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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与形式》

作者简介

苏珊·朗格（Susanne K.Langer,1895-1982）德裔美国人，著名哲学家、符号论美学代表人物之一，先后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校任教，主要著作有《哲学新解》(1942年)、《情感与形式》(1953
年)等。其艺术哲学全面继承、发展和完善了卡西尔的符号论，使符号论美学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达到
鼎盛，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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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与形式》

精彩短评

1、先不说作者的观点正确与否，但至少对音乐和时间关系的思考深刻而有见地，值得一读
2、继卡西尔之后完善了符号美学体系。她的主要理论是对不同的符号加以确定从而给符号创造活动
和理解符号意义打下清晰的印记。哲学史上唯一的女性是怎么算的~波伏娃原来不是搞哲学的啊~~
3、重读了戏剧三章和附录，很好，我几乎被说服了。
4、造型与空间，音乐与时间。很有趣。
5、写论文时随便翻了一下
6、以我目前这水平就能读懂个大概十分之一吧⋯⋯看到喜剧、悲剧那两章简直醍醐灌顶。
7、闭架区 丁宁开的书目
8、艺术就是“有意味的形式”？
朗格将梦境和电影对比，很有意思。
9、读完，理论性强，需结合哲学史消化。
10、呼唤感性！
11、时间限制，挑所需章节看了，谨严又不失精彩的写作。
12、为什么书评都跟这书没关系我们看的不是一本么?

13、毕业论文必看书目⋯so⋯读的还算认真
14、终于翻完这本书30年前出版的泛黄的书，我会说书里泛潮的味道很好闻。没有预想和老师们推荐
的那么好，内容庞杂，苏珊朗格都予以了符号学的分析，但最后一部分关于才能和天才的部分很赞。
所谓才能，就是一个人驾驭其所具有的理念以达到理想效果的能力。所以有时候能够掌控你的想象、
直觉，然后赋予一种形式才是真的厉害。
15、符号学永恒的经典~~
16、艺术是情感符号的创造。苏珊朗格的美学观点不能同意更多。
17、比较成功的地方就是继承了卡西尔的文化符号学思想，但对各门艺术的具体分析着实算不得高明
。
18、呵呵呵
19、关于整个艺术概况和符号学有了较好的理解，特别是最后一章关于艺术的表现力写得非常独到，
有收获。
20、Emile qian 的课报告所需。。。。
21、硕士时导师推荐过，至今才读。
22、三刷消化系列
23、论证的严谨，关键是⋯⋯好懂
24、翻译还是有些= =
25、2015考研09
26、太可怕了我最后进了这个虐过我的人教过书的学校念书 命运真是难讲
27、今年读到的最干巴巴的一本书了= =
28、牛逼！！！！！！！！
29、正如她自己所说，建筑，瓶瓶罐罐和曲调都不是再现性艺术。但是在另一方面，她又要求所有艺
术有某些共同的特征。
30、想读英文版的
31、为了我的五千字论文  不得不看完了

32、大媽你好 大媽再见 盒盒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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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与形式》

精彩书评

1、最近一直在读这本《情感与形式》，是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的一本理论著作。若翻一翻任何
一本现代西方美学史著作，都会有这位女士的一席之地。关于朗格其人，不是本文的重点，她还是个
极通音乐理论、艺术哲学、文艺学的女性哲学家，自称是卡西尔的门徒——《情感与形式》一书扉页
便写着“谨以此书纪念恩斯特·卡西尔”的字样。在此我们不妨用博学、知性等关键词加以概括，以
期给读者有个大概的印象。好了，接着说下面的内容。《情感与形式》一直以来被誉为是构建哲学体
系的伟作，确实很难想象用这部译本500+页的书将整座宏伟的哲学宫殿建立起来。其实在这部之前还
有一部《哲学新解》对这部书中涉及到的不少理念和范畴已提前做了解释,即《新解》是入手《情与形
》的必读之书。那难度来说，虽为纯哲学理论的书，若稍有些哲学底子作衬，读这本书其实不算困难
的，毕竟比起康德的《纯批》，这已经好了太多。读到第七章“时间意象”时，我才感受到了朗格在
文学与音乐理论上造诣，为其哲学理论锦上添花。忽发觉“时间意象”这个词很美。“生命更多地受
到时间而非空间的限制”，这句话深得我心。到山的那边去，到海的那边去，即使是去外太空，我们
依旧可以向着这样的目标出发，只要世界上有那么个地方，我们循着路径，总有到达那里的机会。但
时间呢？谁能留住它？朱自清曾在《匆匆》中为时间画了一幅幅素描：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
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们无法伸手抓住它，已无
法轻抚它，甚至我们从未曾叫住它——那个叫做时间的家伙总是不可一世地我行我素，勇往直前。而
想而知，这时间对人的限制，人类几乎无以抗拒。在前不久公映的热门电影《星际穿越》中，我们用
大胆而神奇的想象力刻画了一个可触摸的经过引力具象化的五维空间，他在那样的方格中跳跃，指点
墨菲的书房和那个聪明的女孩儿。但归根到底，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切无法实现。我们所认识的时间，
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在《情与形》中，朗格用音乐这样的媒介将“时间”具象化为一种可被真切感知
的存在，这真是顶好的选择。为了强化这种我现在已有些理解了的感受，我在写这篇文的时候也正在
听着轻音乐。时间就是一种期待，一种美好的相遇，和一种不得停留的前行：“有期待变成眼前，由
眼前转变成不可变更的事实的生命片段。”时间的流转就像一种绵延的物质，密密匝匝地联系着，一
分一分、一秒一秒、一时一天、一月一年⋯⋯这些都是人类为了认识它们，才认为地用计时器这种工
具将其按规定切割成小段的。其实它们从来不曾断开过。昨天和今天，去年和今年，在时间这个巨大
而非凡的意义里根本就是可笑的。当下的正在逝去的时间都会化成过去，而未来就在过去一点点逼近
时变成了现在，又变成了过去⋯⋯这样反反复复无穷匮矣。这样无情又井然的东西从来不谙人性，它
不会为一个人的悲伤加快些，也不会为一个人的精彩而多做停留。它就在那里，在你记得或者忘记的
时候，遵循着原本的规定，前进，前进。说了这么多的“时间”，才发现还没有说说这“意象”。当
代中国美学家叶朗先生站在中国古典美学发展的角度，为美下了个不错的定义，或者严谨一点也可以
说是“解释”：美在意象。美是一种和时间同性质的抽象物，是人的物理感官无法触及、但又确确实
实存在的这么一种性质。用音乐这样的媒体来表现时间，时间也变得可供欣赏了。一个节奏之后响起
另一个节奏，或有戛然而止的万籁俱寂，或有四面边声连角起的壮烈之势，或有徐徐缓缓的淡出之势
，意外之喜总会不期而至，让人振奋，让人心碎，让人奔放，让人惆怅⋯⋯这不是对和声、旋律、物
体振动的物理探究，而是静下心来的思考和享受，是通过耳朵感受到的美丽，丝毫不亚于百花竞放的
美丽。这样一想，意象两个字就着实恰到好处了。如果我们置身于时间之外地对待音乐就有些费解了
。当你闭上眼，听一首曲子旋律变化，心情也随之波澜起伏；曲终，你睁开眼来，还在原地，但早已
不是原来了，因为时间流转，洗刷过之前的几分钟，为你的生活留下了芬芳。
2、苏珊朗格一生都在探求如何认识符号构成的意义，解析符号。她的主要理论是对不同的符号加以
确定从而给符号创造活动和理解符号意义打下清晰的印记。她的理论有两个渊源，一个是怀特海的数
理逻辑，另一个就是恩斯特卡西尔的人类文化符号论。朗格是将卡西尔视为自己精神上的导师的。朗
格的符号理论是以人类的行为这样一个人类基本活动为支点，解析艺术活动的各个方面，又试图通过
对艺术现象，人类活动的展示揭示人类心灵的奥秘。她的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艺术是人类所创作的
特殊的符号形式，用来表现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艺术将人类普遍内在经验形式化，将人类活动变为
可观照的艺术活动，为探寻人类情感提供了表象，并赋予其抽象的性质。片面的认为，艺术家的使命
就是提供并维持朗格所说的一种基本的幻象，使其明显地脱离主观现实世界，最终能够清晰地表现出
它的形式，准确无误地表达出人类情感，与生命形式一致。
3、这几天在网上，看到很多所谓的精英，发表种种貌似理性的言论，令人生呕。现在不是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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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与形式》

的时候，是非对错，在这一刻已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对生命的挽救，并且使救出来的人，好好活
下去。在天涯看到，有人对停止公共娱乐活动表示质疑，认为是形式主义。被很多网友痛骂。是的，
这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表达。降半旗志哀是一种形式。鸣笛和拉响防空警报是一种形式。默哀三分
钟是一种形式。着素装是一种形式。所有网站的页面都变成黑色是一种形式。黄丝带绿丝带是一种形
式。蜡烛是一种形式。祈福行动是一种形式。捐款捐物是一种形式。献血是一种形式。晚会是一种形
式。眼泪是一种形式。一切都是形式，但也是表达。形式，是表达感情的方式。正是这些形式，让受
灾同胞感到温暖，感受到力量，感受到不抛弃不放弃、我们与他们同在的温暖和力量。正是这些形式
，让受灾同胞在失去亲人和家园之后，多了一分活下去并将好好活着的坚持和勇气。我喜欢这些形式
，并将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听到赈灾晚会同时饭店里播放的《香水有毒》音乐，我有砸店的冲动；
在地铁里看到一个个花枝招展莺歌燕舞，我有踹人的冲动；听到和看到一些阴阳怪气所谓“理性”的
言论，我有骂娘的冲动；看到地铁里的工作人员为了多卖报纸而欺骗我们买一份《新京报》这一块钱
就会被报社捐给灾区的谎言，我有砍人的冲动；得知仍然有人在借机以各种方式大发灾难财，我做出
了希望他们全家死光死无全尸的诅咒⋯⋯我反对形式主义，反对的是某些官员和机构阳奉阴违欺上瞒
下的形式主义；我赞成在灾难期间自上而下从政府到平民各种形式的哀悼和祈福，因为这种时候，形
式就是一种力量。
4、这本书最大的优势是在在于语言。作者很明显对于美学是运筹帷幄的。有些人，书名起的蛮大的
，好像研究领域也蛮高级的，但是让他（她）说，就是说不明白。就像我，遇见问题就是说不明白。
我很喜欢文章最后一部分，讲的是作品及其观众。以下是书中的摘抄。艺术家什么也没说，他只是在
表达。他借助一种可感知的符号性投影，像我们表达了情感的表象。（所以马尔克斯鄙视评论家是正
确的）一件艺术品，在本质上就是具有表现力的，创造艺术品就是为了摄取和表现感知形式——生命
和感情 活动 遭遇和个性的形式——我们依据形式才能认识这些现实，否则，我们对它们的体验只能
是盲目的。正常并不是美，当然，魅力和吸引了也不是美；虽然这些性质可能是构成美的要素。美是
有表现力的形式。（这句话我想起了很多很多姑娘）艺术比任何其他经验都更能模拟我们实际的感情
。天才不等于最非凡的能力，而是一种关于不可见的实体——感觉 生命力 感情——的想象能力。这
本书大概的翻了翻，实在不能消化吸收长成营养。看的太快了。此刻我的胃里溢满了气，不过，09年
最后一天，从明天开始，我关注太阳，热爱有太阳的日子，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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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情感与形式》的笔记-第3页

        1.卡西尔符号论哲学？

2.卡西尔认为：“一切人类的文化现象和精神活动：如语言、神话、艺术和科学，都是在运用符号的
方式来表达人类的种种经验，概念作用不过是符号的一种特殊的运用。符号行为的进行，给了人类一
切经验材料以一定的秩序：科学在思想上给人以秩序，道德在行为上给人以秩序，艺术则在感觉现象
和理解方面给人以秩序。符号表现是人类意识的基本功能。
人就是进行符号活动的动物。
3.朗格：语言是推理形式的符号体系。
p7: 显然，这种静态的、机械的结构，不可能有效地呈现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非此即彼而又亦
此亦彼的交错、有机的状态。而人类的情感特征，恰恰就在于充满着矛盾与交叉，各种因素互相区别
又互相接近互相沟通，一切都处于一种无绝对界限的状态中。“语言的描述，只能强调它们的区别。
”

既然语言不能完成情感的表达，人类的符号能力，就必然创造出服务于情感表现的另一种符号，艺术
应运而生。它必然是一种非推理的形式，遵循着一套完全不同于语言的逻辑。
4.艺术就是将人类情感呈现出来供人观赏，把人类情感转变为可见或可听的形式的一种符号手段。
p12    .艺术就是“成为一种表达意味的符号，运用全球通用的形式，表现着情感经验。”

“一件艺术品倘若不代表其自身之外的任何意识，我们有何以称艺术品为一种符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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