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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实践存在论美学所以可能 � 因为实践与存在具有一种本体论上的共属性和同一性 � 实践揭示出来的本体与存 

在揭示出来的本体 � 乃是同一个本体 ∀实践与存在相关共属于人生在世的源域 �二者都是对人生在世的本体论陈 

述和本体论确证 ∀实践哲学和存在哲学为实践存在的本体融合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实践存在论也是实践美 

学展示出来的本体论发展方向 ∀同时 � 只有实践存在论 � 才能真正为美学建立本体论根基 ∀ 

关键词 � 实践 �存在 �美学 �本体论 

中图分类号 � ♥�� 文献标识码 �ϒ 文章编号 � ����2������������2����2�� 

一 

我们探讨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可能性时碰到的前 

提问题是 � 为什么直接提实践存在 � 而不提实践与存 

在 � 凭什么把实践存在如此内在地牵挂在一起 �以 

至于二者之间没有/ 之间0 �没有中介 !过渡 !牵引和 

暗示 � 

简单地说 � 这首先与我们对实践与存在的理解 

有关 ∀
我们当然承认 � 无论从词源和词义上看 � 还是从 

哲学上讲 � 实践与存在都是两个范畴 ∀它们各有自 

己的内涵与外延 � 也各有自己的起源 !传承和发展线 

索 � 二者断不能等视齐观 ∀但是 � 在我们看来 �实践 

与存在又有一种本体论上的共属性和同一性 �也就 

是说 � 实践揭示出来的本体与存在揭示出来的本体 � 

不是两个本体 � 而是同一个本体 ∀ 

海德格尔曾经提到锤子那回事 ∀ 他说 �锤子是 

通过人的交道 !作为人的上手之物而与人照面的 ∀ 

人/ 对锤子这物越少瞠目凝视 �用它用的越起劲 �对 

它的关系也就变得越源始 �它也就越昭然若揭地作 

为它所是的东西来照面 �作为用具来照面 ∀ 0 ≈����� 这 

话发人深省 ∀它告诉我们 �人与锤子以及天地万物 

的源始关系是一种打交道的 !使用的关系 ∀打交道 ! 

使用就是实践 ∀锤子以及天地万物正是在人的实践 

中是其所是 � 成其所是 � 并且生成和开显其存在意义 

的 ∀在这里 � 实践就是人的存在方式 � 就是让锤子以 

及天地万物显露其存在意义的方式 �即让存在者存 

在的方式 ∀实践乃存在之事 �存在乃实践之事 ∀ 存 

在的本体内涵在实践中 � 实践的本体内涵在存在中 ∀ 

实践与存在在本体论上是共属的 !融通的 !同一的 ∀ 

而这 � 便成了我们把实践存在内在地牵挂于一处的 

首要理由 ∀ 

其次 � 与我们对实践论美学与存在论美学的理 

解有关 ∀ 

近几年 � 国内美学界流行这样一种观点 � 认为存 

在论美学是实践美学之/ 后0 �二者之间有一种内在 

的紧张 � 中国美学要发展 �必须告别实践美学 �转向 

存在论美学 � 而在未来的存在论美学中 � 实践应该悬 

置 !放逐 !否弃 ∀ 我们以为 �这是一种未经审慎的辨 

析就贸然提出的观念 ∀这种观念的要害之一是把实 

践与存在分割开来 �既切断了存在论的实践维度和 

底线 � 又切断了实践论的存在维度和底线 � 从而使存 

在沦为与实践无关的生物之在 !自在之在 !概念之 

在 � 使实践沦为与存在无关的生物活动 !自在活动 ! 

概念运作 � 要害之二是把实践与存在对立起来 � 似乎 

有实践便必无存在 � 有存在便必无实践 � 谈实践便必 

然遗忘存在 � 谈存在便必然搁置实践 � 实践与存在你 

死我活 � 二者必居其一 ∀我们不赞同这种观念 ∀ 考 

察西方哲学史 � 我们看到 � 从来的实践哲学 � 只要真 

正从本体论层面来理解实践 �就总有一个存在论的 

维度含摄在内 � 从来的存在哲学 � 只要它真正从本体 

论层面来理解存在 � 就总与一个实践论的维度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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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比如 � 在亚里士多德 � 作为伦理政治行为的实 

践 �与作为政治动物和城邦公民的人的存在就彼此 

融洽 ∀在康德 � / 按照自由概念0的道德实践 � 自始就 

与人是自由立法 !自由遵守的理性存在者内在相关 ∀ 

在马克思 � 从物质生产劳动 � 到变革现存事物的革命 

实践 � 再到广大的日常生活实践 � 无一不与人的社会 

存在水乳交融 ∀在海德格尔 � 人在世界中的交道 !操 

心 !繁忙 � 一向与人的此在一体圆融 ∀ 可见 �从本真 

意义上看 �实践美学与存在论美学之间不仅不存在 

一种/ 后0的关系 �反而有一种亲和共属的关系 ∀ 而 

这 �便成了我们把实践存在内在地牵涉于一处的重 

要原因 ∀ 

此外 � 与我们对连词有限性的理解也有关 ∀ 

连词譬如/ 与0/ 和0 � 固然有牵引 !指示 !关联 !导 

向的功能 � 但有局限性 �其一 �容易让人误解为被关 

联的两者相加 ∀ / 实践与存在0的提法就可能招致这 

种误解 � 它让人误以为是实践论加存在论 � 或者实践 

论与存在论的外在拼凑 � 更进一步的误解便是/ 马克 

思0加/ 海德格尔0 ∀其二 � 难以揭示被关联者的内在 

同一性 ∀ / 实践与存在0的提法便有这种欠缺 �它没 

有也不可能揭示实践与存在的本体论相关性 !共属 

性 !融贯性 ∀鉴于此 � 我们便索性在实践与存在之间 

取消了连词 � 以求更贴切地表达我们的立意 ∀ 

一 

实践存在论美学之所以可能 �根由首先是实践 

与存在共属于人生在世 ∀ 人生在世 �用海德格尔的 

话说 � 就是人在世界中存在 ∀ 

人生在世不能按神学观念来理解 ∀ 一个世纪以 

前 � 尼采就果断地宣称 � 上帝死了 ∀ 上帝自己已然没 

有地盘 � 已然缺失根据 ∀ 上帝造人的虚妄性随即就 

被挑明 �上帝予夺人生在世的神圣权利随即就被消 

解 ∀从那一刻起 �如果谁还到上帝的阈内寻找人生 

在世的根据和模式 � 就注定不合时宜 ∀ 

人生在世不能作自然主义的理解 ∀ 人当然是离 

不开自然的 ∀人是自然的产儿 � 禀自然以生 � 依自然 

而活 ∀但是 � 自然给予人的属性和给予植物动物的 

属性并无质的差别 �自然对待人和对待动物植物均 

一视同仁 ∀换言之 � 自然只能给出人的生物性 !动物 

性 � 给出肉体的机能 �而不能给出人的社会性 !历史 

性和精神理解性 �不能给出人之为人的存在特性和 

存在方式 ∀因此 �人不能只是依靠现成的自然而存 

在 � 不能只是听从自然的安排和使唤来生活 ∀ 简单 

地维持肉体存在 �把自然的机能当成最后的惟一的 

终极目的 � 早被马克思称为异化 ∀ 异化的人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人 � 异化状态不是人生在世的本真状态 ∀ 

人生在世还不能从主体论的角度来理解 ∀ 理由 

是 � 无论从类来看 �还是就个体而言 �人最初都不是 

作为主体在世的 ∀最初的人类茹毛饮血 �每前进一 

步都是获生的跳跃 �哪里是什么主体 � 刚出生的婴 

儿 � 头脑一片空白 �只识一个生物性的吃喝拉撒 �哪 

里是什么主体 � 主体是人 �但人不等于主体 ∀ 主体 

不是人的原初存在方式 �而是人生在世所派生出来 

的存在方式 ∀海德格尔指出 � / 主体性和客体性已经 

建立在一种−存在. 与人之本质的特殊显露性的基础 

上0 ≈������ � / 主体决不事先作为主体而存在 �尔后也 

才 ) ) ) 如果有客体现成存在的话 ) ) ) 进行超越 �相 

反 � 主体之存在� ∏ℜ ⊇ ⊕⊄  ⊕ ⊃ ∈�意味着 �这个存在者在 

超越中并且作为超越而存在 ∀ 0 ≈������ 如此说来 � 对人 

生在世的主体论理解 � 其实不过是一种中介性理解 � 

而非终极性理解 ∀ 

人生在世必须从实践存在来理解 ∀上文提到海 

德格尔所说的人使用锤子之事 �在此仍可联系人生 

在世作进一步的分析 ∀ 按海德格尔的意见 �人生在 

世的第一要著不是作为主体去认识周围事物 �而是 

作为此在去同周围事物及他人打交道 �这就是实践 

在先 �人使用锤子在先 �也就是马克思所讲的/ 哲学 

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变 

世界0 ≈� ∀人使用锤子所揭示的是人生在世的存在 

模式 � 而不是人认识事物的主客体模式 � 所体现的是 

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 � 而不是人对世界的认识关系 ∀ 

紧要的是 � 人使用锤子一方面确证人的实践 � 另一方 

面又确证人的存在 �因为人与锤子都在人使用锤子 

的实践活动中成其所是 �开显其存在的意义 ∀ 这就 

表明 � 人生在世 �实践着就是存在着 �存在着就意味 

实践着 ∀其次 �人只有存在于世的时候才能使用锤 

子 � 也只有在使用锤子及天地万物的时候才真正存 

在 ∀这就是 � 惟当人在世界中存在 �他才能实践 �惟 

当人实践 � 他才真正地存在 ∀再次 � 人使用锤子及天 

地万物 � 人同世内存在者打交道 � 并非偶然地心血来 

潮 � 而是人生在世的天命 � 是人无法回避的存在方式 

和确证自己存在的方式 ∀即是说 �只要人在世界中 

存在 � 他自始必在实践中 �只要人在实践中 �就无可 

辩驳地确证他存在于世 ∀所以 � 我们认为 � 人生在世 

既是实践的源域 �又是存在的源域 ∀从人生在世着 

眼 �存在之外并无实践可言 �实践之外也无存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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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 �人的存在在实践中生成 

开显 ∀实践与存在原始地 !内在地相关共属于人生 

在世 ∀正是基于这一点 � 实践存在论美学便有可能 ∀ 

三 

实践存在论美学之所以可能 �也基于实践哲学 

与存在哲学都提供了实践与存在本体融合的思想资 

源 ∀ 

以马克思哲学为代表的实践哲学 �以海德格尔 

哲学为代表的存在哲学 �都是人生在世的本体论哲 

学 ∀二者虽有不同 �譬如 �马克思侧重于从实践 !从 

社会历史现实的视野来理解人生在世 �海德格尔侧 

重于从存在 !从此在在世的始源性生存结构来理解 

人生在世 � 但他们却有共同语言 ∀ 

首先 � 马克思的/ 实践0 �海德格尔的/ 存在0 �同 

为人与世界源初性关系的本体论揭示和陈述 ∀马克 

思与海德格尔都看到 �人生在世意味着人与世界原 

始相关 ∀人与世界原始相关 � 意味着只要是人 � 就先 

天性地存在于世界之中 �与世界相互缠绕 ∀ 马克思 

说 � / 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于世界之外的东西 �人就 

是人的世界 � 就是国家 !社会 ∀ 0 ≈������ / 各个个人的世 

界历史性的存在就意味着他们的存在是与世界历史 

直接联系的 ∀ 0 ≈����� /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 但是 

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 

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 !既定的 �从过 

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 

统 � 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 0 ≈������ 海德格 

尔说 � 人是此在 � 此在绝非首先是一个赤裸裸的存在 

者 � 只是由于突发奇想才来接受某种对世界的关系 � 

/ 只因为此在如其所在地就在世界之中 �所以它才能 

接受到世界的关系 ∀ 0 ≈����� / 如果−在世界之中. 是此 

在的一种基本建构 �如果此在不仅一般地活动在世 

界中 � 而且特别按日常生活的样式活动在世界中 � 那 

么−在世界之中. 也就一向已经在存在者层次上被经 

历着 ∀ 0 ≈����� 

马克思与海德格尔也都看到 � 只有人才有世界 � 

才有与世界的关系 ∀马克思说 � / 凡是有某种关系的 

地方 � 这种关系就是为我而存在的 � 动物不对什么东 

西发生−关系. 0 �动物/ 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 

而存在的 ∀ 0 ≈����� 海德格尔讲 � 依寓于世界 � 依赖相遇 

照面的存在者 � 依存于万物 � 是人作为此在最内在的 

本性 ∀ / 依寓世界而存在 � 这其中可更切近一层解释 

出的意义是 �消散在世界之中 ∀在这个意义下 �−依 

寓. 世界是一种根基于 −在之中 . 的存在论环 

节 ∀ 0 ≈����� 

在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看来 �人与世界的源初关 

系 � 不是认识关系 �而是实践关系和存在关系 �不是 

两个现成的东西之间的外在关系 � 而是物我圆融 !不 

分主客的生成构成关系 ∀对这种源初关系 �马克思 

以实践概念来陈述 �海德格尔以存在概念来陈述 ∀ 

马克思说 � / 思辨终止的地方 � 即在现实生活面前 �正 

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 

的科学开始的地方 ∀ 0 ≈����� / 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 

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 !始终如一的东西 � 而是工业 

和社会状况的产物 � 是历史的产物 � 是世世代代活动 

的结果 ∀ 0 ≈����� /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 �只 

能理解为实践 ∀ 0 ≈����� 海德格尔说 �人在世界之中存 

在是一种存在建构 � 具有生存论性质 � / 在之中0的表 

达式就意味着 / 我已住下 �我愿意 !我习惯 �我照 

料0 ≈����� 的生存实践 ∀ / 在此就是它的展开 状 

态0 ≈������ � / 世界在本质上是随着此在的存在而展开 

的0 ≈����� ∀存在实际之为实际的存在从不摆在那里 � 

由静观来发现 � 而是/ 对存在的领会本身就是此在的 

存在的规定0 ≈����� ∀ 

其次 � 实践 !存在同为人与世界的本体论确证 ∀ 

马克思与海德格尔都认为 �人的存在 !世界的存 

在的证明 � 人与世界关系的证明 �都是实践性的 �存 

在性的 ∀ 

用马克思的话说 � / 全部所谓世界史 �不外是人 

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 � 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 �所 

以 � 在他那里有着关于自身依靠自己本身的诞生 !关 

于自然的产生过程的显而易见的无可辩驳的证明0 � 

人的生成存在 � / 已经具有实践的 !感性的 !直观的性 

质0 ≈� ∀/ 在我个人的活动中 �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 

我的真正的本质 �即我的人的本质 �我的社会的本 

质 ∀ 0 ≈� 

用海德格尔的话说 � 在认识论理解此在之前 �此 

在早已以在世的方式认识着 � 早已对世界 !对人与世 

界的关系作出/ 亲证0 ≈� ∀认识论对此在和世界的确 

证 � 不仅不着此在和世界的边际 � 而且根本上是画蛇 

添足 ∀ / 如果我们把在世的存在展示出来 � 从而先使 

生存论存在论的基地完全得到保障 �那么我们事后 

自然可以来对上述那种相关关系加以认识 �而这种 

关系实是一种形式论 �在存在论上无关宏旨的关 

系 ∀ 0 ≈������ 

由此可见 � 尽管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各有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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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路 !目标和使命 � 尽管实践哲学与存在哲学有 

许多重大差异 � 但二者在本体论精神上却可以通融 � 

在人生在世的本体论解说上也有不少相近相通的观 

念和见解 ∀这些精神 !观念和见解都为我们探求实 

践存在论的美学提供可能性条件 ∀ 

四 

实践存在论美学之所以可能 �还由于实践美学 

提供了重要的前提资料 ∀ 

实践存在论美学是在继承实践美学的基础上引 

导和扩延出来的 ∀实践美学不仅为实践存在的本体 

关联开启了方向 �而且以其实际的理论建树对实践 

与存在的本体关联作了尝试和探索 ∀ 

实践美学各家 � 观点虽不完全相同 �有的还相去 

甚远 �但在以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范畴为美学思考的 

总体基础和根本出发点 �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和 

自然的人化 !人向人诞生和自然向人生成的宏阔历 

史视野着眼 � 去探究美 !美感 !审美关系 !审美活动以 

及艺术创造的根源和实质这一点上 � 都相当一致 ∀ 

回想起来 � 实践观点进入美学 � 作为美学研究的 

基础和出发点 �原本就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 ∀ 它从 

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美学从客观到主观的线性反映论 

模式 � 消解了传统美学从自然物质世界寻求美本身 ! 

美的本质的坚定信念 �完成了美从物的领域向人的 

领域的过渡 �初步把审美活动从纯粹认识领域推进 

到实践领域 ∀ 

实践美学在其不断成熟 !完善的过程中 � 已经明 

显拓展出实践存在论的发展方向 ∀ 

李泽厚先生一以贯之地力主以制造和使用工具 

为根本标志的物质实践活动 ∀他的思考中心放在人 

化自然 � 即人和自然关系的根本改变上 ∀ 他认为 � 人 

化自然有内外两维 � 向外是外在自然的人化 � 即大自 

然的人化 �向内是内在自然的人化 �即人自身的人 

化 ∀外在自然的人化主要体现为自然与人的关系不 

再是一种敌对关系 �而变成为人的关系 ∀ 内在自然 

的人化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其中包括审美结构的形 

成 ∀外在自然的人化是美的最后根源和前提条件 ∀ 

内在自然的人化是美感的基础和根据 ∀ 外在自然的 

人化与内在自然的人化都在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物 

质实践中逐渐形成并不断深化的 ∀ 在这里 �李泽厚 

先生实际上已经抓住了实践同人的本体存在的内在 

关联 � 他在这种关联中阐发人与世界的相互建构 � 工 

具本体与情感本体的同态对应 �感性作为人的机体 

的实践感觉与实践活动方式的共生共荣 ∀ 这就迈开 

了突破认识论现成主客体观念的坚定步伐 ∀ 李泽厚 

先生后期强调人的衣食住行 !日常生活 !感性个体 ! 

当下人生 !吃饭生存 !实用理性 �而这一切又都建立 

在物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 �从而显示实践与存在相 

融合的基本倾向 ∀ 

蒋孔阳先生更是把实践存在本体融合的观念诉 

诸美学表达 ∀ 首先 �他从人的劳动实践入手直探人 

的存在本质 � / 人的本质不是先天的 �而是在劳动实 

践过程中创造出来的 ∀ 劳动没有止境 �永远在创造 

之中 � 因此人的本质也没有止境 �永远在创造之中 ∀ 

人的本质在创造之中 �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 

美自然也永远处于创造之中0 ≈������ ∀这就得了人在 

世界中存在 !在生存实践中存在的精义 ∀其次 � 他揭 

示人与世界都是多层累的 �并且都处在不断生成流 

变和创造中 ∀ / 人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整体 � 所以人 

的本质力量不是抽象的概念 �而是生生不已的活泼 

泼的生命力量 ∀ 0 ≈������ 世界既多层累 �又无限流变 ∀ 

世界向人展示出来的美也是多层累而无限发展的 ∀ 

这就把人与世界及其关系都提到了生成论的高度 � 

突破了认识论的现成观 ∀ 再次 �他指出 � / 美是在人 

在对现实发生审美关系的过程中诞生的 ∀ 人是这一 

审美关系的主体 � 美就是对人而言的 ∀ −世界的美. � 

不在于自然 � 而在于人 ∀美不是自然现象 � 而是社会 

现象 ∀ 0 ≈������ 这个说法 �平易素朴 �但揭示出一种极 

为深刻的存在论思想 � 那就是 � 通常我们所说的主体 

与客体包括审美主体与客体 � 根基不在认识活动 �而 

在人生在世 � 即在人所生存的现实世界中 � 人的生存 

实践活动中 ∀并且 � 这种主体与客体又是当下的 �生 

成的 � 而不是绝对无条件的 �既定先定的 ∀ 因此 �美 

学研究的根基应当确立在人的生存世界 ∀ 第四 �他 

认为 �人是世界的美 � / 美的各种因素必须围绕着一 

个中心转 ∀这个中心是什么呢 � 这就是人 ∀ 美离不 

开人 � 是人创造了美 �是人的本质决定了美的本质 ∀ 

人总是通过自然的实践活动来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在 

客观现实中实现出来 ∀ 0 ≈������ 在这里 � 蒋先生实际上 

已涉及到美与人的存在关系 ∀ 一方面 �美只是对人 

才显发出来 � 只在人的生存世界中才生成出来 � 因为 

只有人是能够通过实践在世界中实现自己的存在 

者 ∀这很贴近存在只向此在才澄明出场的存在论观 

念 ∀另一方面 �美为人而有 �为人而生 �人是美的目 

的和归宿 ∀别开人 � 美便不再有意义指向 � 也就会自 

行消解 ∀这一命题与存在论关于此在的优先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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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相通 ∀ 总起来说 �正如朱立元先生所评价的 � 

/ 蒋先生的实践论0 / 已开始超越认识论而向存在论 

深入 � 即走向实践论和存在论的结合 ∀ 0/ 美学在蒋先 

生这里就成为一个以人为中心 � 以艺术为主要对象 � 

以人生实践为本源 � 以审美关系为出发点 � 以创造 ) 
生成观为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的理论整体 ∀这个理 

论整体体现出一种突破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尝试 � 

也是对美学的一种新的存在论奠基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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