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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艺术的象征本质
!

###兼论中世纪的艺术和美学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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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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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艺术的本质是象征而非模仿'这一本质是从头等重要的柏拉图形而上学二元论

推论出来的&即!艺术是对超感性的更高更完美存在的认识与渴望&这种更高的存在不可

能被艺术的感性形象直接模仿&但却可以通过某种幽暗神秘的符号方式被间接地象征'

因此&象征是艺术的更高等级的形式&象征意味着从感性出发触摸更伟大的精神事物是可

能的'与希腊罗马时代和文艺复兴之后支配着艺术的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原则不同&中

世纪是被精神原则和超验主义所主导的时代&中世纪的艺术乃至生活本身都是象征的&因

此对于理解艺术的象征本质来说&中世纪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一个范本&产生了其完美性

至今令我们惊叹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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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估中世纪艺术与美学的价值

美学是人类对美的本质和艺术的本质的理论思维'古代的美学观念把美看作是世界

的存在本身的一种自在的完美性&而把艺术之美看作是对完美世界的补充和完善'但柏

拉图之前对艺术本质的理解是一种非反思的自然主义一元论&认为自然的存在本身是完

美的&艺术是对这种自然之美的模仿'柏拉图的二元论&把统一的世界整体划分为*可感

知的自然世界+和*可思考的理念世界+两个层面&美作为存在本身的完美性乃是感性自然

世界之上更高的超越性世界的开显&于是可见之美与不可见之美的关系成为美学的基本

问题&艺术的反思性本质第一次被发现!艺术作品是对终级存在之完美性的象征&即通过

可见之美表现那更高(更深刻的不可见之美'象征使非感觉的东西成为可感觉的&从而使

可见之美与不可见之美成为一种伟大的二元性&艺术因其象征性而必然是伟大的'从模

仿性艺术到象征性艺术&是人类反思艺术本质的一次革命&象征性成为从柏拉图(普罗提

诺一直到中世纪所采取的艺术观&也使柏拉图这位艺术的批判者成为美学当之无愧的奠

基人'

然而近代以来&美学发生了深刻的转向&古代美学的自然态度和二元论态度先后退

隐&近代自我意识的无限反思态度开始觉醒&人们发现在艺术的可见之美与不可见之美之

间似乎有着无法弥合的裂隙'近代美学的总趋向是将更高存在的不可见之美这一超越性

维度予以搁置&而把实体性的写实与模仿重新确定为艺术的唯一维度和第一原理'由于

艺术的深层结构必然包含感知的维度&这就使审美经验对理解艺术的本性成为决定性的

东西'美是感觉认知的完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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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美学对美的这一

定义重新把美的本质限定在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一元论的论域之中&取消了柏拉图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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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为美学设置的存在论基础'笔者认为&未来美学最重大的观念变革是从*感觉的完美性+转向*存在的

完美性+

!

&这意味着回归柏拉图和普罗提诺所开创的古典美学传统&重新发现艺术的象征性本质'

通常把中世纪看作艺术史的荒芜时期甚至*黑暗时代+&这只是近代美学带来的一种贫乏的庸常之

见'的确&中世纪拒斥艺术品的感性之美&贬低除音乐之外的几乎一切实体性的艺术形式&这种态度与

古代和文艺复兴之后的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立'早期基督教更是把艺术看成伪善(情欲(虚荣和贪婪的

产物&最后发展到大规模破坏来自异教的建筑和精美艺术品&圣方济各就宣称&为了让人类知道真正的

美来自上帝&上帝派他来踏平尘世上的美'重要的是要看到&在中世纪这种态度的背后&隐藏着对艺术

和美学的存在论基础的极其深刻的领会&可以说&中世纪观点最完整地保持了对柏拉图二元论和存在完

美性理念的原初理解以及对艺术的象征本性的原初理解'中世纪态度的历史出发点是!古代世界的崩

溃见证了人的感性存在的堕落和毁灭&自然主义基础上的模仿和写实原则把艺术的焦点对准自然与人

的现实存在&从而将艺术置于错误的存在论基础上&其不良后果是取消了精神之不可见之美的维度'有

鉴于此&中世纪的宗教态度把注意力从物质转向精神&从感性的外在世界退隐到心灵的内在生活'早期

基督教沉迷于对更高的不可见的精神世界的冥思&完全被精神世界的优雅和光辉所吸引&可见之物及其

感性魅力根本无法引起他们的关注&以至失去了重要性和真实性'对基督徒来说&基督死而复活这一事

件足以战胜感性存在的一切形式&并宣告世界的本质变成了精神&以至于*基督教的二元论只是争取实

现更高级的或精神性的一场艰苦斗争的外部征候+

"

'就中世纪对精神原则的推崇来说&首先可以肯定

它真正建立起了*人之为人+的正确的先验图景&并将艺术的本质置于正确的存在论基础上&因为这种态

度改变了艺术的概念&艺术不再以自然为标准&而是以精神超越现实的完美性为标准'中世纪艺术真正

关心的不是艺术品本身&而是如何表现另一世界的存在与美&这一观点是当时的普遍信念&形式上表现

为启示宗教&其本质则是精神原则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观点&不管人们对它的领悟多么粗糙&重要的是

这里包含着对世界的二元论结构和人的精神本质的正确理解'

早期基督教美学的重要一步&是把完美性落实于上帝身上&从而将其规定为不可见之美'自伪狄奥

尼修开始&美成为上帝的名字和属性&上帝代表着最高的实在性即无条件的完美性&是万物的标准和尺

度&尘世事物$包括艺术品%的可见之美&只有在其作为上帝之美的反射和流溢时才是有意义的而非虚幻

的#

'如此&美的概念失去了它在古代取得的自然意义&美不再是观看和体验的对象&而变成了一个先

验的纯粹思辨的对象&隐身于神秘的不可见的形上之域&只有通过某种特殊的形式才能在世界中表现自

身'美的神圣化和神秘化的实质是艺术从经验领域转移到先验的形而上学领域&成为存在论问题&而把

艺术中固有的感性与理性之间的矛盾表述为可见之美与不可见之美的关系问题&这意味着艺术在古代

感性世界崩溃之后被重新置于柏拉图二元论的框架中去理解&使其获得更清晰的反思性意义'由中世

纪提出的可见之美与不可见之美的理论&是美学史上出现的最独特(最深刻的艺术理论&根据这种理论&

艺术不可能是对自然的单纯模仿&而是更复杂的对于精神性的原型世界的象征'如果上帝通过可见之

美显现自身&可见之美就不纯粹是物质性的&所有的被造物作为上帝的作品都是上帝之美的显现和流

溢'由于艺术之美被理解为原型世界之美的摹本&早期基督教艺术作品获得了一种所有其他时代艺术

所不曾有的崇高价值和象征意义!*由于这一点&人的心灵完全觉醒以后&便从可见之美上升到了不可见

之美'+

$

二(象征的概念

艺术的本质是象征而非模仿'这一信念是从头等重要的柏拉图二元论推论出来的&即!艺术是对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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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的更高更完美存在的认识与渴望&这种更高的存在不可能被艺术的感性形象直接模仿&但却可以通

过某种幽暗神秘的符号方式被间接地象征'因此&象征是艺术的更高等级的形式&象征意味着从感性出

发触摸更伟大的精神事物是可能的&但这种认识不是直接性的&而是反思性的&由此产生了对艺术本身

的真正的审美理解&即!艺术是美的&因为它是以可见事物与不可见事物在形上意义上的原初相似性为

基础的'

艺术中的象征是原型与摹本(理念与形象的关系&它指向自身以外更美好的东西'但艺术的象征关

系又不同于普通意指符号的指示功能&象征作为符号借助理性的指引和想象力的鼓动&总是把自身的意

义扩展到不确定的边界&它是人的世界与神的世界之间的一道帷幕&我们永远无法在*适当的象征+与

*不适当的象征+之间划定一条清晰的界线'因此象征的意指关系具有不确定性&正是象征的这种不确

定性成为一切成功艺术的必要条件'对于美学的理论思维来说&艺术中的象征是感性事物通向超感性

事物唯一可能的存在论道路&象征意味着符号的涵义超出了自身&而存在于在它之外的某个所指中&比

如用十字架象征基督&用大教堂象征天堂'象征的这种不确定性根源于理念与形象(原型与摹本之间的

不对称性&象征的力量也恰恰在此&这种不对称性越强&象征就越是难以捉摸和充满意义'反之&如果不

对称性消失&意义穿透了形象&实现了*理念与形象的完全符合+&象征就变成了确定性的同一性&其结

果&可见之美与不可见之美的二元论结构被取消&原型世界退隐&艺术作品本身就是最高的存在'近代

西方美学的整个倾向就是将象征的神秘性变成实证性&悬搁原型世界的存在&而把艺术品本身当作超感

性的更高存在的代用品&加以无限的崇拜'这就是近代以来大行其道的*艺术自主性+信条'溯其源流&

中世纪关于象征的争论大约相当于在原型与摹本的关系上各执一端'早期基督教曾竭尽全力去认识那

更高的超感性原型世界&把艺术当作那个世界的象征或符号&但符号本身没有重要性&艺术品本身无须

精美&只要它能唤起对真理的记忆就行)晚期基督教则逐渐淡化对原型世界的热忱&而开始关注艺术本

身的美&视觉和听觉的重要性日渐突出&这意味着象征可能会停留在认识真理道路的半途上不再前进&

屈服于艺术品的魅力而不再向往它所象征的那个真理'奥古斯丁早就提醒&败坏我们的不是象征&而是

对象征的入迷'象征是真理的一道帷幕&如果迷恋于帷幕本身的美就会忘记真理&这就是后来近代西方

美学所走的路线'伽达默尔这位深刻地批判了审美经验论的哲学家&在象征问题上却没有超出近代美

学的视域'当伽达默尔认为艺术参与了其所表现的原型事物的存在&实现了*存在的扩充+并带来了*更

多的意义+

!

&他无疑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他对原型概念的理解很少想到那种原初的更高的存在&他承

认在艺术所意指的东西中*还有更加本原的东西存在着+&但那个*更加本原的东西+是什么, 回答是!艺

术表现某物时所呈现的*感觉的丰富性+及其带给我们的感动和赞叹"

'这就完全退回到近代美学的意

识形态'正如荣格所指出的&这种对于作为原型的神圣形象和看不见的精神事物的遗忘&造成了*象征

的惊人贫瘠+&*我们是基督教象征体系的确实的法定继承人&但不知怎么我们却浪费了这篇遗产&让祖

先们建造的房屋塌成了一片废墟55今天&任何丧失了历史的象征而又不能满足于那些替代物的人们

都确定无疑地处在一种异常困难的位置上!他的面前伸展着一片空虚'+

#

对美学来说&象征所联结的原型与摹本都是存在问题的概念形式&从存在论上思考象征的根据&艺

术对美的事物的象征只和*完美的存在+这一目标有关&否则艺术立刻下降到对现实存在的再现或模仿'

然而完美性是一个只有理性能想到而没有任何感性直观与之相适合的概念&艺术作为象征的本性在于

它以赋予该完美性概念以某种表象内容从而把它表现出来为目标&因而艺术在主观上始终依赖于对超

感官东西的意识&并以感性形象为媒介手段去表现这种意识'要言之&象征是从感性存在通达超感性存

在的一条道路'按照康德对象征的经典规定&要显示概念的实在性永远需要有直观&但是没有任何直观

能够直接表现完美性这一特殊理念(从而在客观上演证它的实在性&只能按照主观原则由想象力对该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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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配以某种特殊表象来间接演示该理念的内容&即不是按照直观的内容本身&而是按照反思的形式原则

使该理念与直观达成某种类比意义上的一致'因此&象征原则首先是一个形式反思原则&艺术的象征作

用只是按照反思的方式去规定可见之美与不可见之美在形式上的差异性和相似性&而不是直接断言艺

术作品的经验内容与完美性理念之间的一致或不一致&因为两者之间*虽然没有任何类似之处&但在对

两者及其原因性作反思的规则之间却的确有类似之处+

!

'此外&象征原则还是一个无限趋完美性原

则&它没有论证式的思想边界&但在其不确定意义上却是能使艺术的有限经验突破自身(通达存在之无

条件总体性的唯一合理的反思式的方式&因而具有比论证更强大的思想力量'这是因为象征的想象力

由于找不到对一种超感性存在的内容的确切表达&反而让人对那个存在联想到许多不可言说的东西&

以此给艺术提供了把想象力*扩展到那些有亲缘关系的表象的总量之上+的诱惑&促动人们去思考比

任何确定的表象内容更多的东西&从而向内心深处展示了*那些有亲缘关系的表象的一个看不到边的

领域的远景+

"

'那种因想象力扩展到所有感性形象总和之外而产生的无边的世界被理性指认为*不可

见之美+'

人们一直试图发现艺术的本质&比如艺术是形式还是表现, 或者艺术是表现还是再现, 笔者认为&

只有象征与模仿的划分对于艺术才是本质的划分&因为这一划分关系到艺术的存在论基础'可以说象

征和模仿都是表现性的&但它们却代表了对于艺术本质的根本不同的理解&如果站在柏拉图为美学准备

的二元论地基上&我们必然会得出!艺术的本质是象征而非模仿'

象征是一个形式性的精神原则'艺术通过否定现实及自身的感性存在来象征性地表现原型世界的

精神性的完美'*精神是艺术的以太+

#

&但精神并不直接存在于艺术作品中&而是将自己抛入作品的感

性存在中&通过象征的反思作用&使作品的感性要素进入形式层面&以此实现对自身的否定'我们如何

理解艺术这种奇特的自我否定呢, 在原型与摹本的内容之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相似之处&艺术作为摹

本直接给出的只是自身的感性形象&象征的反思态度通过否定这一感性存在来向原型靠近'艺术提供

的那些感性要素已经是*非存在的存在+&现实中没有这些东西&这些要素被创造出来表现超越现实的美

好'这些要素已经超越了自身的感性存在&揭示出另一种存在的可能性&并在这一意义上被称为美的'

这是艺术对自身感性存在的第一次否定'但这些新要素不能使象征反思满足&因为它们仍然不是原型

世界的完美性理念&而只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康德关于象征的反思性原理告诉我们的是&通过感性形

象显现的精神与作为完美性理念的精神之间&在其直接性内容方面是完全不同的&但在形式方面的类比

意义上却是相似的'艺术的象征原则就是把要素转换为差异&把存在转换为符号&用类比意义上的形式

相似性悬搁直接内容的差异性&以此达到对自身感性存在的第二次否定即彻底超越'象征原则作为一

个形式性的精神原则就在于&形象的直接性内容与艺术的存在论目标几乎没有关系&艺术必须扬弃它

们'艺术不是超验的理论知识&总要被感性形象所承载&象征则舍弃这些要素的质料性和实质性&只保

留摹本与原型之间在形式类比上的差异性与相似性&真正进入象征原理的就是这些反思性的形式部分'

另一方面&模仿原则则是一个质料性的自然原则&它从自然事物和人的感性存在出发&让事物的外

形及其意蕴展示自身'*艺术模仿自然+这一信条表现了毫无限制的非反思的自然态度&尽管从亚里士

多德开始&模仿原则一直在不停顿地调整和深化自身&要求艺术中的形象应该比其自然原型更美更深

刻&这种自觉性体现在米开朗基罗的说法中!*艺术模仿的是自然中的上帝'+

$然而&严格的理论态度不

难看到&模仿原则从来没有反思到对艺术来说性命攸关的超越性维度&没有意识到模仿的对立面是象

征&要素的对立面是差别&存在的对立面是符号'不管模仿的观念和技巧如何改进&只要它不是站在二

元论的地基上&即不是以超越感性存在的有限性为目标&而是主张以自然和人的感性存在为对象&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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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质料原则'从希腊时期到
!7

世纪###除了中间的基督教象征艺术是例外###*艺术模仿自然+

$以及它的子命题*艺术高于自然+%绵延千年&始终是西方艺术的基本原理'模仿原理如此地契合了我

们的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倾向&以至于克莱夫-贝尔的断言显得匪夷所思!

!%

世纪和
!7

世纪那些精美

的写实主义的艺术作品只是显示了创造力的普遍贫乏!*除了几个零落的艺术家和个别的业余艺术工作

者之外&你可以这样说&在
!7

世纪中叶&艺术就已经不存在了'+

!当代的艺术在审美资本主义中走向末

路&可以证明这样一个真理!不依赖某种超越性的精神而仅凭自身而存在&纯粹的真实世界是艺术的一

条死胡同&天才的艺术家决不处于同事物的这种有限关系中'

*中世纪的象征主义起始于言语的层面'+

"象征的反思原理是一条*通向语言之路+'这是因为&更

高的存在作为原型世界是语言性的存在&只能被理性所把握&因而是一种不可见之美'对此奥古斯丁早

有提示&他认为完美的世界是上帝用语言搭建起来的!*你一言而万物资始55你用了和你永恒同在的

.道/&永永地说着你要说的一切&而命令造成的东西便造成了&你惟有用言语创造&别无其他方式'+

#这

个论断即使从字面上理解也是一个反思性的真理&即完美性的理念是一种语言性的存在&因为象征所意

指的东西不能凭自身与任何形象相符&其含义只能用语言说出&只有语言能适用于象征的形式特性和不

确定性'对这一真理的证明是&艺术具有语言特性&艺术作品是搭建象征性完美世界的语言砖块&它不

是向感性知觉显示图像的再现或模仿&而是向领悟能力揭示意义的表现性'表现作为艺术的语言特性

完全有别于艺术作品的具体的描述性语言&而是通过艺术作品的具体描述性语言隐而不显地构成自身&

并以一种难以企及的方式为艺术作品的具体语言立法'从技术的层面说&媒介或材料是艺术作品的经

验语言&艺术家通过媒介说话)但从存在的层面说&艺术本身的先验语言是形式&形式把媒介排列成特定

的样式&从而引导人们把它*看成+是某种东西&使本质上不可见的意蕴变成可见的&此时在媒介中被表

现的内容作为意蕴向着领悟说出自身'因此&艺术的本质不是模仿自然或再现题材&*艺术绝对不是人

们为了获取镜象而对自然举起的镜子+

$

&绘画向领悟性的眼光展示了空间美的本质&音乐向领悟性的

耳朵揭示出声音的审美结构&艺术本身则在其先验的总体性上向*精神的目光+显示那更高的看不见的

美'艺术在性质上是语言学的这一事实对象征的可能性负责&因为象征的不确定性就在于&艺术的语言

总是说出比概念语言所能表达的*更多的东西+&从而诱使我们思考*一个看不到边的领域的远景+'这

种不确定性就仿佛是更高存在的一个迹象或暗示&其效果反而比直观或概念的确定性显得更真实(更

美(更有意义'

发现了象征的反思原理&对艺术本质的探索就走在了可靠的道路上'艺术是对超验的(完美的原型

世界的象征'象征在希腊语中的原初含义是指标识物(信物(通行证%

&中世纪把象征变成了神秘的符

号和神的帷幕&象征成为使艺术获得精神的环节&它不仅蕴藏着一切创造活动的秘密&而且保证了艺术

之美成为通向神的不可见之美的一条道路'象征的反思原理阐明了艺术的形象与完美的原型世界之间

的关系是差异性与相似性的统一&这二者之间的差异性是易于理解的&我们把精神的本质即超越性和无

限性赋予原型世界或神的完美存在&艺术的感性形象和物质基础则使艺术成为自然的有限的存在&正是

二者之间的这种差异性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和无限丰富的意义使象征成为可能'然而要理解二者之间的

相似性却是困难的!由于在完美的原型世界与艺术摹本之间没有任何实质内容上的相似性&为了记住神

的伟大和美&人们设定二者之间有着形式上的相似性'这一设定是主观的任意的&支持它的一个合理的

理由是艺术能够唤起我们对伟大观念的回忆'柏拉图的回忆理论不应被当成粗陋的比喻&对伟大精神

事物的追求总是采用回忆的形式&因为在超验的意义上抓住一个伟大观念完全可以被理解为回忆&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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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论艺术的象征本质

须将其引入经验性理解的歧途'艺术是对更高更美存在的渴望&这种渴望采用回忆的形式实现自身'

这意味着艺术摹本与原型世界之间的相似性是我们的理性为自己先验设定的一条主观规律'艺术的象

征以可见之美模仿不可见之美&这种模仿不同于艺术对自然对象的直接模仿&而是类比性的和反思性

的&我们主观地设定了艺术之美与不可见之美的相似性&其先验根据就在于前者分有了后者的形式&使

象征成为可能的和有所意指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不知道艺术之美与不可见之美是否真的相同或相似&

象征是不确定的&神性之美有着比艺术之美更多的内容和无边的远景'艺术直接性地将有限的可见之

美展示于人&然后又在形式反思的意义上告诉我们这种可见之美与神的不可见之美是不同的&但两者之

间有一种形式意义上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就是艺术的象征本质'

三(中世纪作为象征性艺术的范本

*西方中世纪社会只有在人们揭示了它的物质(社会和政治事实是如何被象征和想象的世界所渗透

时&才能被人们所理解'+这是勒高夫对中世纪特征的一个经典性判断!

'与希腊罗马时代和文艺复兴

之后支配着艺术的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原则不同&中世纪是被精神原则和超验主义所主导的时代&中世

纪的艺术乃至生活本身都是象征的&因此对于理解艺术的象征本质来说&中世纪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一

个范本'

象征性思维在中世纪是普遍存在的'根据年鉴派历史学家的研究&中世纪的态度普遍相信某些事

物是不可见的(超自然的和非凡的&艺术乃至科学都把奇迹和奇异的事物作为自己的对象&教会对圣徒

的追封更是把不可思议的圣迹当作必须具备的条件'圣维克多的雨果说!*所有可见物都有其象征意

义&它们是不可见物的符号&是那些处于完善的和通过所有认识也无法把握的神的本性之中的东西的形

象'+

"每个自然事物都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比如红色玉石象征着流血的基督&白玫瑰象征圣玛利亚的

贞洁&苹果和山羊分别是邪恶和淫荡的象征&狮子则象征着力量&等等'语言和数字是更重要的象征符

号&在中世纪&数字被赋予各种各样神秘的特定涵义&语言与事物的相互象征关系促使几乎所有知识人

士都参与到唯名论与唯实论之间的争论&因为*具体和抽象的重叠是中世纪的态度和情感框架的基

础+

#

&人们动摇于两者之间&一方面渴望从具体事物背后找到更真实的抽象&另一方面又试图使这种隐

秘的真实以某种可感知的样式出现'在这种态度的背景下&艺术具有最高的象征性&隐秘的世界是真实

而永恒的世界&艺术是打开这个世界从而使人们获得救赎的钥匙&象征是艺术的虔诚'

黑格尔意味深长地把建筑这种非再现性艺术称为*象征型艺术+'中世纪的象征主义在宗教建筑的

观念中找到了特别的用武之地&从拜占庭建筑到罗马式建筑和哥特式建筑&都把宗教象征作为最高原

则&教堂成为超验主义的美学理念付诸实践的最崇高的形式&艺术的最佳状态是物质对象被表现为精神

的和超验性的东西的符号'中世纪教堂建筑中最普遍(最富有意味的象征包括!用圆型拱或尖型拱象征

天空&用
!0

根圆柱象征
!0

使徒&用
$

种生灵的雕像象征
$

位福音书作者&用牧羊人象征基督&窗户透进

的光象征上帝的一切造物&所有礼拜仪式和祭仪用品都表达特定的神秘含义&教堂本身几乎令人无法想

象的高度和雄伟(其内部空间令人无比震撼的开阔和壮丽&则象征着上帝的居所和上帝本人的形象&它

是上帝与天国在人间的神秘摹本&仿佛非人工力量所能建造&具有无法言说的超验含义&*信徒走进教堂

就宛如进入了天堂+

$

&那些立柱(拱肋(花式窗格和彩色玻璃&虽然华光闪烁却不显俗气奢靡&而是引导

人们领悟超乎物质之上的另一个王国的奥秘'从功能上看&结实厚重的罗马式隐修院建筑极大地提高

并表现了放弃世俗目标的精神生活的层次和强度&它不仅保护了隐修者凝思冥想的生活&同时也规定了

艺术的目标不是去模仿自然或再现世俗世界的奢华&而是指向充满激情的内心生活&揭示更高的彼岸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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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深刻意义&因而总是表现出一种超然的冷漠和深不可测的神秘气质'另一方面&纤细雄伟的哥特式

教区教堂则为表现中世纪的精神性观点和超验主义原则提供了新的形式&从外观到功能都更充分地实

现了中世纪艺术的象征主义原则'当墙壁不再厚重笨拙&使提升建筑的高度和吸收更多的阳光成为可

能&整个建筑看上去也就不再是纯物质性的&而且具有了更高程度的精神性和表现性&哥特式教堂那高

耸入云的塔楼尖拱&高扬了人们的精神热忱&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一种向更高更完美的世界上升直至拥抱

无限的超验主义冲动!

'

中世纪轻视除音乐以外的其他一切优美艺术&只有音乐因其摆脱了具体形象(物质基础和感性魅力

而被认为是真正自由的艺术'中世纪的音乐理解完全基于其深刻的二元论存在论观点&对音乐的重视

严格说来是对理论的重视&音乐主要不是一种作为自由创作的艺术实践&而是作为一种理解数及其所代

表的宇宙和谐秩序的严格科学&因此重视理论超过重视实践&重视理性之美超过重视感性魅力&注重精

神的崇高更甚于注重优美的形式'中世纪基督教最有影响的音乐权威波依提乌斯在
&

世纪初著有0音

乐的体制1一书&他赞美毕达哥拉斯在论述音乐时无视听觉&认为真正的音乐家既非作曲家也非演奏家&

而是具有理论思维能力(从而能够对调式(节奏(歌曲类别(协和音等作出判断的人&*建立在理性认识之

上的音乐知识比之于建立在技法与音乐效果之上的音乐知识何止高出百倍&就象思想远胜于肉体+

"

'

在波依提乌斯开创的理论格局中&中世纪思想家区分了宇宙音乐(人间音乐和艺术音乐&所谓*宇宙音

乐+即天地和谐之大音&是一种对于音乐本质的反思性概念&*人间音乐+则是人的灵魂之内在合谐的律

动&这两者都不是借听觉所能感知到的那种音乐&而是那种*有大美而不言+的超验之美(精神之美&因为

没有人能借助感官听到天上之音&正如没有人能用耳朵听见灵魂的内在呼唤&只有心灵经过努力才能理

解这种超验的更高音乐&它们是使所有*艺术音乐+$声乐和器乐%得以可能的先验根据&后者只是前者的

象征和摹本'与此种音乐观相符的中世纪基督教音乐的范本是公元
&

世纪末成型的*格列高利素歌圣

咏+&这种音乐彻底拒斥古代音乐生活的自然原则和美感享受原则&而呈现了极其庄严素朴的面貌'圣

咏音乐没有伴奏&只允许众人的齐唱&歌词完全取自赞美诗&而且从不为适应曲调加以改动)它只有一种

节奏&演唱也无需优美的嗓音&因为它不为听众演唱&而是所有在场信众都参加的齐唱&器乐(和声和对

位以及其他音响效果都被摒弃&只是严格遵循着确定的程式和礼仪而不允许任何偏离'没有任何音乐

样式比格列高利圣咏更少具有感性之美的色彩&它使音乐处于近乎超自然的纯净与自足状态中&复杂精

致的大型合唱和器乐反而因其联系着感性的欢愉之情而被早期基督教所拒斥'正是这种朴素的形式&

使音乐与精神的更高存在保持着一种本质性的关联&从而能够作为范本一直沿用至今&并成为后来西方

音乐的创造性本质的真正源头#

'

中世纪基督教艺术的象征原则最充分地表现在绘画领域'所有中世纪宗教画都透露着人与神(原

型世界与摹本世界的二元论色彩&绘画本身只是一种手段'*画像使我们朦胧瞥见神的光辉'+

$基于这

样的目的&绘画中的人的身体形象被尽可能简化为抽象的非物质化的象征性图型&除了表现人的精神本

质之外&不表现其他任何东西&绘画不是为了让人观赏&而是为了让人凝神冥思其中的象征意义'如果

我们从艺术作为象征这一存在论前提出发&就会发现&古代希腊罗马艺术在模仿自然的基础上所达到的

精致复杂的写实主义&从一开始就错失了艺术的本质'只有在中世纪(特别是早期基督教时代才真正抓

住了艺术的本质&对自然主义的模仿写实原则实行了彻底的否定和超越&并在公元
&

世纪达到了西方绘

画的最高精神高度和艺术水准'克莱夫-贝尔认为公元
&

世纪的拜占庭艺术是西方绘画艺术的峰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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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世纪拜占庭式建筑的代表作是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罗马式建筑的代表是法国的圣克吕尼隐修院&哥特式建筑的代

表作则有法国的圣丹尼斯教堂和夏特尔大教堂等'关于这些建筑的详细美学评论和技术评论&可参见!扎内奇
#

西方中世纪艺术

史
#

陈平译
#

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0"!!

!第三章&第十章&第十二章)贡布里希
#

艺术的故事
#

范景中译
#

南宁!广西美术出版

社&

0"!$

!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

塔塔科维奇
#

中世纪美学
#

褚朔维&李国武&聂建国&等译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7!

!

!"1#

关于格里高利圣咏的历史和艺术细节&参看!格劳特&帕利斯卡
#

西方音乐史
#

汪启璋&吴佩华&顾连理&等译
#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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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二章
#

塔塔科维奇
#

中世纪美学
#

褚朔维&李国武&聂建国&等译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7!

!

2&#



张
!

盾!论艺术的象征本质

无论希腊罗马艺术还是文艺复兴以后都逊色于公元
&

世纪&他特别推崇这个时期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

亚教堂和拉文纳的圣维塔尔教堂保存的镶嵌画作品!

'*事实上&最庄严的拜占庭艺术里程碑是属于
&

世纪的&它是基督教艺术坡道的原始的最高的山峰'+

"如果坚持艺术的象征本质&贝尔对艺术史的这一

判断就是对的'在这里&希腊艺术那种表现自然之真实性的有限三维空间被基督教的象征性的无限二

维空间所取代&自然的原型(光和空间的透视法以及其他忠实再现现实的技法问题都被扬弃了&画面上

的基督(圣徒和信众与真实的自然环境相脱离&被放置在一种非自然的金黄色背景上&呈现出单调静止

的二维形象&但是为了表现更高更完美的理念&人的形体被毫不犹豫地拉长和变形&以使形象本身更加

理想化&由此产生出超现实的和非物质化的视觉效果'与希腊艺术的优美和高超的写实技巧相比&这样

一种绘画无疑是阴郁的和刻板的&没有个性特征&但它却是一种更深刻的艺术原则和存在论观点的产

物&即真正的美是不可能被看到的&只能通过某种形象符号被象征&这种符号的价值在于唤起对超验世

界之美的记忆而不在于本身的精美准确与否&因此用尽量优美的造型和准确的笔法去表现现实事物是

毫无意义的'与三维画面的生动真实相比&二维的效果显得僵硬而死板&然而&如果艺术的目的不在于

摹写自然的形状&而是把精神的本质表现得更感人(更令人信服&就得承认二维给了艺术家真正的自由&

它使画面可以包含更多的内容和更隐秘的意义&无须利用透视法在平面上制造空间深度的错觉&也不用

像希腊艺术那样着力表现美丽的形体或设计戏剧性的动作&而是使用纯粹装饰性的方法来直接接触神

圣事物的内容及其启示&使接受者从中汲取精神的教诲和安慰'二维这种古老手法的恢复给基督教艺

术注入了一种新要素&这个新要素的力量来自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二元论&它在后来被吸收的过程中产

生了其完美性至今令我们惊叹的艺术作品'二维给予基督教艺术家一种全新的自由&使他们摆脱了模

仿自然这一古典原则的束缚&在精神观点的引导下去放手实验更复杂的构图形式&他们的绘画比他们之

前和之后的时代都更有力地抓住了艺术对于超验世界的象征关系&从而获得了无与伦比的艺术表现力'

相反&如果这个时期的绘画包含透视法&它们就会丧失其特定的表现方式'一般认为&佛罗伦萨画家乔

托是中世纪基督教艺术传统的顶点&其实乔托也是这个伟大传统的终点&乔托的绘画明显预示了即将到

来的文艺复兴风格&因为乔托的画把可见之美的形象弄得更写实(更精美&确切地说&乔托重新发现了通

过空间和光线的透视法在平面上表现三维物象和使用线条(色彩和构图去表现更优雅经验的艺术方法&

从而恢复了古典艺术的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原则&艺术的象征意义从此开始式微'站在中世纪的艺术

高度上&从乔托到列奥纳多-达-芬奇是*一段长时间的(有时几乎是看不出来的下降时期+

#

'因为所

谓*文艺复兴+的本质就是重新回到希腊罗马艺术模仿自然和写实主义的道路&此后&西方艺术从越来越

讲究*画得像+和*画得好+的精致优美走向贫乏和空虚&因为它*失去了精神+&完全沦陷于艺术品自身构

成的经验主义世界'

中世纪基督教艺术作为艺术之象征性的唯一范本&并非如黑格尔所说是理念还没有找到与它相符

合的形象$

&更不是人们常识印象中的所谓艺术的*黑暗时代+&那只是近代美学强加于人们的人本主义

意识形态'相反&中世纪艺术的特殊价值在于*它将一次巨大的(有着危险的决定作用的心理经验###

它被恰如其分地称为.神的经验/###匡正成了一种人类理解力所能容忍的形式&既不局限这经验的范

围&也不损害它压倒一切的重要性+

%

'中世纪就其对精神的强调和对物质的蔑视来说&使它能够据有

艺术的真正本质&并在这一意义上胜过古代和文艺复兴之后&正如勒高夫所指出的&中世纪物质生活的

粗暴和艰辛与它在精神上的高度专注和高度纯净是相反相成的&

'因此&艺术的象征性不会出现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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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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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关于中世纪
&

世纪镶嵌画的详细的艺术和美学评论&参见!扎内奇
#

西方中世纪艺术史
#

陈平译
#

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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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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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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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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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威廉-弗莱明&玛丽-马里安
#

艺术与观念
#

宋协

立译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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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

贝尔
#

艺术
#

周金环&马钟元译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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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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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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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时代'许多伟大的近代艺术家和美学家并不接受艺术的象征本质&如席勒(巴尔扎克(达-芬奇(罗

丹(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都把自然和现实生活当作艺术的最高原则'在自然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地基上思

考艺术之本性&一般会赞同艺术的模仿性而非象征性'当把艺术的根基扎在自然和人的世俗生活的土

壤中&艺术之树只能绽放自然的花朵&连精神本身也是自然的产物'艺术的象征性也许只有在遥远的中

世纪的目光看来才是如此&今天的美学只有穿越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浓雾&才能在塞尚等少

数艺术家身上重新获得那样的目光'作为一个现代画家&塞尚以自然为对象&但却不顾及自然主义的写

实原则&而是回到中世纪艺术家*不必尊重事物的实际面貌+的传统&他对来访者说道!*自然固然永远是

这一个&但是55在自然现象的背后是什么, 或者没有任何东西&或者是一切'+

!大自然无穷&艺术家

必须在其中看到某种永恒的无限的东西&大约在
!%%"

年代&塞尚在他熟悉的风景画中看到了(或者毋宁

说思考到了这种东西'他在有限的事物中不断开掘出理想的珍宝&这种对无限的追求使他在不知不觉

中获得了像钻石一样坚实闪光的精神原则'按照自然主义标准他*画得蹩脚+&他的画是对自然的否定

和重建&他改变了从单一视点看事物的文艺复兴方式&让绘画摆脱了再现原则&他的画不再希望带给观

者*这就是现实+的错觉&而是引导人们从每个画面中看到一种普遍性的整体结构&就像一个中世纪人看

一座至高无上的建筑那样'

艺术是对超越性完美存在的象征&象征使艺术成为精神的翅膀&使经验向着不可见之美的神秘之域

升华自己'象征承诺了比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逻辑更为深刻的东西&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只关注人

的经验&象征则关注作为自在之物的存在本身'象征的反思原理把艺术从艺术品和审美经验的束缚下

解放出来&使艺术成为存在本身的一部分&它看似主观任意的不确定性却牢牢抓住了艺术之为艺术的本

质&也就是精神之为精神(人之为人的趋完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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