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GLISH    投稿信箱：skw01@cass.org.cn  网友之声信箱：skw02@cass.org.cn   

 

新闻摘播  马列主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国外马克思主义   重要言论    重要文章    本网首发   学术动态   各地综合信息  

六大建设  社科论坛  社科大讲堂 专家访谈 热点解读 政策法规解读 国情调研 反腐倡廉 法治社会 读与评 咨询台 网友之声  

报刊文摘  网络文摘  科技动态  学部委员   名家风采   学林新秀  学术经典  专家库  数据库  研究生论坛  手机短信  

哲学  文学  历史学  考古学  理论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政治学   法学   新闻与传播学   教育学   管理学   社会学  

民族学  宗教学  语言学  统计学  艺术学   情报与文献学  军事学   港澳台   国际问题研究   国外社会科学   综合研究  

返回首页      正文字号：【小】【中】【大】

回回回回归归归归感性意感性意感性意感性意义义义义：日常生活美：日常生活美：日常生活美：日常生活美学学学学论纲论纲论纲论纲之一之一之一之一

  王德胜 

  一 

  进入新世纪以来，对于各种关乎当代人日常生活及其现实境遇的问题，美学界的理论兴趣越来越浓厚。讨论此起彼伏，众声

喧哗、莫衷一是。然而，不管相互争执的观点如何各异其趣，有两个问题却是人们在争论中不能不关注或者说是共同关心的： 

  其一，当代人的日常生活究竟为何？如果说，一个时代美学趣味的发生，不能不直接源于人的基本生活行动和生活动机，那

么“日常生活”的当代改变及其现实情状，便必定成为我们时代美学趣味的当下发生机制，从而也直接规定了我们在理论上对于

这种当下趣味的判断。从已有讨论中，我们其实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当代“日常生活”的各种观察与理解，不仅间接地呈

现出不同声音本身的生活利益和生活满足，同时也直接决定着不同声音各自不同的价值理想①。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上对于当

代日常生活及其现实境遇的美学判断，其实也是一种有关“生活”的现实选择。 

  其二，最关键的是，“日常生活”的当代改变及其现实情状，无可回避地把原先处在“二元”（理性/感性）本体中的“感

性”再次凸现出来。“感性”为何？“感性意义”究竟为何？这个问题已然成为人们无法回避的重大理论对象。对于这个问题的

具体把握，既是我们获取日常生活经验的出发点，是我们讨论各种当代日常生活问题的基本前提，它事实上也是纠缠在各种当下

美学趣味批评之中的核心。如果说，在各种不同价值取向的当代日常生活的美学判断中，感性的正负两面性都被极度放大了，那

么，正是这种“被放大”的感性存在，以其对当代日常生活现实的意义，挑战了各种生活中的趣味选择和理论上的价值阐释。也

因此，当前人们对于当代日常生活及其现实境遇问题的理论兴趣，最终还是归结到“感性意义”的具体理解之上，并由此展开美

学的另一种当代之途即“日常生活美学”。即如已有各种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尽管在它们中间总是存在各种不同的

理论声音，但无论怎样，这种讨论的存在本身就确已表明了“美学走向日常生活”的现实性，以及“日常生活美学”成为一种现

实美学话语的可能性。 

  当然，重要的是，不仅“日常生活”和“感性意义”两个问题直接联系在一起，凸显为近来美学存在的理论现实，而且，正

是在这一直接的联系中，曾经被我们的美学“理性处理”的“感性”问题，再度从当代生活的价值阐释中获得了存在具体性。这

一点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在日常生活的当代维度上，美学上的理性一元主导论传统遭遇了挑战，进而使人们有可能重新思考生

活意义的日常满足及其美学价值这一很长时间以来已被忽视了的问题。 

  可以认为，感性问题重新获得高度重视，既表明了“日常生活”作为一个当代问题的理论阐释前景，同时它也十分具体地呈

现为美学发生当代转向的理论契机。在这一过程中，充分体现“日常生活美学”之为一种当代理论转向的，不仅在于“感性”重

新回归人的日常生活语境，而且在回归日常生活之际，“感性”在理论上被理解为当代日常生活中人的现实情感、生活动机以及

具体生活满足的自主实现，亦即人的日常生活行动本身。由此，通过回归“日常生活”，“感性”既在美学问题领域生成了自身

的现实性，又在理论上确立了“日常生活美学”的阐释取向——在这一阐释取向上，“感性”必然超越其在传统美学系统中的认



识本体位置；理性一元主导论的美学认识论中的那个“卑下”的人的“感性”不复存在；“感性”以一种自然存在方式作用于、

并且呈现为人的日常生活形象，它通过人的行动而直接现实地呈现为日常生活的“意义形象”。 

  感性问题有了新的美学意涵。它既为我们提供了挣脱传统理性一元主导论的美学认识论的可能性，同样也为我们展示了美学

朝着人的日常生活开放自身阐释能力的现实性。正是这一“日常生活美学”的转向，有可能积极地标举一种“新感性价值本

体”——感性意义成就日常生活的美学维度。 

  二 

  作为“日常生活美学”的理论核心，“新感性价值本体”不是知识论意义上的认识范畴，而是一个在人的当代生存现实中反

抗理性一元主导论的美学范畴，是一个在指向现实的阐释中不断获得自身确立的当代生活存在范畴。其基本点，就在于明确主

张：在当代，人的日常生活系于生活行动本身的实际发生和满足，而日常生活的美学趣味则决定于这种发生和满足之于人的实际

生活的感性意义。对人而言，正是在感性意义的领域，日常生活才有其充分的美学阐释价值——日常生活审美化正是这一美学阐

释价值的具体呈现。 

  具体来讲，作为“日常生活美学”的核心范畴，首先，“新感性价值本体”的提出，旨在充分表明，日常生活现实中的人的

感性的生活情感、生活利益与生活满足，不仅在形式上是自足的，同时在内在性上自然合法。质言之，在存在意义上，“感性”

自然性是人的实际存在的现实维度，也是一个不可取替的存在根基。它是人之所来，也提供了人的日常生活之所向；它呈现为日

常生活的存在形象，同时向人的生活行动提供存在的希望。日常生活的存在合法性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感性合法性的基础之上，

而日常生活的意义呈现就是在人的感性存在的现实展开中获得的。换句话说，离开感性，任何有关生活意义的阐释都将变得虚伪

和无意义。 

  显然，对于这种源自人的日常生活行动的感性存在的自足性与合法性的肯定，一定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这一肯定尽管没有

直接颠覆理性一元主导论在有关生活认识关系上的知识绝对性——在有关生活的认识传统上，由于普遍知识话语高度强化了理性

权力的特性，人对自身生活的认识普遍满足于理性一元的控制——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理性在知识话语系统中极度夸张的

普遍性，现在却有可能被阻止在生活存在的日常现实之外。在指向现实阐释的过程中，“新感性价值本体”的提出和确立，使得

理性在人的认识系统中的权力已不能自动延伸为日常生活的必然性干预力量。也就是说，作为一种非知识论的阐释话语，在“日

常生活美学”中，感性与理性之间可以是一种非对抗性的关系——二元对立的紧张性和非此即彼性，被二元分立的疏远性所取

代。这一点，恰恰成为“日常生活美学”的基本特点之一，同时也是为什么传统美学认识论往往无力面对当代日常生活现实的主

要原因。 

  其次，在“日常生活美学”的阐释指向上，“新感性价值本体”现实地揭示了当代日常生活与感性之间的同质化关系。应该

说，这是问题的一个关键点。这种“同质化关系”的具体呈现就是：一方面，人的各种日常生活动机、生活利益的实现需要，直

接呈现为当下具体的生活行动，动机的发生与改变同人的日常生活行动的实际展开相互一体。另一方面，日常生活意义的实现不

仅十分具体生动，同时也直接取决于它所获得的感性呈现方式及其实现的感性满足；人的日常生活动机、利益及其实现，在生活

行动的感性存在形象上得到有意识的价值确认。这也就是吉登斯等学者所指出的，“日常生活的美学化过程可能是这个变化的世

界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它在使人感觉麻木的同时也能激起感觉，它还改善了物质环境”②。 

  肯定感性，就是肯定生活；肯定人的日常生活的正当性，就是肯定感性意义呈现的合法性。由此，人的日常生活与感性的同

质化，便在当代现实中最大程度地“直观化”了人的感性实践要求与利益满足，感性意义的生成则有可能在提供（或者重建）日

常生活的美学维度方面变得十分具体。对于“日常生活美学”而言，正是这种相对于人的日常生活的当下直接性特征，具体表达

了日常生活本身的巨大感性实践功能，也非常生动地再现了当下生活与感性的同质化——生活即感性呈现，感性对自身的价值肯

定亦即生活的自我实现。 

  再次，在日常生活的现实的美学阐释上，“新感性价值本体”突出了人的生活行动的感受实在性。当我们把一切意义的生成



联系到人的行动的可能性与普遍性之上，实际上，我们就已经可以认为，所有对于意义的确认都不可能离开人在生活中对自身行

动过程及其结果的直接感受。同样，感受生活行动本身以及对生活行动的直接感受，是生活意义的呈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感

受本身就是一次生活行动，同时也是一种鲜活意义的感受。因而，在日常生活中，感受生活行动和生活行动的感受必定具有鲜明

的实在性。这种实在性既引导了人从日常生活实际发生中所获得的情感，也满足着人在日常生活行动中的利益需要。对于人和人

的日常生活来说，感受的实在性既是生活行动的出发点，也是生活行动的归结点。日常生活意义的美学阐释，就开始于对这种感

受实在性的确认。可以说，“日常生活美学”的阐释指向，正是通过这样一种“确认”而直接确认着日常生活意义的美学转向。

很明显，这种对于人的生活行动的感受实在性的肯定，在美学认识论的知识体系内部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在人的感受生活行动和

生活行动的感受中，由日常生活行动的实在性所带来的人的感受力，现实地超越了理性的控制力。然而，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

“日常生活美学”的阐释指向其实是非知识论的，那么，日常生活行动的感受实在性便可以不再让我们可怕。 

  或许，对于受制于理性一元主导论的传统美学认识论来说，“用普遍性确认知识，把理论当作信息的真正支撑物，并试图以

一种标准化的或‘逻辑的’方式推理”，“想在普遍法则的规定之下产生知识”这样一种理论传统，现在已经面临着“如果一个

很有前途的知识理论失去与实际的接触，则它的规则不但不会被科学家使用，而有可能在所有场合都不可能被使用”的局面③。

就当代美学需要重建自己的现实阐释能力这一点来说，放弃原有那种在价值信仰、知识体系上对于认识理性的执著，把对人的日

常生活的美学阐释从作为认识本体的“感性意义”方面，现实地转向作为日常生活呈现方式与满足结果的感性生存实践，并且从

人的生活感性出发来阐释日常生活行动的价值功能，体会人的日常生活满足的意义形象，不仅可以在理论的阐释指向上突破以往

一以贯之的知识论维度，也将能够真正体现出美学在当下语境中对人的生活价值体系的重建力量。这，就是美学的日常生活转向

的生动前景。 

  三 

  在人的日常生活层面上，积极地承认感性问题所具有的新的美学意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感性价值本体”的确立要求，

从根本上明确了当代美学走向日常生活的理论新景。这就是：通过超脱理性一元主导论的美学认识论的知识体系，“感性”一方

面独立为人的日常生活领域的当代性话语，另一方面则实际地削弱着传统知识体系在生活的美学趣味上对于理性权力的执守。由

此，在“日常生活美学”的阐释指向上，我们所要面对的真实问题，不再是继续从捍卫一元主导的理性权力立场出发，强调美学

认识体系如何从知识论上构筑了对抗日常生活感性入侵的生活意义系统，而是美学如何能够直接面对当代文化的阐释要求，具体

进入到日常生活的现实之境，在日常生活的感性呈现和人的日常生活满足中寻求意义的有效传达——既从日常生活的感性丰富性

中发现人作为感性本体的存在合法性，又从人的感性实现的多样性中发现日常生活作为生存实践的价值前景。而人的生活价值体

系的重建，正是美学在当今时代所负有的现实文化责任。 

  毫无疑问，这样做不仅相当困难，而且也充满了挑战。困难在于，在美学的普遍性知识话语中，“感性”一直以来处在一个

被严加防范的生存入侵者位置。“纯洁知识”的美学建构意图不仅将“感性意义”的赋予权交给了“全知全能”的理性，而且始

终提防着日常生活领域活跃的感性实践向意义领域的渗透。“现有理论的问题在于它们开始于一种现成的分区化的状况，或从一

种出于与具体的经验对象联系而使之‘精神化’的艺术观念出发”④。因而，在已经构成为传统的美学知识中，“感性”仅仅是

一个以认识论方式获得承认的因素，而从来不构成为人的生存本体。 

  事实上，由于至上理性的一元主导逻辑，美学不仅在理论上必然偏于认识论，体现出十分明确的“现实超越”的知识构造意

图，而且在美学认识的内部，现实感性的混乱性质也常常被放大为威胁美学知识体系构建的“病毒”，注定要被认识理性所抑

制。这样，由于美学对于生活趣味的价值判断，通常转移为依赖“理性价值”而进行的审美认识，因而在通过认识论方式所构造

的美学知识体系中，人的日常生活的感性存在、人的生活满足的感性性质始终是被怀疑的。对此，康德已经说的再清楚不过了：

“如果对一给定对象的愉快先行出现，却还要承 

  认对一对象的表象的鉴赏判断中愉快的普遍可传达性，这样的程序就自相矛盾了。因为这样一来那愉快就只能是感官感觉中

的单纯的舒适快乐，因此按其本性来说只能具有个体的有效性”。在康德那里，“除了知识和属于知识的表象之外，不可能有什



么可被普遍传达的东西。因为只有在认识的范围内，表象才是客观的，并且因此才有一个普遍的联结点，由于这个联结点，所有

人的表象能力才必然会彼此协调一致。”⑤显然，正因为在认识论上现实感性不是自足的，所以人作为日常生活的感性主体身份

也同样被美学认识所拒绝。这种建立在感性与理性对立性关系上的美学传统，其强烈的认识论指向不仅先行预设了理性与感性的

主从性，而且还先行预设了它们之间的层级性差别，从而也将美学知识体系引向了认识论意义上的层级化架构。至上理性的一元

主导性在规定人们对待感性的价值态度之际，也确立了美学对待自身的立场——对一切感性话语保持高度的理性警觉。 

  挑战也由此而生。当日常生活的感性存在、感性利益及其满足作为一种新的价值话语，在“日常生活美学”的阐释指向上用

于把握人在日常生活行动层面所面临的各种美学问题，不难想象它对于我们熟悉的那种理性一元主导的理论传统、美学知识所产

生的冲击。对于日常生活感性的新的美学意涵的阐释，对于“新感性价值本体”的美学肯定，将会（并且正在）引导我们从确立

一种新的美学维度这一点上，重新审查理性一元主导论美学知识话语在当代日常生活面前的现实局限性，意识到通过认识层面的

理性制度性权威来继续持守美学的知识论构造，在日常生活的意义阐释上是有问题的。因为有一点很明显：对于人的日常生活来

说，感性问题并不局限于认识论范畴；在更大意义上，日常生活的感性存在、感性利益及其感性满足是一个生存论的意义问题。

尤其是，对于日常生活美学趣味的价值判断而言，人的日常生活的感性权利之于人的现实生存需要和行动，更具有一种生存论的

特性——人的感性、感性活动不仅与人的理性权利一样具有自主自足的价值，而且往往更加生动、更加具体。因此，在“日常生

活美学”的阐释指向上，对人的日常生活行动的感性意义的充分阐释和积极肯定，一方面已经把美学从认识论的知识体系直接引

向了生存现实的意义维度——知识构造的绝对性转向意义阐释的开放性，美学由此产生出新的、现实的理论力量；另一方面，它

也通过质疑美学认识论，通过质疑美学认识论的理性权力绝对化，在美学内部进一步产生出日常生活感性话语反抗理性一元主导

性权力的新前景。在这样一种新的理论前景上，体现当代美学话语权力重新配置要求的“日常生活美学”不仅具有挑战性，同时

也成为现实的美学方向。在这一方向上，直面人的感性生存——感性生活动机与欲求、感性生活表达与满足、感性生活实现与享

受的“日常生活美学”，其阐释指向既是回归性的——理性一元主导回归感性多样的生存现实，也是开放性的——在阐释中，美

学从传统理性的知识体系走向人的鲜活生活，直接感受处在开放变化中的日常现实，并在开放变化的日常行动过程中不断形成和

发挥自身的阐释能力。 

  开放性的阐释指向不是对意义的知识循环论证，而是日常生活美学意义的现实生成过程，同时也直接联系着当代文化的消费

性生产活动及其对人的现实价值意识的改变。“日常生活美学”的现实功能，由此进一步凸显为一种介入文化建设的当代力量。 

  四 

  在“日常生活美学”的阐释指向上，美学话语社会化的当代前景得到进一步体现。 

  第一，在理性一元主导论的传统美学话语体系中，人的日常生活感性由于是一种限制性的存在，所以就如杜威在分析艺术时

所揭示的，“将艺术与对它们的欣赏放进自身的王国之中，使之孤立，与其他类型的经验分离开来的各种理论，并非是它们所研

究的对象所决定的，而是由一些可列举的外在条件所决定的”，“理论家们假定这些条件嵌入到物体的本性之中。但是，这些状

况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理论”，“这深深地影响着生活实践，驱除作为幸福的必然组成部分的审美知觉，或者将它们降低到对短暂

的快乐刺激的补偿的层次”⑥。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在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中，理性权力被过度使用之后，它却又从另一个方面

进一步激化着现实中人作为感性存在本体的反抗性。这种“反抗”不仅出现在当代日常生活行动的具体方式上，诸如“超女”、

“快男”文化的集体性娱乐，而且“反抗”还延续到了作为反抗之“物品”的人的身体，“在经历了一千年的清教传统之后，对

它作为身体和性解放符号的‘重新发现’，它在广告、时尚、大众文化中的完全出场……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

品。在这一心理和意识形态功能中它彻底取代了灵魂。”⑦感性作为人的日常生活行动中的现实利益，常常以一种变本加厉的实

现方式显现着自己的存在。 

  尤其是，在当代消费性文化生产关系中，随着人的感性的日常生活趣味和满足不断成为一种独立而鲜明的美学话语，那种仅

仅将感性当作美学认识论附属品的理论传统也正在被日益打破。因此，一方面，在当代语境中，人的实际生活的生产与消费的一

体性，使得美学对于人的日常生活的各种阐释，总体上呈现为一种生活叙事而不再是一套有关“人生终极”的价值话语；作为独

立的日常生活美学话语的“感性”是陈述性的，而非判断性的——“感性陈述”的现实表明，以人的日常生活行动作为具体表达



内容的美学话语，源自于人的日常生活真实性对理性一元主导的终极价值的抵制，它在“叙事化”人的各种日常生活感受和满足

的过程中，力图还原人在日常生活行动中所实现的现实快乐，在日常现实的快乐中赋予人的生活以直接享受的意义。而在另一方

面，感性本身作为人的日常生活意义表象又具有一种“反构造性”，它直接与人的身体感觉相对应并且不断激化人的身体感受的

敏锐性，从而进一步瓦解了人对意义构造的持久期待，也消解了人在日常生活中对实现深刻性判断的耐心和信心。在“日常生活

美学”的阐释指向上，取消意义构造的艰苦努力、不断趋于事实本身而非深度理性，最终使得美学本身对于人的日常生活的各种

感性陈述也变得流畅起来。作为“感性陈述”的美学话语在人的生活行动层面产生了从未有过的现实魅力，开始活跃地描述着人

对日常生活的丰富经验。它不再仅仅作为人的存在的精神符号，而是现实地成为日常生活的经验形象、事实呈现。 

  第二，在理性一元主导论的美学认识论体系中，美学权力主要体现为通过预防和矫正感性功能而精神性地引领、确定人的存

在价值。这就是当年鲍姆嘉滕意味深长地指出的：“低级认识能力即感性”“需要稳妥地引导”，“必须把它引上一条健康的道

路，从而使它不致由于不当的使用而进一步受到损毁，也避免在防止滥用堂皇的托词下合法地使上帝赋予我们的才能受到压

制。”⑧美学在理论上维持着对人的存在的精神想象能力，却没有能够真实有力地介入人的日常生活，无法现实具体地证明日常

生活的价值。这正是美学话语“非社会化”之所在，也是以往美学知识在当代人日常生活面前的限度所在。而“新感性价值本

体”的提出及其确认，则使得“日常生活美学”在“感性陈述”人的日常生活过程中，最大程度地打破了那种满足于作为超越性

精神话语的理性一元主导论的限制。当“日常生活美学”的阐释指向直指具体丰富、同时也更加复杂的人的日常生活现实，它其

实也就获得了在更大范围的现实领域重新定义自身的基本前提：用杜威的话说，就是“恢复审美经验与生活的正常过程间的连续

性”，“回到对普通或平常的东西的经验，发现这些经验中所拥有的审美性质”。 

  “恢复”或者“回到”，应该说，这就已经很好地提醒了我们，美学话语社会化的当代前景将首先来自于一种自觉态度、一

种有意识的理论努力，即对于那种阻断“审美经验与生活的正常过程间的连续性”、遮蔽我们“对普通或平常的东西的经验”的

美学知识话语进行必要的反省。同时，它也提示了一种可能的结果，即美学反身进入人的日常生活，重新建立起与人的日常生活

正当性的内在关系，通过重新肯定感性的日常生活的美学意义而恢复美学的社会功能。因此，从超越性的精神目标向回归性的生

活感受的转换，既是“日常生活美学”实现自身话语社会化的理论方式，也是美学话语社会化的有效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

续展开的“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便是这一转换的具体事例。在这一重要转换中，美学成为日常生活“感性陈述”的日益普遍化

和具体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动力，也迅速强化了美学的现实文化批评功能。这种现实文化批评功能的张扬，体现了美学阐释指

向的改变，也实现了美学话语社会化效力的现实提升。在超越以“审美研究”为中心的知识建构的同时，它直接改变了美学的存

在形态，即美学在更加宽泛的层面上直接以人的日常生活为对象，在日常生活的意义阐释中进一步实现美学问题由抽象领域向具

体领域的转移，为更加有效地确立美学与人的日常生活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方向——在肯定的意义上阐释我们生活的美学价值。 

  第三，美学话语社会化体现了一种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实际介入，也在理论功能上具体体现了人的日常生活对美学的现实要

求。因而，对于“日常生活美学”而言，美学不仅是理论的，也是批评的——“日常生活美学”并没有绝对否定知识话语的存

在，而只是在人的日常生活层面对其理论效力进行了必要的限定，更加突出了日常生活感性的阐释价值；美学不仅是精神设计性

的，也是大众生活的描述——“日常生活美学”的出现，为美学提供了从理论上理性规划人的生存意义之外的又一种方式，亦即

通过人的生活并且在人的生活现实中，美学重新构造生活的现实意义。 

  注释： 

  [1]关于这一点，可参见《视像与快感——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审

美日常生活化”的价值取向析疑》（《文艺争鸣》2004年第3期）、《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怎样做“文化研究”》（《河北学刊》2004年第9期）、

《知识论与价值论上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也评“新的美学原则”》（《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等文章。 

  [2]参见西莉亚•卢瑞：《消费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241页。 

  [3]保罗•费耶阿本德：《告别理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第317页。[4][6][9]杜威：《艺术即经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0



页，第9页。 

  [5]《康德美学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4页、第465页。 

  [7]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页。 

  [8]鲍姆嘉藤：《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7页。（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文艺美学元问题与文艺美学学科体系建设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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