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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景观艺术的现象学美学考察

○ 王顺辉 邹 洁

城市景观是具有生态特征的公共艺术形

式，也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城市特色文化，对城市

环境营建和居民精神生活需求的满足,具有重要

意义。把城市公共艺术纳入现象学哲学的审美

领域，将城市景观作为审美对象进行考察，既是

现象学美学自身的理论拓展，也为特色城市文

化建设指出新路，同时是对公共景观艺术创作

方法论的突破。另外，现象学美学从读者体验的

层面推动城市人“幸福感”的生成，提出了运用

美学理论思考城市问题的尝试。作为现代文明

载体的城市，从景观环境物质建设的视角，探求

有效解决人们精神生活深层需求的途径。城市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景观艺术中同一。

一、作为城市文化的特色景观艺术

城市是当代文明的主要物质载体，具有物

质集中、人口集中，矛盾集中和环境集中等特

点。《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城市的定义是：

“一个相对永久性的、高度组织起来的人口集中

的地方，比城市和村庄规模更大，也更重要。”由
于城市中人口的高度集中，城市中人们的生活

与交往的空间品质，直接影响人们的工作和生

活方式，人们通过在城市特定空间和场所中的

日常生活，体现和创造着城市文化。德国学者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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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尔认为，城市空间环境对城市文化和城市人

的行为方式影响巨大，他在 1903 年出版的作品

《城市与精神生活》中指出：“城市高密度的刺激

和高频率的互动，造成了城市人特有的心理、体
验结构和精神态度。”①城市空间环境与城市居

民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芝加哥社会学派代表

人物沃斯在 1938 年出版的《作为生活方式的城

市化》中，将城市与人的关系概括为：“西方文明

的开端是以游牧民族在地中海盆地定居为标

志，人类现代文明开端的标志是大城市的成

长。”②
中国正在经历着快速城市化的历史进程，

有资料预计在 2020 年前后，我国城市化率将达

到 60%，基本完成城市化。③亿万人口从农村向

城市转移，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也带来了

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城市文化伴随城市的成

长而发展。城市化率迅速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

诸如大量的建筑粗制滥造、生态环境破坏、千城

一面的“造城运动”等社会和文化问题。“郑州新

城”不顾城市严重缺水的现实，一方面过度相信

国外规划方案，一方面只顾政绩地顽固上马“城

中湖”反生态景观项目，而不在充分挖掘河南深

厚而独特的中原文化上下功夫，可视为其中之

典型。景观来自西语“landscape”，既指某一地区

或某一类型的自然景色，也指人工创造的公共

艺术，是能充分反映一个地区特色的综合景象。
城市景观主要指根据不同地理、历史、人文和生

态等要素构成的，具有城市特征的综合景象。城

市发展必须结合城市自身历史地理和文化传统

等因素，设计和建造独特的城市景观。规划部门

应从政策角度引导和指导城市规划与建设，将

塑造具有独特文化和性格特征的城市作为发展

方向。在塑造城市文化的过程中，应恰当选择具

有独特魅力的公共艺术物质载体。
哈尔滨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

有独特的地理和气候特征的寒地城市。“东方巴

黎”和“冰雪之城”等美誉充分体现了其独特的

城市文化。以自然之物“冰”、“雪”为质料，使用

雕、塑、刻等手法加工创造的艺术形式，称之谓

冰雕和雪雕。冰雕晶莹剔透，雪雕自然淳朴，具

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地理特征、生态特征和地方

特色。冰与雪正是哈尔滨塑造特色城市文化的

物质选择。正确选择公共艺术形式是基础，随之

而来的艺术创作和体验的观念更新，是能否实

现特色城市文化建设的关键。在当今大审美体

验时代背景下，城市公共艺术需要紧跟时代特

点调整发展策略，从粗放式的外在发展模式，走

向内在精神建设。现象学美学为城市公共景观

艺术的内涵式发展提供了可能，引导其从受众

精神需求出发，着眼于审美体验的创造。通过主

体受众的审美活动和高峰体验，将外在的艺术

形式与城市人内在的精神世界联系起来，真正

把表象的艺术深入到城市人的“心里”，对城市

居民的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幸福感的塑造

和城市物质环境建设发展均有不同程度的意

义，是一条可行的创新之路。

二、现象学美学思想及其发展

现象学美学的哲学基础是现象学。当代哲

学主张主体独立后超越主体，最终达到主体间

性。而主体间性的概念则是由现象学创始人艾

德蒙德·胡塞尔率先提出的。主体间性哲学在看

待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破除传统

哲学的主客二元论，将其视为主体与主体的关

系，二者通过交往、对话、沟通和融合达到审美

的境界。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学并没有涉及到美

学领域，但其倡导的方法和学说，却与美学的学

科性质具有天然的联系。现象学主张主体间性，

强调面向事情本身，是关于人的意识与存在本

源的研究。现象学核心四个字“本质直观”，本质

直观是主体意识的意向性活动，是意向性理论

的内容，主张“一切意向都是指向对象的意向，

一切对象都是指向性的对象”。现象学在两个方

面提出“括号”理论：第一，主体由于时代、环境、
背景等因素，在面对对象的时候，心中已有与之

相关的“先存”之念。第二，客体在特殊的历史和

时代等环境下，亦具有特定的“先存意义”。要完

成本质直观，就要剔除主客体被赋予的各种定

义和标签，使主体成为纯粹的主体，客体成为纯

粹的客体，实现还原本质的目的。既不用经验主

义归纳的方法去解释生活，也不是用庞大的思

辨体系去推演生活的逻辑，而是采用描述的方

法，本质直观的还原生活世界本质的“现象学方

法”。现象学美学的研究从莫里茨·盖格尔开始，

到米·杜夫海纳达到高峰。前者是用现象学理论

研究美学问题的奠基人，后者借助现象学的理

论和方法，通过研究审美知觉现象学和审美对

象与审美知觉的交流，提出了较为完整的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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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包括包含审美对象的生成论，艺术作品的

结构论和审美经验的本体论三个部分，奠定了

包含破除美是实体的观念；确立美是研究审美

价值的科学；把“真”“善”“美”和人的生活世界

联系在一起；对艺术作品的基本结构和存在方

式作出了全新的阐释以及在审美经验领域的突

破五大特征在内的理论体系。现象学美学思想

在文学领域中的研究较为成熟。从茵加登到杜

夫海纳、日内瓦学派、普莱、伊塞尔，甚至包括海

德格尔和萨特，都分别在读者从作品中得到的

自我认同、艺术家创作的经验模式、阅读现象学

等方面进行理论探索。茵加登破除将艺术作品

作为物理实在和观念实在的传统认识框架，将

其看作纯粹意向性客体，他说：“文学作品是一

个纯粹意向性构成，它存在的根源是作家意识

的创造活动……作品作为主体间际的意象客

体，同一个读者社会相联系。”④在茵加登看来，

凡是文学作品，就一定存在四个层次：“1，字音

和建立在字音基础上的高一级的语音构造；2，

不同等级的意义单元；3，由多种图示化观相、观
相连续体和观相系列构成的层次；4，由再现的

客体及其各种变化构成的层次。”⑤并且，这四个

层次保持着内在的统一性。以上观点推及公共

艺术领域，也同样适用。
现象学意向性理论强调主体与客体，精神

与物质的不可分割性，认为主客体之间的相互

交流和融合包括三个方面要素；作品，读者，欣

赏和阅读行为。现象学强调审美的原发性和重

视审美的生命感悟和体验，认为美就存在于现

象之中，是不断生成的，审美对象不是实体的对

象，而是意向活动中建立起来的对象。这与中国

传统“意象”的概念一致。叶朗 1988 年出版的

《现代美学体系》中以“美在意象”为核心观点，

他在《美学原理》中借用杜夫海纳的“灿烂的感

性”和“生活世界”两个概念，指出“审美意象以

一种情感性质的形式揭示世界的某种意义”，
“灿烂的感性”就是一个完整的充满意蕴的感性

世界，这就是审美意象，广泛意义的“美”。⑥他将

现象学关于审美经验的论述与人的生命和生存

体验紧密结合，认为是一种感性，是通过瞬间的

直觉去创造一个意象世界，从而照亮一个本然

的生活世界。张世英重视想象在审美活动中的

作用，他认为：“想象的概念，不是对实体实物的

模仿和影像，而是不同的事物综合成一个整体

的能力。具体地说，是把出场的事物和未出场的

事物整合为一个整体的综合能力。”⑦他主张要

通过想象破除抽象概念性的东西，使人们形象

地把握住载体背后的意义，实现主体与客体，存

在与此在的沟通。叶秀山是最早关注现象学的

中国理论家。他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活的

世界”，“是要在生活中体验的，而不是用一些概

念范畴———哪怕是思辨的范畴去建构”。⑧

三、现象学对城市公共景观艺术的美学考

察

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的“美丽中国”，包含

自然之美、和谐之美和人文之美的三重内涵。美

丽中国的提出是中国社会在物质文明达到一定

阶段之后，针对精神文明失衡现状的一种正视

和修正，是对社会和历史负责任的精神和态度。
景观环境是城市公共艺术，因其矗立街头或位

于城市特定区域等特点，人们更方便从其间获

得审美体验，具备更广泛的审美基础和条件。通

过现象学美学对城市公共景观艺术的审美考

察，从创作、建设、欣赏、“阅读”、体验等层面，将

极大提升其审美价值，对居民幸福感生成以及

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是公共景观

自然美、现代社会和谐美和城市环境人文美的

统一。
现象学美学思想对城市景观艺术的创作考

察

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提到“艺

术”分别成就了艺术家和艺术品，并进一步指出

“艺术家和作品都通过一个最初的第三者而存

在，那个第三者使艺术家和作品获得各自的名

称，那就是艺术”。⑨景观环境作为城市公共艺

术，其“美”是通过艺术家和景观艺术的形式显

现的，是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存在的本源。艺术家

创造出的“最初”的艺术作品（今道友信口中的

“未完成美学”）只是艺术的雏形，只有经过读者

对艺术作品的欣赏和“二次创造”，才能实现艺

术的成熟和作品的完整。因此，艺术家在进行艺

术作品的创作的过程中，不应当仅仅考虑质料、
形式和个人意志等因素，而是要充分考虑到受

众，即在审美活动中的审美主体———读者及其

阅读和体验的行为。艺术是艺术家、作品和“创

造性阅读”三者的统一体。三者缺一，则艺术不

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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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创作层面，环境艺术家要改变以往

的纯粹“灵感型”创作方法，在依靠灵感的同时，

要充分认识到作品是“意向性客体”的特征，谨

记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物质客体与读者观念客

体的综合，以及张世英口中的“想象”。景观艺术

作品的存在方式是审美对象的存在方式，意向

性对象既不是实在客体，也不是观念客体。当读

者以景观场所为审美对象进行审美活动的时

候，读者是审美主体，景观是审美客体。现象学

的方法排除作品本身实在的物理客体、观念客

体和心理客体之后，景观变成纯粹的意向性对

象。艺术作品存在的基础当然是艺术家的意识

创造，但当艺术作品参与到某项审美活动被审

美主体解读的时候，读者便在艺术家的艺术创

造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阅历、知识和背景再次进

行意识创造，也就是读者对于作品的“二次创

造”。读者作为审美主体对作品的意识创造，是

读者的体验，也是读者对作品的认同和对自身

的满足，是艺术作品精神价值的重要体现和今

道友信口中的“精神攀登”。城市公共景观饱含

艺术家的创作热情和意识经验，当场所使用者

作为审美主体对其进行审美活动的时候，景观

场所的价值得到升华，成为提升城市人精神世

界的载体。由于城市面积基本限定，人口高度集

中，导致公共空间宝贵，作为城市特色公共空间

主角的景观艺术，所承载的对城市人的“精神认

同感”和“自我满足感”的升腾意义愈见珍贵。因

此，具有引导读者通过体验完成自我升腾，来实

现“认同感”、“满足感”、“幸福感”的公共景

观艺术，在当代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中的价值

凸显。
以城市景观为对象的审美活动和艺术创

造，应破除客体性美学的陈旧模式，突破主体

性美学的“人定胜天”的桎梏 （比如人造雪

景），主张通过非功利的审美观照、审美自律

获得自我认同。⑩城市公共景观应采取具有当代

主体间性哲学精神的现象学美学一元论思想，

从通过公共景观艺术建设特色城市文化；重视

城市居民的体验，特别是体现生命超越和人生

意义的高峰体验的深层审美经验进行创造；以

及重视真善美的人们“日常生活世界”营建三个

方面进行艺术创作。在当代城市人的生活里，作

为街头公共艺术的雪雕景观，是饭后散步，甚至

上下班必须置身其间的城市环境。只有真正从

把握城市人心理层面出发，进行创作和建造，才

能真正获得城市精神文明的精髓，也只有体现

城市人“幸福感”的人文之美生成了，才能真正

实现社会和谐之美和雪雕公共景观艺术的自然

之美。
关于“阅读”行为的城市公共景观之现象学

美学考察

现象学存在论认为，艺术作品只有被主体

知觉的时候，才以审美对象的形式存在，否则只

是一般对象，是普通存在。杜夫海纳审美对象生

成论认为：艺术作品加审美知觉等于审美对象。
景观艺术作品本身并不能构成审美对象，只有

在主体参与的审美活动中，由主体知觉进行“阅

读”并与之结合，才能构成审美对象，否则，也只

能是以不同形状堆积的材料。作为现代一元论

美学，现象学美学认为审美活动在主体和景观

之间进行，在艺术作品之意向性客体生成的过

程中，具有不确定性的“空白点”非常重要。城市

景观作为实体存在，本身具有质料、形式等物理

特征；人作为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中通过自身

的经验、阅历和判断，针对“空白点”进行公共景

观作品的二次艺术创造。这一过程创造出一个

不同于物质实体的、超越的“意向性”精神世界。
巴赫金认为对作品的阅读是两个主体之间的对

话，今道友信认为欣赏艺术需要“解释”，解释是

向作品指向的美的“精神攀登”，而解释学奠基

人伽达默尔则认为，艺术是另一个主体，解释过

程的基础是理解，而理解是两个主体之间的沟

通和谈话的过程。认为解释活动不是艺术原初

意义的再现，也不是解释着原有意见 的呈现，而

是主体的当下视阈与文本的历史视阈的融合为

一。艺术家（作品）视阈与欣赏者（读者）视阈的

融合与统一，是艺术作品“初生”———欣赏———
阅读———体验———升腾整个序列的最高形式，

是其产生娱乐与教育意义的本根。其中，受众与

读者的接受和体验，是作为意向性客体的艺术

作品“长成”的重要环节，也是艺术家进行艺术

创作的指因。关于体验，在尼采那里是“沉醉”，
是生命的原始冲动和本能。狄尔泰则将其看作

是生命“意义”的瞬间生成，他认为每一个人都

有希望达到自我实现的高峰，只要怀有一颗永

不泯灭的向上的心，就能找到真正的自我，从而

获得幸福。他说“几乎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人们

臻于完善，实现希望，达到满足，诸事顺心，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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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随时产生高峰体验”。輥輯訛
现代主体间性美学认为审美是主体间的活

动，不是主体的片面活动，更不是客体的“美的

本质”。杜夫海纳提出一个“目击者”輥輰訛概念，在他

看来，目击者不是一个普通的观众，而是介入到

作品世界的观者，他一方面把握作品传达之信

息，一方面与作品共生同一。现象学美学思想为

城市公共景观艺术的“创造性阅读”提供了可

能，在旧有观念下对城市公共艺术的欣赏，只是

片面的就景观进行“静观”，处于初级审美阶段，

而真正能给人带来至高愉悦的，则是深层次审

美的“生命的升腾”和瞬间的“高峰体验”。体验

的意义存在于主体面对客体的感悟，是感性人

的瞬间生成，而今道友信认为艺术的根本机能，

是复归被现代技术压抑了的人性。现象学美学

视阈下的城市景观公共艺术，标举后现代的生

态世界观，提倡后现代的生活方式，力求消除现

代性的危机，重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地

方的关系，探寻恢复生态、救赎自身的理想之

路。輥輱訛对城市公共环境景观艺术的审美体验，正

在逐渐成为现代城市人更重要的生存方式。

总 结

公共景观艺术是现代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

和构成部分，与城市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对

特色城市的塑造和城市居民精神生活的满足具

有重要意义。运用现象学美学提出的“意向性”、
“本质直观”等理论和方法，考察代表公共艺术

的环境景观，对城市文化与城市发展、生态环境

建设以及城市人幸福感生成等方面，具有不同

程度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既是对现象学美

学思想研究的拓展，也为城市景观的审美解读

提供了范本，为公共艺术的创新带来了启示。现

象学美学视阈下的城市艺术，是公共景观自然

美、现代社会和谐美和城市环境人文美的统一。
（作者单位：哈尔滨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哈尔滨理工大学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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