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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与华兹华斯的情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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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事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135）

摘　要：华兹华斯的情感论是其诗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观点 “诗歌是诗人强烈情感的自然
流溢 ”给人的印象是诗是诗人情感的直接结果�然而�华兹华斯又说诗人具有一种气质�比别人更容易被
不在眼前的事物所感动�言外之意就是诗歌是诗人回忆的结果。前后说法似乎有所矛盾。如果从现象
学的角度认识这一问题�它们并不矛盾�因为诗人的回忆也是情感不断积聚的过程�这正像情感现象学
所说的�在任何可能的世界图像的形成过程中�该图像的各要素的内涵、结构和联系取决于爱和旨趣行
动的建构、方向和联系。像现象学一样�华兹华斯也是在爱的 “问询 ”中�让世界不断 “吐露 ”自身。由
此�我们可以看出华兹华斯情感论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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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国文学史上�《抒情歌谣集》的出版标志
着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始�该书 “序言 ”被认为
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宣言�因为诗集中的作品无论在
思想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完全不同于在此之前的新

古典主义的作品。在思想上它们是对理性主义的
批判�在形式上它们是对新古典主义文学形式的颠
覆。然而�华兹华斯诗学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他的
著名论断 “诗歌是诗人情感的自然流溢 ” ［1］23给人
的印象是诗歌是诗人情感的直接结果�但是他又说
诗人具有一种气质�比别人更容易被不在眼前的事
物所感动�言外之意就是诗歌也是诗人回忆的结
果。前后两种说法似乎有所矛盾。如果能从现象
学的角度认识这一判断的内涵�我们发现这两种说
法并不矛盾�因为诗人的回忆也是情感不断积聚的
过程。这正像现象学所说的�“在任何可能的世界
图像的形成过程中�该图像的各要素的内涵、结构
和联系取决于爱和旨趣行动的建构、方向和联系�
而且�我们的世界图像的任何扩展和深化都和我们
的爱和旨趣的范围的先行扩展和深化有着本质的

联系 ”。［2］99像现象学一样�华兹华斯是在爱的 “问

询 ”中�让世界不断 “吐露 ” ［2］99自身。因此�如果能
从现象学的角度考察华兹华斯情感美学思想�我们
就会发现它的现代意义。

情感与现象学体验

情感和理性的关系问题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

重要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哲学家。在西方哲
学史上有一种偏见�即把理性当作秩序的象征�而
把情感看作混乱的根源。苏格拉底的 “美德即知
识 ”、柏拉图的 “善的理念 ”、亚里士多德 “理性的中
庸 ”�都强调了理性的重要性。不仅如此�希腊的
一些哲学家�如斯多亚学派把人的恐惧、痛苦、欲
望、欢乐当作灵魂中不健康的激情加以克制乃至根
除�因为他们认为人的激情是非理性的、盲目的和
需要控制的。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康德关于灵
魂、宇宙、上帝的观点更是关于纯粹的理性问题。
他把一切都放在实践理性即道德的天平上进行衡

量�凡是不符合实践理性的绝对命令都是不道德
的。在西方现代哲学史上�叔本华、尼采等人认识
到了人的情感意志、本能欲望等在人的存在中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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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论作用�但他们也或多或少地认为�情感意志和
本能欲望就像一群脱缰的野马或是一个勇猛刚强

的瞎子。①
纵观西方哲学的发展�我们看到理性主义者希

望通过理性来规范人的盲目的情感冲动�但他们对
人的情感冲动的本质意义却缺乏理性的思考；非理
性主义者虽然把人的情感意志抬高到本体论的高

度�但由于他们同样不能说明人的心理活动的秩序
问题�其道德价值只能存在于相对主义的泥潭里�
最终结果必然走向虚无。为了克服理性主义和非
理性主义在情感论方面的矛盾�当代哲学家做过一
些有益的尝试�其中20世纪德国哲学家舍勒的情
感现象学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情感现象学�顾名
思义是用现象学的方法研究人类情感问题。舍勒
非常推崇胡塞尔的现象学�因为它面向事实本身�
这对于渴望与世界本原进行直接交往的舍勒来说

一拍即合。他高度评价胡塞尔的现象学�认为它的
出现 “就像一个黑暗的牢狱中关押了多年的人首
次踏入一座繁花似锦的花园。这个牢狱就是我们
人类的环境�它受到一种只重视机械的东西的理智
的局限。这个花园就是上帝的丰富多彩的世界�我
们看见�它向我们敞开并且欢迎地接受我们�即使
只不过是从远处迎接 ”。［3］在舍勒看来�人要想真
正走出自己的牢笼�就必须在心灵上进行彻底的更
新�现象学为我们提供了重塑心灵的有效办法。

像胡塞尔一样�舍勒也通过面对事物本身�对
事物的本质进行现象学还原。胡塞尔的策略是�只
要我们通过 “悬置 ”、“加括号 ” ［4］等方法�我们就可
以达于事物的本质。与胡塞尔的方法不完全一致�
舍勒认为�作为生物或生命的存在�人受到自己的
肉体欲望或冲动的支配�并为环境所累�只能是相
对此在�也就是偶然之物；作为精神存在�人能从环
境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并以自由、纯粹的目光拥有
绝对此在�也就是本质之物。但是�要与事物的本
质交往�人就必须学会控制肉体欲望及本能冲动对
知觉的支配�并对本质事实充满积极的精神之爱。
舍勒在《现象学与认识论》中说：“现象学首先既不
是一门科学的名称�也不是哲学的代名词�而是一
种精神审视的态度。只有采取这样的态度�人才能
直观到或体验到不采取这种态度就会对人隐藏的

东西�即本质事实的王国。我说的是态度而不是方
法�是因为方法是一种目标确定的、对事实进行思
考的程序�如归纳法和演绎法�而在现象学中�问题

却在于那些先于逻辑规定的、崭新的事实本身以及
审视这些事实的方式。” ［5］49

关于事物与本质的关系�舍勒像胡塞尔一样也
认为本质与事物是不可分离的�本质是通过事物显
现出来的。但舍勒把本质看成 “功能的存在 ”�［2］54
也就是说�本质并不独立存在�只有显现在具体事
物中我们才能感到它的存在；同时�本质又独立于
事物�不因为事物的变化而变化。要想发现个别事
物身上的本质�就必须进行本质还原。舍勒还原的
方法也是对认识主体的感官属性以及个别事物的

实在性不加任何设定�而让事物的本质自身显现出
来。但舍勒区分了两种认识事物的方法：一种是现
象学的方法�另一种是非现象学的方法。通过感官
与事物交往而认识本质是非现象学的方法�通过精
神与事物交往认识本质才是现象学的经验。非现
象学的方法由于受到感官的或自然条件的限制�它
们的普遍性原则只能通过客观的观察和逻辑的归

纳推理才能完成�从而具有不确定性和相对性。现
象学经验通过精神直观认识本质�它克服了感官和
自然条件的限制�从而具有绝对的确定性。从获得
经验的方式看�非现象学的方法是以符号、象征、指
示为中介�或以预先的理论解释对现象的 “本质 ”
作出人为的诠释�而现象学经验是对被给予之物本
身的直接经验�它不以任何符号、象征、指示为中
介�也不掺杂任何的人为解释。［2］56

华兹华斯情感论的三个层次

“爱 ”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友情、爱情、喜欢
等等。但在现象学看来�这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爱�它们会随着境遇的变化而变化。要想真正把握
这些形式背后真正的爱�需要现象学还原。例如�
我们常说爱自然、爱人类等�这些都是具体的爱�如
果我们抛开这些具体形式�我们会发现在作为主体
的人和作为客体的世界之间存在一种吸引与被吸

引的关系�这是人和世界的一种价值关系。这种价
值关系表明真正的爱显现于我们和世界的各种关

系中�它并不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舍勒认
为�真正的爱乃是这样一种 “东西 ”�它从根本上把
人和世界的关系规定为价值关系；在这种关系中�
世界始终并且首先作为价值存在向人呈现出来。
舍勒对爱的现象学还原可以给出这样的解释：一般
而言�我们乐于想象、思考和回忆的�就是我们所爱
的或对之有兴趣的；也就是说�在任何可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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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的形成过程中�该世界图像的各要素的内涵、
结构和联系取决于爱和旨趣行动的建构、方向和联
系�而且�我们的世界图像的任何扩展和深化都和
我们的爱和旨趣的范围的先行扩展和深化有着本

质的联系。基于此�舍勒认为�正是在爱的 “问询 ”
中�世界才不断 “吐露 ”自身。［5］27－28

第一�对自然的爱。华兹华斯对自然的真挚的
爱�并不意味着他的诗歌创作来自于他对自然的直
接感受�而是来源于他对并不在眼前的东西的回
忆。他用爱去想象、思考和回忆�他的世界图像的
构成都与他的爱和旨趣的范围的先行扩展和深化

有着本质的联系。他认为�“他 （诗人 ）有一种气
质�比别人更容易被不在眼前的事物所感动�仿佛
它们都在他面前似的；他有一种能力�能从自己心
中唤起热情�这种热情与现实事件所激起的很不一
样�但是 （特别是在令人高兴和愉快的一般同情范
围内 ）�比起别人只由于心灵活动而激动的热情�
则更像现实事件所激起的热情。他由于经常这样
实践�就获得一种能力�能更敏捷地表达自己的思
想和感情�特别是那样的一些思想和情感�他们的
发生并非由于直接的外在刺激�而是出于他的选
择�或者是他的心灵创造 ”。［1］23作为诗人�华兹华
斯没有像现代哲学家那样把自然的情感上升到现

象学的理论高度加以系统阐述�但是他关于诗人气
质的论述正是现象学情感论的一个主要精神。现
在�让我们看一个他诗歌中的例子：

在《序曲》的第五卷中�诗人梦到了一个骑独
峰骆驼的阿拉伯人警告他世界末日将到来。诗人
拼命追赶那阿拉伯人想问个究竟�但转瞬间那人已
消失得无影无踪。对于这样 “超自然 ”的故事�读
者也许会怀疑它的自然的基础�但它离不开自然的
根源。就在这一卷诗的开头�诗人交代了这一幻象
产生的背景。在一个盛夏的中午�诗人独自一人坐
在大海边的一个洞穴口�阅读塞万提斯的的 《堂吉
诃德》。洞外的炎热、洞中的凉爽以及远处海面上
的涟漪反射出耀眼的阳光�使他昏昏欲睡。恍惚中
发生了上文所交代阿拉伯人的故事。然而�事情并
没有随着这个梦境的结束而过去。从此之后�诗人
常常 “将阿拉伯人的幻影－－－这位半堂吉诃
德－－－请来�／赋予他实体�把他看作一个 ／活人�
一位温文尔雅的沙漠居士 ”。［6］103－104在他身上�诗
人看到两样东西�一是他手中的一块石头�它代表
了 “欧几里得的原理 ”�另一个是贝壳�它代表艺
术�能够预示未来。在这个阿拉伯人看来�这两件
宝物就是两本天书：

一本熟识

星辰日月�以最纯洁的理性契约
使人与人产生关联�不受时间与
空间的欺骗；另一本像个天神�
不�是众多天神�具有浩瀚的
语言�超越所有的风的呼唤�
能振奋我们的精神�能在所有
艰难困苦中抚慰人类的心田。［6］104－105

第二�对人类的情感。在华兹华斯诗中�抒情
对象主要是自然。但是�对自然的情感也惠及人身
上�就像《序曲》第八卷的副标题所说的那样�“对
自然的爱引致对人的爱 ”。［6］202这一点与情感现象
学的自然观有共同之处�因为后者也从人与自然的
情感一体出发研究人在历史环境中的处境�认为只
有从人的情感出发�才能深入历史的深处�把握它
的真实存在。［5］320－321

环境不同�人们对情感的定义不尽相同。现象
学认为�“同情 ”不仅指一个人对他人的怜悯�而且
有着更为广泛的含义�那就是 “泛指人们对同一种
情感的分享或对他人之情感的参与 ”。［2］116也就是
说�只要人们的情感在一定的情况下发生共鸣�我
们就可以说这是一种同情现象。现象学把同情分
为四种形式：情感共有、情感参与、情绪传染和情感
一体。其中�情感一体是情感现象学所青睐的理想
形式�因为此时情感主体双方的自我完全融合�仿
佛成为一个自我。现象学对情感划分的意义不仅
在于它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形式的研究�更重要
的在于它从人与自然更大的范围内研究情感问题�
认为人如果把整个宇宙视为具有生命的有机体或

认为宇宙也有其情感内涵�人就可以与宇宙产生情
感一体。

现象学崇尚人与宇宙的情感一体�爱成为维系
它们关系的基础。华兹华斯生活在一种优美宏伟
的自然环境中�他认识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这
种特殊关系。在他看来�人通过爱自然懂得了他与
他所爱的自然的关系。人爱自然�自然也因人而
美�美的自然又引导人对人的爱。当诗人遇到一个
牧羊人时�这个牧羊人或是因为在雾中而显得高
大�或是因为落日的余晖而变得崇高�或因为遥远
而地平线只勾勒出 “一个孤独而又崇高 ”的身影：

这就是人

在我面前的外在世界使他高尚�
因此�我的心里很早就有了
一种爱和尊敬的意识

对人的本质；就这样 ［人成了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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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充满智慧�几乎
就像书籍�但它比书籍高尚得多。［6］212

第三�对上帝的爱。一般说来�人的宗教情感
取决于人对神性存在的认识。有人认为神性是一
种存在�有人则认为神性是一种虚构。宗教现象学
认为�人从本质上讲是宗教性的生灵�人对宗教的
崇拜和信仰是自然的事情�就像对语词和理性的拥
有使我们成为人一样�人通过自己的宗教行为使神
性存在显露自己并与之发生关系是人的本性。像
一般现象学一样�宗教现象学的前提也是事实。一
般现象学认为事实是客观的�独立于我们的意识�
宗教现象学认为神性也是客观的�它先于一切神学
或宗教理论而存在。既然神性是独立于人的存在�
它就不是我们人的虚构。神性像经验世界一样是
一种存在�但它又不同于我们的经验世界�因为它
既不可以从经验世界中推论出来�也不是经验世界
的理想化形式。［2］223－224

神性存在的显现依赖于现象存在�依赖于人的
宗教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神性存在是由人决定
的。相反�它具有两个本质特征�即它的存在的绝
对性和神圣性。它的绝对性表明它是绝对自足的�
有自身存在的根据；它的神圣性表明它具有至高无
上的地位�它是全能的创造者。对于神性存在的这
两个特征而言�人应该体会到所有的相对之物都具
有部分的虚无性和无力性；另外�人还应当知道任
何相对之物包括人在内都具有 “受造性 ”。只有当
我们认识到经验存在与神性存在的这种关系�我们
对世界的体验才能真正彻底发生改变。在此之前�
我们会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确实的客观存

在�而在此之后�我们才会感觉到�世界上的一切事
物都依赖神的存在而存在�与神的存在相比�任何
经验的存在都是渺小和微不足道的。只有当我们
具有这种神性的存在意识�我们才能真正培养起我
们的宗教情感。［2］225

华兹华斯在同自然的交往中�体会到了自然中
神性的存在�他认为在他自身和自然赋予他的静谧
的感觉之间�有一种难以表达的呼应：

我感到

仿佛有种灵物�以崇高肃穆的欢欣
把我惊动；我还庄严地感到
仿佛有某种流贯深远的素质�
寓于落日的光辉�浑圆的碧海�
蓝天�大气�也寓于人类的心灵�
仿佛有一种动力�一种精神�
在宇宙万物中运行不息�推动着

一切思维的主体、思维的对象
和谐地运转。［7］131

华兹华斯在与自然的交往中体验到自然中神

性的存在�它赋予他超验的能力�使他能领悟到经
验存在之外的超验存在�也是在这种体验中建立起
对上帝的情感。例如�当他在伦敦这个 “巨城 ”中
生活一段时间之后�他逐渐发现无论是在善者还是
在恶人的心中�同一种精神压倒愚昧与邪念�同一
种鉴别力就像所有人的目光会向着同样的太阳的光

芒一样�会做出道德的判断。他认为�无论是何种原
因、何种恩赐�灵魂一旦意识到如此高尚的融合与共
享�它会 “近饮至纯的幸福�与上帝共憩同安 ”。［6］227
对自然的爱引致对人类的爱和对上帝的爱

现象学认为情感的先验本质表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首先�任何个人都必然处在情感之中�没有脱
离个人的情感�也没有脱离情感的个人。其次�情
感不仅具有自身特定的性质�而且在与其他情感的
关系中还表现出不同的意义。例如�失败的感觉意
味着我们的某种目的没有达到�但是如果我们能从
失败中吸取教训�找出失败的原因�我们就会变得
更有信心去完成未竟的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人
并不是束缚在同一个情感的层次上�而是能超越自
己的情感。［2］65本文第二部分提到的情感的四种形
式�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人的情感的表现�它们有
着层次的差别。具体说来�越往后层次越高�越能
体现出人之为人的本质。人可以为了高层次的精
神追求而放弃低层次的精神满足。例如�战争时期
人们为了崇高的精神事业而不辞劳苦�拼命作战�
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通过上文对华兹华斯情感三个层次的分析�我
们基本可以看出他的这三种情感也不在同一个层

面上。对自然的爱是他所有情感的基础�对自然的
爱可以引致对人类的爱和对上帝的爱。在他的
《序曲》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情感不断加强和升
华的过程：

随着岁月的掠过�大自然
漾及我的灵魂�给我无尽的
收获�让我所有的思绪都在
情感中沐浴。
……
我感到生命的情感弥覆着所有

活动的和所有表面静止的事物；
所有为人类思想与知识所不及、
为肉眼所不见但却为人心所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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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事物；所有蹿跃的、奔跑的、
呼叫的、歌唱的或那些在半空中得意
搏击的生灵

……
我以如此的方式

与天地间每一种被造物交流�看它们
以崇敬的表情和爱的目光注视着

造物的上帝。他们唱着同一支
歌曲�而只有当肉体的耳朵被一段
最平凡的引子迷住�忘掉她的
功能�安然睡去�我们才能
听见这歌声�才能听得最清晰。［6］46

从上文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个体心灵最初
的活动只是使得现象界作为一个单个意识的对象

而存在�他后来逐渐意识到自己 “沐浴在情感 ”之
中。他开始以如此的心情与天地间万物�包括人在
内�进行交流�意识到自己融入 “所有的蹿跃的、奔
跑的、呼叫的、歌唱的或那些在半空中得意搏击的
生灵 ”之中。在华兹华斯看来�天体万物都具有
“一个共同生命 ”�［8］因为所有的事物都拥有我们
的心灵可以感觉得到的统一性。最后�强烈情感又
转向内在的自我�存在于感觉活动中的知觉开始变
得明晰起来�诗人开始感到某种普遍融合的 “东
西 ”的存在。思想开始认识到一种难以用感觉表
达的实在：这个实在的确不是人的眼睛所能看到
的�但它却生活在我们心中。它也不可能概念化�
因为它超越了思想和人的知识�主体的主观能量难
以与它直接相遇。

对于华兹华斯情感论的重要性的认识�人们往

往局限于它对崇尚理性的新古典主义文学的批判

和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形成所作的贡献。但是�如果
把它同现象学情感论的观点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
它们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使得华
兹华斯的情感论具有现代意义。也许是受中国传
统美学思想的影响�国内学术界比较看重华兹华斯
的 “诗歌是诗人情感不断积累的结果 ”的论断�而
忽视了他的同一篇文章中的另一个观点�即诗歌也
是对并不在眼前的东西的情感不断积聚的结果。
事实上�诗人通过对不在眼前的东西的回忆而不断
加强自己对认识对象的情感�从而达到对本质的认
识�这是一种现象学认识问题的方法。就像舍勒所
说的�通过我们的感官与事物交往而获得的只是非
现象学经验�通过我们的精神与事物的交往所获得
的才是现象学的经验。

需要指出的是�在现象学的发展过程中�存在
着主观主义极端化的倾向�例如�萨特就曾把现实
与非现实完全对立起来�当他在 《想象心理学》中
谈论艺术的时候�他说现实永远不会是美的�“美
的价值只在于想象�它的结构涉及对世界的虚
无 ”。［9］对于情感的认识�现象学更多考虑的是情
感主体的因素和神性的因素。在这个方面�华兹华
斯与现象学也有相似之处。笔者认为�如果说华兹
华斯强调人对自然的爱和对人类的爱是他情感论

的积极因素的话�那么�他强调对宗教的爱则是其
理论的消极因素�因为他的宗教情感使得他的情感
论过度抽象化。但是华兹华斯情感论的抽象化掩
盖不了它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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