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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畫家與鄉下人的對話

有一個故事是說⋯⋯，有一位詩人來到鄉下地

方，和一位種菜人聊天，說：

「啊！您這兒真好，房子後面有這樣的好山好

水！」

種菜人一聽到，便回說：

「這好山好水還不如我房子前面的這一畦菜園

呢！」

究竟哪一種美？似乎見仁見智，或許說詩人將

精神之美提升至一種境界，然而種菜人所體現的，

卻是生活上的實用之美，無法說哪一種美才是真

美，畢竟「美」沒有一定的準則。

還有一個故事是說⋯⋯，有一位畫家在畫完

一條魚之後，非常滿意於自己的畫作，正當得意之

時，一個鄉下人經過，看了看，便說：

「夭壽哦，上蒼給了魚生命，你卻只給牠身體

而無生命，真是造孽啊！」

畫家當下有如當頭棒喝，因而反思如何賦予自

己畫作新的靈氣而非匠氣。

學有專長或有專門技術的人，我們會稱之為

「家」或「師」，自然而然，我們會認為「畫家」當應

具備藝術的能力或天賦，具基本的審美判斷力，對

「鄉下人」一詞的前設概念則認為是住於鄉野的人，

較沒有受教育，對美應不具概念上深入的判斷能力。

但是上述對話中，正當畫家自滿於自己的畫作時，他

是從自我知識背景與作品對象本身而產生的審美判

斷，亦即其審美判斷帶有概念性；鄉下人的反映則是

反映出自然之美、自在之美，一種對自然界生命躍動

的尊重，因而他的判斷是免於概念的考量，並產生純

粹的自在美判斷行為。畫家在聽了鄉下人話後之所以

有如當頭棒喝，是因畫家從一種局限的概念立場進而

跳脫對象本身，當下接受了自然之美與自在之美實勝

過了寫實之美。可是，若畫家仍堅持己見，認為自己

的看法、觀點才是美的，那麼，畫家與鄉下人對美的

見解各有其主觀性，而且不見得何者才具有普遍的客

觀性。因而不帶概念性、目的性的審美判斷，似乎反

而體現了所有的人都具有對自然之美的鑑賞能力，可

是人們不免產生懷疑，若非以自然為藝術對象時，那

麼，他還可以具有不帶概念性的審美判斷嗎？當我們

欣賞柴可夫斯基的第六號交響曲《悲愴》時，若對音

樂藝術無相當的概念基礎時，一般人或覺其聽起來好

聽或不好聽，較難以「鑑賞」的角度來欣賞音樂藝術

呈現出的時間流逝之美，或難以將其自然化、意境

化，因而也較難具體地說出美在哪裡。不過，這裡又

一個矛盾的是，究竟「美在哪裡」？「美的鑑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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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否應言於行外並具一套規則？還是靜觀默思、

不需多言的如「無聲之詩無一字，無形之畫無一筆」

的境界呢？前者好比鮑姆嘉登美學認為美為思維的藝

術，藝術音樂的欣賞較適合如此，後者好比康德認為

美感的基礎在於主觀的想像力，抑或鄉下人也許說不

出一大套的道理，但他也可欣賞美或對美進行鑑賞，

自然對象的欣賞或較適合如此。以下我們即換一種角

度來聽聽康德美學與鮑姆嘉登美學的對話。

康德美學與鮑姆嘉登的對話

鮑姆嘉登（Alexander Baumgarten, 1714-1762）

可說是「美學」（aesthetics）一詞的創立者，他認

為美與認知是同等關連的，而且審美可經由認知

的客觀過程而帶有規則性，故而主張美學即為美

之思維的藝術。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

對鮑姆嘉登的看法則持不同的態度，他認為審美

判斷本身是「美感的」（aesthetic），決非認知的

（cognitive），因而美感的基礎在於主觀的想像力，

例如在「這朵玫瑰是美的」判斷裡，玫瑰是一朵玫

瑰已無關緊要，這樣的判斷也完全不站在「對象」

的角度，而是當下伴隨直覺因靜觀默思而油然興起

的單一判斷。例如，若是一位植物學家來判斷一朵

花之美時，他不能先行預設「對象當該如何的概

念」，因而就必須忘記他對花於植物學方面的知識，

也就是說植物學家所擁有的知識，不應當影響他的

審美判斷，他的判斷必須免於概念的考量，這樣的

審美判斷才是純粹的「自在美」（free beauty）。康

德的主張似乎合理，但也充滿著矛盾，這裡存在的

兩個矛盾是，一是「典型」（typical type）美的認定

問題，一是若抽離掉了概念是否還能恰當地欣賞對

象的可能性，因而這涉及到世間是否存在普遍美之

先驗概念，以下，我們將從語言現象中的普遍語法

（Universal Grammar, UG）與薩皮爾沃夫假設（Sapir-

Whorf Hypothesis）來看普遍美之先驗概念問題。

普遍語法與普世之美的對話

所謂薩皮爾沃夫假設指的是，我們對這個世界

的看法是由自身的語言結構所影響、控制。薩皮爾

是美國的語言學家，其學生沃夫原為一消防隊員，

認為大部人對標有「危險！」的整桶汽油會感到害

怕，但對不標有「危險！」的半桶汽油則不會感到

害怕，但由此而更易釀火災，此假設主要說明語言

結構限制住人們的思考方式。或如在東、西方世

界，科技、經濟產業掛帥的今日，新的語詞不斷迅

速產生，但新詞或外來詞首先進入到通行語中，以

華語的姿態生存、普遍使用著，少數族群語言往往

不及接收這些大量的新詞彙，或有些新詞硬是翻成

土語或顯得拗口，於是新詞無法進入自身的母語當

中，新文化、新詞彙便以華語形態影響著少數族群

的思考模式，進而族群之間相互融合的概念油然而

生，地球村的概念也成趨勢。不過這種說法具有一

些爭議，我們都知道，早期閩、客族群生活於南方

以農為主的農業社會，多養雞、養鴨等，因而對於

雞的種類語言命名多樣化，如：雞公（公雞）、雞

嫲（母雞）、雞子（小雞）、雞僆仔（未生育過的母

雞）、雞 （未成年的雞）等等，但對北方民族的北

方官話來說，雖無這些多樣性雞的命名，不過卻有

許多當地資料豐富的馬類命名，如單以十筆劃為限

的馬即有「騫 騰 騷 騵 騲 騬 騶 騮 騸 騭」等等，故

而此為語言的產生受限於生活文化，非語言結構限

制住人們的思考方式。

若語言結構與生活文化具相互牽制的力量，

因而影響了人們對這世界的看法，那麼，族群文化

是否也可以限制住人們對美的不同看法，我想答案

也是非絕對性，因為事情總是有著一體兩面的看

法。例如，世界七大神秘族群之一的「長頸族」，

女孩自小便以某種方式使其頸部慢慢變長，愈長則

代表愈美，而中國傳統漢族女子便以「裹小腳」為

美的代表，這些均是因當地文化限制人們對美的看

81

美
育
第

205
期
／JO

U
R

N
A

L O
F A

ESTH
ETIC

 ED
U

C
ATIO

N
, N

O
.205



法，外來的族群或不如此看待。故而在自然主義盛

行的年代裡，抑或在寫實主義、象徵主義盛行的年

代裡，對「典型美」的認定便會有所不同，好比華

語成語中有一句為「環肥燕瘦」，指的是在唐明皇

時，其寵妃楊玉環，與漢成帝時，其嬖后趙飛燕，

兩者一肥一瘦，各以此擅勝而並美，這是因時代風

氣而造就對女子美不同的典範。然而，到底存不存

在舉世皆然的普世之美呢？「夕陽」，多數人都認

為很美，但對於每天都會面對夕陽的人來說，「夕

陽」大概也無所謂美了。這似乎又得回到前述康德

有關美存不存在「對象」的問題，這也和語言之中

的「普遍語法」似乎有著同工異曲之妙。

所謂普遍語法指的是，我們所使用語言的

語法結構並非來自於環境或交際功能，而是內建

於大腦中的認知功能，因而各地語言均有共通之

語法現象，此學說由語言學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所提倡。若大腦中存有認知功能，進而

自行有此能力形成語法規則，實驗也證明，若不在

適當的時期提供「言語」對象予語言學習者或習得

者，那麼，他便無法具備能力來形成語法規則，因

而「言語」即為「對象」，「對象」是重要的。同樣

的，在康德美學主觀美的主張之下，似乎也應該存

在一種「對象」，這種對象可能不是具體的「花」

或實景的「夕陽」，而是世上「普遍人」所具有的

「標準」，美的認定確實通常需要透過某種「標準」

而存在，因而依據我們普世之美的主張，大部分人

對於貼近「自然」現象的實景或物件，諸如「夕

陽」與「玫瑰色」，便覺其美，即便也存在著少數

之人士不認為其為美，但對「大多數」而言，此便

是「普世之美」（Universal Aesthetics, UA）。

拈花與微笑之間的無言對話

世尊在靈山會上說法，僅僅拈花以示眾，眾

人皆默然，唯獨迦葉破顏微笑，因而有釋迦的拈

花、迦葉的微笑，後世便以「拈花微笑」比喻以心

傳心、參悟禪理的樣子，亦可喻為會心或默契之

意。「拈花微笑」之所以美，不但美在普世之美的

「花」與「微笑」，更美在於「拈花微笑」互動之意

境禪意，至於對象是「什麼花」並不重要，而「微

笑」在世界上許多民族來說，多表正面性的美。

其意境之美或如英國詩人布萊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所說的：「一粒沙裡見世界，一朵花裡

見天國，手掌裡盛住無限，一剎那便是永劫。」

第六號交響曲又名悲愴交響曲，是柴可夫斯基 1893 年之作品，整首曲宛如敘事內容，約 48 分鐘，以慢板開

始，以葬禮般安魂曲式安靜的結束，中間則穿插著不同旋律風格的舞曲。雖然音樂內容以晦暗為基調，但在快慢之間

的節奏使音樂呈現出張力，並貼近人心。因而音樂形式的創新與敘事的舖陳，引領聽者進入一種傷感卻又深陷其中的

感動。

名詞方塊

第六號交響曲《悲愴》

延伸閱讀

Wenzel, Christian Helmut：康德美學（李淳玲譯，2011）。台北市：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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