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ace to face
对话

《当代美术家》（以下简称“当”）：

通常大家认为科学代表理性，艺术代表感性，

您作为哲学学者，又特别关注当代艺术和当

代艺术理论，可以说在艺术与哲学之间游走，

您认为哲学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呢？还有，

艺术与哲学的关系如何？

孙周兴（以下简称“孙”）：哲学当然

是偏理性的，这是哲学的基本特质所要求的。

哲学需要给世界提供一个合理性的说明和论

证，包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对我们自身的

行为做出合理的论证或辩护。这是哲学的基

本任务。简单来说，哲学就是讲道理，讲道

理需要论证，要说出一二三来，从这个意义

上讲，哲学肯定是理性的。但是我们也看到，

在 19 世纪中期以来，在欧洲出现了另外一

种哲学，反对二千年来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

甚至主张非理性、转向感性。不过，这依然

没有消除哲学的理性本质，它的讲道理的特

点。再说了，感性与理性之分也是传统哲学

的习惯，是欧洲的分析传统，但这种区分本

身是不确当的，其实哪里区分得清楚？

哲学为什么必定是偏重理性的呢？因为

哲学说到底就是“观念构成”方式，是“观

念构成”的主要方式。“观念”（idea）是

普遍的和形式的，所以传统哲学的主体是“普

遍主义”的。传统哲学的基本方法是逻辑论

证，是要努力推脱所谓“感性”层面的；但

即使是后来出现的“反哲学的哲学”，也必

须坚持“论证”，虽然论证的逻辑性大大减

弱了。要说区别，我认为自尼采以来的现代

哲学，与传统哲学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就

是逻辑性大大减弱了，也不太讲论证了——

我称之为“弱论证”。哲学必须有论证，哪

怕是“弱论证”，不然就失去了哲学的本分，

就不能叫哲学了。

这种情况也表明，艺术与哲学之间的关

系已经发在了根本变化。除了逻辑推论和论

证，哲学也开始用艺术方式来表达自己了，

也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艺术性，典型的人物

还是尼采和海德格尔等。尽管如此，哲学不

必干脆变成文学和艺术。在 20 世纪的人类

文化格局中，我们看到艺术与哲学关系的一

次重构，我称之为“艺术哲学化”与“哲学

艺术化”。“哲学艺术化”我们讲了一点，

所谓“艺术哲学化”也是很明显的，特别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当代艺术中尤为明

显，不然我们如何理解“观念艺术”呢？

一句话，情况变了，在今天，艺术与哲

学是相互要求的。

当：艺术的发展与科技关系密切。在科

技使日常生活发生巨变的今天，有的艺术家

选择以原始美术、部落美术作为出发点进行

创作。原始美术有着我们在今天无法参透的

意义，也是观念的、抽象的。您觉得艺术的

发展会不会形成轮回呢？

孙：原始美术这个说法恐怕不是特别适

当。我的意思是，原始艺术不光是美术，美

术只是其中一部分，比如在早期希腊，有建

筑、雕塑，当然也有绘画，但已经消失了，

没能流传下来。更主要的是，早期艺术更多

的是说唱艺术，诸如传说、史诗之类，主题

内容是神话，每一个古老民族都形成了自己

的神话体系，而且主要是借助于早期艺术来

形成的。

19 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现代文明和技

术工业的推进，欧洲艺术中重新出现了所谓

的“原始艺术”。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欧洲接

触到许多非欧洲的民族和原始部落的文化，

另一方面是因为有一些先知先觉的艺术家和

哲学家发现技术工业把自然人类原本的生活

世界破坏了，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所以要

回归原始艺术，所以艺术大师理查德·瓦格

纳的口号是：通过艺术重建神话，主张通过

艺术神话来抵抗技术工业的高度透明化、高

度理性化、高度规则化倾向。之后在艺术领

域里一直有一股很重要的势力，一些艺术家

努力使艺术回归神秘、回归原始、回归神话。

就是行动的要求；此前以及同时的存在主义

（实存哲学）也对哲学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我们必须要有力量去改造，通过艺术和哲学

改造社会。就此而言，我们又回到了前面的

话题：艺术与哲学是相互要求的。

当：您曾说过哲学家很无趣，但同时您

又诟病当下的年轻人不爱读哲学。您主张年

轻人和创业者需要多读哲学吗？哲学对艺术

和创新的作用是什么？

孙：你肯定误解我了，我绝对不会埋怨

现在的年轻人不爱读哲学，为什么一定要读

哲学呢？我在中学里做过几个报告，其中一

个报告谈到这个问题，你大概看了这个报告

的记录稿，但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去中学

里讲哲学，根本不是要劝年轻人学哲学。相

反，我认为年轻人是不适合学哲学的。尤其

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总的来说是一门高冷

的学问，与生活本身有隔膜，其基本方式是

反思和批判。年轻人朝气蓬勃，富有想象和

创造力，还没到反思和批判的时候。再说了，

现在是商业时代，挣钱要紧，活下来要紧，

而在所有行业中，哲学应该是离商业最远的

一个行业，没有之一吧？这个时候，我能劝

告学生学哲学么？

这些年也有一些成功人士来学哲学，我

自己就招收过好几位五十多岁的博士生，特

别好，有的已经顺利毕业了。也有的成功人

士声称：我事业这么发达，主要是因为学了

哲学。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哲学是大尺度的

思维，学哲学的想问题比较开阔，这对于做

大事者应该有所帮助。但我仍旧愿意认为，

少数的成功案例还不足以表明通过哲学可以

谋生。对大部分年轻人来说，先掌握谋生手

段是第一件事，是当务之急。以后如果事业

有成，再来学点哲学也不迟。学习是终身的，

哲学更是终身的。

于是大家就可以理解，现在我们大学哲

学系本科－硕士－博士招生往往是一种“倒

挂”的局面：本科最难招生，我们经常招不满；

硕士考生会多很多，但许多不是哲学专业的

毕业生；博士生招生最热闹，各个年龄段的

公民都有，要考上难度很大，我所在的哲学

博士点经常是七八个考生中录取一名。这实

在是太难了。但我认为这样很好，很正常。

你什么时候开始学哲学都不迟，对年轻人来

说，当下的生活是第一位的。要记住，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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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生活更美好，如果说生活是为了读书，

那就差矣。

我还想说，对于生活的创造来说，艺术

可能是更有用的。这也是当代艺术概念提供

给我们的启示：生活就是创造，就是革命，

就是解放，就是艺术。我记得这是博伊斯给

出的一个等式。不过我们依然要明白，正如

艺术是无所不在的，哲学也是普全的观念构

成方式，只要我们一思想，只要我们一说话，

我们就开始哲学了。

注释：

1. 2021 年 4 月 18 日参加四川美术学院“技术

世界与多维未来——第四届哲学·艺术·科学论坛”

时接受《当代美术家》杂志的采访。

这种思想的基本假设很简单，他们认为技术

工业把我们自然人类的生活世界搞得越来越

规则，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无聊，越来越无

趣了。瓦格纳认为一个没有神话的世界是无

法忍受的，是无趣的。当然这里的神话是广

义的，不是过去时，而是当下生成的，是指

我们生活世界里不可消除的神秘性。总的来

讲，从 19 世纪中期到今天，一百六七十年

的现代文明进程中，尤其是德国，这种倾向

发展成了主流艺术的一种，包括表现主义、

新表现主义，特别是在战后德国当代艺术中，

好些艺术家主张这种神话性和神秘性，试图

用非科学和非技术的方式来理解这个世界。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我把它叫做当代艺

术对技术工业世界的抵抗。

中国当代艺术也存在这个现象，有很多

艺术家试图对我们的古代神话进行再造和重

建，比如《山海经》。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

意识到我前面讲的欧洲 19 世纪中期的思想

背景。倒不是说一定要回归早期的原始艺术，

相反，着眼点仍然在当代，是要追问：彻底

技术化、加速技术化的生活还对头吗？

当：当代艺术创作的观念性越来越强，

当代观念艺术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还有，

艺术创作甚至成为团队型的工作：艺术家

提出理念，由一个团队共同完成。艺术创

作的技术，在今天这一概念发生了什么变

化？ 

孙：今天我们面临着文明的巨大变化，

从自然的人类生活向技术的人类生活过渡，

这是一个基本趋势，似乎已经无法挽回了。

我称之为“技术统治”。然而艺术家的工作

主要是要完成对“技术统治”这个基本趋势

的抵抗，在此意义上艺术一直是有意义的，

而且变得更加重要了。这里包含着两面性，

一方面，我们要努力保护自然人类的手工性

和身体性，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技术

工业的统治是无法遏制的，这大概是人类的

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现代技术

加速发展，虽然它是人类的产品，但已经脱

离了人类的控制。可以说技术已经不是人类

可以掌控的东西了，它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

主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得承认，艺术

只是给出一个必要的抵抗姿态。

我一直要强调艺术的根本特征是创造奇

异的东西，也可以说是奇奇怪怪的东西，不

是我们日常同质化的东西，而是新奇的东西，

我把它称作“奇异性”。我说人类未来文明

越来越需要艺术，为什么呢？我的逻辑很简

单：技术工业根本上是一种同质化的力量，

要把一切都变成一样的，周边的技术物是一

式的，人也变得越来越一样了。技术和媒体

正在全方位地改造人类生活方式以及人类的

样子。今天我们还处在人的自然性和技术性

两种关系交织的时刻，但技术性的成分越来

越加强了。可能我们看起来还是自然人，但

实际上已经大打折扣。现在技术工业已经把

我们的身体包括体质都改变过了，特别是通

过化工、医药，把我们的身体改造得七零八

落。我们的自然能力，包括生殖能力都大幅

度下降，甚至加速下降。我们需要一种力量

来保护人的自然性，这个保护本身就是对技

术同质化力量的抵抗。我想未来最好的状态

是自然性和技术性之间取得某种平衡。

如果当代艺术有了这样一种新使命，那

么它就必须突破传统艺术概念。传统艺术是

手工性的，是自然人类的手工劳动，我们把

手工劳动产品的姣姣者称为“艺术作品”。

但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我们处身于技术工业

世界中，手工劳动渐失意义，观念的创新变

得更为重要了。但这里必须对“观念”做一

种新的理解。“观念”就是行动，或者说心

动就是身动。这是现象学哲学的一个新见，

特别有意义。

今天焦兴涛老师在演讲中提到，现在的

艺术变成了一种行动的艺术。艺术家提出一

个奇异观念，但不只是通过他一个人来完成。

现在许多艺术行为都是集体完成的，尤其是

行为艺术。艺术首先是观念艺术，但这个观

念是行动的观念，是介入性的观念，是博伊

斯所谓“社会雕塑”意义上的。如果艺术不

能改变生活、改变社会，还有什么意义？他

认为每个个体都是创造性的个体，都是社会

改造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些，艺术的意义也

就没有了。博伊斯对艺术有很高的要求，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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