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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本文将维柯的“诗性智慧”思想作为一种独立的美学思想进行研究，从维

柯所面临的学术背景谈起，追溯“诗性智慧”概念提出的缘起，考察“诗性智

慧”的产生及其具体的作用方式，进而认定“诗性智慧”思想就是一种发生学

意义上的艺术哲学思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 “诗性智慧”与艺术及人类文

化发端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考察和辨析，并依据他的观点最终认定：维柯实际上

从全新的角度描述了艺术的起源与文化的真实发端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

系；他所开启的反思、批判现代性的思潮，及其创立的独特的美学研究方法，

对于建立完整人性、克服现代人的精神异化以及追寻人类本真的自由生存都有

着巨大的启示作用。这些观念与 20 世纪的哲学、美学思潮也有着遥相呼应的关

系。本文各章节的设置也缘于上述逻辑线索： 

第一章主要介绍文章的写作缘起，写作意义，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重点

在于阐述笔者缘何进入到对于维柯思想的考察之中。 

第二章从维柯本人的整体研究思路出发，梳理出其学术研究的大体脉络，

并揭示出他为何进入到对人类文化发端的考察，并且最终提出“诗性智慧”这

一艺术哲学的重要概念。 

第三章着重考察“诗性智慧”的起源，以及“诗性智慧”这一艺术性的、

“诗性”的逻辑之具体作用方式，这也是维柯“美学原理”中至关重要的主体

部分。 

第四章首先追溯了维柯如何从“诗性智慧”这样人类心灵的“共同意识”

发掘出人类文化的发端这一整体过程，继而通过对“诗性智慧”的特征考察得

出“诗性”就是一种艺术性，最终重新阐释了艺术与文化间的关系。 

第五章为笔者对于维柯思想的反思，分析维柯思想的现代性问题，并指出

维柯美学思想的贡献及其不足之处。 

第六章是从前文论述中所最终引发的结论，对于维柯的美学思想进行了总

体性和全局性的概括，同时反思了笔者自身写作中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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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维柯的学术地位在西方长期没有得到承认，其美学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更是

十分有限。但是，在笔者看来，他却是一位极具开创精神的思想先哲和智慧的

“长者”，他的思想应该引起当今学界的足够重视。 

 

关键词：维柯、诗性智慧、艺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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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I 

 

Abstract 

To begin with the academic background of Vico, this article considers Vico's 

"Poetic Wisdom" as an independent aesthetic tuought to research . The author traces 

the origin of the concept of "Poetic Wisdom", and observes the production, the role 

and the mode of action of "Poetic Wisdom", then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Poetic 

Wisdom" is a thought of Philosophy of Art on its original meaning. On base above, 

the author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tic Wisdom", art, and the origin of 

human culture.Finally, according to Vico's view, the author determined that Vico 

actually describ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igin of art and the real origin of 

human culture from a new perspective.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criticizing and 

self-examination to the modernity that he launched, and the unique aesthetic research 

approach that he created, have a great inspir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perfect 

humanity, overcoming the spirit alienation of modern people, and the pursuit of 

survival of human freedom.These ideas have been echoed by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in the 20th-century as well. This article is also structured according to the 

logic trace talked above. 

The first chapter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s, significance and methods 

of the thesis, with emphasis on why the author choose to elaborate Vico's thoughts. 

In the second chapter,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general context of Vico’s research 

from his overall thoughts, and reveals why he investigated in the origin of human 

culture, and ultimately propose the important concept of "Poetic Wisdom" to 

Philosophy of Art. 

The third chapter focuses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origin of "Poetic Wisdom", 

and the specific mode of action of "Poetic Wisdom" that follows an artistic and 

"poetic" logic, which is the vital body part of Vico’s "Principles of Aesthetics ". 

The fourth chapter traces how Vico explored the overall process from the "Poetic 

Wisdom " which is a "common sense" of the human mind, to the origin of the human 

culture ,and then through stud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etic Wisdom", he 

concluded that "poetic characteristics "is a kind of artistic quality. Finally the author 

re-interpreted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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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fth chapter is the reflection on Vico’s thoughts,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modernity of Vico’s thoughts, and noted the contribution and shortcomings of his 

Aesthetic thoughts. 

Vico's academic status has not been recognized in the West for a long time, his 

aesthetics acted even more limited impact on Chinese. However, in my opinion, he is 

a thought sage and intelligent superior of great pioneering spirit; and his thoughts 

should be pay much more attention in today's academia. 

 

Keywords: Vico; Poetic Wisdom; Art;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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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章 绪论 

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是 17～18世纪意大

利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也是意大利本土乃至整个欧洲大陆一位长期被人忽

略和遗忘的长者，一位处在启蒙运动风靡整个欧洲但他却独自背离现代返回遥

远的洪荒时期去寻找人类原始精神的先行者。一方面，他形同异端的思想远远

落后于他所处的时代，他是保守的，怀旧的；另一方面，却又极大地超越于当

时整个欧洲思想界，他是激进的，超前的。他的目光始终着眼于未来，而其实

践却从反观过去开始。这样悖论性的独异思想使其在生前的时间里几乎都湮没

无闻，如同一个孤独地行走在欧洲大陆上的“新人”。他在 1725 年出版的杰出

著作《新科学》（全名为《关于各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的原则》），无论在哲学、

历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还是在美学、语言学、神话学、人类学等诸

多学科方面都有着卓越的建树。他在欧洲普遍大受启蒙理性精神鼓舞的时代最

早地开始反思现代，批判普遍理性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并且天才地描绘出了一

幅人类文化起源和发展的广阔图景，创立了一种人类社会的新科学，成为近代

社会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天才的思想对后世的思想家如卢梭、赫尔德、康

德、黑格尔、马克思、狄尔泰、列维-斯特劳斯和伽达默尔等都产生过直接或者

间接的影响，其精神资源在其身后的几个世纪才逐步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范围

的学界受到重视。 

一、写作缘起：维柯的思想与当代美学视野  

几个世纪以来，人类文明的发展以前所未有的惊人速度向前迈进。生产力急

剧变革，社会现代化程度极大提升，物质生活大为改观，在过去的几百年当中，

人类创造了几乎相当于之前全部历史财富的总和。而同时，令人惊讶的是，人类

深重的精神危机也随即出现了：单方面的科技理性的急速发展使战争、暴力、竞

争和异化对人的精神世界造成了沉重的压抑与伤害；个体价值的过度强调与膨胀

也使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疏离、紧张和对立，人性蒙受了一种新

的苦难。“科学主义导致技术对人的统治和生存环境的恶化；世俗化的自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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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精神的空虚的生存意义的虚无化。”①现代人普遍感到心灵空虚、抑郁和焦躁

不安，陷入了一种如海德格尔所言的“无家可归”的状态。“科学主义把人变成

技术奴隶，民主制度把人平均化、组织化，消费主义把人变成消费动物，而自由

却像浮士德的灵魂一样被出让了。”②文艺复兴以及启蒙时代以来被高扬的人的理

性、人的主体性并没有使天真烂漫的人类建立起理想的千年幸福王国，却迎来了

工具理性肆虐的时代，人与自我相疏离的时代，人性陷入深重困境的时代。在物

质丰裕的今天，人们仍然背负着沉重的精神痛苦。正如伽达默尔所言，“尽管近

代科学的进军如此高奏凯歌，尽管今天的每一个人都十分清楚，他们对存在的意

识充满了对我们文化的科学预设，然而，继续支配着人类思想的问题不是科学所

能回答的”③。这一切都说明：单方面的工具理性并不能确保人类获得永久的自

由和幸福，并不能从根本上拯救人类，这是全人类共同的生存困境。 

启蒙运动的“祛魅”将人带出蒙昧与黑暗的世界，而“上帝死后”人又重新

陷入何去何从的困惑之中。伴随着社会现代化步伐的启蒙现代性的诸多负面后果

使人类的精神陷入虚无和孤独之中，人失去存在的终极根据而走向了沦落。因此，

在 20 世纪历经两次世界战争的黑暗和创伤之后，西方世界的精神科学进入到了

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者们抛弃了对人的生存价值与存在意义的执着追问，而

沉迷于游戏、消解和破坏之中，反对启蒙理性，反对本质主义，消解神圣价值，

否认存在的终极意义。这一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遏制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

缓减现代性所酿造的不良后果的作用。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它破坏的多，建设

的少；质疑的多，肯定的少，如果一味蔓延下去，人类极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

个极端，从一种困境摆脱步入另一种困境之中。最终面对生存之境遇，人们依旧

茫然无措。 

由于中国本土现代性的缺乏以及历史所造就的特殊境遇，中国的现代性诉求

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之间产生了一种吊诡，现代性沦为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手

段，造成中国的启蒙现代性的发展是滞后的，不充分的，迂回的。一定意义上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新时期建设是在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和“五四”启蒙之后的

                                                        

① 杨春时. 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M]. 三联书店，2009，第 3 页.  

② 杨春时. 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M]. 三联书店，2009，第 4 页.  

③ [德]伽达默尔. 哲学解释学[M]. 夏镇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第 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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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大规模的现代性寻求。此刻，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

生产力极大提升，社会处于急剧变革和转型的过程中，但是现代性的精神层面的

建设远远落后于物质层面的建设，以至于中国的现代性发展直到此时也仍然是一

种“未完成的启蒙”。照理说我们此时应当依然着力于启蒙现代性的寻求和启蒙

精神的传播，但是，当前国内的思想界却呈现出一种纵横交错、纷繁复杂的混乱

局面：前现代思维、现代性寻求与后现代消解并存，理性主义与反理性思潮共融，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未能同步发展。因而，当下中国的思想界所能做出的选择更

为困难。在笔者看来，我们不应该照搬西方，沉迷于后现代的消解、狂欢和破坏

之中；中国人此刻最为需要的，仍然是专注于对启蒙现代性的寻求——然而面对

现代性所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我们也应抱有足够的审慎态度。经济腾飞，社会

转型，制度变革，无一不是建立在对古老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和生存方式的摒

弃之上，而被迫从西方引进的现代性也大多只限于社会现代性如科学、民主等实

用层面。建基于宗教、艺术、哲学之上具有超越品格的反思、批判的现代性严重

缺失，如果不能及时弥合人们的精神世界的空洞与困惑，并且以此来抵制现代性

的负面作用，极易使国人堕入信仰缺失和价值真空的境遇之中。 

如何摆脱这一精神困境，成为全体国人乃至整个世界都亟须思考的问题。历

史已经证明，单纯的科学精神和物质文明无法消除人们的精神困惑与信仰危机，

它甚至正是酿成这一危机的根源之一。由于宗教传统之故，西方思想界的一些学

者如科尔凯郭尔、马丁·布伯、雅斯贝尔斯、马塞尔等探索出一条建基于宗教哲

学之上的信仰主义道路，试图以一种宗教的超越情怀来对抗人类生存之虚无。这

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恢复了人的“神性”，使人获得安身立命的意义。但是，信仰

主义同样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人与上帝的对话难以做到真正的平等，人对上帝的

倾诉所获得的心灵救赎也十分有限。并且在中国，信仰的薄弱与缺失致使国人能

够获得的宗教超越情怀更加有限，实用主义的固有思维也使宗教的拯救作用和超

越品格打上了深深的现实烙印而向彼岸世界的迈进步履维艰，毕竟中国人更为关

注现世生活。那么我认为，至少在中国，这个任务义不容辞地落到了与人类精神

关系最直接、最为亲近的学科——美学之上。化解精神危机必须仰仗一种有效的

精神科学，艺术和哲学此刻必须担负起恢复现代人的精神自由、寻找人类终极关

怀之责任；美学，面对这一现代性的后果，必须做出自身的回应，它要承担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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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的新使命。 

在西方，人们也试图寻找到这样一种态度去面对生存之境：从叔本华、尼采、

狄尔泰、海德格尔，到福柯、罗蒂等人，探索出一条审美主义的道路，以之对抗

现代性对人类心灵的扭曲、疏离和异化。审美现代性反思、批判和超越现代理性

精神，认为理性不是最高价值，审美价值才是最高价值，试图以非理性的精神对

人的现世生存进行“救赎”，找到自我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实现自我满足，正如

刘小枫所言的“为感性个体生命的此岸的定位，是关键性的重点：审美性乃是为

了个体生命在失去彼岸支撑后得到此岸的支撑”①。“不同美学方法有各自的哲学

基础，但美学都应以人的诗意生存为旨归。也就是说，不同美学流派虽有各自的

逻辑起点，但其共同目标都是关注人的生命和现实生活，并引导人们思考生存的

意义，引导人类走向完善而不是异化。”② 

在这一道路上，维柯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无疑具有先觉的意义。 

“维柯不仅是近代西方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创始人之一，而且也是文艺复

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中承先启后的人物” ③，他却最早地在启蒙时代走上了背

离现代，批判理性绝对至上观念的道路。必须要指出的是：本文无意去论证维柯

已经先知先觉地走上了一条审美主义的道路，以审美活动来自觉地批判、反思、

否定和超越现代性的诸种弊端；而是要说明，尽管维柯的思想对卢梭、赫尔德等

这样的浪漫主义先行者有过天才的启发，并且可以推断他与 20 世纪一些最终走

向的审美主义的思想家也有着精神上的遥相呼应的联系，但是他为我们找到的却

是另一条分外独异的道路。维柯在启蒙主义盛行的时代就已经超前地感觉到片面

科学、理性的方法不仅对学术研究，而且对人类的生存、人的想象力、创造力都

会造成极大的阻碍与扼杀，其结果必将是人的灵性的沦落与自我的再度迷失。因

此，他提供给我们的方法是——回到过去。对抗现代之弊端，除了沉迷后现代的

消解之外，另一种方式就是返回原始；要想面对未来，就要先从反观过去开始。 

虽然在维柯的视界里还没有产生“美学”、“审美”这样的词汇，并且因为厌

恶其技术、工艺的意味，他也极少使用“艺术”这一概念——但他走得更为深远。

                                                        

① 刘小枫.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 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第 301 页.  

② 陈正勇. 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J]. 江西社会科学，2007，（12）.  

③ 刘明翰主编. 外国史学名著评价（第 3 卷）[C].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第 291～2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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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人与生俱来具有一种“诗性的”智慧，这是人类从原始时期开始就有的一

种天生的灵智，我们可以并且需要从原始的精神世界中汲取灵感，以诗性的方式

来对抗现代人的人性沦落以及生存困境。维柯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是：这种途径不

只是一种眼光、一种姿态，更是我们的祖先在遥远的原始洪荒时期就在本性之中

与世界达成的一种自然的、本源的默契，一种诗性的与世界共融的智慧。可以说，

维柯所要寻找的这种具有原始精神的“诗性智慧”与我们今天所言的“艺术”或

“审美”这样的概念之间具有本质上的同源关系，对维柯“诗性智慧”的理解能

够帮助我们从本源意义上把握“艺术”以及相关的诸多概念的内涵。一定意义上，

我们沿着维柯的思想所寻找到的也正是一条世界“返魅”的道路。“可以肯定地

说，假如维柯出生在二十世纪，他仍然会是比罗素、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列

维-布留尔、巴赫金、瑞恰兹更前卫的人物。从根本的意义上说，西方哲学沿着

笛卡尔开创的理性主义走了一大段弯路，现在却回过头来从维柯开始。”①
 

国内学者杨春时先生立足现代西方哲学，从主体间性的视角对人的生存、自

由问题给予了合理的美学阐释，认为“审美是超越现实的自由生存方式和超越理

性的解释方式”②。我以为，有关维柯诗性智慧的思想的研究和审视，对我们重

新理解和阐释艺术的起源，艺术与人类想象力、创造力，艺术与人类文化的关系

等美学问题都将会产生丰厚的价值与深远的意义；同时，经过此一番研讨也有可

能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人类对自身生存的美学意义的理解。这也正是本文主要希望

做到的。③
 

朱光潜先生在其翻译的最后一部西方理论著作《新科学》的后记中写道：“由

克罗齐我注意到他的老师维柯的《新科学》，一方面嫌它晦涩，同时也多少认识

到他的思想的重要性，所以在六十年代写《西方美学史》时，就在第一章为维柯

特辟一章。《西方美学史》尽管用作教材，维柯专章却等于石沉大海。”④朱先生

是一个克罗齐主义者，而克罗齐又常常以近乎崇拜神明的口气提到维柯，并将他

                                                        

① 王祖哲. 如何理解维柯的《新科学》[J]. 山东社会科学，2005，（8）.  

② 杨春时. 走向后实践美学[M].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 13 页.  

③ 上文“写作缘起”一部分中谈到对于“当代美学视野”与“美学与现代性的关系”这一问题的看法

参照：张海涛. 从澄明中的遮蔽到遮蔽中的澄明——海德格尔主体间性美学思想研究[D].山东大学博士学

位论文，2004 年 4 月，第 1～4 页. 

④ [意]维柯. 新科学[M]. 朱光潜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 5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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