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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领袖人物，他的哲学理论建构一

方面受其一生所经历的世界巨大变化的影响。作为一名犹太学

者，阿多诺对于社会的、时代的变化观察是十分敏锐与警觉

的，另一方面，自幼受到的音乐熏陶使阿多诺对于艺术的理

解、对于美学的认识与重视不同于一般的哲学家。

1　传统美学的现代改造

阿多诺对于美学问题的阐述从对古典美学的发难开始，他认

为：“当今的美学已陷入困境，它不能从理论上弄清艺术目前的情

景到底有何意义；该情境是这样的：艺术一方面与其基本概念背

道而驰，但与此同时它若没有这些概念又无法让人理解。”[1]以此

标准来看以康德、黑格尔为顶峰的古典美学的理论系统，都解释

不了今日任何与艺术有关的东西或现象，“所有关涉艺术的东西，

诸如艺术的内在生命，艺术与社会的关系，甚至艺术的存在权利

等等，均已成了问题”，[1]更何况今后艺术的发展，因此其理论显

然是不符合要求的。

1.1对传统美学理论的批判

新的时代状况下，阿多诺认为“如同哲学体系或道德哲学

这种观念一样，哲学美学这一概念看来已经非常过时陈腐了”。
[1]美学的状况一直以来也就是在固定方法论的原则指引下所做的

辅助说明，它“犹如风标似得”受哲学、文学、科学等观念

的影响，没有自己系统的研究方式，视角随便，重点不定。尤

其在现代境遇中，人们对于美学的学术兴趣也开始偃旗息鼓，

对此阿多诺做了相关分析：

首先，传统美学不能适应现代艺术的需要。传统的哲学美

学要么“追随微不足道的一般概念或共相”，可执意追求的此

一般普遍性既不适用于具体的艺术作品，甚至其所依附的价值系

统自身也已不保；要么按照哲学预先设定好的形而上的规律给美

学“作出独断的陈述”。阿多诺认为此种传统美学的弊病在黑

格尔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证。阿多诺通过对启蒙精神的历史批判

从而否定了以理性和观念思维来达到真理的途径，[2]而黑格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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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理性来进行其哲学的全体规划的。他不顾美学现象的复杂多

样性，用早已预先设定的理性发展模式和自身的审美偏见来给艺

术武断的下裁决。

其次，美学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又是不该废退的，其存在是

必要的。阿多诺认为美学和艺术的意义在于对真理的认识，

“唯有哲学才能发现那种真理性内容，艺术和美学为了共同的利

益在此会聚一起”。[2]从美学命名开始，继而古典哲学对于美学

的界定，无论是鲍姆佳通所说的“美的艺术的理论”，还是黑

格尔对美所下的定义：“理念的感性显现”，对于真理的认知

功能都是它的根本职责所在。对此阿多诺是持肯定态度的。只

不过认知的方式问题以及在现代社会中复杂的艺术现象的处理问

题上，阿多诺认为美学需要有所调整。

阿多诺指出，现代艺术需要的是一种能够引发反思的美学。

新形式、新素材、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使得艺术呈现花样繁多，永无

止境的变动、发展的特征。艺术作品自身既包含对社会的反思又包

含社会所带给它的困惑、不解，这时候需要美学作为中介，让艺术

作品以内在的方式进行反思。“艺术趋于真理性。但艺术并非与真

理性直接同一”。[2]阿多诺指出一方面真理性是艺术的内容，另一

方面，只有通过技巧总和的形象特征，这种真理的显现才有可能。

“在艺术作品中，内在的连贯性与形上美学真理性一起构成真理性

内容。……在探索真理的同时，艺术作品必须设法达到自己的标

准。它们越是这样做，也就越有可能达到真理的标准” [2]在阿多诺

理论中，形式是艺术作品的固有逻辑，是艺术作品一种客观的有机

结构，使其区别于人们的经验实在。也由此，阿多诺将艺术形式确

立为其美学的中心。

1.2阿多诺对美学理论所持的原则

在《美学理论》中随处可见对于康德、黑格尔等古典哲学

观点的引介，或批评或赞同，阿多诺的态度并不是简单的是或

否，而是在不同的情境中，甚至在理论的形成背景下予以具体

的评价。阿多诺一方面通过对传统美学的批判让我们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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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美学的问题并不在于真正的探讨美的本质，而是从形而上的

宗旨上来看待美，将对艺术的具体分析仅仅作为理论的佐证或例

证。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当代美学的问题，即走向对古典主

义美学的超越——对真理追求的否定。对既有美学的不满意使得

阿多诺提出了他自己对于美学的见解。

（1）非体系性的变动性特征。阿多诺认为传统美学的做法

已经被事实证明是需要改正的，对于艺术本质的探寻是徒劳无益

的，没有一个单一不变的范畴能够抓住艺术的理念。我们应该

做的是从历史背景的角度来看待艺术。“美学务必回顾历史，

从中寻求艺术的概念：艺术似乎只有通过回顾才能凝结成某种整

一性，该整一性并非是抽象的，而是艺术具体发展成概念的过

程”。[ 2 ]艺术的新时代特征以及美学的新际遇虽然大不同于传

统，但在阿多诺看来，现代艺术是整个西方艺术发展的必然形

态，对这种艺术现象的理论阐释也必然与传统美学之间有一种历

史的延续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阿多诺在贯穿其美学理论中

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传统美学与现代艺术之间作关联性对

照，得出矛盾性所在并对有效性做新的阐发。

（2）审美经验与反思性相结合。黑格尔根据其美学理论推

导出“艺术终结”的命题，阿多诺认为，艺术在新的社会中不能说

终结，但也确实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形态。针对传统美学不能

适用的事实，阿多诺提出的方案是“美学只有通过一种途径可望弄

懂今日的艺术，那就是通过批评性和自我反思”。[2]阿多诺强调一种

“二次反思”的方法，阿多诺认识到光有哲学性的反思还不够，还

需要有对具体艺术作品做审美经验的实践。在此，阿多诺强调此种

审美经验与传统美学所说的审美经验的区别。传统审美经验即康德

所界定的囿于趣味或鉴赏力范围中的、主观的、“非概念”的对待

艺术品的方式，运用这种方式所得到的审美经验是哲学标签式的僵

死的东西。而阿多诺所提倡的审美经验应该是“为了主体及其先验

地位起见而发生的一场抵抗主体的活动。真正的审美经验要求观众

一方进行自我克制，要求一种对艺术作品所言和未言的东西做出有

意识的反应的能力”。[2]

2　阿多诺的艺术形式观

阿多诺作为熟谙西方文化体系的哲学家，他将传统哲学中片

面强调艺术社会性或艺术自律性的观点相结合，承认艺术是社会

性和自主性的辩证统一的同时，认为应当从艺术自身的规律去解

释艺术。

2.1艺术品形式的意义

阿多诺认为，对于形式的概念界定由于针对的具体的艺术类

型不同，从而理解的范围只集中于某一维度而不及其余，因此

经常是有缺陷的。他认为艺术作品的存在的确应该归功于形式，

而这种形式体现为尽管它是一种独断性的统一，但它经常悬置自

身。它的本质特性似乎是为了不连贯而连贯，因为它凭借他者

来打断连续性，它在保证他者之完整的同时又成功缓解了他者的

奇异性。因此审美形式作为艺术作品中所有显现成分的客观组

织，它应具有一种使这些东西协调并结合起来的眼光，它将分

散的细节保留在那呈现分散、歧义和矛盾的状态中，成为使它

们得以共在的非压制性综合物。在这个意义上，“形式是真理

的展露”。[2]阿多诺对于形式概念的分析也是运用他一贯坚持的

否定辩证法和非同一性的原则的体现。进步的艺术意识就是利用

最先进的材料的意识，是对积淀在材料中的历史实质做出的反

映。决定一种意识是否先进的是作品中艺术生产力的发展状况。

首先，它指艺术的绝对主权藉此进入兴盛时期的手段之一。其

次关涉到艺术对有其社会环境根源的种种技巧的吸收利用。最

后，生产力的发展在艺术主体更加有别的意义上是指人类的进步

—这种形式的进步经常受到其它主观性方面中的补偿性退化现象的

损害”。[2]阿多诺将艺术的进步与社会的进步相关联，指出艺术

进步比技术生产力的进步更具有历史折射性。进步的衡量标准则

在于是否具有真理性内容。

2.2形式是真理的展现

按照传统的认识论方法，客体经由知识或概念加以界定。

然而事实上，我们并不能通过知识或概念掌握客体的全部，在

用概念表达事物的过程中，总有非概念的东西剩余下来。概念

本身隐含着同一化的强制力量，这种同一导致主体忘却客体可能

是与自己非同一的东西这一事实，从而陷入主客统一的幻觉。

阿多诺指出，传统美学错误地把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提升到一种绝

对的整体的地位，从而把和谐转化为对异质性的胜利，这是虚

幻的积极性的一种标志。人们往往把所谓的形式看作是所有逻辑

性契机的总和，即把它看作艺术作品中的协调性，这样就把形

式等同于对称或重复。

阿多诺认为形式的本质之一就是规定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但

它应以一种间接迂回的方式被生产出来。艺术作品中的内容契机

渴望某种整体性，但这个整体性也即形式应该是隐而不露的，

“最高级的艺术越过总体而趋向断片状态”。“正是新近向不完

美的断片化的转折，通过粉碎艺术那尚未如愿以偿的（和不可

剥夺的）对完美的渴求而拯救了艺术。这便是断片在艺术中为

何如此重要的原因”。[2]形式在阿多诺看来是“分散细节的非压

制性综合物；它将这些东西保留在它们那分散的、歧义的和矛

盾的状况之中。因此，形式是真理的展露”。[2]

基于以上认知，阿多诺反对卢卡契的整体论观点和马尔库塞

将作品作为和谐、节奏、对比诸性质的自足整体的观点，主张艺

术形式具有分散的、异质的、矛盾的特性。他一方面认同形式与

社会历史发展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又认为形式对社会历史具有

批判性；一方面他非常重视艺术形式，另一方面与传统的形式主

义者不同，坚持碎片化、非同一性的形式观。

2.3现代艺术的特征

阿多诺认为有别于顺从的艺术的现代艺术，作为真正的艺术

卷入了意义危机。现代艺术的意义呈现出一种否定的特质。然而

关键的问题在于，艺术作品中意义的否定是否有价值，意义的危

机是否由作品反映出来。传统美学总是强调一种整体的观念，它

将这种整一性自上而下地强加给艺术。喜爱年代艺术昭示着这样

一个真理，即整体的首要性是虚假的。现代艺术带来了一种异质

的多样性，现代艺术的异质性的现实基础在于，现实中就有着种

种没有解决的对抗性因素，它们并不受那种理想中的想想性解决

方式的影响。现代艺术恰似萦绕于想象中而显示于自身的作为审

美的不连贯，在这个被管控的世界中，艺术独来独往而不希望受

干扰，它抵制那种整体化的运动。

艺术通过自身的理性来对外部世界的理性进行纠偏，现实原则

与其对立面共存于艺术中，作品所显示出的整一性正是源于理性对自

然所犯下的暴行。现代艺术需要理性去抵制经验性生活，需要先同化

为压抑型行为，通过模仿性适应来反对那种支配性的工具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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