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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所谓经典美学，以黑格尔的美学体系为代表，总是以“美”的本质论为起点或中心，由此推演出
整个美学体系大厦：美—，审美形态—一审美意识—一艺术创造—一艺术品—一艺术接受—一艺术批
评。
这个体系里的每个环节在逻辑上都是环环相扣、步步相依的。
因此，这种美学体系必然讲究总体性：有机、完整和系统。
它自从20世纪初被引进以来，曾给予面对古典审美传统崩溃而力求重建新的审美规范的中国人以极大
的总体性慰藉。
甚至到十多年前的“美学热”中，当西方人早已放弃虚幻的经典美学体系而关注具体的语言组织时，
中国美学学者还依然对这种经典美学体系满怀热诚和渴望，相信它能够帮助饱经政治困厄的中国人，
实现“真正人性的生活”或“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这一理想。
换言之，人们带着“文化大革命”的惨痛记忆，心中充满启蒙主义理想，渴望按自己想象中的先进而
人性的世界主流去建设新生活，这时，植根在人们意识中的经典美学体系，就成了走向这种新生活的
理想路径。
所以，一时间，按经典美学体系范型构筑“新”的美学理论大厦，成为中国美学的主流（笔者曾是这
庞大“美学军团”中的一位后学，也曾幻想依据美的本质论而建造新的“体验美学”体系）。
这种在今天看来是“反常”的经典美学迷醉，在当时具有双重的历史必然性：一方面，从现代美学理
论自身的传统演化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一次美学高潮和50年代第二次美学高潮中相继形成的经
典美学信仰，还没有耗竭其巨大能量，还需要在80年代来一次空前的大释放；另一方面，从更大的文
业压力看，80年代前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把审美解放视为人的解放的中介，就使已成为现代传统的经典
美学肩负起思想解放的前卫角色。
可以说，经典美学崇拜热潮在80年代文化变革中历史性地扮演过能动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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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是，历史的演进轨迹却总难以与理想轨迹相重合。
实际的情形是，“语言”原被用来适当限制“理性”，想不到却最终排挤掉了“理性”，而自己成为
诗学问题的中心。
这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引用的黑格尔所谓“理性的诡计”在起作用。
只不过，这里的“诡计”的策划者已不再是“理性”，而是资产阶级“自我”。
当这“自我”发现“理性”已丧失新兴资产阶级时期那种魅力时，就请出“语言”去救助。
但“语言”一旦取得与“理性”分庭抗礼的权力，就不愿再满足于与之平等相处，而是排斥它，自己
成为中心。
这也同时意味着，“语言”竭力逃避资产阶级“自我”的控制而走向自我放纵。
因此，“语言”之取代“理性”而成为诗学中心，正是资产阶级“自我”为重新夺取和巩固意识形态
盟主权，玩弄“诡计”而自食其果的证明。
　　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是物质生产的发展。
语言从次要工具一跃而拥有中心权力，并非偶然。
这里起最终作用的正是物质生产的发展所导致的语言表达方式的飞跃，从而是语言的重要性的大大增
强。
最初的口头语言和手写语言传达能力有限，信息相对封闭，适应于集权意识形态，这是受原始、奴隶
和封建时代的物质生产水平制约的。
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印刷术得以普及和发展，这就使语言可以被成批“印制”和传播，让
更多的人去接触、使用，从而令语言的作用发生改变并大大增强。
例如，《圣经》一向以手抄本传世，握有它的少数人便握有万能的阐释权力。
但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和发展，《圣经》可以大量复制了，普通人也能拥有它，从而打破了少数人对阐
释权力的集权垄断。
正是这一物质基础与其他因素一起促成了16世纪路德新教革命。
这也可以看作由手抄本“语言”到印刷本“语言”的语言表达方式的革命。
　　尤其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不仅印刷术持续发展，而且无线电通信、摄影和电影也相继发
明和发展，这就极大地拓展了语言表达方式，从而给人们的生活带来重大影响。
艾伦·特拉登堡在描述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化时指出，随着使用蒸汽动力的印刷机、石印和照相排版新
方法的运用，以及适用于报刊机械复制照片的铜版印刷术和电话、打字机、排字机等的发展，新闻报
刊的表现能力大大提高，遂“导致了阅读材料的空前增加”，使“大众传播媒介中信息量急剧增加”
。
这些报纸善于创造出一种“家喻户晓的语言”，以便巧妙地征服城市公众，使他们成为“别人所创造
的形象与感觉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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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王一川的“修辞论美学”，是力图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的美学，是力图建立
一种既避免单一的“内部研究”的缺点，又避免单一的“外部研究”的缺点的美学。
在“内转”倾向趋于极端的情况下，这是“外突”的美学；在“外突”倾向趋于极端的情况下，这是
“内转”的美学。
我认为，王一川的设想是很有创见也很有价值的，对于文艺学的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
　　——杜书瀛，《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此著创造性地在理论与批评的结合上阐释文艺本文
与文化语境的互赖关系，显示了内容形式化、体验模式化、语言历史化和理论批评化等特色，从而对
修辞论美学作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探索。
该书尤其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卡里斯马典型、90年代电影领域里的张艺谋神话、近些年审美文化中
的杂语喧哗、启蒙和沟通等新问题，作了深入的修辞论阐释，视角新颖，见解独特，在美学理论和文
艺批评两个方面都表现出了勇于突破和创新的锐气。
　　——程孟辉，“青年美学博士文库”主编总序，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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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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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书瀛，《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此著创造性地在理论与批评的结合上阐释文艺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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