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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钟情 ”与 “情人眼里出西施 ”
———兼论现象学审美观

钟春林

(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广西桂林　541004)

摘　要:“美”和 “好”联系密切 , 意义上常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经常交替使用。现象学意义上的不涉及 “好”的纯粹的

美是不存在的。 “一见钟情”式的美有点像现象学所说的纯粹的美 , “情人眼里出西施”中的 “西施 ”之 “美”是更多地指向

“好”。 “情人眼里出西施”中的美比 “一见钟情”式的美是更普遍更持久的。

关键词:美;好;现象学;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658(2006)01-0062-03

　　我们都知道 ,作为形容词 , “美 ”的最一般的意思是指

“美丽 、漂亮 ” ,而 “好 ” ,跟 “坏 ”相对 ,指 “优点多的;使人满

意的 ” 。在现实生活中 , “美 ”和 “好 ”这两个形容词经常同

时出现 ,或者干脆一起组合成 “美好 ”这一形容词 ,而且 ,这

两个形容词经常可互相替代 ,在意义内涵上包括了对方 ,尤

其是说 “美 ”的时候 ,往往更多涉及 “好 ”的意思 。例如 ,我

们经常说到 “一见钟情 ”和 “情人眼里出西施 ”,前者涉及到

的美是现象学意义上的美 ,而后者所说的 “西施 ”之美 ,则

更多地是指向 “好 ”了 。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 让我们先看看 “美 ”和

“好 ”的源初意义吧 。按照 《说文解字今释 》:“美:甘也 。从

羊 ,从大 。” “好:美也 。从女子 。”也就是说 ,羊大为 “美 ”,指

味道好 ,女子为 “好 ” ,指女色美 。因此可以说 , “美 ”和 “好 ”

原都与欲有关 ,前者与食有关 ,后者与色(性 )有关 。笠原

仲二通过对一系列与美有关的汉字在中国古文中的应用的

考证来研究古代中国人的审美意识 ,他得出结论:“通过以

上的考证 ,对中国人原初的美意识的本质或内容 ,我们可以

一言以蔽之 ,主要是某种对象所给与的肉体的 、官能的愉乐

感 。”
[ 1]
“要而言之 ,所谓中国古代人们的美的对象 ,可以说

最初主要是在感觉的 、官能的生活方面能使他们感到生存

的价值 、使他们充满活力的事物 。”
[ 2]
只是到了后来 , “美 ”

和 “好 ”的意思慢慢有了改变 , “美 ”用来指 “美丽 、漂亮 ”,

“好 ”趋向于伦理学方面的善 ,指 “善良 ”。但是 , “美 ”还是

经常跟 “好 ”搅在一起 , “美 ”的含义也分化为两个发展方

向 ,一是趋向于重视真 ,一是趋向于强调善 (好 )。前者追

寻所谓纯粹的美 ,注重对象的形式 、自然属性 ,偏重客观 、绝

对性;后者联系善 (好 )来谈美 , 注重对象的内容 、社会属

性 ,偏重主观 、相对性 。

在美学史上 ,关于美的观点多种多样 ,但似乎大体上都

可以归于上面两种之一 ,前者可以康德及现象学审美观为

代表 ,后者可以审美的意识形态理论为典型 。

康德从质 、量 、关系和方式四个方面对美进行了分析 ,

他得出结论 ,真正的美是超功利的 、无利害关系的 , “是一

种不受功利 、概念 、目的束缚的美 ,是一种用最纯真的眼光

来看世界所发现的美 。”
[ 3]
现象学美学吸收和发展了康德

的观点 。现象学用 “直观 ”和 “加括号 ”的方法 ,割断对象与

历史和未来的联系 ,割断对象与周围环境的联系 ,使对象从

背景中独立出来 。现象学还原 ,就是要排除客观的干扰 ,排

除自己以前的观念的干扰 ,要达到先验的自我 ,寻求所谓的

绝对真理 。用现象学的方法来观察对象 ,实质上就是判断

终止 ,没有想象 ,没有联想 ,没有思考和推理 ,完全是当下的

即时的一种直觉 。应用到审美研究上 ,现象学认为 ,审美就

是没有目的 、没有欲念 、没有想象 、没有比较的直接的突然

的直观 。杜夫海纳说:“美是被感知的存在在被感知时直

接被感受到的完满(即使这种感知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长

时间的熟悉对象)。”
[ 4]
我们注意 “直接 ”和 “完满 ”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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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 “直接 ”意味着是快速地 ,没有经过思考和分析 ,没有

想象和联想 ,没有进行综合比较 。 “完满 ”意味着被感知的

存在自成一体 ,与过去和未来没有联系 ,与周围环境也无

关 。杜夫海纳的另外两段话进一步阐明了这一观点 。 “美

的对象所表现的意义 ,既不受逻辑的检验 ,亦不受实践的检

验;它所需要的只是被情感感觉到存在和迫切而已 。”
[ 5]
我

们敢说 , “审美经验在它是纯粹的那一瞬间 ,完成了现象学

的还原 。对世界的信仰被搁置起来了 ,同时 ,任何实践的或

智力的兴趣都停止了 。”
[ 6]
他的意思是说 ,美与判断无关 ,

与实践无关 ,纯粹的审美经验排除了以前的观念的影响 。

杜夫海纳还用现象学观点对审美知觉和一般知觉进行

了区别 。他说:“事实上 ,审美知觉是极端性的知觉 ,是那种

只愿意作为知觉的知觉 ,它既不受想象力的诱惑 ,也不受理

解力的诱惑。想象力引人围绕着眼前的对象胡思乱想 ,理解

力则引人将眼前的对象纳入概念的确定性以便掌握它 。一

般知觉一旦达到表象 ,就总想进行智力活动 ,它所寻求的是

关于对象的某种真理 ,这就可能引起实践 ,它还围绕对象 ,在

把对象与其他对象联系起来的种种关系中去寻求真理 。而

审美知觉寻求的是属于对象的真理 、在感性中被直接给予的

真理 。”
[ 7]
在他看来 ,一般知觉的对象不是孤立的 ,而是与其

他对象联系在一起的 ,一般知觉寻求的不是某一单独对象的

真理 ,而是与这一对象相联系的也联系到其他对象的某种真

理;而审美知觉的对象是单一的 、完满自足的 ,与其他对象无

关 ,它寻求的就是属于这一对象自身的真理 。

现象学所说的美 ,与 “一见钟情 ”式的美很相似 。 “一

见钟情 ” ,就是一见面就被对方的美所吸引 、征服 ,立即产

生了爱情 。这种情况下 ,对象的美是直观到的 、直觉到的 、

外在的 ,仅仅是容貌的 ,多是自然的仪表的美 。因为你对对

象并不了解 ,也没有考虑对方是否有很多缺点 ,是否心地善

良 ,是否体贴人关心人 。家庭背景 、学识素养 、职业薪水 、思

想品行 ,所有这些 ,你都没有考虑 ,也来不及考虑 ,而你就觉

得对方很美 ,这种美与内在的心灵美没多大关系 ,也就是

说 ,是比较纯粹的 “美不美 ”的问题 ,而与 “好不好 ”没有多

少关系 。

实际上 ,在考虑人的美时 ,完全与善无关 、不涉及 “好

不好 ”的美是几乎没有的 。 “一见钟情 ”式的恋爱婚姻往往

不能长久 ,就是因为作为一种社会美的人的美 ,善 (好)是

非常重要的构成因素 ,也就是说心灵美往往比外表美更重

要 。在选美大赛中 ,不仅要看外表 ,还要看才艺 ,还要知识

竞赛 ,要回答一些问题 。

现象学提倡 “回到事物本身 ”,寻求绝对的真理 ,实际

上这是不可能的 。在观察认识事物时 ,人不能完全排除客

观的干扰 ,也不能排除自己以前的观念的干扰 。人总是处

于特定的时空中 ,属于一定的民族 、阶级 、时代 ,具有一定的

认知结构 ,有一定的观念 ,总是处于一定的意识形态的控制

下 。因此现象学所强调的完全没有目的 、超功利 、无利害关

系 、切断时空的审美是不存在的 。可以说 ,所有的美都与好

(善)有关 ,或多或少 ,只是程度问题 。其实 ,我们前面说的

“一见钟情 ”式的美 ,也积淀了 “好 ”的成分在内 。在审美过

程中 ,对世界的信仰不能像杜夫海纳所说那样被搁置起来 ,

实践的或智力的兴趣也不会完全停止 。审美是与趣味有关

的 ,而趣味往往不过是一些习惯而已 。其实 ,很多像趣味这

样看起来像是自然的 、天生的事实 ,实际上却是社会的 、文

化的事实 。

在欣赏美的过程中 , 与在创造美(艺术 )的过程中一

样 ,必然伴随有想象过程 。审美知觉并非与想象无关 ,特别

是在欣赏艺术美的过程中 。艺术美的生成关键在于意象的

生成 ,而意象不是客观对象本身 ,而是一种纯粹的幻象 ,其

本质特征是 “对象不在现场但却有所呈现的某种方式 ”。
[ 8]

要生成意象就需要想象 。 “想象活动所针对的是一种作为

物体不在现场或非存在的对象 ,它所借助的是一种只作为

所针对对象的近似代表物存在的物理的或心理的内

涵 。”
[ 9]
“意象的出现是在我们不再阅读或注意力开始分散

的时候 。但是 ,当读者埋头书中的时候 ,心里意象是不存在

的 。”
[ 10]
没有想象的直观看到的仅仅是现实的东西 ,如线

条 、色彩 、画布什么的 ,只有我们不在看的那一刹那或者说

视而不见的那一刹那 ,也就是想象参与进来的时刻 ,意象才

能生成 。对于现实的东西与意象 ,萨特举了一个很好的例

子来区别:“查理八世的肖像 ,这幅画本身 ,作为一种现实

的东西可以是或明或暗的 ,其色彩可以是有些退色的 ,也可

以是变得昏暗了的 ,因为它所具有的是一种存在于世界之

中的特性 ,它的客观本性依赖于被当作是一个时空整体的

现实 。但是 ,如果我在那画上所把握到的是作为意象的查

理八世的话 ,那么 ,所把握的对象也就不再可能会有所改变

了 ,譬如明暗的变化 。”
[ 11]

审美知觉也并非如杜夫海纳所说的与知识经验无关 ,

与理解力无关 。审美知觉中往往包含了经验 ,积淀了推理 。

如齐白石的国画 《蛙声十里出山泉 》, 我们并没有看到青

蛙 ,更没有真正听到蛙叫 ,只是看见几只小蝌蚪在小溪里畅

游 ,但我们却能结合标题 ,凭借经验 ,通过推理 ,由蝌蚪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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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 ,进而想到蛙叫 ,进入作者创造的美的意境中 。当然 ,

这里的推理是直觉式的 ,快速短暂的 ,不加思索的 。

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纠正了康德 、现象学美学的极端化

观点 ,把美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把美与好联系起来 。伊格

尔顿认为 , “从某个角度看 ,审美等于意识形态 。”
[ 12]
“意识

形态一方面是一种众所周知的东西 ,是一堆陈腐的 、毫无吸

引力的格言;另一方面 ,这堆影响及我的陈词滥调却是相当

强有力的 ,足以迫使主体去杀人或自杀 ,因而它牢固地保证

了独特的同一性的基础 。”
[ 13]
只要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 ,

都会受一定的意识形态的控制 ,他的思想观念 、行为方式 、

生活习惯等等 ,都会受到特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都逃脱不

了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 。个人的审美观总是具有一定的阶

级性 、时代性 、民族性 ,这样必然涉及到价值观和伦理观 ,包

含 “好不好 ”的问题在内 。审美在表面上表现为个人的事

情 ,实际上是历史的 、社会的 、文化的东西在个体身上的积

淀 ,正如伊格尔顿所说 , “意识形态观点既完全是我的观

点 ,又是一种完全无主体的真理……”。
[ 14]

意识形态审美理论强调了美与好的关系 ,承认美中有

好的因素 ,承认美的功利性 ,承认美与概念 、目的 ,甚至欲望

有关 。这种观点使美学更具现实性 ,更能解决日常生活中

的审美问题 。 “情人眼里出西施 ”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审美

观 。在情人眼里 ,对方似乎样样都好 ,好像没有缺点 ,即使

有也似乎可以忽略不计 ,好像越看越顺眼 ,越看越美 。这是

日久生情 ,因爱而美 ,这种美趋向于内在的心灵的美 ,而淡

化了外表的美在总体中的分量 ,更多地关心的不是纯粹的

外在的 “美 ”,而是内在的 “好 ” ,也就是把 “美不美 ”的问题

更多地转化成了 “好不好 ”的问题 ,只不过还用 “美 ”这个范

畴来表达而已 。 “一见钟情 ”是因美而爱 ,这里的美与好联

系不是那么明显 ,比较近似于现象学所说的直观到的美 ,但

是它也是多少积淀了 “好 ”的标准在里面 ,与欣赏主体的观

念 、目的 、欲望等有关 。

正因为我们常说的 “美 ”往往内在地包含了 “好 ”的成

分 ,所以一个人要变得美 ,光注意化妆整容是不够的 ,更重

要的是提高自己的素养 。判断一个人美不美 ,人们很在乎

气质 ,而气质实际上包含了许多 “好 ”的因素 。实际上 , 在

《现代汉语词典 》中 , “美 ”不仅有 “美丽;好看 ”的意思 ,还有

“令人满意的;好 ”的意思 。我们说有些人 “漂亮而不美 ”,

就是说其虚有其表 ,金玉其外 ,败絮其中 ,乍一看挺好看 ,一

交往就令人烦 , 并不觉得其美 。而有些人并不漂亮 ,却很

“耐看 ” ,越 “看 ”越美 。这实际上就是 “好 ”在作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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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eautyandnicenessareusuallycloselyconnectedandinterrelated.Inmanycasestheycanbe

usedinterchangeably.Inphenomenology, thereisnobeautywithoutniceness.Phenomenologically, beautyin

firstsightloveisapurebeauty, butinblindlove, itismorenicenessthanbeauty.Thebeautyinblindlov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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