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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对人自由本质的实现
———叔本华审美的形而上学意义

屈 理 兵
(四川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成都610064)

  摘要:叔本华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存在,而人自由本质的实现是通过审美的途径予以揭示的。审美对人自由

本质的实现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使得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我”即纯粹的认识主体的在场,以摆脱表象的奴役;其
次是为作为纯粹认识主体的“我”提供自由的体验,表明实现人的自由本质是可能的和现实的;最后是为其禁欲哲

学奠定形而上学的认识基础,以指明人终极自由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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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屈理兵(1976—),男,四川巴中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外国哲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叔本华哲

学。

叔本华哲学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把哲学视为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的统一①,主张形而上学是自由(与道

德)的基础。在叔本华看来,自由并不存在于表象世界———表象世界的一切无不被必然性所支配,而是存在

于先验的意志那里,自由在本质上是形而上学②的问题。但是,叔本华轻视经验意识,贬斥理性,反对“天
启”,这使得如何获得形而上学的认识、人拥有什么样的形而上学认识成了一个超越传统哲学的现实问题。
叔本华是借助于艺术、审美来阐释人的自由问题的。

一 自由是人的本质存在

与康德把自由视为积极地开启一个因果序列的界定不同,叔本华把自由视为对因果序列的根本否定,认
为因果律作为表象世界的根本法则,使得整个经验世界中的万事万物毫无自由可言。自由作为自在之物的

本质属性,是人的“本质与存在”③,但就人的经验意识而言,它却是“神秘的”“先验的”④。因此,自由(与道

德)作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它既不能从传统伦理学的角度得以论证———传统伦理学所表明的不过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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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hurHübscher(ed.),ArthurSchopenhauer:ManuscriptRemainsinFourVolumesVol.1,EarlyManuscripts (1804-1818),New
York:Berg,1988,p.59.
在叔本华看来,形而上学是指“那种所谓的超越经验可能性的全部知识,也是超越自然或者说所被给予的事物现象的那种知识,为的是提供

某种说明,藉此为感觉或者别的方式所获得的认识赋予[可能性]条件,或者通俗地说来,它是隐藏在自然背后并导致自然可能性的知识”(

ArthurSchopenhauer,ArthurSchopenhauers WerkeinfünfBänden:nachdenAusgabenletzter Hand HerausgegebenvonLudger
LütkehausBandII,Zurich:HaffmansVerlag,1988,S.189.该书以下简称 Werke)。它在逻辑上包括三个部分,即导致认识可能性条件的

纯粹认识主体、导致道德可能性条件的自由和导致表象(客体)可能性条件的超验的形而上学认识,这三者统一于作为自在之物的意志之中。
参见:WerkeⅢ,S.374-375。
参见:WerkeⅡ,S.454。



假象而已①,也不能从纯粹的伦理学自身而得到充分的说明,只有把形而上学与伦理学统一起来才能对其予

以完整的阐释,这种统一体就是哲学。形而上学所涉及的是“超越经验可能性的全部知识”,是“藏在自然背

后并导致自然可能性的知识”②;经验知识是由经验意识(先天的认识主体)所获得的遵循根据律的必然知

识,所处理的是表象世界中虚幻不实的经验。因此,唯有形而上学的知识才是真理。哲学作为理性的产物,
它自身不能“赢得真理”,它所能做的只是“用概念记录”真理③。依据理性而建立的科学,所寻求的是“为什

么”的经验知识,并非“是什么”的真实存在,这使得真理的获得不能借助于理性科学的途径。审美作为直

观④认识,所关注的只是寓于艺术品中的理念。理念是意志的直接客体,它使人能在表象的形式(艺术)下直

接洞视意志,达到对“是什么”的认识,并藉此达到对意志的认识。因此,对真理的认识只能通过艺术的途径

才能实现⑤,这其中最为根本的认识就是人作为纯粹的认识主体的自在自为的认识,即对其自身自由的认

识。
审美作为艺术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对自由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首先,它提供了人作为“纯粹的认识

主体”得以在场的机缘,这使得人摆脱了一切意欲的支配,回归其作为自在之物的“本质与存在”的本真态,藉
此成为形而上学的自我本身,打开人的自由之路。其次,它让人获得了三个层次的自由体验,表明人实现其

先验自由是可能的和现实的。最后,它为哲学(意欲的否定)奠定了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基础。
二 审美提供形而上学之 “我”得以在场的“机缘”
叔本华认为,真正的哲学既是观念论的⑥,又是先验的⑦。其观念论认为:“世界是我的表象。”这里的

“我”是指“表象者”,它不单纯指人,而是指一切“生存着和认识着的生物”⑧。“生存着的”(lebende)强调其拥

有“感性”,它所标明的是“我”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先天认识形式;“认识着的”(erkennende)强调其拥有

“知性”,它使得先天的认识形式得以统一,并由此创建一个表象世界⑨。这是我们经验直观形成的两个条

件。因此,当叔本华说“世界是我的表象”时,他所表达的是“我”作为“感性”和“知性”主体的基本认识。人

除了作为“感性”、“知性”的认识主体以外,他还是一个“理性”的认识主体。知性是对表象世界的直接认识,
理性是间接认识,因此,理性认识只是知性认识的“影子”(Schatten)。但是,理性的优势在于反思。通过反

思,人能够把他的经验意识自身“再进一步划分为被认识的东西和正在认识的东西”,而在自我意识之中的被

认识的东西就是“意欲”。意欲是我们一切行动(包括认识行为)发生的原因。这表明,人作为经验的意识

主体和行为主体,在表象世界受意欲的支配,毫无自由可言。
但是,人不仅仅是一个经验的意识主体,他还是一个先验的认识主体,这是不可被认识的纯粹的认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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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WerkeI,S.381;WerkeIII,S.400;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杨一之校,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96页;叔本华《伦
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任立、孟庆时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9-70页。
参见:WerkeII,S.189。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叔本华及哲学的狂野年代》,钦文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53页。
叔本华是在两种意义上谈论直观(Anschauung)的,一是知性直观,指以因果律为前提的从结果中认取原因的认识,它所直观到的是遵循根

据律的表象,可译为英语的perception(叔本华本人也是这样翻译的);一是审美直观,是指纯粹认识主体对审美对象中理念的突然领悟,可译

为英语的intuition。参见:E.F.J.Payne,TheworldaswillandRepresentation,Vol.1,NewYork:DoverPublications,inc.,1969,pp.ⅷ-
ⅸ。

ArthurHubscher,ArthurSchopenhauer:ManuscriptRemainsinFourVolumesVol.1,EarlyManuscripts(1804-1818),1988,p.168.
在叔本华整个唯心论哲学体系中,其观念论(Idealismus)是与实在论(Realismus)相对应的,它们一起构成与唯物论相对应的唯意志论。
参见:WerkeII,S.13&S.17。

ArthurSchopenhauer,ArthurSchopenhauers WerkeinfünfBänden:nachdenAusgabenletzter Hand HerausgegebenvonLudger
LütkehausBand.I,Zurich:HaffmansVerlag,S.31;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5页。
参见:WerkeIII,S.65;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陈晓希译,洪汉鼎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5页。
参见:WerkeI,S.51-52;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48页。
参见:WerkeI,S.579;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615页。
参见:WerkeIII,S.149.叔本华是在经验和先验的双重意义上使用 Wille一词的(参见:《叔本华论说文集》,范进、柯锦华、秦典华、孟庆时

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97页)。笔者把先验意义上的 Wille译为“意志”,而把经验意义上的 Wille译为“意欲”。这种译法实际上在英

文学界中被广泛采用,即用“Will”和“willing”的翻译来区分叔本华哲学中 Wille的形而上学意义和经验意义。



体自身。当我们说“我不仅认识,而且也认识到我在认识”,所强调的不过是“我认识”,因为“我认识到我在认

识”中的“我在认识”作为客体,并没有(当然也不可能)获得对“我”作为纯粹认识主体的认识。① 这个认识一

切而不被认识的自在本身,作为“我们自己的现象之自在”(Ansich)是我们的自我意识直接地“晓谕”我们

的②,这就是作为自在之物的“意志”。因此,对自在之物的认识实际上就是“纯粹的认识主体”的自我揭示。
叔本华又把这种自我意识的自我揭示称之为“优良意识”或者“无意识”的直接认识③。这种认识的可能

性在于人的“身体(Leib)”是“世界上唯一真实的个体”④。在身体中的“意欲”作为主体和客体已经合二为

一,认识者和被认识者不再区分,这是“最高意义上的奇迹”⑤,通过这个奇迹,我们能够获得对自在之物即意

志的认识。自在之物的存在,使得整个表象世界获得根本性的解释。表象世界作为自在之物的客体性

(Objektität),是认识意志的“客体之镜”⑥。
表象作为“客体之镜”以两种方式发挥作用,首先就是通过经验意识来理解自在之物,这就是说在理性看

来,自在之物之为意志是被设想的(gedacht)⑦,或者说是出于某种信念(Überzeugung)⑧,因为它不能认识

自在之物,但能够对自在之物加以理解⑨。正是理解赋予了意志作为自在之物所必须具有的特质:即它是

“原初的力”,是一切现象的“内在的本质”,是单纯的“一”。然而,自在之物绝不是某种具有广延的“实物”。
因为对表象世界的认识,是基于某种作用力的“实效性”(Wirklichkeit),而不是“实在性”(Realität)。因此,
康德意义上的自在之物是必须予以悬搁的。表象世界的一切必然性都能够在自在之物那里找到根据,这是

自我意识作为意欲和认识主体所获得的认识。
表象作为“客体之镜”发挥作用的另一种方式,就是促使“无意识”的纯粹的认识主体摆脱“意欲”的控制

而直接在场,这就是“审美”。审美的客体是“理念”,理念的载体是艺术。“理念”作为自在之物“恰如其分的

客体性”,是处于“表象的根本形式”下的意志自身。因此,对理念的认识需要“永恒的世界之眼”的在场,
它是纯粹的认识主体。但审美如何可能使得纯粹的认识主体得以在场呢? 叔本华指出:在审美中,人通过静

谧地审谛艺术品中的理念,藉此“自失于”审美的对象之中,忘记了他的个体、他的意欲,仅仅作为“客体之镜”
而存在,这样他就在不经意间由经验意识过渡到了无意识,从而使得那个“纯粹的、没有意欲的、毫无痛苦的、
非时间的”认识主体得以在场。

当这个纯粹的认识主体在场时,那作为意欲的主体以及服务于意欲主体的经验意识也就消失了,这时人

成为了他的自在本身,在他的认识中,泯灭了主体与客体的差异,取缔了他作为那永不歇息的欲求主体,恒守

其作为本质与存在的自我,即超越时空的自在之物自身。一切奴役和不自由的状态消失了,人不再是世界之

囚徒,而是自我之主人。这使得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我”得以在场,藉此打开人从表象世界到意志世界的唯一

通道。
三 审美给予形而上学的“自由”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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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WerkeIII,S.150;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第146页。
参见:WerkeI,S.557.译文参考: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591页。译文有改动。
叔本华在早年手稿中,称之为“优良意识”(bessereBewuβtsein)(参见:EarlyManuscripts,p.72),为强调这种自我揭示的“直接性”,他在《作
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卷中,将其称之为“无意识”(Bewuβtlosigkeit),并把意识与无意识比喻为“水面与深水”予以阐释(参见:WerkeII,

S.157-158)。
参见:WerkeI,S.156;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155页。
参见:WerkeI,S.153;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152页。
参见:WerkeI,S.244.石冲白先生译为“客体的镜子”,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49页。
参见:WerkeI,S.165;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165页。
参见:WerkeI,S.163;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163页。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叔本华及哲学的狂野年代》,第330页。
参见:WerkeI,S.38.石冲白先生分别译文“现实性”和“实在性”,见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33页。
参见:WerkeI,S.240;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44页。
参见:WerkeI.S.370-371.石冲白先生译为“永恒的造物之眼”,见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385页。
参见:WerkeI,S.245。



纯粹的认识主体在场,这意味着经验意识的感性、知性和理性的退场,也意味着纯粹的感性知识(关于时

间序列的算术认识或关于空间方位的几何认识)、知性直观(对因果性予以把握的生物性认识)以及人类所独

有的逻辑思维能力所建立的抽象世界,作为认识的客体得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意志直接性客体化的“理念”
与“纯粹认识主体”交融。换言之,因为表象世界的认识主体的缺失,使得表象世界(除了“理念”外)也缺失。
这意味着伴随表象世界而具有的必然性(充足理由律)、虚幻性(即表象世界作为摩耶之幕①)和痛苦(作为受

动机律支配的意欲的受阻和理智作为实现意欲的感受性)的消失。籍此,人获得对自由和解脱的暂时体验。
这种体验在内在逻辑上分为三个层次:纯粹生命的自由体验、突破时空个体性原理的自由体验和先验意志自

身的自由体验。它们在内在本质上都是先验意志的自在自为。
(一)纯粹生命的自由体验

纯粹的认识主体是没有意欲的纯粹主体,它“栖息于”“沉浸于”对“理念”的直观审谛之中。“理念”是“意
志恰如其分的客体性”,理念的自在自身就是意志,它是纯粹的认识主体;这使得“个体作为自在之物,能识的

和所识的并没有什么不同”,藉此认识它的主体和客体“已不再区分”。审美的实质是意志“自己对自己的认

识”②。
纯粹的认识主体的在场,就意味着意志自身的在场。叔本华在把意志表述为自在之物的同时,也表述为

“生命意志”,用“生命”来诠释意志自身,是仅次于用“自在之物”所作的诠释。③ 这里的“生命”并不是“生命

现象”,而是纯粹的生命自身。生命现象是有生有灭的,纯粹的生命却恒守其“现在”,并不为生死所触及,正
如太阳处于“中午”无休止地燃烧着一样④。在经验意识中,人作为意欲的行为主体总是不断地欲求着,这使

得他在充满了暗礁和漩涡的表象世界中,总是处于一种“无处不在的囚徒境遇”之中⑤,欲求和挣扎构成了他

生命的全部。纯粹的认识主体的在场,意味着意欲的消失、不存在,这使得人摆脱了各种“欲求”,出离了生命

现象的各种空虚和无聊。在审美中,人“完全地丧我于对象之中,即是说忘记他的个体、他的意欲,所剩者仅

作为纯粹的主体,作为明净的客体之镜而存在”⑥,他不再是意欲的行为主体。那作为附属于意欲的经验意

识,在意欲行为主体被取消时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取消了。这时,他成为了“纯粹的生命”自身,这是一种不再

受限于客体表象的(纯粹的),仅仅作为自在自身(无意欲的),不被任何经验意识所感知的(无痛苦的),不受

任何根据律所支配的(无时间的)生命本真态。
(二)突破时空限制的自由体验

在叔本华看来,自由是个否定性概念,它包含着三层意思:突破物质障碍的自然自由、摆脱动机支配的理

智自由和超越必然性支配的道德自由。⑦ 人作为纯粹生命自身的自由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他获得的

摆脱动机支配的理智的自由体验;突破时空限制的自由体验则要表明突破物质障碍的自由体验。
表象世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是彼此联系的个体事物,它们显现为差别,为杂多性,为互相并列、互相继起

的东西,这是因为它们以时间和空间作为其表象形式。叔本华借用经院哲学的术语把时空称为“个体化原

理”⑧。时空是“表象的形式”,是“摩耶之幕”的竞技场,是经验意识的认识形式,是事物相续性和杂多性的最

后依据。唯有洞穿并抛弃它,才能突破任何物质性的障碍,获得自在的自由。当纯粹的认识主体得以出场

时,它实质上已经突破了时空的障碍,时间不再继起,空间也荡然无存,所剩下的只有主客体的完全交融,“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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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印度婆罗门教的典籍《奥义书》认为,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是虚幻不实的“摩耶之幕”,摩耶(Maya)在梵文中的意思是“欺骗”“骗局”,叔本华

用“摩耶之幕”表明表象世界犹如一个虚幻的帷幕,其中所有的存在和变化都不过是“假象”,不具有实在性。
参见:WerkeI,S.246;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51页。

MoiraNicholls,TheKantianInheritanceandSchopenhauer’sDoctrineofWill,KantStudien,Vol.85,No.3(1994),pp.257-259.
参见:WerkeI,S.369;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383页。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叔本华及哲学的狂野年代》,第78页。
参见:WerkeI,S.245;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48-249页。
参见:WerkeIII,S.361-363;叔本华《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第34-36页。
参见:WerkeI,S.166-167;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166页。



者已经合一了”①。因此,在审美中,飘荡游走的浮云,已不再是那空间的一团,而是云之理念;奔腾不息的江

水,只是作为纯粹的液体而展示出壮美画面;初冬窗棂的冰花完全是剔透玲珑的纯净自身……其中的人物也

穿透了时空的限制,彰显着整个人类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② 这样,那骗人的“摩耶之幕”被击穿了,个体的

现象被超越了,个体化原理消失了,时空的限制被突破了。人作为纯粹的认识主体,他彻底摆脱了现象的束

缚,突破了物质的障碍,驻足于纯粹的“理念”之中,成就了自我的自由。
(三)自在的和自为的自由体验

表象世界中所有存在的事物都处于彼此的关联之中,毫无例外地作为生成的因果律的一个变化的环节,
既作为原因的结果,又作为结果的原因,处于相续继起的变化生灭之中;毫无例外地处于杂多性的彼此限定

之中,互相规定着彼此的存在。同时,全部的表象都只是为实现意欲而存在的,作为意志客体化的现象,它们

不可能是自为的存在。因此,任何表象都不是自在的,也不是自为的。只有那没有依存关系的、不生不灭的、
永恒不变的事物,才是自在地和自为的。

在审美中,纯粹的认识主体不再受动机律的支配,其整个审美的发起和过程,都与意欲无关,它完全达到

了自在和自为的存在。审美所关注的不是“何处”“何时”“何以”“何用”等等“为什么”的问题,它所直观的只

是“是什么”。在审美中,时间的续期、空间的关联、因果的生灭等等都一概消失了,它自身完全被其所直观的

理念所充满、所占据。特别是在音乐的欣赏中,世界的内在本质以最大的确定性和真实性得以展示,人作为

纯粹的认识主体很能体会到“生命中最为愉悦和唯一纯真无邪的一面”③。这一面,就是音乐作为意志的直

接标出的那一面,也就是纯粹的认识主体明确地回归到意志自身自在和自为的那一面。藉此,人摆脱了“必
然性”支配,获得了最为根本的自由体验。在这种体验中,人体会到了自由的纯洁与美好,体会到自己作为自

在之物的那存在和本质的自由是何等的愉悦。
至此,叔本华所认定的三种自由,在审美中全部得到了体验。这表明人的自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

实的。然而,这种现实要获得普遍性的效应,还需要与伦理学相结合予以阐释,这就是哲学的使命。哲学就

是形而上学与伦理学的统一,它把在艺术审美中的那些形而上学的认识从理性的角度予以抽象的阐释④,这
就需要把在审美中所获得的形而上学认识作为其基础。

四 审美奠定哲学认识的形而上学基础

叔本华认为,哲学作为理性的产物、概念的思想体系,它自身并不能获得真理,只是将真理用概念记录下

来⑤。哲学的任务是将直观审美中所获得的个体的、具体的认识予以抽象的复制⑥,在“经验的领域”中予以

复述⑦。事实上,哲学作为形而上学与伦理学的统一,它无非是把在审美中获得的形而上学认识在伦理学中

予以揭示而已,藉此表明人的彻底自由只有通过禁绝意欲,超越表象世界才能实现。艺术有造型艺术、文艺

和音乐三种形式,相应的形而上学认识也有三种:“梵我同一”、个体化原理的痛苦本质和意志恒守自身的极

乐。
(一)造型艺术与“梵我同一”
造型艺术是在光媒的作用下向视觉展示“理念”美的艺术形式。造型艺术可以分为:建筑造型艺术(表现

重力的理念)、园艺和风景画(表现植物的理念)、动物画和雕刻(表现动物的理念)、故事画和人物雕刻(表现

人的理念)。其中,级别最高的和最能给人美感的是故事画和人物雕刻。艺术形式的级别越高,它们所能彰

显的理念级别越高。建筑(造型)艺术、园艺和风景画所表现的是“原初的理念”对原始自然力的对抗;动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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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WerkeI,S.244;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49页。
参见:WerkeI,S.248-250;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53-259页。
参见:WerkeI,S.352;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367页。
参见:WerkeI,S.358;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370页。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叔本华及哲学的狂野年代》,第353页。
参见:WerkeI,S.131;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130页。

ArthurSchopenhauer,ManuscriptRemainsinFourVolumesVol.1,EarlyManuscripts(1804-1818),p.281.



和雕刻、故事画和人物雕刻,以“行为、姿势、仪态”的方式,表现着具有种属的特征的高级别的理念。其中,故
事画和人物雕刻,更是以“人”———人作为意志客体化的最高级别的理念,本身就可以作为一种被审美的艺术

对象,因为他自身的美就是“意志最完美的客体化”①———作为表现对象。通过动物画和雕刻、故事画和人物

雕刻,所有生命的“内在本质”都得到了完全的揭示。这就是“常出现于印度神圣典籍中的,被称之为摩哈发

基亚的,即大咒语的梵文公式‘Tattvamasi’,也就是说‘凡此有情,皆即为汝’。”②

这就是“梵我同一”。它所揭示的是,一切生命现象都是(纯粹)生命的表象,生命作为那个真实的原初的

“自我”,就是那自在之物。作为个体的不同生命,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这使得自我对他者负有先验的责任,
这就是“同情”。同情所阐释的行为之善,乃是“我”作为生命本身对生命现象负责的态度。

(二)文艺与对“摩耶之幕”的洞悉

通过造型艺术所获得的形而上学的认识,主要是停留在自我之为生命的层次,并没有领会整个表象世界

自身的实质,也并没有达成对生命现象的深刻洞见,完成这一任务的是文艺。文艺以“节奏和韵律”作为其辅

助工具,它用思维的概念作为材料,由于“概念的普遍性”使得“整个自然界,一切级别上的理念都可以由文艺

表出”③。文艺就其类别而言可以划分为小说、诗歌、悲剧。小说作为文艺的低级部分,叔本华在此存而不

论。因此,文艺的重要手段就是诗歌(文学)和悲剧。诗歌(文学)是诗人表现人的理念的艺术形式。在诗歌

中,诗人往往通过两种方式来表现人的理念。一种是诗人写自己,如抒情诗和正规的歌咏诗;另一种是诗人

写别人,如田园诗和民歌。不论写自己还是别人,诗歌都强调对其内在本质的把握,忽视现象而直接认识理

念。文艺在悲剧那里达到其顶峰。悲剧以表现出人的可怕的一面,即以展现邪恶、丑陋、肮脏的事物对于正

直、美好和善良乃至无辜者的胜利为手段,来表达人的痛苦和悲伤,暗示人在表象世界的实际生存态就是痛

苦和悲伤,或者说不幸。写出这种不幸就是“悲剧唯一本质的东西”④。这样,悲剧给人们带来了对表象世界

本质的完整认识。藉此,表象世界的“现象、摩耶之幕不能再进行欺骗蒙蔽了,现象的形式———个体化原

理———被洞穿了,基于这原理的自私心也就随之而消逝了。……对这世界的本质有了完整的认识,这作为意

欲清静剂而起作用的认识导致了弃绝:这不仅仅是对生命的放弃,而且是对整个生命意志自身的放弃。”⑤

洞穿“摩耶之幕”从而否定个体化原理,认识到时空中的自我作为现象存在的悲剧性,是文艺对形而上学

的贡献,它奠定了叔本华否定意欲的哲学基础。而否定之后,我们将会怎样? 这在对音乐的审美中得到揭

示。
(三)音乐:意志自身的直接标出

叔本华认为,音乐是所有艺术形式中最为特殊的一类,它在“明晰程度上甚至还超过直观世界自身”,它
具有“一种更为严肃和更为深刻的本质意义,这是出自于世界和我们自身的最为内在的本质的意义”。⑥ 音

乐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它是理念“极为内在的、无限真实的、恰到好处的”标出,另一方面在于它使得放弃抽象

思维去直接领悟世界成为可能。⑦ 如果说造型艺术与文艺所蕴含的理念仅仅是先验意志的副本、影像,那么

音乐所展示的则是自在之物自身及其本质。在艺术的表现方式上,音乐使用的是最为普遍的语言自身———
声音,相对于造型艺术的静默和文艺的抽象,声音具有“最大的明确性和真实性”⑧。音乐作为标识生活和生

活过程的精华的艺术形式,它表现的总是这世界“最内在的、先于一切形态的内核或事物的核心”⑨。人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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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WerkeI,S.295;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305页。
参见:WerkeI,S.295;译文参考: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304页。译文有改动。
参见:WerkeI,S.324;译文参考: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336页。
参见:WerkeI,S.336;参见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350页。
参见:WerkeI,S.335;译文参考: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349页。译文有改动。叔本华这里所说的对“生命的放弃”,是指对生

命现象的放弃,“对整个生命意志自身的否定”,实际上是指对生命意志客体化为生命现象活动的否定。
参见:WerkeI,S.339;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353页。译文有改动。
参见:WerkeI,S.339-340;参见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353-354页。
参见:WerkeI,S.349;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364页。
参见:WerkeI,S.348;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363页。



音乐的欣赏过程中,可以直接达致其作为先验意志本有的自在状态,这就是“极乐,一种达致最高梵天的快

乐,因为它是自足之乐,而非意欲那绵薄之乐”。①

音乐在叔本华整个哲学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位置,“假定[我们]对于音乐所作的充分的、完备的、深入细节

的说明成功了,即是说把音乐所表示的又在概念中予以一个详尽的复述成功了,那么,这同时也就会是在概

念中充分地复述和说明了这世界,或是和这种说明完全是同一的意义,也就会是真正的哲学。”②

因此,在音乐中所获得的认识———严格地说是不可言说的感受,就是叔本华哲学所要追求的终极目标。
因为其不可言说,叔本华用“虚无”予以概括,并强调“虚无”并不是没有,而是实在的有。至此,审美完成了它

在唯意志论中所肩负的形而上学使命。
五 结论

在叔本华二元世界的划分中,审美沟通着经验的和先验的两个世界,使得人的经验意识飞跃到先验的直

观认识,藉此让人领略到他自由的本质所在,让人体验到他真切的自由,并为其获得永恒的自由奠定其形而

上学的认识论基础。哲学的工作就仅仅是在其抽象的概念中,将审美直观到的形而上学认识予以系统化和

理论化,以此指明人类的出路。哲学不能导致人的解脱,它只能阐明人解脱的路径:那就是对意志客体化的

彻底弃绝。

AestheticRealizationoftheNatureofHumanFreedom:
TheMetaphysicalSignificanceofSchopenhauersAesthetics

QULi-bing
(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Sichuan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4,China)

Abstract:Schopenhauerbelievesthatfreedomistheessentialexistenceofman.Therealiza-
tionoftheessenceofhumanfreedomisrevealedbyaestheticmeans.Therealizationofaesthetics
ofhumanfreedomismanifestedinthreeaspects:first,tomakethemetaphysicalsenseof“I”as
thepresenceofpurecognitivesubject,inordertogetridoftheenslavementofappearance,and
second,toprovideafreeexperiencefor“I”asapurelycognitivesubject,indicatingthatitispos-
sibleandrealistictorealizethefreenatureofhumanbeings.Finally,itlaysthemetaphysicalun-
derstandingfoundationforhisabstinencephilosophytoindicatewheretheultimatefreedom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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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WerkeII,S.532。
参见:WerkeI,S.349-350;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3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