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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经验主义美学的形成和成熟过程中，休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发扬了夏夫 兹 博 里 确 立 的 情 感 主 义 传

统，把情感看作是人的本性，又以经验主义的方法系统描述了情感的规律。在人性科学的体系中，休谟将作为一种非

功利的情感的美给予了准确的界定，同时，也 用 想 象 这 一 概 念 清 晰 地 描 述 了 美 的 原 因 和 规 律。在 他 的 影 响 下，１８世

纪英国涌现出了一系列系统的美学著作，它们围绕情感和想象共同构建了一套完整的 审 美 心 理 学，这 成 为１８世 纪 英

国经验主义美学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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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１８世纪英国，夏 夫 兹 博 里 是 第 一 个 关 注 美 的 作 家，

他指出美源于支配整个宇宙和人类社会的神圣精神，同时，

对这种美的知觉不依 赖 于 外 在 感 官，而 是 需 要 一 种 内 在 直

觉能力和非功利的 态 度。当 知 觉 到 美 时，人 心 中 便 产 生 一

种特殊的快乐，它不同 于 由 感 官 欲 望 的 满 足 和 占 有 外 物 获

得的快乐，正如海边的 牧 羊 人 比 舰 队 司 令 更 能 体 验 到 大 海

的美。而且，夏夫兹博里 主 张 美 善 同 一，在 他 看 来，要 具

备真正的德行同样需 要 对 至 高 的 神 圣 精 神 和 人 类 整 体 利 益

抱有 “非功利 的 爱”。［１］ （Ｐ１７１）在１７世 纪 功 利 主 义 思 潮

的背景下，夏夫兹博里 对 这 样 纯 洁 的 美 和 善 的 赞 扬 得 到 后

来诸多作家的响应，希 望 对 这 种 神 秘 的 审 美 经 验 的 性 质 和

意义予以更清晰的 描 述 和 阐 释。先 有 艾 迪 生 发 表 《想 象 的

快感》，称赞美可以 “像一种温和的锻炼，唤醒你的官能免

致懒散，但 又 不 委 给 它 们 任 何 劳 苦 或 困 难”，［２］ （Ｐ３７）使

我们 “更 有 理 由 赞 美 创 造 主 的 善 与 智 慧”，［２］ （Ｐ４１）但 他

又以洛克的经验主义 认 识 论 体 系 阐 明 美 感 来 自 心 灵 内 在 的

想象，而非外在感官。后来哈奇生也运用洛克的方法指明，

美感的获得需要一 种 内 在 感 官，而 且 明 确 表 示 美 感 “不 是

源于有关原理、比例、原因或对 象 的 有 用 性 知 识”， “用 整

个世界作为奖赏，或 以 最 大 的 恶 作 为 威 胁，都 不 能 使 我 们

赞美丑的 对 象，或 不 赞 许 美 的 对 象”。［３］ （Ｐ１０）然 而，只

有到了休谟，英国美 学 才 逐 渐 自 成 体 系。他 一 方 面 继 承 夏

夫兹博里的情感主 义 传 统，视 情 感 为 人 的 本 性，另 一 方 面

又运用经验主义的观 察 和 归 纳 方 法，对 各 种 情 感 进 行 了 系

统的界定和描述。在 这 样 一 个 体 系 当 中，围 绕 情 感 和 想 象

两个核心概念，审美经验的性质和规律得到了清晰的阐述。

杰拉德、博克、吉姆斯 勋 爵、艾 利 逊 等 人 对 休 谟 的 学 说 加

以改造和发挥，构建出 以 美 感 理 论 为 主 要 内 容 的 各 具 特 色

的美学体系。

一、美感的性质

休谟对情感主义的继承是不争的事实，通观其哲学，情

感无疑是其中一 条 主 线。他 在 《人 性 论》中 说： “理 性 是、

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

能有任何其他的 职 务。”［４］ （Ｐ４５３）不 过，需 要 提 示 的 一 点

是，我们应该把休谟所描述的事实和他的主张区别开来：他

观察到人的生活受情感支配，这是事实，但这并不代表他主

张人应该始终听从任何类型的情感的支配，相反，人应该警

惕这个事实：“有德之人、真正的哲人，能够支配自己的欲

望，控制自己的激情，根据理性而学会对各种职业和享受确

立正确的评价”。［５］ （ＰＰ．１０－１１）所以，休谟所赞成的实际

上是一种审美化的情感，他的整个哲学包含着重要的美学思

想，有研究者甚至说：“若没有这种美学，休谟的哲学就会

散落为一系列无法贯穿起来的问题。”［６］ （Ｐ８７）

依照经验主义的原 则，休 谟 认 为 人 类 的 一 切 知 识 和 价

值都可以也必须在可 见 可 感 的 原 始 现 象 中 找 到 根 源，可 以

根据心灵的各种自然 能 力 得 到 解 释，否 则 就 都 是 虚 幻 不 实

的。对情感的解释也 应 遵 循 这 个 原 则。休 谟 提 出 所 有 认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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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源于知觉，知觉分 为 印 象 和 观 念 两 种，印 象 是 “初 次 出

现于灵魂中的我们的一切感觉、情感和情绪”，而观念则是

“我们的感 觉、情 感 和 情 绪 在 思 维 和 推 理 中 的 微 弱 的 意

象”。［４］ （Ｐ１３）因 此，印 象 和 观 念 总 是 相 互 对 应 的，而 且

一般来说印象先于 观 念。由 此 可 见，休 谟 一 开 始 就 将 情 感

看作心灵的基本状态 和 能 力，而 且 始 终 伴 随 着 一 切 认 识 和

行动。同时，情感也并 不 是 抽 象 的 存 在，而 是 以 某 种 观 念

或对象作为其依托或媒介，有研究者指出：“他试图把各种

情感描述为指向一个 对 象 的 意 向 状 态，并 且 产 生 自 对 这 个

对象及其与自我的关系的评价。”［７］ （Ｐ１７２）简言之，情感

总是面对某个观念的 情 感，观 念 总 是 浸 染 了 某 种 情 感 色 彩

的观念，印象与观念相 伴 而 行，相 互 促 进。这 样 一 来，休

谟便可以把各种复杂的情感分解为一些可辨析的基本要素，

这些要素或是一些简 单 的 原 始 情 感，或 是 引 发 情 感 的 简 单

观念，通过观察这些 基 本 要 素 之 间 的 关 系，我 们 便 可 以 确

定各类情感的性质和原因。

在休谟那里，所有 情 感 都 属 于 次 生 印 象 或 反 省 印 象，

亦即情感不是外在感 官 或 肉 体 受 外 物 刺 激 所 产 生 的 生 理 反

应，而是源于心灵的 反 省 或 思 想，虽 然 生 理 反 应 也 许 是 任

何情感的基础。休谟对情感进行了诸多分类：从原因上分，

有直接情感和间接情感，前者包括 “直接起于善、恶、苦、

乐的那些情感”，而后者则是由这些直接情感与其他观念结

合而生成的情感，基 本 类 型 有 骄 傲 和 谦 卑、爱 和 恨；从 强

烈程度上分，有平静的和猛烈的，“对于行为、著作和外界

对象的美和丑所 有 的 感 觉，属 于 第 一 种。爱 和 恨，悲 伤 和

喜悦，骄傲与谦卑等情感属于第二 种”。［４］ （Ｐ３１０）无 论 是

直接情感还是间接 情 感、平 静 的 情 感 抑 或 猛 烈 的 情 感，都

有基本类型，并衍生 出 一 些 次 级 类 型，如 此，休 谟 便 给 各

种情感编制出一个清晰的列表来。［８］ （ＰＰ．１０－１１）

对于美感这种快乐 的 情 感 来 说，首 先 可 以 确 定 的 是 它

属于一种心理经验。休谟说：“美是一些部分的那样一个秩

序和结构，它们由于我们天性的原始组织、或是由于习惯、

或是由于爱 好、适 于 使 灵 魂 发 生 快 乐 和 满 意。”［４］ （Ｐ３３４）

他的意思是说，美感需 要 以 具 有 某 种 性 质 的 外 在 对 象 作 为

激发物，但这 只 是 一 部 分 的 诱 因，而 不 是 决 定 性 的 原 因，

因为即使人们仅仅想 到 一 个 苹 果 时 也 可 以 体 验 到 美 感。而

且，说这个苹果美时，指的是心灵中苹果这个观念是美的，

这个观念使 “灵 魂”而 非 肉 体 “发 生 快 乐 和 满 意”。在 此，

休谟用自己的概念体 系 规 定 了 美 感 的 基 本 性 质，也 就 是 艾

迪生和哈奇生所谓美感源于想象或内在感官。

其次，美感产生于对 对 象 或 观 念 的 形 式 直 观，但 也 受

到其他心灵活动，如想 象、判 断、推 理 等 的 影 响。很 多 时

候，休谟认同哈奇生 的 观 点，认 为 美 感 来 自 对 具 有 某 种 特

殊性质的复杂观念的 直 观，但 他 并 不 认 为 其 他 经 验 与 美 无

关。他曾列举了自然 的 美、艺 术 的 美、效 用 的 美 和 道 德 的

美，相比之下对自然 美 的 知 觉 是 直 接 的，但 对 艺 术 的 美 和

道德的美的感受就需 要 运 用 推 理 能 力，比 如 现 代 派 的 绘 画

初看之下令视觉不 适，但 如 果 我 们 理 解 了 其 意 图，则 又 令

人赞赏，当然也可能 让 某 些 人 更 加 厌 恶；判 断 一 个 人 的 言

行举止是否美，同样需 要 我 们 预 先 确 定 这 些 行 为 与 其 动 机

之间的真实关系，然 后 才 能 表 示 赞 赏 或 谴 责。这 并 不 是 说

美感本身就是推理的产物，而是说推理活动也被 “形式化”

了，推理的顺畅、规则等性质会让我们感到一种快乐：“在

一切科学中，我们的心 灵 都 是 根 据 已 知 的 关 系 探 求 未 知 的

关系；但是在关于趣 味 或 外 在 美 的 一 切 决 定 中，所 有 关 系

都预先清楚明白地摆 在 我 们 眼 前，我 们 由 此 出 发 根 据 对 象

的性质和 我 们 的 器 官 的 气 质 而 感 受 一 种 满 足 或 厌 恶 的 情

感。”［９］ （Ｐ１４３）因 此，休 谟 也 反 对 夏 夫 兹 博 里 把 不 可 见

的，甚至是虚构的精 神 视 为 美 的 唯 一 根 源。可 以 说，离 开

形式直观就不存在 美，虽 然 他 也 让 美 包 含 了 很 多 “功 利 性

的”内容。比如当他 说 效 用 或 便 利 本 身 就 是 一 种 美，他 的

意思不是说效用或便 利 给 我 们 带 来 的 利 益 是 美 的，而 是 说

一个对象的形式构造 与 其 实 现 的 目 的 之 间 的 适 宜 性 让 我 们

感到快乐，因而 “是 效 用 的 形 式 特 征，而 非 其 实 际 的 有 用

性，与美关联”。［６］ （Ｐ１１０）

再次，美感多数时候 是 社 会 性 的 情 感。美 作 为 一 种 直

接而简单的情感本身 是 超 脱 的，但 它 不 可 避 免 地 要 与 其 他

观念，如自我和他人 结 合 起 来 形 成 骄 傲 和 谦 卑、爱 和 恨 等

间接情 感，反 过 来，这 些 间 接 情 感 也 影 响 着 美 感。所 以，

美感虽然有着先天 的 基 础，但 更 多 是 社 会 交 往 的 产 物。而

且，美感还发 挥 着 积 极 的 社 会 作 用，与 夏 夫 兹 博 里 一 样，

休谟也坚持道德判断需要一种非功利的态度：“我们在那些

一般性的判断中还忽 略 去 我 们 自 己 的 利 益；而 且 当 一 个 人

自己的利益特别地牵 涉 在 内 时，我 们 也 不 因 为 他 反 对 我 们

的任何权利要求而责备他。”［４］ （Ｐ６２５）可以说，如果没有

这种审美的态度，人们就不可能形成善的观念。

通过分析各类情感 的 构 成，休 谟 确 定 了 美 感 的 基 本 性

质，美感保留了夏夫 兹 博 里、艾 迪 生 和 哈 奇 生 所 规 定 的 非

功利的特征，它有利 于 道 德 实 践，也 有 利 于 人 类 社 会 中 的

一切功利性事 业。［１０］但 在 休 谟 这 里，美 并 不 需 要 以 某 种 形

而上学作为根据，其性 质 可 以 通 过 分 析 情 感 的 构 成 及 其 与

知觉等心理现象的关系而得到确定。

二、美感与想象

情感虽然极不稳定，但其活动并非无规律可循，“在人

类的行动中，正像在 太 阳 和 气 候 的 运 行 中 一 样，有 一 个 一

般的自然规程”。［４］ （ＰＰ．４４０－４４１）休 谟 对 情 感 运 行 规 律

的描述多依赖 “想 象”这 种 能 力，自 然 而 然，想 象 的 活 动

方式也是决定美感的特征和类型的主要因素。

情感并不足以自我维系，它首先需要外在对象加以激发

和维持：“我承认心灵本身不足以自寻娱乐，而自然要寻求

可以产生生动感觉、并刺激起精神的外界对象。在这样一个

对象出现时，心灵就好像从梦中觉醒：那时血液流入一个新

的高潮，心情激发：整个人的精神焕发，这是他在孤独和平

静的时候所作不到的。”［４］ （ＰＰ．３８９－３９０）既然情感本身没

有具体的 “意象”，所以描述情感运行规律的主要途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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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观念在心灵中的存在方式，观念的延续、变化和结合标

志着 （不是单方面决定）情感消长演化的轨迹。

观念不可能独立 地 存 在，总 是 在 心 灵 中 相 互 接 续，形

成一些系统。在休谟 那 里，任 何 对 观 念 进 行 保 存、改 变 和

结合的能力都可以叫做想象，“这个意义上的想象不仅包括

虚构性创造的派生能 力，而 且 也 包 括 心 灵 产 生 的 作 为 我 们

一般认识的基础的一系列复杂观念的构造能力”。［７］ （Ｐ２２）

想象本身是一种自 由 的 能 力，但 它 仍 然 受 到 一 些 限 制，一

方面，想象所面对的 观 念 无 不 来 自 最 初 的 简 单 印 象；另 一

方面，想象也要遵循着自然的观念联结的关系，即 “类似，

时空接近，因果关系”，休谟举 例 说 明： “一 张 画 片 自 然 把

我们的思想引导在原 物 上。我 们 在 提 到 一 所 房 子 中 的 一 间

屋时，自然就会来考 察 或 谈 论 其 余 的 屋 子。我 们 如 果 想 到

一种伤处，那我 们 便 不 由 得 思 想 到 由 此 引 起 的 痛 苦。”［１１］

（Ｐ２５）然而，这仍然 不 能 限 制 想 象 的 自 由，因 为 与 一 个 观

念存在这三者关系的 并 不 只 有 某 一 个 观 念，画 中 的 景 物 可

能与多个地 方 的 风 景 相 似，与 一 所 房 子 接 近 的 还 有 院 子、

道路或树木，一个伤 处 可 能 有 多 个 原 因，但 是 心 灵 并 不 会

想象到相关的所有 观 念，而 是 有 所 选 择。选 择 的 根 据 便 是

心灵当下的情感状 态，因 而 想 象 是 受 着 情 感 的 推 动 的。然

而，休谟观察到一个 非 常 重 要 的 现 象，即 想 象 活 动 本 身 就

会生成某些特殊的 情 感，也 就 是 说，情 感 的 原 因 不 仅 是 对

象本身的性质，还有 想 象 在 观 念 之 间 的 联 结 运 动，例 如 想

象的顺利令人快乐，反 之 则 令 人 痛 苦；快 速 的 想 象 让 人 兴

奋，反之则让人倦怠；切 近 的 想 象 产 生 强 烈 的 情 感，遥 远

的想象则产生微弱的情感。可以说，情感为想象确定方向，

而想象则可以生成 情 感，并 为 情 感 的 运 行 铺 设 道 路，这 也

就是休谟所谓的印象和观念或者情感和意象的双重关系。

对于美感来说，想象活动本身就是美感的原因。首先，

想象把外在的对象转 化 为 心 灵 中 完 整 的 观 念，构 成 美 的 对

象。审美趣味面对的 不 是 实 际 的 事 物，而 是 由 想 象 构 造 的

观念。因为一个外在对 象 很 少 能 够 完 整 而 清 晰 地 呈 现 于 感

官，所以需要 想 象 的 参 与。当 我 们 初 看 到 一 朵 玫 瑰 花 时，

并不能看清楚它的全 部 构 造，可 是 当 我 们 不 断 变 换 视 角 观

察更多细节时，想象就 会 把 原 来 模 糊 的 形 象 分 解 为 形 态 各

异的花瓣、花蕊、花托等，然后重新构造更为完整的形象。

这时，由于想象的作用，我们得到了更大的美感。

　　最有力地刺激起任何感情来的方法，确实就是把
它的对象投入一种阴影中、而隐藏其一部分，那个阴
影一面显露出足够的部分来，使我们喜欢那个对象，

同时却给想象留下某种活动的余地。除了模糊现象总
是伴有一种不定之感以外，想象在补足这个观念方面
所作的努力，刺激起了精神，因而给情感增添了一种
附加的力量。［４］ （Ｐ４６０）

其次，想象可以传导情感。“当任何印象呈现于我们的

时候，它不但把心灵转 移 到 和 那 个 印 象 关 联 的 那 样 一 些 观

念，并且也把印 象 的 一 部 分 强 力 和 活 泼 性 传 给 观 念。”［４］

（Ｐ１１７）这就是艺术描写多为具体形象的原因：“一个诗人

如果借美丽的草地或 花 园 的 景 色 来 促 起 他 的 想 像，那 他 对

于极乐国土无疑地更 容 易 构 成 一 幅 生 动 的 写 景；正 如 在 另

一个时候他也可以借 他 的 想 像 置 身 于 这 些 神 话 境 地 中，以

便 借 那 种 假 设 的 接 近 关 系 来 鼓 动 他 的 想 像 一 样。”［４］

（Ｐ１２９）当各种不同的印象叠加在一起时，它们在心灵中激

起的情感也就越充实，因而增强了对象给人的美感：“一个

人如果站在耸立的海 角 的 顶 巅 上，比 他 只 听 到 海 水 的 吼 啸

声时，可以根据他由 他 的 眼 睛 所 接 受 的 映 像，对 于 汪 洋 大

海有一个较为活跃的概念。”［４］ （Ｐ１３２）

再次，想象在观念之 间 推 移 的 不 同 模 式 产 生 不 同 的 美

感。在一般情况下，想象 顺 应 着 自 然 的 观 念 联 结 原 则 或 久

已养成的习惯，凡符合 这 些 原 则 的 观 念 都 使 想 象 的 推 移 变

得顺利，从而使心灵 轻 松 实 现 其 目 的。这 是 规 则 的 形 式 容

易在人心中产生美感的原因：“重复作用逐渐地产生了一种

顺利之感。顺利是心 灵 中 另 外 一 个 非 常 有 力 的 原 则，并 且

是快乐的 一 个 必 然 的 来 源，如 果 顺 利 不 超 过 一 定 程 度 以

外。”［４］ （Ｐ４６１）但是，观 念 联 结 和 习 惯 的 作 用 是 双 重 的，

它们也会使心灵陷 入 倦 怠，甚 至 是 痛 苦 之 中，所 以 很 多 时

候新奇的对象更容易 给 人 美 感，此 时 的 心 灵 在 想 象 中 遇 到

了困难，困难则会激 发 起 心 灵 克 服 它 的 欲 望，而 克 服 之 后

的成功便让人感到快乐。如果一个对象在时空上十分遥远，

但又不是过于模糊，那 么 这 个 对 象 便 能 给 心 灵 带 来 更 大 的

快乐：“人性中有一个很可注目的性质，就是：任何一种障

碍若是不完全挫败 我 们，使 我 们 丧 胆，则 反 而 有 一 种 相 反

的效果，而以一种超乎 寻 常 的 伟 大 豪 迈 之 感 灌 注 于 我 们 心

中。在集中精力克服 障 碍 时，我 们 鼓 舞 了 灵 魂，使 它 发 生

一种在其他情况下不可能有的昂扬之感。”［４］ （Ｐ４７２）例如

高耸的山峰、远古的 遗 物，它 们 既 给 想 象 一 个 暗 示，又 迫

使它跨越很大的时 空 距 离。这 就 是 崇 高 感 产 生 的 原 因。就

像艾迪生已经指出 的 那 样，美 感 有 着 不 同 的 类 型，但 休 谟

可以运用更清晰和完善的想象理论来加以说明。

最后，想象保证了美 感 的 非 功 利 性 和 普 遍 性。想 象 只

面对心灵中的观念，所 以 即 使 一 个 对 象 不 在 眼 前，与 任 何

人没有利害关系，人们 仍 然 可 以 只 凭 想 象 就 感 受 到 它 带 来

的美感。这时，人们是 站 在 一 种 普 遍 客 观 的 立 场，根 据 一

般的因果关系来审 视 这 个 对 象 的，这 样，由 它 而 来 的 情 感

也就是普遍的。

　　一片肥沃的土地，一种温和的气候，我们一想到
它们对居民们所可提供的幸福，就使我们感到快乐，

即使那个地方现在还是荒芜而无人居住的。一个人的
四肢和形态如果表现出他的体力和活泼，他就被被人
认为是英俊的，即使他已被判处了无期徒刑。想像有
一套属于它的情感，是我们的美感所大大地依靠的。

这些情感是可以被次于信念的生动和强烈程度所激起，

而与情感对象的真实存在无关的。［４］ （Ｐ６２７）

无疑，这是虚构的艺术作品也能打动观者的原因。

总而言之，从想象理 论 来 看，美 感 并 不 是 一 种 神 秘 的

现象，它虽然是一种 直 接 情 感，但 仍 然 是 可 以 分 析 的，并

可以根据观念联结和印象联结的原理来清晰地描述其规律。

值得强调的是，通过 上 面 的 描 述 可 以 发 现，想 象 使 得 美 感

７９



成为一种创造性的经 验 而 非 被 动 的 情 感 反 应，这 一 点 是 休

谟之前的美学家们没有明确揭示出来的。

三、休谟的影响

休谟在继承１７世纪经验主义的同时剔除掉了其中的机

械唯物主义，在继承夏 夫 兹 博 里 确 立 的 情 感 主 义 的 同 时 抛

弃了其中的形而上学 和 神 秘 主 义，他 把 一 切 审 美 活 动 都 转

变为一种由情感和想 象 贯 穿 起 来 的 心 理 现 象。虽 然 他 并 没

有兑现写一部 “批 评 学”著 作 的 承 诺，但 其 人 性 科 学 已 经

是批评学 或 美 学 的 原 则 或 基 础。尽 管 他 自 己 说 《人 性 论》
“从机器中一生出来就死了”，但１８世纪英国专门而系统的

美学著作都是在 《人 性 论》之 后 发 表 的，较 著 名 的 有 博 克

的 《论崇高和美》（１７５７）、杰拉德的 《论趣味》（１７５９）、吉

姆斯勋爵的 《批评原理》（１７６２）、艾 利 逊 的 《论 趣 味 的 本

质和原理》（１７９０），这些美学著作 的 基 本 内 容 都 是 围 绕 想

象和情感展开的审美心理学。

博克的美学确定了 两 个 基 本 原 则：一 是 美 感 或 趣 味 始

于感觉，二是美感的根 源 是 人 性 中 自 我 保 存 和 社 会 交 往 两

种情感。具有某些特 殊 性 质 的 对 象 在 刺 激 感 官 时，如 果 激

发这两种情感就可 能 带 来 崇 高 和 美。然 而，这 两 种 情 感 的

直接表现并不等于崇 高 和 美，且 不 说 自 我 保 存 情 感 的 痛 苦

和危险并不令人快乐，即 使 是 社 会 交 往 情 感 的 爱 也 不 真 正

地令人快乐，因为满 足 这 种 情 感 需 要 付 出 极 大 精 力，从 而

妨害人的健康和生存。只 有 把 这 两 种 原 始 情 感 转 化 为 一 种

较为平和的内向性情 感 时 才 真 正 有 利 于 个 体 和 社 会，因 而

是令人快乐的。这种 转 化 需 要 想 象，想 象 本 身 就 是 构 成 趣

味的主要能力，而且 也 是 美 感 和 崇 高 感 的 重 要 来 源。博 克

在描述鸟的形体美时写道：“我们看到它的头部不知不觉地

增大至中部，又由此 逐 渐 缩 小，直 至 与 颈 部 融 合；颈 部 消

失于一个较 大 的 肉 块，这 个 肉 块 继 续 增 大 至 身 体 的 中 部，

整个身体到尾部又 重 新 缩 小；尾 部 取 了 一 个 新 方 向，但 随

即改变其走向，又与 其 他 部 位 合 在 一 起；线 条 始 终 在 上 下

左右不断变 化。”［１２］ （Ｐ１１５）他 在 这 里 没 有 用 到 想 象 一 词，

但却运用了想象的原 理，只 不 过 没 有 严 格 区 分 感 觉 和 想 象

而已。他的描述明确 显 示，人 在 观 察 对 象 时 一 方 面 将 其 分

解为各个部 分，另 一 方 面 感 觉 又 顺 着 接 近 关 系 不 断 运 动，
最终构成一个 “观 念”的 整 体；这 个 过 程 本 身 是 令 人 愉 悦

的。在描述崇高感时，博 克 运 用 了 同 样 的 原 理，例 如 具 有

“连续和一致”特征的对象，“连续：它 要 求 各 部 分 在 一 个

方向持久连续，刺激 感 官 产 生 想 象。一 致 性：因 为 如 果 各

部分的图形 发 生 变 化，在 每 次 变 化 时 想 象 都 遇 到 了 阻 碍，

你就处于一种观念的终止，另一种观念的 开 始 的 状 态。”［１２］

（Ｐ７４）想象这样的运动使人产 生 惊 奇 和 期 待 的 情 感，最 终

导致崇高感。的确，生理 学 阐 释 方 法 是 博 克 美 学 的 一 个 鲜

明特征，但是，无论其 整 个 美 学 体 系 的 构 建，还 是 对 具 体

的现象的描述，想象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杰拉德 的 《论 趣 味》获 得 了１７５６年 爱 丁 堡 艺 术、科

学、工业和农业促 进 会 “趣 味”征 文 活 动 的 金 奖，这 部 著

作可以说 是 休 谟 《人 性 论》中 所 包 含 的 美 学 思 想 的 汇 总，

而且以想象理论为原则串联起来。杰拉德说：“趣味主要由

几种能力的发展构 成，它 们 通 常 被 称 作 想 象，也 被 现 代 哲

学家认为是内在感官 或 反 省 感 官，它 们 为 我 们 提 供 了 比 外

在感官更为精细和雅 致 的 知 觉。这 些 能 力 可 被 简 化 为 以 下

几条：新奇 感、崇 高 感、美 感、模 仿 感、和 谐 感、荒 谬 感

和德性感。”［１３］ （ＰＰ．１－２）因 此，想 象 是 趣 味 的 主 要 构 成

要素，“趣味尽管自身是一种感觉，但就其原则来说，却可

以被正确 地 归 于 想 象”。［１３］ （Ｐ１６０）美 感 的 效 果 各 不 相 同，
但却都是从一个基本原则派生出来的：“心灵适应于当前对

象的活动是趣味的 多 数 快 乐 和 痛 苦 的 来 源；而 且 这 些 ［情

感］的结 果 会 加 强 或 削 弱 许 多 其 他 ［情 感］。”［１３］ （Ｐ１６５）

具体而言，由于习惯 或 观 念 联 结 的 自 然 规 则，想 象 总 是 呈

现为一个较 为 恒 定 的 观 念 序 列，并 伴 随 有 一 种 情 感 定 势，
当它遇到与这个观念 序 列 和 情 感 相 合 的 新 的 观 念 时 便 容 易

将其同化，心灵无需 付 出 很 大 精 力 就 可 以 实 现 其 目 的，因

而就感到快乐；反之 则 感 到 痛 苦。不 过，如 果 这 种 同 化 过

于容易，心灵则因不 能 发 挥 能 力 而 感 到 无 趣，所 以，美 的

对象必须是非同寻常的，同时也必须具有整体性。概言之，
美感的根本原则是想象活动给心灵带来的 “成功意识”，成

功的途径不同，美感 的 效 果 便 不 同。由 此，杰 拉 德 总 结 并

阐述了１８世纪几乎所有的审美形态。
休谟的远亲吉姆斯 勋 爵 （或 称 亨 利·霍 姆）完 成 了 休

谟未兑现的承诺，他的 《批评原理》可以说是１８世纪最完

备的批评理论或美 学 著 作。批 评 的 对 象 是 艺 术，而 艺 术 的

目的是给人美的情感，那 么 建 立 这 样 一 门 学 科 的 基 础 便 是

全面理解情感这一人性中 “感性的部分”，因而他对情感这

个主题做了 更 加 系 统 和 细 致 的 辨 析 和 描 述。比 如 他 指 出，

激情伴随欲望，而情 绪 则 不 导 致 欲 望，显 然 美 属 于 情 绪 的

范围。情感是与知觉 和 想 象 同 步 而 行 的，所 以，描 述 情 感

规律的方法是观察知 觉 和 想 象 的 运 动 方 式。与 洛 克 和 休 谟

不同的是，吉姆斯认 为 心 灵 一 开 始 便 接 受 到 “一 股 持 续 的

知觉和观念的序列”，“没有一个事物显得是孤 立 和 完 全 缺

乏联系的，所不同的 是，这 些 联 系 有 些 紧 密 有 些 松 散，有

些近有些 远。”［１４］ （Ｐ２６）知 觉 和 观 念 的 序 列 除 了 直 接 激 发

某些激情或情感外，它们本身就产生一些情感，“当一个对

象通过某种适当的关 联 进 入 心 中 时，我 们 就 意 识 到 从 此 而

来的某 种 快 感”。［１４］ （Ｐ３０）虽 然 各 人 的 性 格 和 处 境 不 同，
知觉和观念联结的方 式 也 有 差 异，但 大 部 分 的 联 结 方 式 是

自然的，例如因果 关 系、时 空 接 近、高 低、前 后、相 似 相

反等，是所有人都遵 循 的，它 们 所 产 生 的 情 感 也 就 是 共 同

的：“凡符合我们的观念的自然进程的意识作品就是令人快

适的，与此进 程 相 反 的 作 品 就 是 令 人 不 适 的。”［１４］ （Ｐ３１）
艺术就是对情感规 律 的 模 仿，一 方 面，艺 术 作 品 描 写 的 景

物、人物和行 动 直 接 给 人 以 快 乐 和 痛 苦，但 是 另 一 方 面，
趣味情感的来源主要 是 它 们 描 写 这 些 对 象 的 方 式，所 以 令

人痛苦或感到丑的对 象，如 果 得 到 恰 当 的 描 写 却 能 满 足 人

的趣味。批评的任务就 是 判 断 艺 术 作 品 是 否 正 确 地 反 映 了

情感的规律，相应地，趣味也就有了标准。

艾利逊的 《论趣味的本质和原则》突出了审美经验中的

观念联结或联想原则，也就是说，美感不仅来自当下对象，
更多源于由这个对象联想到的其他观念或性质。对象本身的

性质可以引起某些情感：“从对象的其他性质而来的各种简

单的快乐；从物质对象而来的快适感觉的快乐，以及因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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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 的 构 造 而 与 我 们 的 能 力 的 发 挥 相 关 的 快 乐。”［１５］

（ｐｒｅｆａｃｅ，ｘｖｉ）然而，对于美感来说，这些快乐都不是本 质

性的，因为，既然并不是所有人在所有情况下都能从一个对

象上感觉到美，那么美感就不是由自然原因决定的。相反，
“只有当我们的想象被它们的力量点燃，使自己沉浸于在我

们心灵之前穿过的种种形象之中，并最终从这种幻想的游戏

中觉醒，就像从浪漫梦境的魔力中觉醒，我们才能感到他们

作品的崇高或美。”［１５］ （Ｐ６）夕阳下的 田 园 风 光 之 所 以 让 我

们快乐，不仅因为它自然地令人喜爱，而且因为我们听到远

处传来的悠扬的钟声，想到曾在此地生活过的伟大人物，回

忆起了曾描写类似景色的诗篇；一个画家还会设想用何种色

调和手法来描绘它，更重要的是我们领悟到这片景色所暗示

的恬静祥 和 的 “性 格”；凡 此 种 种，使 它 具 有 一 种 自 然 的

“表现力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当然，前提是想象可以形成一个具

有 “普通原则”的序列，而且心灵应当处于一种 “虚静无碍

（ｔｈｅ　ｖａｃａ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ｄ）”的状态中，［１５］ （Ｐ１０）以 使

想象自由地展开。当艾利逊把由想象引发的效果归于对象自

身的性格或表现力时，人们可以明显觉察到夏夫兹博里对他

的启发，不过他仍然在运用休谟的想象理论来解释美感这种

看似神秘的情感。
可以说，休谟在１８世纪英国美学的发展中起到了一种

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使 得 情 感 主 义 和 经 验 主 义 两 种 思 潮 完

成了汇合，用经验主 义 的 方 法 系 统 描 述 了 情 感 的 规 律，从

而为后来的美学铺平 了 道 路。完 成 这 个 汇 合 的 枢 纽 便 是 想

象这一概念，想象催生 了 一 个 以 审 美 心 理 学 为 核 心 内 容 的

美学学派，其精髓一直贯穿于整个现代美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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