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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验实践美学引论美与自由的技术操作》把美学的研究对象确立为审美实践，论证了审美实践
的“在场”本体性及其经验形而上学取向，提出了经验实践美学的基本理论，终结了美学研究中的逻
辑形而上学倾向。

　　《经验实践美学引论美与自由的技术操作》认为：出于人们自身生存的需要，人与对象构成的技
术操作联系是人与对象在场实践的本源，它萌生意向性的经验意义及人与对象价值实践的在场方式，
并产生在场的价值实践效益和效应。
审美实践是原始的血缘经验实践方式及约定俗成的群体经验进入文明时期萌生的，是人与对象自由的
技术操作联系相对独立构成的感性实践；美感因自由的技术经验联系引发，表现为”心、物”、“内
、外”经验情感的在场融合令个体身心产生的自由愉悦的价值效应；审美实践的在场性质表现为人与
对象经验情感的在场融合、和谐共生、生生不息，它从历时性的维度呈现为”自由的感性显现”——
微观个体的身心从物质的压抑、从概念的束缚中历史地解放出来，在场为自由、全面的发展；审美实
践的在场特征就在于经验的意象化、情感化和艺术化；后者在场为文艺创作——基本特征是通过可操
作的技术经验在场显现不可操作的经验历史情感及微观个体的生命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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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原始时期审美实践的发生学趋向
　三、文明时期审美实践的成熟形态
　　(一)审美实践的相对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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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经验的外向性转移指的是个体身心蕴涵的经验意义通过实践或者“虚拟”的方式，物化、对
象化为心物、内外融合的外部现象。
具体表现为：内在的经验意向通过支配个体自己“手”的操作行为，使对象的外部形态按照个体内在
的经验意向被改造，实际上是内在的经验意义与对象外部的物质形态“融合”一体；或者，通过群体
文化的约定俗成，内在的经验意义与对象的外部形态在群体心理意识中“虚拟”性地融合一体，由此
，对象在群体经验意识成为具备某种“象征”意义的客观征象。
上述两种情况，无论是通过经验操作实践“改造”的对象，还是通过群体经验意识“虚拟”的对象，
它们对于参与“改造”或“虚拟”的经验群体及其每个成员来说，都是能够被理解的“经验对象”，
由此，对象在后续的经验实践过程也会在人的身心产生相应的价值实践效应。
这里，就对象方面来说，通过经验的外向性转移产生的、人的感性能够直观的对象，包括自然的与被
改造的，后者如技术工具、语言、习俗、家庭直至社会组织方式等，只要它们是历史的，那么，它们
就是一定的社会群体通过不同方式约定俗成的经验对象。
这就是说，从经验实践的历史视野来说，不存在绝对论的纯粹自然对象，只存在尚未通过经验实践改
造、尚未通过群体实践约定俗成的自然对象。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对于对象，还是对于把对象当着人的“无机身体”的人来说，在人与对象价值实
践联系的经验历史过程中，“约定俗成”是经验实践特殊重要的另一种继生性功能。
2.约定俗成经验实践实现“经验转移”的继生性功能，主要表现为经验实践历史的传承性、持续性，
它通过个体经验与群体经验、经验的内向性与外向性等方面螺旋式的循环更新、复制和传承，使得“
第一次历史活动”与后续的每一次历史活动及其相互之间的价值联系贯穿起来，形成了价值实践符号
化的经验历史形态及持续更新的进程。
然而，经验转移之所以能够实现，内在的根据在于被转移的“经验”必然是通过社会群体约定俗成的
，否则就既缺乏经验被转移时必需的语言传播媒介，也没有被转移经验的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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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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