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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英国鉴赏家群体的兴起
!

刘贵华

摘
!

要*近代早期英国兴起了一个新的文化群体!!!鉴赏家&鉴赏家群体的兴起与近代

早期英国在经济%政治%思想方面的变迁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鉴赏家群体的兴起也改变了

贵族的文化生活方式与文化知识的价值功用'推动着近代科学的发展'影响着英国社会变

迁的进程&

关键词*近代早期+英国+鉴赏家群体+兴起

近代早期,

!$&&*!'$&

年-英国兴起了一个新的文化群体000鉴赏家,

K1:80/2/

-&鉴赏家群体于
!$

世纪末
!)

世纪初随着英国人文主义运动的兴起而出现'在
!)

世纪末
!'

世纪上半叶最为活跃'直到
!+

世纪才逐渐衰减&他们作为新生活方式的消费群体'活跃于英国文化生活的各领域'引领着近代早期英

国文化的发展方向&鉴赏家群体的出现不仅改变了贵族的文化生活方式'而且也改变了英国文化知识

的价值功用'推动着近代科学的发展&但是'在国内对文艺复兴时期学术进行的研究中'.鉴赏家/却不

太受学者们的关注&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粗浅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鉴赏家群体的构成特征

鉴赏家一词自
!'

世纪以来就被不同的学者广泛使用'所指对象却不尽相同&较早使用鉴赏家一词

的是近代早期的学者亨利1皮查姆,

!$')*!)#%

年-&他适应贵族文化的需要著有(完美的绅士)一书'

该书在当时被视为鉴赏家手册&作者在(论古迹)一章中'将拥有雕像%碑铭和钱币的人视为鉴赏家&如

他所言*拥有这类昂贵的%属于君主们的或反映君主们思想的珍品88精于此类事物者'用意大利语说

是鉴赏家!&近代早期'该词也通常指进行文学%艺术作品欣赏与收藏的人&如研究近代早期英国历史

的学者露西1哈钦森在考察当时著名的文化艺术赞助人%鉴赏家科洛勒尔1哈钦森时评价说'他.是一

位著名的鉴赏家/'正尽可能地收集所有杰出艺术家们的作品'并考察.这些人在绘画%雕刻和所有其它

类似的能激起好奇心的作品/"&通常情况下'近代早期的鉴赏家也是业余科学爱好者的自称#&如研

究
!'

世纪英国科技文化史的卡森1塞缪尔1邓肯指出'从事科学实验与研究的皇家学会会员.被称为

哲学家'或更经常地被称为鉴赏家/$&皇家学会早期会员罗伯特1波义耳于
!))&

年在(物理力学的新

实验)中也将他的同仁们称为鉴赏家&可见'近代早期的鉴赏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群体'既包括古

钱币%碑铭等古物的鉴赏%收藏者'也包括文学%艺术作品的鉴赏%收藏者'甚至包括从事科学实验与研究

的人&

虽然鉴赏家群体构成相当复杂'但大体分为两类*.古物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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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贵华*近代早期英国鉴赏家群体的兴起

者/,

8D9@O@890:2/72E19>E9

-&古物研究者是鉴赏家群体兴起之初'对热衷于收藏手稿%绘画作品以及其它各类古物者

的总称'他们是早期的鉴赏家&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这一文化群体大量收藏钱币%徽章%雕刻%手稿'并纷纷著书立

说'呼吁贵族要.勤于考察古代作品中著名的人物'并尽一切可能购买这些书籍/!&不仅如此'他们也在伦敦成立了古

物研究者学会,

8D9F/E198

5

/73>8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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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与古物研究相关的知识纳入学校教育的范畴'建立宫廷学院'发展纹章

学院'交流%传授雕刻%绘画%纹章学%古物知识%钱币%徽章等能给研究者带来愉悦之情的知识&古物研究者推动古物研

究活动在当时的文化生活中异常盛行'英国历史上由此掀起了一场古物研究者运动,

8D9@>81

a

0@:1@>O/K9O9>8

-&这场

运动呈现以下特征*一是参与人数众多&上自君王'下到普通绅士'甚至是一些富有的中间阶层人士都对古物研究投入

了极大的热情'以致.了解绘画%纹章%钱币%雕像等成为一名绅士的标志/"&二是藏品范围广'各类徽章%雕塑%钱币%绘

画作品%古代文稿等都是古物研究者的收藏对象&如英国鉴赏家之父阿伦德尔伯爵以.藏有丰富的徽章和雕塑/而闻名&

他的.阿伦德尔之家/,

8D93:0>A94H/029

-是英国最好的古代雕塑品收藏所'陈列着古希腊%罗马时期著名人物的大理石

塑像&三是藏品全&古物研究者依据个人喜好与需要'往往会尽可能地收藏相关藏品&如威廉1弗利特伍德是伊丽莎

白女王统治时期的一名律师兼国会成员'也是一名小有名气的法律古物研究者&他.收藏了有关英国历史与法律的绝大

多数手稿/#&

近代早期的鉴赏家也以业余科学爱好者的形象存在&之所以称这一时期的鉴赏家为业余科学爱好者'一方面在于

!'

世纪中叶以后'鉴赏家群体的主要兴趣逐渐从古物研究转向早期的科学实验与研究&如第九代诺森伯兰伯爵从事解

剖学%宇宙学%炼金术和蒸馏法等的研究'获得了.术士伯爵/的雅号$&不仅如此'他还供养大量学者'研究光学定律%数

论%太阳黑子%木星卫星+设立实验室'提炼长生不老仙丹'研究永恒运动%&对科学的兴趣在当时贵族文化生活中变得

格外引人注目&人们开始认为'.一个有文化的绅士忽视科学的魅力是近乎反常的事情了/'&

!)#$

年'有着共同兴趣与

爱好的鉴赏家组成了一个.无形学院/&他们定期到格雷莎姆学院的天文学教室集会'讨论在自然界中.能看到%触摸到%

感觉到或听到的所有事物/'而不是研究.神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政治%文法%修辞或逻辑学/(&

!))&

年'英国建立第

一个研究自然科学的组织'该组织发展成为伦敦皇家学会'并在三年后创办了(自然科学汇报),

6D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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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刊发会员们的最新研究成果&业余科学爱好者对皇家学会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

年皇家学会
!%!

名

会员中'

!+

人是大贵族%

""

人是从男爵和骑士'

#'

人是乡绅'

%"

人是博士'

"

人是神学学士'

"

名人文硕士'

+

名外国人)&

很明显'绝大多数会员是有闲的绅士'他们作为业余科学爱好者承担起早期科学研究的重要责任&另一方面'鉴赏家与

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无论是在科学研究的目的还是在对待学术的态度上都是有区别的&近代早期'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家是培根主义思想的追随者&他们进行科学实验与研究的目的在于努力认识自然而不仅仅是叹赏自然之美&因此'培

根主义者往往会进行长时间的%细致的实验与观察'并采用科学实验与数学推理%逻辑论证相结合的方法认识自然&他

们才是孜孜不倦于科学实验与研究的耕耘者&而鉴赏家大多不具备培根主义者的科学精神&鉴赏家进行科学实验与研

究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好奇心或者是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感&对鉴赏家们而言'实验科学既没有实际用途'研究起来也太

枯燥'不具备娱乐性&因此'鉴赏家缺少对纯科学进行深入研究的兴趣'他们仅仅是科学实验与研究的浅薄涉猎者&

尽管近代早期的鉴赏家群体以业余科学爱好者的形象出现'但并非所有的鉴赏家都只是业余科学爱好者&他们中

也不乏醉心于科学实验与研究的人&这些人既是著名的鉴赏家'也是深切关注科学发展并推动着科学进步的人&如著

名的鉴赏家约翰1威尔金斯博士是无形学院创始人之一'他在机械力学%天文学方面的贡献不可忽视&以鉴赏家自称的罗

伯特1波义耳'被称为皇家学会的灵魂'他.在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方面的研究工作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罗伯特1胡

克被誉为皇家学会的.双眼和双手/'在力学%光学%天文学等诸方面都有重大成就&约翰1雷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植

物学家/&*

虽然近代早期的鉴赏家大致分为上述两类'但古物研究者与业余科学爱好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一些业余科

学爱好者本身也是古物收藏者&如前所述'皇家学会早期会员中'有许多人是有闲的绅士'他们既对科学实验与研究感

兴趣'也大量收藏古物珍品&在学会每周聚会时'他们不仅交流科学研究的最新动态'也常常展示自己收藏的珍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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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分藏品被保存在格雷莎姆学院的.怪物与空想之房/中!&古物研究者与业余科学爱好者只是从人文文化与科学

文化领域对鉴赏家群体进行的分类'这两个文化群体的出现表明近代早期鉴赏家活跃于英国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生活

的各个领域'.学术%自然科学%古物研究%文学和纯艺术史都是鉴赏家普遍涉猎的范围/"&

二%鉴赏家群体兴起的原因

鉴赏家群体的兴起与近代早期英国在经济%政治%思想方面的变迁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近代早期英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为鉴赏家群体的兴起提供了物质保障&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可以用恩格尔系数

定律加以阐释&恩格尔系数是德国经济学家恩斯特1恩格尔,

!+"!

0

!+()

年-提出的'指个人或家庭用于购买食品的支

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他借此阐明一个规律*家庭或个人的经济收入越高'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越小'而用于文

化娱乐等非生活必需品方面的支出越高&依据这一理论'作为文化消费的鉴赏活动只有在拥有较高经济收入的情况下

才能进行&近代早期英国推行圈地运动'没收修道院的财产'开拓了美洲殖民地'建立股份公司&这些经济活动与措施

无疑增强了英国的经济实力'而贵族阶层则分享了这一时期逐步增长的财富&.在
!)

到
!+

世纪期间'贵族仍然是英国

最富有的社会阶层'贵族富豪的例子俯拾皆是&/#.坦普尔勋爵自夸6有大量的闲钱7'威廉1普尔特尼留下了一百多万'

据认为'第二代弗利勋爵在
!'))

年留下了年产值为
"!&&&

镑的不动产%年产值
'&&&

镑的矿山'还有
$&&&&&

镑的基金投

资&/$巨额的财富为高昂的文化鉴赏活动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如近代早期一位著名的鉴赏家为了搜集.一两盒鹅

卵石或贝壳'一打黄蜂%蜘蛛%毛毛虫/'不惜到各地旅行'在欧洲各地设置办事处'并频繁地考察各地的铁矿%煤矿%石矿

基地%&可以说'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就不会有文化鉴赏活动的产生'也就不会有鉴赏家的存在&

其次'近代早期英国官僚机构的确立推动着鉴赏家群体的出现&都铎君主亨利八世推行管理机构的变革'建立起以

国王%枢密院%国务大臣和财政大臣为核心'直接对君主负责的官僚机构&亨利八世推行的这一.都铎政府革命/'改变

了中世纪以来由君主治理国家'王室与政府不分的管理格局&历经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之后'英国官僚机构基本确立&

官僚机构的形成与确立直接影响着贵族的文化生活&都铎时期随着官僚机构的形成'英国官僚群体逐渐膨胀起来&在

国家对人才需求增加的历史背景下'贵族们纷纷以出任官职'为国效力为己任&但到
!)

世纪末
!'

世纪初'斯图亚特王

朝统治时期'英国.官僚群体膨胀/的现象已经结束了'出任官职的机会因此大大减少(&在此史境下'部分贵族子弟将

兴趣转向文化鉴赏活动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这一点可以从近代早期两部名著的写作主旨中得到反映&生活在都铎时

代的托马斯1埃利奥特爵士,

!#(&

0

!$#)

年-著贵族子弟的必读书籍000(统治者必读)'意在将贵族培养成未来的统治

者'让他们.在公众事务中'树立正义的标准/)&而近代早期行将结束时'奥巴代亚1沃克,

!)!)

0

!)((

年-所著'风行于

英国上流社会的(论教育'尤其是年轻绅士的教育)'则提出贵族应该将时间主要用在体现个人.特别喜好/的事情上'尤

其是学习.历史%古物研究%语言+自然史%实验%医学%外国法律%数学%天文观测%雕刻/等具有.创见性的学习/方面*&

这两部著作都对当时贵族精神的塑造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前者强调的是个人对国家的责任与义务'而后者强调的则

是个人的愉悦与快乐&

再次'近代早期英国古典文化的积累为鉴赏家群体的兴起提供了文化基础&鉴赏家的文化活动需要有以一定的文

化知识为基础&皮查姆曾以雕塑品的鉴赏为例说明了这一点&他认为'要成为一名优秀的雕塑品鉴赏家'需要具备四个

条件*一是熟悉.历史%诗歌/等古典文化'了解古典时代不同雕塑品的.性质与标识/&二是熟悉.古钱币/上英雄%君主们

的图像'可以利用图案的相似性辨别雕塑品&三是拥有一本最权威的雕塑品大全000(雕塑图与当今罗马鉴赏家)'该书

收录了所有重要的雕塑品&四是到各地.实地考察/+,-&以上四种能力中'前后两点注重的是文化素养'另外两点注重的

是专业技能&像雕塑品的鉴赏一样'其它文化鉴赏活动也是既需要专业技能'也需要拥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尤其是古典

文化知识底蕴&

!$

世纪末%

!)

世纪初'人文主义思想从欧洲大陆传到英国以后'古典文化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这一时

期'英国不仅出现了传播古典文化的文法学校%大学学院'而且大量出版了传播古典文化的著作'对古典文化的赞助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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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贵华*近代早期英国鉴赏家群体的兴起

经成为.时代的气质与风尚/!&当时人们要接受古典文化的熏陶是一件非常便利之事&他们不仅可以通过上学或购买

书籍后自学的方式研习古典文化'也可以通过到欧洲大陆游学的方式'也就是皮查姆所言的.实地考察/的方式'感受古

典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成就'学习语言%古典文化与艺术&尤其是大陆游学'.能教他们审美知识%古物方面的知识'以

及塑造一名鉴赏家的理解力/"&可以说'鉴赏家在近代早期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古典文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

结果&

三%鉴赏家群体的社会影响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面对科学革命的冲击'鉴赏家群体的黄金时代无可挽回地结束了&但作为
!)

%

!'

世纪出现的

一种新文化现象'鉴赏家群体的兴起仍然深深地影响了
!'

世纪英国的知识与文化生活&

鉴赏家群体的兴起改变了贵族的文化生活方式&受中世纪骑士文化的影响'都铎王朝早期的贵族热衷于放鹰养犬

而鄙视文化知识的学习&理查德1佩斯曾经回忆一位保守主义绅士对文化知识的态度时说'.我对主发誓'我宁愿自己

的儿子上绞刑架也不愿意他学习文化知识&因为绅士之子恰当地吹响,狩猎-的号角'娴熟%雅致地狩猎'带着猎鹰并对

之训练才是得体的&而学习文化知识应该留给农夫之子,去做-/#&但都铎王朝中后期'随着鉴赏家的出现'贵族们纷纷

追求文化知识&

!)!#

年'当托马斯1费尔法克斯爵士送长子到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读书时说*.我最关心的'过去是'现在

仍然是将我的儿子培养成一名学者&/$

!)%"

年'约翰1斯特罗德爵士则明确地告诫儿子*.对绅士来说'学问像一颗镶在

金戒指上的钻石*两者相得益彰&/%文化知识成为贵族追求的目标&这一时期英国诞生了许多贵族知识分子'如伊彼法

尼1伊夫舍姆绅士是斯图亚特王朝初期英国最著名的雕刻家'纳撒尼尔1培根爵士是最著名的画家之一'罗杰1普拉特

骑士是
!'

世纪中期最著名的建筑家之一'&鉴赏家群体的兴起推动近代早期的贵族从中世纪的骑士转变成学者型的

绅士&他们致力于古物研究%建筑学%早期科学实验'收集书籍%绘画品'也鼓励%赞助诗人%作家%知识分子%科学家%雕刻

家%工匠和建筑家等'成为英国文化生活的主导者&他们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才艺表明'近代早期的贵族比百年前英国普

通绅士拥有.更浓厚的知识兴趣与更高的学术成就/(&

鉴赏家群体的兴起改变了文化知识的价值功用&受人文主义运动的影响'都铎时期的文化知识主要为世俗社会服

务&时人认为'.如果长期醉心于学习'而不在实际生活中显示它的成效',这样的知识-是没有用的/)&.为了国家利

益/'将知识运用于现实生活'才是.最值得称道的/*&为此'任何学科的学习都围绕其实用价值展开&如埃利奥特的

(统治者必读)中提到绘画与几何学'甚至提到.观察各类人群%野兽%贝类%鱼类%树木%灌木%草本植物/等宇宙学的学习'

但其出发点在于强调这些知识对.农耕与战争/的实用价值'而不是给研究者个人带来的精神享受+,-&如前文所述'随着

都铎官僚机构的确立'加之近代早期大学教育的发展'接受过良好教育'并以服务于君主'为国效力为己任的贵族人数日

益增多'甚至超过了国家对公职人员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贵族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学术领域&他们出于自己的

兴趣与爱好'为了获得个人精神上的满足感而不是为了追求在政府部门中任职而追求知识&文化知识的价值功用由此

从实用性转向休闲娱乐性&如亨利1皮查姆在(完美的绅士)中指出*.通过历史与各个时代中最明智的人交谈是一件多

么美好的事情+洞悉最令人愉悦%令人赞赏的数学%诗歌%图像%纹章学等知识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

鉴赏家群体也推动着近代科学的发展&在科学史上'鉴赏家备受诋毁&早在
!'

世纪'从事纯科学研究的学者就将

鉴赏家视为.可怕的人/'认为他们是科学发展.最大的敌人/+,/&现代学者也认为'鉴赏家.在英国科学技术发展中发挥

的作用非常小/+,0&虽然鉴赏家追求休闲娱乐'他们对科学浅薄涉猎的兴趣确实很少能够直接丰富科学的成果'但他们

对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仍然是不容忽视的&鉴赏家不仅培养了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热情'而且也传播了早期的科学&

中世纪的学术研究中'神学和人文学科比科学更受尊崇&.文学是一个人可以为之献身无遗的一项职业'而科学充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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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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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一个人可以偶尔搞搞的业余嗜好&/!而近代早期的科学则成为大多数贵族的.业余嗜好/&查理二世本人对化学

和航海颇感兴趣'从而为世人树立起榜样&鲁珀特王子称赞自然哲学事业并躬亲这类活动&马修1黑尔爵士和基帕尔

福特勋爵专注于流体静力学的一些问题"&鉴赏家们普遍的.业余嗜好/有助于把科学确立为一种在社会上受人尊重的

事业'培养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热情&不仅如此'鉴赏家也积极支持纯科学研究的发展'传播了早期的科学&如白金汉

公爵是一位著名的鉴赏家'他拥有那个时代藏品最丰富的画廊'也对科学实验与研究有着相当浓厚的兴趣&他委托植物

学家约翰1特雷德斯坎特,

!$'&

0

!)%+

年-负责处理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尤其是弗吉尼亚%百慕大%纽芬兰岛'东印

度等地的商人之间的事务'以此赞助他收集来自这些地方的.各类珍稀的野兽%家禽和鸟类%贝壳%皮草和石料/等标

本#&公爵与特雷德斯坎特的合作'促成英国建立了.第一个自然史博物馆/'.该博物馆是英国所有其它博物馆的典

范/$&可以说'鉴赏家对科学兴趣的培养'对科学研究的赞助为
!'

世纪天才科学家的诞生'为科学革命的发生提供了

较充分的基础&

综上所述'鉴赏家群体的兴起是在近代早期英国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史境下产生的一种新文化现象&作为一个

新的文化群体'鉴赏家活跃于英国文化生活的诸多领域&他们不仅作为古物研究者'大量收藏钱币%徽章%雕刻%手稿等'

活跃于人文文化生活领域'推动着古物研究者运动的进程'也作为业余科学爱好者'积极参与%赞助科学实验与研究'活

跃于科学文化生活领域'推动着近代科学的诞生&鉴赏家群体的兴起折射出近代早期英国在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方面

的变迁'也在客观上改变了贵族的传统形象'将贵族由中世纪尚武轻文的.赳赳武夫/转变为近代社会中通晓文化知识的

.完美绅士/%'推动着英国贵族群体的近代转型&

!#

作者简介*刘贵华'江汉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湖北 武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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