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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美 关 系Ⅱ基 本 性 胰 略 论

曾 永 成

人对世界的审美关系,是美学研究的对

象。审美关系的基本性质,是美学的基本问

题之△̄。∷     ∴

∴ 妻认识美学研究对象的整体轮廓和特殊

内容
'要

明确美学研究涉足的广阔领域,要

建立美学基本理论的科学体系,首先就必须

考察审美关系的基本性质。

审美关系的基本性质是怎样的呢?

人对世界的一种基本精神关系

要认识审美关系的基本性质,必须从人

类生活的整体结构开始。

人作为感性的存在,同动物-样 ,也是

对象性的、受动的存在。离开了自然界”人

就不能生存。但是,人同动物有着根本的区

别。,在对象性的基础上,人具有主体性,他

既是受动的,又是能动的。 “动物和它的生

命是直接同-的 ,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

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

^。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

识的对象。?① 因此,^。能把自己同周围母

界、首先是自然界区别开来,把 自然界看作

自己的对象,积极地、能动地对待自然界。

动物和尚未脱离动物状态的野蛮 人:就 不 同

了。动物不能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只

是消极地适应和被动地服从于自然界。人以

自己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显示了

同动物的本质区别,从而使之同周围世界建

立起密切的 “关系”
。这种

“关系
”同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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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事物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的那种互为对象

的普遍联系不同,乃是人作为主体把周围世

界当作对象的特殊 “关系”
。 “凡是有某种

关系存在的地方9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

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
‘
关系’,而且

根本没有
‘
关系

’;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

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
”②在人同

周围世界的关系中,入作为主体,把自己看

作世界的目的,积极要求自然界满足自己的

需要,实现自己的意志。

物质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录人的两种基

本需要。这两种需要都是通过人发挥自己的

主体性而同周围世界建立的实践关系得到满

足的。在实践中,^,把 自己的对象性的本质力

量发挥出来,通过改变外在世界 使 之 成 为

“为我”的世界9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占在

这个过程中,人利用和改造自然界9通过消

费活动把自然界提供的物质转化为人,的机体

的物质9也通过意识的活动把自然界的物质

和信息转化为人的精神。正是在 实 践 关 系

中9建立起了人同周围世界、首先是自然界

的物质关系和桔神关系。从根本上说”物质

关系是精神关系的基础。同时,两种关系又

互相交织渗透,相辅相成,相持相长。在这

样两种关系相交融的社会性实践活动中9人

的全面本质才逐步成长起来,愈来愈具有作

为世界主人的意识和能力。这就是由 “人的

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的实践活动造成的 “自

然的人化
”的成果。

人同世界的精神关系又是多种多样的 P



大体上可分为三种基本的方式:

一是认识关系。人作为世界的主体,需

要了解自己生活其中的世界,知道这个世界

本来是怎样的。他把世界作为认识的对象 ,

通过观察和实践9发挥自己的理性 (思维)

能力,以达到对世界客观规律的认识。

三是功利关系。人作为世界的主体9还

要求世界满足自己的实际需要,在对象中实

现自已的个体意志,并根据个体意志实现的

情况来考察这个世界对于人 (自 己)是怎样

的。于是9它就把世界作为功利 要 求 的 对

象,对之作出功利的评价。

在认识关系和功利关系之外,人作为世

界的主体;还要求在对世界的观照中使自己

的本质得到全面的肯定,并从这种肯定中由

于体验到自己的自由而得到情感上的愉悦。

在这种情感体验中,人才感受到并显示出自

己在这世界中究竟是怎样的。这种精神关系

体现了主体对自己与世界相互关系的全面性

质,是人的本质发展程度与周围世界的运动

节律相激相应的-种交感性的体验。这就是

入同世界的第三种精神关系,即审美关系。

这样三种关系9我们在生活中随时都能

遇到。正如勃兰兑斯所说: “任何事物都可

以从三个方面去看——从实用角度去看9从

理论角度去看,从美学角度去看。对于一片

树林,有人会问它是否有益于本地区的健康

状况,树林的主人会估计它作为柴禾能值多

少钱,这都是从实用的观点去看它;植物学

家对它生长的情况进行科学考察9这是从理

论Ⅰ1点去石;如果∵个人只想到它的样子 ,

想引它∫仁为景色的-部分所起的作用9他就

是从艺术玟关学观点去看。
”③这里从三个

不同角支去看侍同一事物,就揭示了三种不

同的精神关系。

由此可见~审关关系既区刖于讣、识关系

和功利关系9又 与之卞密〃联系。它是形成

于人对世界的实践关系之屮,逭主I人 X刂
¨
±

界的物质关系之上,山 认识关系和功利关系

所制约,同入的理性和意志密切联系着的-
种对世界的情感关系。

审美关系作为人对世界的一 种 特 殊 精

神关 系,其 特 殊 性 具 体 表 现在哪些地方

呢?

恩格斯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

的方法时指出: “既然这是∵种关系,这就

表示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我们

分别考察每一个方面,由此得出它们相耳关

联的性质,它们的相互作用。
”0我们也这

样对审美关系进行考察,以分别揭示其特殊

性在主体、对象、两者相互关联的性质和相

互作用上的表现。

主体本质和对象特性的特殊对应

“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

取决于对象的性质及与其相适应的本质力晕

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造成了

∵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
”⑥这就是

说,审美关系中的主体和对象都必须具有发

生这种特殊关系的相应的本质 和 特 性。(正

如 “只 有 音乐才能激起音乐感,对于不辨

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 ,

音乐对它说来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

是我的本质力量之∵的确证。
'⑥

对于欣赏音

乐这样一种特殊的审美关系来说,主体必须

具有能辨音律的耳朵这样的本质力量”对象

则必须具有音乐的审美特性;两 者 只 要 缺

一,都不可能建立起审美关系来。

那末9审美关系中的主体应当有什么样

的本质力量呢?我们知道,并不是任何∵个

人都能欣赏美,不仅瞎子不能赏画9聋子不

能听曲9即使非瞎非聋者9也有欣赏不了许

多美术和音乐作品的。庄子说得好: “瞽者

无以与乎文章之观9聋者无以与 乎 钟 鼓 之

声。岂唯形骸有聋盲者?夫知亦有之。
”

只

有具徭r~定审美意识,首先是审美需要和一
定审美能力的人,才能成为审美主体”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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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对象的∷审美特性废生审美关系。
.《
东记》

称:“ 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

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宇为能知乐。”阶

级偏见∷虽溢于言表,但毕竟正确揭示了 “知∷

乐”之类的审美能力是审美主体必须具各的

本质力量。∶∶  ∷   ∴   ∷∴

∴∷审羡△体妁特殊本质力量乃是由审美对

象的特性所要求∵昀:If凡物之美者,∵盈夫地
bn螗也jl″ 这是囟∷为,ˉ切荸物作为感性存

在Ⅱ者0处茬自然̀向人生成这△运动过程之∴

啪,|-不仅实陈
-地
具有这△东统运动的意义和

价僮∴而盅
∷
感性地显现出这-运动的节奏、

气势和韵致。在人也作为∵个部分生活其r|ˉ

的自然界中,自 然向人生成的运动无处不

茬1卤茈
'△

切感性事物铷苡不茼的方式显糸

出不同性质审美特性的信息。正如客观世

界的
∷
本∷质

∷
规律在人尚未成为认识主体时不

能为入所认:识
L样 ,客观存在的审美特性在

入尚未具有审美认识和感受的能力时,也不

河能为入所认识和感受:因此,尽管盈天地间

皆是美;却又-必待人之才慧神明而见” (叶

燮).jˉ 只有人成长为具有审美的本质力量的

人|客观世界的审美特性才能与之发生审美

的关系:也只有在审美关系中,对象的审美

特性才对于主体来说真正具有意义:客观世

界的审美特性和人所具有的审美本质力量,

乃是审美关系得以实现的基础。∶

∷自曲性心理情境中的情感契合

∶¨
具有审美本质∵力量的人同具有审美特性

的事物及其信息之间,又不是在任何条件下

∴都能自然∷而然地建立起审美关系来的。黑格
∶尔说:∶ f如果`把对象作为美的对象来看待 ,

∷··。∴就要把主体和对象两方面的片面性取消

掉广因而也就是把它们的有限性和不自由性

取消掉。
”⑦这就是说,只有当主体与对象

之间实现一种自由性的关系时,才有审美关

系的实现。既然人是主体,这种自由性归根

.3nⅡ

结底就应表现为主体的自由性的心理情境 :

无论对象述是客观情境的各种囟素的影响,

最终都得作用于主体,以影响这自由性心理

情境的形成。主体心理情境的这种自由性”∶

也就是审美关系中主体与对象相互关联的恃

殊性。其具体表现有三 :

∷ 首先是认识的自由,即主体能通过对于

对象的外在感性特征的观照直觉似地领悟到

萁内在意蕴。从对象说,其内在意蕴之于外

在感性特征, “如盐在水,有味无痕”,自

由地显现和流露于对象的感性特征之中占具

有相应的认识和感受能力的主体,无需概念∷

的直接干预,就领味到对象的耒必能全部言

传的意蕴。这种 “应目会心″ X宗炳)的认

识,黑格尔称之为 “充满敏感的观照”
,∶ 他

解释说: “‘
敏感’

这个词是很奇妙的,它
用作两种相反的意义。第△,它指直接感受

的器官;第二,它也指意义1思想、事物的

普遍性。所以
‘
敏感’ˉ方面涉及存在的直

接外在的方面,另一方面也涉及存在的内在

本质。充满敏感的观照并不很把这两方面分

别开来9而是把对立的方面包括在△个方面

里9在感性直接观照里同时了解到本质和概

念。
″⑧西方美学史上,不少美学家都谈到

审美时 “一眼见到就使人愉快”
这一特征。

我国古代文论中也有所谓
“
妙悟”、“顿悟”

的说法。晦涩艰深的作品之所以难于得人欣

赏9就因为渊博的注释同美的欣赏是相互矛

盾的。只有在我们通过注释熟悉和理解了作

品的内容后,才能产生 “敏感
”而感受到对

象的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 f懂 得
”

对

象,乃是达到 “敏感”的前提。

其次是功利的自由。这就是说,一方面

主体对对象不存在直接物质性的功利要求 ,

另一方面主体不感到对象对他有 现 实 的威

胁、敌对和危害。在审美中,主 体 把 对 象

作为观照的对象,并 不 要求对象 直接 满足

自己的物质需要和功利目的。这决不是什么
“无功利性

”或 “超功利性
”,而是主体在



克服了对对象的直接物质欲望的前提下表现
′

出来的 ∵̄种功利上的 自 由态 度 。 马 克 思

说 :“ 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

的意义。对于一个饥肠辘辘的人说来并不存

在着食物的属人的形式,而只存在着它作为

食物的抽象的存在。
” “贩卖矿物的商人只

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

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 觉。
”⑨这 就 说

明,审美的需要和能力,只有在克服了直接

物质功利要求的条件下才能解放出来。我国

先秦时代许多思想家都揭示了审美关系中主

体与对象相互关联的这一特征。他们说 :“糟

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 褐不完者不待文绣。”

(韩非) “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

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 (墨子)鲁

迅在谈到审美的功利性时说: “所有享乐的

特殊性,即 在那直接性,然而美的愉乐的根

柢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

了。”⑩这是说得 很 辩 证 的。诚 如 他 所

说: “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

有这许多闲功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

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

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9不必怎样

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 ,

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⑧这种功

利的自由还表现在对象在主体看来是没有现

实的威胁、敌对和危害的。我们能观赏铁槛

深阱中的猛兽而往往不能观赏自由状态下的

猛兽,就是这个道理。当然,造成主体对对

象的这种功利上的自由的原因,是多种多样

的:它可以是人与现实的客观自由关系的结

杲,比如主体的基本物质欲望和功利要求已

经满足和得到肯定,对象的有害因素实际上

被限制或克服,它也可以是人的主观心理因

素的产物,比如由于主体精神力量的强大和

精神世界的开阔,或者由于主体的无知、错

觉而未意识到,等等o

第三是情感的自由。在认识的和功利的

自由的基础上9主体情感处于自由状态 ,从而

同对象意蕴相交流、融洽和默契;达到情感 :

上的感应和谐和。在情感麻木疏远的状态卞

是不可能建立审美关系的。正如 马 克 思 所

说: “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

都无动于衷。”@荀子说: “
'b忧恐,则 口

衔刍豢而不知其味,耳听钟鼓而不知其声 ,

目视黻黼而不知其状,轻暖平簟而体不知其

安。” 《吕氏春秋》说: “耳之情欲声,ˉ心

不乐,五音在前弗听;目 之情欲 色 ,心 弗

乐,五色在前弗观。”这些都说明主体情感

的自由解放状态对于审美何等重要。荀子认

为,只有在主体能 “重己役 物”,而不 是

“以己为物役”时,才能达到 “心平愉
”

,

产生适于审美的心理。主体情感不仅要处于

自由解放的状态,并且还要能同对象情感倾

向相适应,才可能彼此交流融洽。桓谭 《新

论 ·琴道》中讲了一个雍门周为孟尝君鼓琴

的故事。孟尝君问雍门周鼓琴能否使他产生

悲戚之感,雍门周回答说,对于那些沦落潦

倒、逢馋罹谮、生离远别、孤独飘零的人,

“臣一为之援琴而长太息,未有不凄恻而涕

泣者也。”至于象孟尝君这样 优 游 享 乐 ,∶

“视天地曾不若∷指”的人。,则 “虽有善鼓

琴,未能动足下也”。雍门周接着向孟尝君

历陈了他与秦楚为敌的危险处境9讲了一通
“天道不常胜”的道理,描述了一幅未来的

冷落凄凉的惨景,使 “孟尝君喟然太息,涕
承睫而未下。”然后, “雍门周 引琴 而 鼓

之,徐动宫徵,叩角羽,终而成曲。孟尝君

遂揿欷而就之曰: ‘
先生鼓琴,令人立若忘

国之人,也。
’”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在审

美关系申主体情感状态对于主体与对象之间

情感自由契合的重要性。

认识、功利和情感的自由,体现了主体

对对象的从感悭到理性、从意志到情感的自

由状态。黑格尔说: “自由首先就在于主体

对和它对立的东西不是外来的,不觉得它是

一种界限和局限,而是就在那对立的东西里

发见它自己。”⑩正是在这种自由性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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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中9主体的与对象审美特性相适应的本

质力量才发挥出来,或者对象的与主体审美

本质力量相适应的审关特性才为主体所 感

受,审美美系才得以实现。

所谓审美态度9就是在这样ˉ种自曲性

心理情境申形成的。    ∶

所谓审美距离”就是形成这种自由性心

理情境所需要的物理的和心理的距离。

主体本质的仝面肯 定和 享受

审美关系的恃秣性还在于”在这种关系

中9主体在对对象审美特性的观照中得到了

对自己本质的全面的肯定和享受。审美快感

作为
一

种精神上的享受9是审美关系中主体

审美需要的满足,是对象和主体相互作用的

特殊产物。

我们说”审美享受是主体本质的全面的

肯定和享受,这是因为这种精神享受实际上

是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全而本质在对对象

的肯定中的自我肯定,在对对象的享受申的

自我享受。在这种享受屮,入 的感性的和理性

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全而本质在情感的体验

申与客观世界的运动特性相谐合芯立。审关

快感正是以这种主你全面本瑛的肯定和享受

表现出
“
丿̀.天 相应

”
、个铱与整Ι⒋棺感的特珠

关系。由这种感应和谐中产生的愉悦和对对

象的爱悦,又 进¨步推动了
“

/\。天岔一△推动

了人与自然1个渖与社会的统⋯与和谐。审美

过程申的体验和移诂等心理活动,就是这种

人天之问、物我之问相应相感的表现。正是

这种桕应相感”才是审关快感的根本恃征所

在。日此,并不是审关i丈 裎中的任何情感活

劫都是美感,也不能把主 `仁⒈的任何感动都同

美感等同起来。只有当主体在一切情感活动

推动下9曲于与对象的审关特i哇相激荡、相

应相感9Γ亻感受到一种与之和i谐 的内心愉悦

苯l对 白己所肯定的对象的爱悦时”才享受到

了夫刂。比丸l欣赏悲剧9恋 l丬 、愤怒、哀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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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时起时伏9但这些都还不是美感9要

直待这些情感澄净,升华为崇高的正义感和

责任心9我们自己的i青感为悲剧 关 的 强 烈

律 动 所 激 发时,我们感到自己被提高了、

充实了”不由自主地要与这美的律动协调前

进9从而感受到白我肯定疝t满足9到这时,美

感才真正形成了。一切艺术 ,以至自然美,都
ˉ

以意境取胜9就囚为志境能以一种单纯浑一

而深渺的意象世界使主体相感相应,达到与

这特殊意象世界的和谐。对于审美的快感,

常常是欲辨忘言9究其原因9大溉乜正在于

这种感应和谐乃是生理、心理和社会性意识

在情感中有机交融、整体反应的结果”可意

会、心领、身受9而未易明言之。

审美快感同生理快感有密切的关系。审

美快感的 “养人
”的作用9离开了生理快感

就难于全面实现。仨是氵审大诀感又同单纯

的土理快感有本厌的区别。审夫快感中的土

理快感是在同心理的社会的因素的独特整体

结构中产生的。同生理快感不同,审美快感是

一种高级社会情感。生理快感是动物岜具有

的p它是山机体在生理上接受外界刺激而得

到生理上的满足引起的。审美快感却是融注

了理性内容的精神上的快感。它冂生理快感

有密切的联系,并往往最终引发起生理快感

来。但是贷这种生理快感的根源在于以理性

为基础的心理活动。达尔文尽管把动物的生

理快感同

^,的

审大快 感 相涅 淆 ,却 也 指

出: “美之感觉,在文明

^,类

,此寄感觉乃

与诸复杂志思王思芯.迮 锁有密切关系勹
“J准

^Ⅱ

类开化以来”其关之感觉。显为一种尤复

杂之感情9且为各种0识观念结合也。
”

他

指出: “仃许多景致显为非动物所能欣赏”

如夜间天空9美的山水或高尚音乐之类,惟

此种高尚嗜好乃由修养所获得9彐。为复杂联

想有夫;非野蛮

^,或

元教有人,之 所 能 享 受

者。
”⑩这就说明了审关快感的|L会 性的理

性内卞◇李泽叮指Ιu: “判凼iii尤 ,愉快在

后,而j不闸于由感官jj受 直按产生愉快的生



理快感。这一点¨。。·确乎是审美 心理 的关

键,它说明审美不是被动的静观9而是△种

主动的活动,是人的心理诸功能、因素自由

活动的结果。
″⑩另外ρ生理快感是个体的

苴接生理反应,只具有个入的狭隘性,而审

美快感则具有社会交流的一定普遍性。

审美快感作为-种高级社会情感9又与

同为高级社会情感的理智感和道德感 (广义

地说是功利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所谓理

智感是人在求知的认识活动申表现出来的对
“真”的态度和体验,如求知欲、疾伪感、

创造热情等。所谓道德感是人在实践的意志

活动申表现出来的对 彳善”的态度和你验 ,

如正义感、责任感、荣誉感、同情心、献身

精神等。显然,这些情感都还不 是 审 美 快

感。审荚快感是由对象的审美特征引起的主

体自我肯定的情感体验。这种自我肯定申有

理智和道德 (功利)的内容9因此,审美快

感总是以-定的理智感和道德感为内容和基

础的。在这里,就显出了三者的一致性。当然 ,

理智感和道德感都只是影响和制 约 审 美 快

感而已,决不能把三者等同起来。审美快感实

际上是主体的理智感和道德感在观照态度中

的体现和升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9好之者

不如乐之者。
”
这话在一定意义上正说明了三

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知之”是一种客观

的认识态度,同主体的理智感联系着; “好

之”是对事物的主观评价和态度,同主体的

道德 (功利)感联系着, “乐之”
则显示出

主体对对象的情感上的交融9全身心的感应

沟通,在这种状态中,主体与对象才消除了

一切界限而契合无间:“知之”、“好之”
、

“乐之”9分别体现了主体对对象的三种关

系,并表明它们是人对世界的精神关系的三

种境界。

以上9我们从三个方面揭示了审美关系

作为人对世界的特殊精神关系的 特 殊 性 所

在。根据这些特点9我们就能把它跟人同世

界的其他关系区别开来。所谓审美关系9就

是人对世界的-种特殊精神关系,在这种关

系中,具有审美本质力量的人作为主体9通
过对能够诉诸审美感觉的事物和信息的自由

观照和情感契合,而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愉

悦,达到主体全面本质的肯定和享受。

人的本质发展的重要历史尺度

审美关系在入类生活中普遍存在。作为

人对自身本质的全面肯定和享受9它首先是

人的生活目的本身,是人的生活活动的直接

的组成部分。在审美活动中,人享受着生活

的乐趣,直接感性地感受到自己 作 为生 活

主人和自然目的的主体性。同时”审美活动

又是人。借以发展自己的手段。在 审 美 活 动

中9主体全面本质在同客观世界中的美的感

应中得到激发、陶冶、调节和完善9同 自然

向人生成这-世界运动的根本规律相和谐。

人类生活中审美关系发展的状况 (广度和深

度),不仅表明现实中美的发现和创造的状

况”表明人作为审美主体发展的程度9而且

也表明现实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何种程

度上为人与世界建立审美关系、充分享有自

己的全面本质创造了什么样的条件。一句话 ,

它表明了人在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的自由

性的程度。因此9审美关系实际上是社会发

展的重要历史尺度。

我们知道,入的需要是分层次的。保证

温饱生存的生理需要是最基本的需要。在保

证物质生活需要的基础~L9人还有安全、求

知、归宿、社交、荣誉、事业心、友谊、爱

情等需要;审美的需要是属于较高层次的。

黑格尔在谈到人的
“
身体方面的需要”、

“
较

高-∵层”的社会生活、家庭生 活 的`需 要、
“宗教的需要”、 “科学活动”和 “艺术活

动”
、 “对美的兴趣

”
等不同范围和层次的

需要的相互关系时,指 出了它 ↑l“ 相 辅 相

成
”

的关系9并认为 “较低范围的活动努力

要超出本范臼,只有迈过饺广泛兴趣的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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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9原先在较低范围里不能实现的到此才

得到完满的解决。”⑩审美需要在人的需要

结构中所属的层次和作用,使之具有显示人

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变成了人的 需 要 的 意

义 。

在审美关系中9人既是主体 夕又 是 对

象:如果说美作为自然向人生成这一运动规

律的肯定性的感性自由显现9实 际 上 标志

着 世 界 运 动的必然性在何种程度上已经成

为感性的存在,那末,审美关系则是这一客

观必然性在人的感性生活中自由地实现到何

种程度的标志。因此,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

来说,审美关系实际上都是其本质发展的质

和量相统-的一个历史尺度。

审美关系对于我们似乎还是一个含有许

多未知数的 “灰色系统”,这里的考察也还

十分粗略。全面研究和揭示审美关系的基本

性质,是美学的重要任务。我们相信,通过

对这一特殊 “关系”的多面的多层次的立体

的研究,它的基本性质总会愈来愈全面而清

楚地展示出来。

注: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犭6卷第θ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拘页。

③勃兰兑斯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第“6-

1JT页 。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22-12J页 。

⑥⑥⑨@《 18JJ年 经济学一哲学手稿》 (刘丕坤译 )

第了g~BO页。

⑦⑧⑩⑩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145页 ,第 166-16了

页,第 12刂 页,第 125页 。

⑩《二心集 ·<艺术论 >译本序》。

④《鲁迅论文学与艺术》第sTθ页。

Θ《人类原始及类择》第 2部第18章第 3页 , 第 8章

第1犭 8页 。

⑩《美学》第三期第21页。

庖丁、伯乐姓名释

王树功

庖丁、伯乐,这是为人们熟知的两个智慧的人物`他们的智慧技巧为人们津津乐道,可是他们的姓和名却不是人人郡

清楚的。

《庖丁解牛》篇中的
“
庖丁

”,高中语文教材注为: “
庖,厨师。丁,厨师的名字。”

有的选本在翻译这段文字 时,

索兴倮留
“厄丁

”二字,这实际上将
“
庖
”
和

“丁
”’

当作了工个人的名和姓来对待,这更是笑话。《文言散文的普通 话翻

译》把
“
丁

”
字当作

“旧指从事某种劳动的人
”
∶即当作一个苦通名词来理解,也回避了这个

“丁
”
字的翻译。

我认为
“
丁

”
不是名字,也不是泛指一般的人,而是姓。生活在那个时代中的下层入物,有姓而元名是常有的事. 因

此,我们可以把
“
庖丁

”
理解成

“
姓丁的厨师

”。

《吕氏春秋》中的
“
伯乐

”
和

“
庖丁

”
的情形相似。 “

伯
”
是一种身分或职业特长。不能理解成姓伯名乐。据《山海

经 ·海内南经》上注: “
伯,马祖也

”。旧《辞源》: “
马祖天驷房星之神曰伯

”, “
伯乐,不星名,祖 典 天 马

”。 由

此: “
伯乐

”
中

“
伯

”
意即

“马的先知,识马的仃家
”
。“

伯乐
”
可译为: “

姓乐的一位识马的行家
”。

以下几例,可资佐证:

《孟子 ·告子上》: “
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

”。 “
弈

”
作围棋解,这是不会有质疑的。

“
弈

”
字冠在 “秋

”
的前 面,

起修饰限制作用,意 即:围 棋大师秋。显然, “
秋

”
也应是这位围棋大师的姓。

《史记》: “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

”
中的

“
师襄

”,以及《左传》上记载的乐丿币:V币旷
”、

“
师俚

”
、
“
师触

”、
“
师蠲

”

等都应作这样的理解: “
姓襄的琴师

”, “
姓旷的乐师∷

⋯⋯%

今天,现代汉语中还保留了这样的称谓方式:我们对某个方面的仃家、里手、热心人往往称为: “
铁匠李

”
、 “

泥人

张
”
、 “

鼓手赵
”
、 “

汽车大△福特
”
、
“
足球大王贝利△⋯ 等̈等。人们决不会把这些人视作姓

“
铁

”,姓 “
泥

”,姓 “汽

车大王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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