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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天成    

  以致把仅具有象征意义的表象看作了对象

的本真规定。认知理性的固有冲突恰恰是在这

里产生的。审美理性恢复了表象所固有的对形

上之道的象征意义，既恢复了表象的本真状

态，又扬弃了理性本体的被遮蔽状态。而在认

知理性中，非本真的表象对本体是起着遮蔽作

用的。审美理性的象征作用决定了它所具有的

明证性既不是建立在逻辑的一贯性之上，也不

是建立在表象与对象的符合之上，而是建立在

自由和谐之上。在审美理性中，人们是在对象征性的表象的观照中，体验着理性的自由因。但这

种自由因并不是审美主体的欲望所求，而是显现在万物各循其道的和谐性运作中。因此在这种运

作中审美主体也成就了一种自然而然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这种境界恰恰是审美理性中理性本

体明证性的基础。这种境界的明证性是比认知的明证性更高的明证性，它的更确切的表达应该是

“透明性”。  

    

  3.后认知理性  

    

  从认知理性到目的理性再到审美理性，从认知到信仰再到鉴赏，从求真到求善再到求美，表

达了理性对在其具体运用中产生的矛盾冲突进行解决的不懈努力。但是，我们绝不能把它看作是

不断代替和拒斥的过程。或者说，我们并不是为了解决认知理性的冲突而以目的理性或审美理性

去代替认知。认知虽然对理性本体的自由因有所遮蔽，但它毕竟是理性自身的一个环节，是人生

存的一个步骤，因此认知理性所造成的对象化和主客二分以及建立在其上的逻辑化的倾向都是不

可避免的，同样作为目的理性的欲望和信仰也是人类生存的固有环节，我们不能设想把这些环节

都去掉而成就一种不被遮蔽的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只能在遮蔽中澄明。具体说来，我们

只能不断地建构知识形态的形而上学，不断地确立理想目标，同时又不断地消解它们，在这种不

断的建构和消解的张力关系中达到澄明。因此，真正澄明而中正的理性既不是认知理性和目的理

性，也不是审美理性，而是这三种理性形式的有机结合。那么这种结合以什么为基础呢？实际

上，无论是认知、欲望还是审美，都是人的生命的显现，并且是以人的感性生活和感觉为基础

的，感性活动和感觉具有优先于它们的原始本体论意义。理性的本体论意义本身正是生命的超越

性的表现，而这种超越性又具体表现在感性活动中的时间的永恒性之中，因此时间构成了理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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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意义彰显自身的最原始的视域。感性和时间构成人的生命和生存的基础。  

  以感性活动为基础的认知理性、目的理性和审美理性的统一便构成生命或生存理性，它构成

后认知理性的合理形态。生命或生存理性是生命之自然性的升华，它在形而上学和至善理想的不

断建构和消解中领会着生命的超越性，它虽然时时地把这种超越性建构为形上的对象，但又会在

对对象的遮蔽性的消解中领悟着对象所呈现的生命超越性的意义，并在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中成

就着一种智慧的和审美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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