需要的真实性#在于如何把握审

美活动的特性( 诗性主体的审美特性就是升华和

超越#这是它的基本功能#也是审美需要的真实性

的逻辑基础和内在尺度( 在后现代的物化需要弥

漫于生活世界#诗性主体只有借助审美活动的升华

和超越的功能#借助于对现实存在的反思和批判#

鄙弃知识'权力'技术等给予主体的规训和压抑#抗

衡社会意识形态所崇尚的只要感性享乐而放弃彼

G^



仇#敏%诗性主体和审美需要

岸承诺的实利主义潮流#守护着自我存在的审美超

越性和诗性情怀#由此保证守护生命的尊严和主体

存在的理想性'精神文化的创造激情和活力( 由此

可见#是否能通过升华和超越的内在机能#实现对

主体自身和外在实在的超越#从而回归生命的终极

价值#是判断审美需要的真实性和是否符合诗性主

体的必然需要的重要尺度(

首先#从诗性主体和审美需要的逻辑关联考

察#诗性主体必须跳出单向度现实存在的窠臼#而

拓展其审美之维( 主体以直觉体验或纯粹直观的

方式#以升华和超越的审美视角直面生活世界#展

开否定性的审美判断#通过审美眼光领悟现象界的

构成( 在审美活动中#不依赖知识'性别'地位'政

治'地域'民族等区分进行审美判断#而以现象学的

+纯粹意识,直观现象界#以意向性活动展开和历

史'世界的对话与交流#从而呈现主体的智慧和诗

意#敞开真实的审美需要( 反之#如果主体从现实

性某一侧面切入#从意识形态的主观概念和功利主

义出发进行审美活动#那么#则必然遮蔽审美的本

质#沦落为虚假的审美需要( 因此#理想状态的诗

性主体#应该超越国家民族'阶级地位'性别角色'

时间空间'历史文化'主体客体等各方面的区分#以

摆脱成见的思维方式和日常经验#拒绝本能快感的

诱惑#赋予对象以普适性的审美观照#取消话语霸

权和独断论思维#敏锐地展开对审美对象的诗性直

觉和体验( 唯有此#诗性主体才能超越狭隘单一的

现实性审美维度#克服拘泥于管状视角而造成审美

活动沉溺于表象而迷失诗意和智慧的后果( 因此#

诗性主体不应该将自我囿樊于阶级地位'性别角

色'知识结构'主体客体等多元结构的任何一元来

进行审美判断#不应该将主体归属到特定的国家民

族'时间空间'历史语境等狭隘范畴进行审美活动(

如果诗性主体偏执任何一方#一方面必然跌入纷繁

的现象世界#被物化需要遮蔽审美视界#迷失诗性

主体所应有的反思批判的精神气质( 另一方面#致

使审美主体陷入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

学等其他概念系统#落入杂然并陈的+诠释框架,

!A>P?OMO?PNPA:> VONS?F" !查尔斯0伯恩斯坦语"中#

漠视审美活动的特殊性( 倘若主体仅仅从物质经

济关系出发#从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角

度去感受和体验现象之美#必然剥夺了审美的升华

与超越'存疑与否定的功能#损伤诗性主体的审美

结构( 按照传统美学的观点#阶级社会必然会产生

贵族美人和农村少女的审美区分#但是#它显然制

约了审美否定的逻辑功能( 在阶级社会里#只有被

蒙蔽的'逆来顺受的农村少女审美标准才是+强壮

结实的体格,( 显然#这是不合理的异化的社会制

度造成的非自由状态的审美概念( 而在物质化审

美的逻辑驱遣下#那些没有被蒙蔽的农村少女是不

甘顺从于经济分工不平等和财富分配不均的社会

地位的#贵妇美人也许是她们的审美期待和审美理

想( 因此#除了激进的农村少女具有超越社会身份

的审美能力#被愚化的农村少女和贵族美人都不可

能完成对现存的审美否定和审美超越( 然而#即使

农村少女对自身现状的审美超越#也只是否定自身

走向对立面$$$贵族夫人的审美标准( 因此#无论

是农村少女#还是贵族美人#只有当她们建构了超

越阶级身份的诗性主体#才可能获得对阶级身份和

物化需要的审美超越#恢复审美的自由特质和诗意

品格#以无目的合目的性#展开相对完善的审美

活动(

其次#诗性主体要摆脱虚假需要的审美模式#

就必须回归审美活动的纯粹性#守护升华和超越的

原则#从而获得相对完善的审美结构( 为此#诗性

主体的审美活动需要把握审美结构中的普遍本质(

如同胡塞尔所论%+对于每个可能的生活世界来说#

都存在一个普遍和本质的结构#无论它在地理'历

史和文化上有多大差异( 并且#尽管这个普遍性实

际上并不保证跨历史的和文化间的理解#但至少正

是它使其成为可能(,

-".因此#在森罗万象的生活世

界#也同样存在普遍和本质的审美结构#存在着+审

美的普遍性,!康德术语%8?S?A>Lk;PALZ?AP"( +在漫

长的艺术史中#撇开那些审美趣味上的变化不论#

总存在着一个恒常不变的标准( 这个标准不仅使

我们能够区分出3高雅的4与3低俗的4文学作品#

区分出正歌剧与轻歌剧#区分出喜剧与杂耍#而且

在这些艺术形式中#还能进一步区分出好的和坏的

艺术(,

-G.!C&从上述的理论意义看#诗性主体在审美

活动中应该有一个共时性的趣味标准#它规定和把

握着审美活动的普遍性本质#能够进行理解活动和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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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诠释#使人类在审美层面上进行超越时间的沟

通交流( 这一普遍性的标准#在一定程度是古典主

义和唯美主义的标准( 在诗性主体这一综合性结

构之内#审美主体独立存在其他主体之外#在实现

了升华和超越功能的同时#应该表现出对整体结构

的尊重#对作为认识的自我!3L:T:LAP:"的理性主

体的尊重( 因此#作为诗性主体的审美需要#还必

须真实地反映主体的内在性目的#启动个体意识的

特殊内容!个体本身的意识和下意识'直觉与体验

等"#激发主体的情感和想象#而不屈从于某种集体

意识#最大限度地强调个体意识和发挥主体的自由

潜能#由此影响理性主体'实践主体'知识主体'物

质主体等主体形式( 所以#诗性主体的审美需要并

不要求绝对地脱离现实#退却到纯粹虚拟的幻想世

界和完全想象的王国( 诗性主体要以变革社会意

识形态'推进社会进步为目的#必须植根于生活世

界#关注实然生活!现象界"的真理'经验和必然性#

给予审美提问和审美预示#从而呈现精神存在的无

限可能性(

最后#由于阶级'区域'性别'历史和文化等多

元因素决定了个体对审美对象判断的差异性( 所

以#诗性主体在坚持以审美普遍性原则#以自我思

维的方式从事审美活动的过程中#不排斥主体置身

于他者的角度和立场#以扩展的思维方式#从不同

的角度整合'调整对生活世界充斥着的形形色色的

审美对象的审美判断( 真实的审美需要要求诗性

主体坚持主体间性#在不同主体之间展开对话和交

流#保持和不同主体的逻辑关联( 一方面保持自我

的审美体验#另一方面尊重他者的审美感受#并促

进自我反思和获得自我充实( 换言之#诗性主体在

自我审美经验和他者审美经验的统觉视域中#力求

以全视角的直观方式#感受审美对象的鲜活性和生

动性#对审美对象给予开放性的不同视域的理解(

即便是对于自然界#人类也应该避免以人为中心的

逻各斯主义( 只有如此#诗性主体的审美活动才能

正确合理地把握对他者经验的同化和顺应过程#才

不至于让主体走向独断主义#也不至于趋于世俗趋

势和恪守常态模式而失去了自我升华和超越'直觉

和体验的能力( 所以#建立在普遍本质的审美结构

基础之上的'以自我思维为主要形式的审美需要#

不仅不妨碍诗性主体对审美对象的个性化领悟#而

且更加彰显诗性主体的审美判断超越常态经验的

美学特征#它应该是生命智慧和诗意情怀对于现象

界的永不间断的求证#这也决定着升华和超越的内

在原则是诗性主体的共时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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