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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I

内容摘要 

当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当后现代主义艺术成为经典之际，传统的美与审

美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生存环境的恶化也让人们开始重新关注自然，思

考自然美。自然美作为美学的重要形态，在中西美学史上都有过重要的讨论。

但关于自然美的讨论多从主客对立的二元模式出发，不是将自然美视为事物的

客观属性，就是将自然美归于心灵的感受，但现象学却打破这种主客二元对立

的模式。通过意向性的概念以及“朝向事情本身”的本质直观方法，胡塞尔为

我们认识现象提供了有益的尝试，杜夫海纳则通过对自然审美经验与艺术审美

经验的细致考察，从存在论的角度重新确立了自然美的意义以及自然审美经验

区别于艺术审美经验的价值所在。 

本文将从现象学美学的视角出发来讨论自然美问题，共分为三章： 

第一章“现象学哲学的探索”，主要通过对现象学“朝向事情本身”的基

本原则，以及作为核心的“意向性”理论以及“悬置”、“还原”等方法的介

绍和分析，为后文分析其他美学家的理论提供一个理论基础。 

第二章“杜夫海纳论自然美”，首先通过对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理论的分

析，考察将自然美作为研究对象的必要性，接下来通过对杜夫海纳的自然审美

经验理论的具体分析，思索现象学美学视域下自然审美经验的特征以及意义。 

第三章“现象学美学视域下对自然美研究的反思”，以现象学美学的基本

考察方法，对西方美学史上康德、黑格尔、阿多诺关于自然美的论述、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美学大论争中关于美与自然美的讨论以及当前中国对于自然美的研

究现状等予以评述，从而了解当前自然美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尝

试性的意见。 

 

关键词：自然美；主客二分；现象学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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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Abstract  

As we enter into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nd the post-modernist art has 

become the canon, the traditional beauty and beauty appreciation meet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he living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makes people begin to refocus 

nature and think about natural beauty. The natural beauty as an important form of 

aesthetics was discussed in the history of aesthetics in China and the West. However, 

the discussion upon it always starts from the binary model of subject-object 

opposition, either regarding it as the objective attributes of things, or ascribing it to 

the feeling of the soul. While the phenomenology breaks the subject-object binary 

opposite model. Through the concepts of intentionality as well as the essential 

intuitive means of “toward things themselves” (“zu den Sachen selbst”), Edmund 

Husserl (1859-1938) provides us a beneficial attempt for recognizing phenomena. 

Moreover, through the meticulous investigation of beauty appreciating experience of 

nature and that of art, and from the ontological points of view, Mikel Dufrenne 

(1910-1995) reestablishes the significance of natural beauty as well as the natural 

beauty appreciating experience that is different from art beauty appreciating 

experience. 

This dissertation is intended to explore the issue of natural beau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enomenological aesthetics. It is divided into thre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The Exploration of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In this 

chapter,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oward things themselves” of phenomenology, the core 

theory of “intentionality” (Intentionalität), and the methods of “epochè” will be 

introduced and analyzed, which will supply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analyzing 

other aestheticians’ theories. 

The second chapter, “Dufrenne’s Views upon Natural Beauty”. In this chapter, 

first of all,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Dufrenne’s theory of beauty appreciating 

experience, it is intended to assert the necessity of putting the natural beau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n through the concrete analysis of Dufrenne’s theory upon beauty 

appreciating experience, it is the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the significance of 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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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beauty appreciating experience that will be ponde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enomenological aesthetics. 

The third chapter, “The Introspection upon the Study of Natural Beau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enomenological Aesthetics”. In this chapter, in the light of the 

methodology of phenomenological aesthetics, the discussions about natural beauty 

from Immanuel Kant (1724-1804),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and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1903-1969)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aesthetics, the 

discussions upon beauty and natural beauty in the aesthetic great debate in the 1950s 

in China, and the current research situation of the natural beauty in China will be 

made a comment. It might do favor to reali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studying 

natural beauty, and put forward tentative suggestions corresponding to them. 

 

Key Words: Natural beauty; Subject-object binary opposites; phenomenological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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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绪  论 

在各种美学视野下，本应是美学经典问题的自然美，却遭受长期被忽视的

命运。虽然在西方美学史上，康德将自然美视为真正自由的美，然而实际上康

德是要通过自然为人的自由本性提供合法性，黑格尔则直接将自然美驱逐出美

学研究范围。自然美在美学史上一直得不到重视，美学家们所讨论的也多为艺

术中的自然美，而很少是现实中对于自然审美鉴赏的经验。作为没有边缘的普

通对象，自然景色不能像艺术品那样精细而准确地限定观者的反应，审美经验

的某些特征也很难从自然中获得，这些原因势必导致人们更愿意将艺术当作唯

一的审美对象和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中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

由于马克思《1844 年哲学—经济学手稿》的理论影响，在各种美学论争中，自

然美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然而由于长期的认识论哲学的影响，对于自然美的认

识都是从主客二元对立的立场出发，专注于自然之美在物还是在心，这实际上

仍然是人本主义的表现。近年来，美学界关于自然的美学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

的进展，生态美学、景观美学、环境美学等研究日渐繁盛。然而这些对自然的

审美研究，依然没有从自然美本体论的角度来考察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作为

核心概念的“自然美”甚至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自然美多被用来为环境保护

提供可靠的依据，从而丧失了自身的价值和地位。 

作为审美的主要对象,自然在与艺术的区别中体现自身独特的审美意义与价

值。艺术对审美主体提出了要求，因为审美欣赏能力等各方面的原因，并非所

有人都可以欣赏同一艺术作品，然而自然却显得公平得多，它为我们每个人提

供了作为鉴赏者去欣赏的更为广阔的美的领域，因此，相比于艺术作品，自然

更能显现出它的包容性。对自然美问题的关注，真正意义上是为了在人和自然

之间建立一种更趋平衡、公正的审美关系。作为经验现象,人们经常能感受到自

然美，但是要透彻理解自然何以美以及自然审美的性质究竟为何,却并非易事。

如果我们用欣赏艺术品的态度、方法和期待去欣赏自然对象的话，追求必然会

落空。因此，重新思考自然对象、重新审视我们的审美经验显得尤为必要。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现象学美学视域下的自然美 

 2

胡塞尔现象学以“朝向事情本身”原则，通过“悬置”、“还原”的方法

探寻事物的本质，解构了我们依据概念来认识事物的习惯，打破了主客二分认

识事物分析事物的局限，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则通过巨著《审美经验现象

学》，以现象学方法探讨审美经验，并在《对自然的审美经验》以及《诗学》中，

细致讨论了自然美及其审美经验。然而对于杜夫海纳的自然美思想的介绍和研

究非常少，杜夫海纳的《诗学》英译本甚至尚未在国内出版。因此，本文的写作

只能在现有资料的条件下，在现象学美学的视域下，以胡塞尔与杜夫海纳的理

论为出发点，以杜夫海纳对自然美的分析为参照，分析中西美学史上美学大家

关于自然美的理论，并结合中国当代美学界研究自然美的现状，分析目前自然

美存在的问题以及尝试提出解决的途径，以期对自然美问题的研究提供有益的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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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走出主客二分的世界——现象学哲学的探索 

在西方哲学史上，认识论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认识论哲学主客关系的

理论框架下，美学也深受其影响，形成了主客二元对立的局面。长期以来，西方

美学将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分离，采取“心”“物”二分的方式看待审美问题，

由此也导致了长期的美在主观还是客观的争论。审美主观论认为，审美对象由精

神，诸如感觉、知觉、情感等一系列主观心理活动构成，正因为每个审美主体的

精神感受不同，审美中才会出现各种差异。审美客观论则认为事物的客观属性决

定审美对象的条件和特征。不管是主观主义还是客观主义，都采取了非此即彼、

主客绝对分离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审美问题。在主客二分的世界中，审美的 终实

现取决于具有理性判断能力的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乃至征服，因此人的自由始终受

制于科学，审美的全面自由往往难以实现。 

主客二元对立的模式也引起了众多哲学家的反思。20 世纪产生重大影响的

现象学，在对该问题的探讨上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现象学用非预设

的态度观察周围的世界，对周围的环境进行总体设定和纯粹描述。通过“回到事

情本身”的口号、“意向性”理论和直观的方式，探寻事物的本质。 

 

 

第一节  “朝向事情本事” 

胡塞尔对观念的和实在的事物进行了区分。他指出，如果要得到关于知识可

能性的更为实质性的理解，就必须研究和阐明客观观念性和主观活动之间的关

系，必须确定认识的主体是如何使观念物正当化和有效化的。胡塞尔显然反对单

纯的客观论，这种客观论认为事物的客观属性决定了主体的认识和感受。然而胡

塞尔却认为，我们必须对意识活动进行思考和分析，而不仅仅只关注对象，因为

只有这样才能理解认识活动和对象之间的关系，为此现象学提出了“朝向事情本

身”的口号。但现象学所指的“事情本身”与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客观世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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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不同，现象学所指的“事情本身”纯粹是在主观的“为我”的各种情况中所显

示，因此现象学认为意识的构造能力使对象显现出来，“事情本身”是在意识的

意向性下说的，离不开意识的作用，而这个“事情本身”正是现象学所说的“现

象”。因此，我们必须严格区别现象学意义上的纯粹现象和自然科学心理学意义

上作为客体的对象。胡塞尔还对心理主义展开了批判。在心理主义者看来，“心

理行为或产品都被标志为实践规定的客体”，①“心理主义的基本倾向在于，从有

利于主观-情况的实行出发单方面解决在对真理理解中的紧张关系。”②其任务则

在于“规律性地探索意识过程之间的实体联系以及意识过程与有关的心理心境和

身体组织中相应的过程之间的实体联系。”③心理主义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它没有正

确区分知识对象和认识活动。胡塞尔提出，规定着我们思维的一般之物既具有客

观、自在的成分，同时作为客观有效之物、自在存在之物，也必须“通过向相应

的主观相应的原本被给予方式的回涉才能为我们所得。”④胡塞尔正是通过观念物

和实在物的区分，通过对客观有效之物和思维之间的关系的思考，来审视传统的

主客关系。由于现象学所论及的对象不被看做外在于人的存在，而是被看做某种

依赖于精神的思维活动的东西，对象仅仅在与我的思维活动和我的自我发生关系

时才被认识，因此现象学意义上的对象不是客观对象，而是意向对象，现象学真

正感兴趣的也是思维活动这一行为。“我所看到的、感知到的和理解为现象的东

西，对我来说是绝对自明的，不管这种对象是否存在。任何人都不能真正地怀疑

我所看到的或我所理解的那些作为我的意识的直接材料的东西。”⑤ 

由此看来，现象学是对于纯粹现象的研究。对于现象学的考察，我们必须区

分纯粹的事物和充分的意向客体。现象学的研究对象——纯粹现象就是在直观中

捕捉到的现象，这种现象包含着本质。在现象学看来，本质不是超越现象的东西，

本质就是现象，是诸现象中的一种现象，是纯粹的和一般的现象。现象学研究的

是内在于意识现象中的本质。“本质直观是关于某物，关于一个‘对象’的意识，

是关于这本质直观所看到的并在本质直观中‘自身被给予’的某物的意识。”⑥胡

                                                        
①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克劳斯•黑尔德编，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年，第 41 页。 
②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克劳斯•黑尔德编，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年，第 13 页。 
③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克劳斯•黑尔德编，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年，第 45 页。 
④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克劳斯•黑尔德编，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年，第 15 页。 
⑤维克多·维拉德—梅欧：《胡塞尔》，杨富斌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 64 页。 
⑥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克劳斯•黑尔德编，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年，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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