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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学感官的混乱与分裂 1

动物利用五感，即视、听、味、触、智来感受世界。

但美学感官是人类独有的生理机能，只有人具有审美意

识。在人类美学发展的历程中，从原始时期到现代时期

再接续到今天的数字新媒体时代，美学感官的应用，是

从混乱到分裂，再联合。

在早期，人类的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与生活紧密

联系在一起。当时的艺术大致分为两种：一是造型艺术，

另一则是舞蹈艺术。因为都是自发的随心创作或是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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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原始艺术处于混乱中，并没有明确的体裁和风格

的区别分类。不过在舞蹈表演中，人体装饰、道具、服

装等都离不开美术要素的支撑，所以，造型艺术和舞蹈

艺术常常融合。舞蹈虽诞生在人类有意识的记录之前，

无从考究，但“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人间”的文字也

足以见得彼时“诗乐舞”融合的情景。在这样的原初而

混乱的美术作品中，五官的美感也是浑然天成的。就像

在原始舞蹈中，人们随心而动，唱词、音乐、舞蹈、美

术融为一体。

在美学观念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下，艺术逐渐脱离了

实用、巫术等功能，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美学行为。而在此

期间，各种美术类型逐渐分化独立，“诗乐舞”各自独立，

造型艺术也细分为绘画，雕塑，工艺，建筑，书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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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区分和细化是非常宝贵的，这就是指一种艺

术可以专注于具体的事物，文学用文字做媒介，舞蹈用

肢体的韵律。具有相当专业知识的艺术家，可以专精并

投身于某一种艺术的巧妙表现，从而使每个艺术都能逐

步发展出自己的独特技巧和方法。

只是，早期的古典艺术除了戏剧歌舞中在视觉和听

觉两方面需要感官来表现，很少出现各种感官的共同使

用。从美学感官的审美体验来看，大部分的艺术类别都

是由其中一个感官决定的，造型专门服务视觉，音乐专

门服务听觉。此时，美学和知觉的融合已经不再是常态，

这就造成了人们的审美观越来越单一，每个感官的知觉

都很难统一，联觉和通感能力减弱。即使是在各种新技

术层出不穷的电子技术发达的年代，使用收音机可以只

依靠声音进行听觉享受；观看摄影图像只需用视觉就能

进行美学体验的。

此时的审美对象即审美客体习惯于给人以单一感官

的审美体验。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一条稳定的审美

界线，划分好各种独立审美感官的体验空间。创作者以

及匠人们各司其职，在只属于自己的领域内埋头苦干。

而在这个过程中，单一感官审美体验也裹挟着人们将自

己的一生都用来训练自己某一感官的觉知和审美观。因

此，艺术家们在不同的层面上深入地发掘不同的艺术媒介

和载体。文化和知识的分配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复杂，分

工的人只能在某一感官觉知上的一个具体部分工作，而在

这个领域以外的其它感官审美体验就是多余的。人体内的

各种感官觉知最天然的统一性也被分割开来，彼此隔离。

在现代主义美术的艺术创作中，审美感官的使用发

展到了单一化的顶峰。为了突破某种可能，艺术家们各

自有着探索的野心，从古典美术时期模仿和描绘客观对

象为主的特点摇身一变：抽象造型艺术从物质性中剥离

出来，摄影艺术尝试摆脱绘画的局限性，这些行为使得

单一材质与单一感官的审美特性都充分地展现出来，从

而促进了单一的符合传统的审美感官逻辑。总之，艺术

分门别类走向独立，让每一种类型高度专业化，分化出

独有的构思技法、创作程式和感受方法，并在某种程度

上对其它类型产生排异，在此基础上划分出了各种感官

审美的隔阂。

二、视听审美到多感官审美

由于在美学感觉中不同的艺术类型分开发展，眼睛

和耳朵这两种最常见的感觉器官渐渐凸现出来。西方的

美学家认为，只有视觉和听觉是美的，触觉、嗅觉和味

觉由于长年缺席艺术审美的机会尤其是高雅艺术的审美

体验，而且往往与人类的庸俗欲望和肉体上的快感联系

在一起，在西方美学传统中并不被重视。大部分已形成

的高雅艺术在审美过程中也仅用眼睛或仅用耳朵，鲜少

同时用到视觉、听觉二种感官，艺术的欣赏方式也很少

会涉及触觉、嗅觉与味觉感受。不论是在专业学者还是

大众的视野下，除视听之外相关的感官美学是低俗且恶

劣的，与高雅品味定位下的“美”学是方枘圆凿。

西方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唯有“视、听”两种

感觉可以创造出美，而其它的感觉却和“高雅”的文化

品位格格不入，因而不能参加美学的运动。最初，哲人

柏拉图（Plato）的《大希庇阿斯篇》把感官的审美权力

限定给视听二者，他认为只有视觉和听觉是美的，并把

感官分成美学和不美学。哲学家和美学家的理论也紧随

其后，康德（Immanuel Kant）就把嗅觉与味觉联系在

了一种野蛮的欲望上，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则表明：“艺术的感官，仅包括视听两种感官，

而嗅觉、味觉和触觉，与艺术鉴赏毫无关系。”这两种感

官知觉与粗鄙的官能快感做最少的交涉，学家们只承认

视觉与听觉是最纯洁的快感。

康德以后的西方美学总是试图把人类的审美快感从

身体上引导出来，走向精神性。实际上，美学在最初的

阶段，与身体的快感有着紧密的联系，完全拒绝肉体上

的快乐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意义的。举个例子：味觉

诞生于味蕾，受化学刺激后，这类感觉能让大脑分泌多

巴胺，产生直接的味觉审美体验，进而间接开启对这个

味道专属的隐性记忆经验。许多东方文明里，五感都是

接近美的通道。中国的古典美学传统——品茶的文化中，

不仅涉及多种感官的通感美学，也体现中国人对美学认

识的一个主要来源。我们应该从多角度来审视人类的各

种感觉和文化，不再单纯地接受西方只有“视听为美”

的说辞。好在，现今的环境美学、休闲美学、生态美学

等都把人体的多重感官审美融入到美学的认知之中，对

视觉以外的其他感官进行了探究，摆脱传统美学的单一

形式和过于直接的审美方式，来理解是怎样借助多重身

体感官全身心投入以达到美学的。

多重感官比单一感官带来的知觉经验更为丰富，人

类完整全面的认识世界离不开所有感官知觉经验的整合。

渐渐，西方传统美学仅奉“视听”两种器官为审美感官

的理念受到质疑。自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开始，现代哲学家、美学家重新发掘

身体的感觉、知觉、欲望的审美意义，使审美的身体性、

多感官性得到全面倡扬。同样，在艺术创作领域，传统

艺术观念遭到全面颠覆，包括审美感受方式、感官感受

模式等，亦重新被艺术家审视和批判。在艺术作品中，

调动“感官协同效应”能使观者更加容易接受作品传递

的信息，创作者也在这基础上发扬更新自己的创作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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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对古典美学规则进行了全面破坏，马塞尔·杜尚

（Marcel Duchamp）的《喷泉》让艺术家们不得不重新回

归感性知觉的某种原初状态，检视人类感觉机能的整体

特性。

五官本身并不是各自独立观察这个世界的，当他们

感知物体时，往往都会引起“联觉”。这意味着所有的感

知都可以连接起来，肉身就是一个完整体。许多艺术品

所证实，五感的互相渗透刺激，往往会产生一种奇特的

美感表现。早在 1980 年以后，嗅觉艺术在艺术领域中冉

冉升起，艺术作品激发观者的嗅觉体验，艺术家们常常

使用气味浓烈的物品和其他媒介结合，例如鲜花、烟草、

香水等。比利时艺术家彼特·得库佩尔（Peter de Cupere）

善用此道，为了唤起人们对大气污染的关注，他在装置

作品《Smoke Cloud》中加入过滤后的汽车尾气。观者需

要爬上梯子，将头探入云中，就能闻见难闻的污染气味。

他的另外一个作品《Scratch ＆ Sniff Paintings》则要求观

者刮擦画面，嗅闻其中气味。正是这些嗅觉味道带来了

更加新鲜的美学感官体验和互动情绪，触发人们之后的

公共对话。是的，在艺术剧烈转型的形势下，美学作为

反思的理论也需要公正地对待各种审美感官，探析它们

是如何被全面联合起来去接受新的审美。

三、新媒体艺术中审美感官联合

即使传统古典艺术种类繁多，不同的艺术家致力于

某种艺术的发展，在各自的领域里辛勤劳作并获取成功，

但这情况也造成了多种艺术语言和感受方式之间的不协

调。不过科技的力量悄然影响着艺术界，数字技术将造

型艺术从传统的架上绘画转变为新媒体装置艺术，将单

一感官审美转换为“全觉艺术”。

在 20 世纪末数字艺术出现，人的感知审美呈现多样

性和复杂性，新兴科技让艺术品的材质、媒体的融合成

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也导致了各种类型的融合越来

越显著，深入挖掘后的各种艺术语言产生许多新的审美

观念和体验。新的媒介与技术改变了艺术创作的构成技

巧和生发了全新的审美创作经验。最为突出是音乐短片，

它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诸多要素融合在一起，

其内涵之丰富超越了原始时期的“诗乐舞”。新媒体将几

乎所有现有的美术形态都融入到一起，通过各种途径增

强当代人类审美感知能力的综合运用。不仅是传统意义

上的视觉和听觉结合，而且越来越多地将触觉、嗅觉、

味觉甚至更多其他感觉都融入到了审美的过程中，形成

新的审美体验方式，力求在这种过程中，将观者的全部

感知都带入到作品所在的审美环境中。

同样，数字技术也让观者从审美接受者转变为审美

创作者的身份，打破创作与审美的边界，把观者的多元

认知带入美学环境。其中最主要的途径是“数字互动技

术”，随着科技的发展，新媒体艺术与观者之间的交流也

愈加频繁，可以通过智能技术实现身体多感官联合感知，

搭建个体与作品的交互，人们可以体会到寻常视觉艺术

中接触不到的新奇感官审美体验。在互动中，所有的感

官，包括空间感、运动感等都会进入到美学之中，从而

使人体完全进入到一种空前的状态之中。在互动装置作

品中，观众通过肢体动作引起了作品形式的改变，而不

断变换的创作要素则会给观众以全新的温度感与人文情

怀。越来越多大型艺术作品创造出“沉浸式”的情境，

就像 2013 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中，交互作品《雨屋》

（Rain room）曾在此展出。100 平方米左右的昏暗空间里

下着持续的大雨，但人在通过的时候，并不会被淋湿，

人们极力去触摸雨，但雨在躲闪着人。这件有趣且庞大

震撼的互动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与讨论，人

们争先恐后走上前去参与其中，在雨帘中移动，感受其

中的潮湿。在此五感交加之下，观者们被引导到了一个

充满无限想象的精神空间。

所以，深化多元知觉的审美感官体验已然促成了当

今美学的变革。多维联觉体验呈现出从未到达过的丰富，

使观者在主体和自觉上超越了以往的美学时期。在新媒

体时代，艺术随时都有可能进入到一种新的美学进程中，

观者必须时刻保持敏锐，用身心去参与和回应迎面而来

的全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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