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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与哲学》

作者简介

杜夫海纳（Mikel Dufrenne,1910—）：法国美学家，现象学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
学校，曾任普瓦提埃、巴黎等大学教授。后为法国《美学评论》杂志社社长。他的基本美学思想是肯
定审美感知是人与大自然创造力的独一无二的接触。在这种接触过程中大自然就象“人的母亲”那样
敞开自己的胸怀。这使得自然的物质成分丧失实用意义或认识意义。按杜夫海纳的观点，艺术是保持
着人与自然的这种接触的唯一活动，这种接触建立在同世界的联系的感受上，而不是建立在对这些联
系的理解上（认识作用）。他把艺术看作是拯救人摆脱“异化”的文明能力，这促使他在60年代末的
资产阶级文化危机中探索新的美学，在新的美学中，他号召“美学家要象社会学家那样行动起来”。 
他将英伽登的现象学美学经验主义化，把研究重点由创作主体的“意向性”转向鉴赏主体的“审美经
验”，以审美对象和审美感知作为研究的中心。认为审美对象和审美感知是不可分割的，只有艺术作
品与审美知觉结合才会出现审美对象。审美知觉包括三个阶段：（1）呈现；（2）再现和想象；（3）
反照和情感。主体和对象相互作用，并在情感这个审美知觉的最高点上组合成为审美经验。他还提出
“审美要素”概念，认为审美对象是诸审美要素的组合，艺术作品的审美要素是指组成艺术作品的材
料被审美地感知时所形成的那种东西。审美要素是主客体的共同行为，是联结“被表现世界”的深度
与鉴赏者的深度的中介物。杜夫海纳的主要著作有《审美经验现象学》（1953）、《诗学》（1963）
、《为了人类》（1968）、《美学与哲学》（2卷，1967—197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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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与哲学》

精彩短评

1、颇具可读性的论文集，个人曾经感到很受益，也喜欢杜夫海纳的风格，感觉他不比英伽登差。
2、论文集，从同一个核心问题不同角度的阐述中发现核心问题的深度：审美对象是在审美知觉中以
感性的必然性辉煌呈现的完满；审美对象的意义完全内在于感性之中。而MD的眼界之宽、思虑范围
之广亦能引以警之校之。
3、挑了感兴趣的部分看
4、据说“美学”一词是从日文转翻过来的，其实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感觉学”吧。“美学”说法
确实很不准确。
5、如果阿伦特的书能达4分，这书只能打5分。翻译的好像有一些小毛病
6、沟通人与世界的“审美经验”乃其美学要义。一方面推进现象学研究，一方面改变传统美学研究
思路如美的本质，而着眼于美的对象和审美主体之间的关系。审美经验揭示了人类与世界的最深刻和
最亲密的关系，是处于根源部位而开辟通向科学和行动之途的。美学把握本原即审美经验的意义，首
先是与感性有关。意向性意味着人和世界属于同一种族，具有共同体基础。审美对象不同于艺术作品
而只能作为审美经验的关联物来界定自己打开互相循环，审美对象既自在又为我们（黑格尔）。而审
美知觉无非揭示其对象构成耳。要有审美对象的显现就必须在艺术作品之上加上审美知觉，分寸在于
审美知觉以某种方式完善并显现审美对象（实质为知觉对象）但并不创造之（微不同于伽达默尔）。
阅读是具体化、活意识的关联、与作者合作并竞争，过程中夺走作者作品。意义在人与世界相遇时刻
7、文笔很好，不过不适合作为杜夫海纳入门读。还是要读特么的厚厚的坑爹的审美经验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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