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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否定哲学是马氏理论的哲学基础， 肯定哲学思维方式

的盛行导致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反思、批判、超越特质的淡去。 身处

其中的人与艺术也因技术作为新的意识形态而再度异化。 极权主

义盛行， 大众文化泛滥使得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滑向了消费主义

与工具理性的合谋之下。 审美过程不再是自主性的而是被掌控的、
“单向度”的。 被视为“审美乌托邦”的审美之维是马氏关注当下生

存窘境而提出的救赎策略，其慰疗功能与象征意义理应被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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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认为，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是缺少反思与批判、超越精

神的肯定性思维占主导的社会， 身处其中的人与艺术也都是再度

异化的。 在发达工业化阶段，本应是作为对现实存在持批判态度的

批判哲学在实证主义与分析哲学的攻击下全面处于下风。 单向度

的哲学思想使得“极权主义”盛行，大众文化呈现泛滥之势。 但是身

处其中的多数人并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他们依然被技术理

性的发展成果所带来的舒适性和便利性所蒙蔽而安于当前的生活

现状。 精神层面的审美需求也已经滑向了消费主义与工具理性的

合谋之下，不再是自主性的而是被掌控的“单向度”的审美过程。
作为其前期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的一种思索， 马氏提出

了放弃对于“爱欲”的压抑以此解放人类精神的主张。 当然这是在

其思想体系并不成熟的前期所提出的一种理论， 不能涵盖其整个

的思想脉络。 但其将佛洛依德的爱欲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

相融合的尝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并由此获知技术作

为新的意识形态背景下人类生存窘境尤其是精神层面的审美旨趣

缺失状况。
审美之维理论给身处生存窘境当中的人类提供了一条救赎之

途，一种突破现实窘境的突围策略。 在其中，马尔库塞不仅将艺术

的异在性特质与自律性特质进行了深刻地诠释， 并且将艺术的实

践特质看作人类超越现实层面获得精神救赎的可能前提。 新感性

解放之路的铺设使得人类的这一追求不再遥不可及， 乌托邦的意

义更是体现在它能够促使、 激励追逐它的人类为了达到这一最高

理想而不断反思、批判、超越，彼岸世界的存在及人类为了到达彼

岸世界而付出的艰辛与努力更是昭示了人类追求完美的决心。

1 否定哲学———哲学应作为对现实存在的批判而存在

始于对普遍性问题的惊异而逐步产生的哲学无疑是促进社会

进步的巨大推力。 自西方传统而来的批判性思维在哲学之中的推

重也促使西方文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批判性哲学使得工业社会

在初期能够不断正视自身发展之不足，进而逐步改善，在工具理性

与价值理性方面都硕果颇丰。 这一切成就的取得与西方哲学传统

之中内含的批判性思维密不可分，这与中国古典哲学（也有学者认

为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笔者认为这是缘于对于“哲学”
内涵的界定相异而造成的认知不同。 张世英老先生学贯中西，他基

于自身对于哲学的研究，对“哲学”进行了重新界定：“哲学是关于

人对世界的态度或人生之境界之学”。 【1】）重直觉体验以及由此而来

的“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等诸多传统相异。 然而，工业文明进入到

现代发达阶段后， 批判性思维在哲学发展之中逐渐淡出。 究其原

因，发达工业文明机制内部所催生（实则也是相伴而生）的肯定性

思维模式高歌猛进使得批判性思维及否定哲学接连丧失阵地，呈

现劣势。
批判哲学是一种否定哲学。 同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知名代表，社

会文化批判理论的创始人霍克海默对于否定哲学十分热衷， 这主

要体现在他对于其批判理论的推崇。 他认为 “批判理论追求的目

标———社会的合理状态，是由现存的苦难强加给它的”，故而“批判

理论的每个组成部分都以对现存秩序的批判为前提， 都以沿着理

论本身规定的路线与现存秩序作斗争为前提。 ”【2】法兰克福学派的

社会文化批判理论便是以人道主义的认识论为基础， 以与现实社

会决不妥协的批判、反思精神为核心特质，深切关注身处“异化”状

态的个体人并对造成批判、 反思特质逐渐衰退的发达资本主义社

会意识形态进行深入剖析和猛烈抨击，以期超越现存不合理秩序、
重新架构合理秩序的终极诉求。 虽然法兰克福学派构成人员的学

识背景、研究思路、理论旨归不尽相同，但在现实面前始终保持独

立的批判、反思特质的诉求则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马尔库塞作为

其中的激进分子，更是将之作为自己毕生追求。
否定哲学在西方哲学传统之中曾经十分盛行并一直延续至

今。 最早的柏拉图、后来的康德、尼采都曾经给予马尔库塞以启示。
马尔库塞对于柏拉图的辩证思维大加赞赏， 并在其与亚里士多德

的形式逻辑思维迸发冲突时坚定地接受柏拉图的辩证思维。 马尔

库塞认为，辩证思维是否定、批判传统的源泉。 相反地，亚里士多德

的形式逻辑思维则催生了顺从主义思想， 即在当下发达工业社会

当中大行其道的肯定性思维与肯定哲学。

2 现实窘境———人类生存之精神层面的缺失

“生存”向来是为学界所重点探究的，人类学家将其作为直接

研究对象———人的存在属性来加以研究， 侧重于自然生理属性方

面的剖析；社会学的研究重心也涉及作为“类”的集体人的生活形

态，其中也包括人的生存问题。 而在美学领域，“生存”则是被超越

实践美学趋向里超越美学（生存美学）所标榜的新的逻辑起点和核

心理念，它取代了之前实践美学所确立的“实践”这一核心范畴。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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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库塞的美学思想主要基于其晚年的著述 《审美之维》（也有译为

《审美的向度》），而之前的《单向度的人》作为其最负盛名的一部力

作则是其美学思想当中关于人的生存窘境的烛照。 按照马尔库塞

的论断，发达工业社会是极权主义的，是“成功压制了这个社会中

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

性”【3】的“异化”社会、“病态”社会，身处其中的人也难免“单向度”的

生存窘境。 造成此种窘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上所述，实证主义、
分析哲学等均作为肯定哲学而出现， 文化工业的来临所构建的现

存秩序不允许不同声音的出现。 故而，批判哲学及其所内涵的批判

反思思维“隐退”至软弱趋势，而实证主义与分析哲学则大行其道，
“显现”出强硬态势。 两种对立的哲学思维的或隐或显，正是商品经

济裹挟下的“病态”社会当中人类生存所面临空前精神窘境的最根

本原因。 由此，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诸多特质竞相显现，
否定特质的淡去与单向度哲学的勃兴， 催生了肯定性的思维方式

并取得了全面胜利，最终导致了没有批判、反思特质的单向度的人

与社会。 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

研究》一书导言中宣称“批判的停顿：没有反对派的社会”。

3 救赎策略———走向审美之维

如前所述， 技术时代下人类的生存窘境尤其是精神层面的缺

失已然成为一种共识。 人类的生存尤其是精神层面的栖居需要一

方净土。 由此，马尔库塞提出了一种审美救赎策略，即走向审美之

维。 其内容较多，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艺术的异在性特质；二.
艺术的自律性特质；三.新感性的解放。三者和谐地构建了马尔库塞

的美学思想大厦，并使之系统化、明确化。
艺术的异在性主要体现在其与现实社会与制度之间存在一定

的批判距离。 艺术具有一种独立的超越性特质 “艺术，作为现存文

化的一部分，它是肯定的，即依附于这种文化；艺术，作为现存现实

的异在，它是一种否定的力量。 艺术的历史可以理解为这种对立的

和谐化。 ”【4】艺术的自律性则主要体现在其审美形式内部的看重与

超越质素本身的执着。 指的是艺术具备支撑自身存在的某种内在

规律性。 “自律”，原本是康德伦理学之中的重要范畴。 其涵义是指

人的道德精神透过主体意志为自身立法， 从而不屈从于某种外部

权威所树立的规范，避免遭其桎梏。 与自律相对的是他律。 他律是

指服从主体意志本身之外的力量，并受其约束的一种规范。 从某种

层面讲，艺术的自律性与异在性达到了内在的同一。 新感性理论的

提出更是使得人类借助审美之维而达到精神上的解放成为可能。
新感性是较之之前的感性而言的。 在西方哲学当中，“美学”

又被称为 “感性学”（被誉为 “美学之父” 的鲍姆加登最早便用

“ ”【5】来命名新兴的美学学科。 ）自柏拉图至黑格尔的西

方美学传统， 几乎都将与感性相关联的事物当做美的根本属性

来加以研究。 为了消解理性与感性、本能与道德的对抗，他们引

入了审美这一中介。 因此，西方哲学、美学领域一直便有审美本体

化的倾向，将感性认定为人类的希望。 并且这一倾向的影响波及后

来者：叔本华将感性诗化为生命的乐土；尼采、海德格尔将美本体

化；马克思将审美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重要方式；席勒更是将

感性看作是人性的基本构成， 并且判定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

人的本能感性受到压抑和异化的过程。 并且由此指出，人类文明的

弊病是由于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二者之间的矛盾。 要消除二者间

的矛盾， 就必然要求恢复感性的权利， 透过感性的解放来实现自

由，即拯救文化必然要求消除文明对于感性的压抑。 马尔库塞的新

感性理论即是呼吁通过“爱欲”的解放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于此，我们不应当简单地将其“爱欲”与弗氏的“力比多”对等。 爱欲

不仅仅是指两性关系之性欲，还应当包括其他的“生物欲望”。 马氏

认为“爱欲并不等同于性欲，而是将性欲看做爱欲向温柔和爱慕的

升华，人的解放也不是性欲的毫无限制的满足。 ”【6】“爱欲”的释放过

程指代的是一种感性的体验过程，即我们所谓的审美的、艺术的体

验过程。 唯此，人类才能在精神上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与满足。

4 审美乌托邦———可操作性、慰疗功能与象征意义

审美之维不仅仅是一种空想与假设，作为乌托邦精神的代表，
它具有实施的可行性。 并且作为人类不断超越自我精神的象征，它

昭示了人类永远追求完美的决心。 原因有三： 一是艺术是审美的

（它借助感性体验为中介）。 艺术符合连通“此岸世界”与“彼岸世

界”的中介角色。 因为艺术具有审美超越意识，能够完成此岸到彼

岸的远行。 在救赎人类现实生存窘境方面， 艺术具有其他诸如宗

教、哲学、自然科学等等所不具有的天然优势，即艺术凭借其感性

体验与审美超越， 能从精神上使人类暂时忘却了身处的现实世界

而达到空前解放的彼岸世界。 二是作为审美维度突出典型的艺术

具有实践的品格 （艺术异在性与自律性的再度肯定：“艺术作为一

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作为特殊的文化现象，它不但具有其他一

切社会意识形态和其他文化现象共同具有的普遍品格， 而且它还

有自己的特殊品格。 ”【7】艺术的特殊品格便是异在性与自律性，它们

使得艺术始终拒绝现实并透过再现、 表现进而保持一种对现实的

超越。 ）；这是马尔库塞审美救赎策略的支撑，实践美学观照下的艺

术功能论或许能给我们以肯定的答案。 三是乌托邦精神具有的“慰

疗”功能与象征意义，它昭示了人类追求完美的决心。 审美乌托邦

使得身处病态社会当中的异化人透过审美超越现实存在的种种不

幸，而在精神上实现自由宁静地解脱。

5 结语

马尔库塞的美学救赎策略显示了重要的启示价值。 对于其美

学思想大厦的建构，不应当简单地认定为“空想”，“审美乌托邦”价

值与意义的客观实在性（慰疗功能）与象征意象性（象征意义）理应

被承认。 关注生存，尤其是关注精神层面的生存危机与自由之诉求

始终是人类苦苦思索与希冀实现的。 现实层面的不如意使得借助

艺术审美通达远离此在世界之彼岸世界成为一种尝试与可能。 审

美乌托邦的存在促使人类追求完美的脚步永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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