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审美对象的感性特征及其构成
 

  

谭容培 

  

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认为康德的先验主义不够彻底，陷入了心、物二元论，只有现象学才能使“心”完全摆脱“物”而独立出来。

现象学的所谓“现象”并非客观事物的表象，而是“纯粹意识”。他提出“本质直观”，实际上以之代替了感性直观，意在借以摆

脱自然个别性的“遮蔽”来彰显或澄明“绝对直理”。这样一来，感性作为审美对象的基本特征是否成立?如果成立，审美感性对

象又是怎样构成的?它与自然感性现象有何区别?其具体结构是什么?这些问题关系到美的基本属性的认定，值得探讨。 

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审美对象的建构经过了从自然感性到审美感性的转化。 

所谓自然感性，一般是由个别表象或几个互不存在内在联系的个别表象组成的，以感官直接接触事物时所形成的对事物自然状态的

印象为限。感官获取这种自然感性，大多是在不取审美态度的情形下进行的，自然感性与其所在的环境还未发生任何实质性的相互

作用和内在联系。自然感性要转化成为审美感性，有待自然形式的召唤力与心灵的想象力的共同作用。 

美的事物都具有以自然属性为基础的感性形态或感性形象；人要直观和体验到对象的美，只有以直接的感性方式，去接受来自自然

感性现象所提供的各种信息；然后，以能听懂音乐的耳朵和能看懂形式美的眼睛，去感知对象的听觉形象和视觉形象，进而以审美

的类表象去进行组合和变形。经组合、变形后的表象仍然保持感性特征。如果否定审美对象的感性特征，或完全以纯粹抽象的精神

现象(意向性)取而代之，实际上就退回到了非审美的理性立场。 

有些本身有完整结构的自然感性事物，如具有类型性特征的自然风景，就比较容易转化成为审美感性，仿佛现成地成为人们的审美

对象。实际上，审美感性并非形成于对自然感性事物进行简单的直观和复制，而是要经过情感的选择、浸染和提炼等复杂的审美反

应过程。自然物的质料及其形态，是其转化成为审美感性的潜在因素；作为自然感性现象感知者的主体的审美结构，是自然感性转

化成为审美感性的必要条件。正如黑格尔论及艺术的感性本质时所说的：“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

也借助感性化而显现出来了。”（黑格尔，第49页） 

自然感性现象向审美感性现象的转化，首先取决于主客体两方面的因素：客体应当是一种对情感有召唤力的结构体；主体记忆中已

经储存了与这种个别客体物象相对应并据以进行组合的类表象。在审美活动中，客体所固有的外在唤情结构和主体所具有的内在审

美心理结构相互作用，实现心灵向感性现象的渗透，自然感性现象向审美感性现象的转化。表象在再现人们早先感知的对象时，并

不是尽其所有细节来反映它，而是已经实现了某种选择，选择该对象最有代表性的、最重要的属性与特性。因此，表象具有概括

性，同时又具有我们所探寻的具体性。其次，在表象里，可以利用、再现人们过去的生活经验，这对艺术说来是极其重要的。最

后，以形象的表象为基础可以实现想象和虚构。表象运动所具有的选择性、概括性和虚构性，可以使诉诸表象运动的审美感性获得

表现情感和建构意象的功能；而这些都是自然感性现象所无法比拟的。 

二 

审美感性不同于一般感性的地方，在于它不是消极直观所形成的对外界事物的零碎印象，而是经由心灵组织的、有灵性的、完整的

感性图象和感性形式，因而又可称之为形式感性。审美对象是诉诸感性的，感性的范围和秩序又是为形式所确定和把握的。形式不

仅决定感性对象外在的轮廓，还决定感性对象内在的结构，即确定内容的组合，并使之诉诸由线条、色彩、乐曲、言语、图式等所

组成的审美秩序及审美造型。所谓审美形式，就是把握自然感性现象中异在的力量，使之秩序化，赋予其生气和灵性。 

形式感性与逻辑形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形式感性不是一个推论概念，而是一个具有组织结构和生命结构的对象性存在。它具有线、

色、声、形、质等材料的外形因素，呈现于感性外观或想象幻觉的表象。形式感性要求把物体看成纯形式，把风景看成各种各样交

织在一起的线条、色彩的纯形式的组合，引导我们超越物象世界和日常经验。 

离开主体审美感觉能力谈形式美与离开客体形式因素谈形式美，同样都是片面的。在审美活动中，形式感性是主体的形式感和客体

的形式因素的契合和改造，主客体两方面契合由双方共同来实现。从自然方面来说，它和善地供给人的需要，顺从地“感发心情和

契合心情”；而人还有一些需要和愿望是自然不能直接满足的，于是就必须把自然事物占领住，修改它，改变它的形状，用自己学

习的技能排除障碍，把外在事物变成他的手段，来实现他的目的。“如果主客体携手协作，自然的和善和人的心灵的技巧密切结合

在一起，始终显现出完全的和谐，不再有互相斗争的严酷的情况，这就算达到了主客两方面最纯粹的关系。”（黑格尔，第327

页）形式感性就体现了这种最纯粹的关系。任何线条、色彩、乐曲等艺术语言都表征着这种形式的存在。艺术家成熟的一个重要标

志，就是善于把无序庞杂的生活和零散的经验事实提炼、净化为有序的完整的结构，使结构的各要素成为互相联系、相互依存的有

机整体；善于把握自然形式到审美形式的转化所带来的物理时空到心理时空的变换，用以打破僵化固定的现实因果链条，从而获得

审美超越的自由；善于创造有意味的形式感性，去蕴含人生意味的奥秘、生命感悟的真谛。 

形式感性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但这种审美价值的根源来自形式所表示的情感概念本质和内容概念本质。内容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而



产生的审美关系内在诸要素的总和，形式则是内容的结构方式和存在方式。形式是审美对象的外在感性构形，内容则是审美对象的

内在美学蕴涵。当感性全部被形式渗透时，意义就全部包含和呈现于感性特征之中。因而，出现了双重的内在性：形式内在于感

性，意义又内在于形式。这就意味着，形式依托于感性而存在，内容又诉诸形式(即感性)而显现。在审美直觉与审美理解达到最佳

组合时，形式成为内容，内容成为形式。 

三 

一般来说，审美直观可以整体地把握审美对象的感性特征，但形式感性所蕴涵的内容和意义，一般是通过诉诸象征及对象征的理解

而得到实现的。因而，又可称这种感性为象征性感性。 

在逻辑概念中，形式和内容的结合是必然的，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关系是确定的。而在审美活动中，因受审美情趣的影响，形式与内

容的结合是偶然的，即是说，形式与内容的结合是不相称的。而这种不相称性，则是象征性感性的本质特征。正是这种不相称才造

成了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张力，使形式和内容的结合具有最大的选择性和可塑性。因而，我们才有可能通过象征，使感性最终脱离物

象世界的现实关连而成为精神世界的承担者和建构者。 

象征是审美思维实现从具象到抽象飞跃的主要手段。通过象征，使直观感性所呈现的时空被开拓成为更广阔的时空，个别对象提升

成为具有普遍人性意义的对象，单个人物形象被启示成为人的类型甚或进而成为人性本身的典型。也就是说，在特殊中反思到普遍

性，在普遍性中显现出特殊性。即普遍性完全地就是特殊性，特殊性同时也就完全地是普遍性。 

象征物与被象征的意义经过想象结合成为意象的过程，不仅是从具体转变为抽象的过程，同时也是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象征的

全部实质在于：感性事物和非感性事物在反思性想象中吻合，即审美主体发现某种感性事物的美的形态，凝神观照中悟出与此表象

的外在情状相对应的某种情感化生命意味，从而在使直观的感性事物获得精神意蕴的同时，也使这种精神意蕴获得感性生命，使被

象征的意义最终得到审美确定。于是，那种提高到主体自我形式及生命形式的自然形态，具有“从他物中反映自我”、“从他物中

享受自我”的拟人化品格，成为人类情感生命的象征及对象化存在。形式美是事物自身外形物质材料构成特性及它们的组合规律的

抽象提炼，经想象和诗化，可成为人类精神自由和情感愉悦的隐喻和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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