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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席勒从审美的角度出发，探寻更大范围的政治问题。他的审美思想中关于“人在游戏冲动中，通过审美

获得自由”的思想为“政治何以实现自由”提供了理论基础——“游戏冲动”调和“感性冲动”和“理

性冲动”，实现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人性因此获得自由。同理，政治要实现自由，须使得统治国家

与民众诉求达成一致，政治自由的国度体现的是共同体的整体意志。美育是实现人性自由的唯一途径，

人性实现自由的路径是政治实现自由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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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hiller explores a wider range of politic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s. In his thought 
about aesthetics, the idea that “people gain freedom in the game impulse” set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way of “how can people achieve politic freedom”—“Game impulse” reconciles “perceptual im-
pulse” and “rational impulse” which makes individuals’ perception and rationality achieve 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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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ous integration. As a result, people obtain freedom in terms of human nature. Similarly,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is an approach to have politic freedom. A state 
with politic freedom reflects the will of the community. It is aesthetic education that is regarded as 
the only approach to achieve human freedom, which in turn looked upon as a strategy to have po-
litic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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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性何以实现自由、国家何以实现善治、社会如何实现公平正义、

社会公民如何统一自由与责任、民众如何获得幸福……诸如此类，是人类社会中的永恒话题，不仅是哲

学家们不断思辨的哲学命题，也成为政治学家们不断用实践反复检验的社会命题。面对现代社会中出现

的人性异化、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对立等社会问题，我们需要再学习席勒美学思想中

关于人性何以获得自由、政治何以实现自由的深度思考。 
本文主要探讨席勒美学思想中的主要论点，即：感性与理性如何实现和谐统一，从而获得人性自由；

政治国家与民众如何达致和谐，从而获得政治自由。尽管体现席勒美学思想的著作《审美教育书简》早

在 1795 年问世，但是再度学习他的审美思想对于今天的社会仍具有现实意义。 

2. 席勒美学思想中的人性自由 

关于人性中的感性与理性是席勒美学思想的关键词。在席勒的理论中，感性“要求绝对的实在性”，

“把一切凡只是形式的东西转化成世界，使人的所有潜能充分地表现出来”，要使我们自身之内必然的

东西转化为现实，必须依靠“感性冲动”。理性“要求绝对的形式性”，“把凡只是世界的存在消除在

人的自身之内，使人的一切变化处于和谐之中”[1]。 
一直以来，感性与理性被认为是相互对立、水火不容。席勒认为，个体的感性与理性不能分裂、不

能对立。当感性与理性对立，个体只是依靠感性能量成为客观世界的主人时，就会不可避免地引发贪婪

的个人主义，世人看到的将是“与生俱来的粗俗的世俗状态”，“自私自利却没有自我意识，无拘无束

而又没有自由”，反之，过度追求理性会导致对感性的忽视。但是，如果没有了外界事物，理性也就没

有了可以作用的对象，因此，因为追求理性而完全摈弃感性也是不合理的——理性“必须相信自然的服

从意愿，从而更加尊重自然”[1]。 
席勒认为，只有感性与理性相互合作达致和谐统一，人性才能获得自由，而要获得人性自由，审美

是唯一途径、是“粗俗的感觉和崇高的理性之间的枢纽”。虽然审美活动并不控制客观世界中作为客体

的事物，也不是必然赋予人们理性，但是审美活动使得个体获得对事物的理解、赋予事物以生命。人在

审美中被唤起的“游戏冲动”将“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这两个对立又互为生存的内在冲动调和起

来，在游戏冲动的过程中，游戏冲动消减了个体的本能情感和感觉，也努力破除道德强制、法律法规的

生硬冷血，审美的心理调节为个体得以将所接收的各种直观表象升华为各种形式的理性铺平了道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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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理性的自律得以在感性的领域内显示出来，个体通过审美使得本能的感性与专制而生硬的理性在不知

不觉中互相弥补各自的缺憾，相得益彰，实现精神与物质、内容与形式的结合，获得理性与感性的和谐

统一，最终实现人性自由。 

3. 席勒美学思想中的政治自由 

席勒认为，人可以通过审美，在“游戏冲动”中调和“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使得理性与感

性获得和谐统一，从而实现人性自由[1]。其所表达的更深层次的美学思想被后世的哲学家们理解为：席

勒隐晦地将人性获得自由的过程暗喻成为“专制国家何以实现政治自由”的路径。因此，其审美思想中

“关于人性何以获得自由”的论述在实质上为国家何以建立其应有的领导权、如何实现政治自由提供了

理论基础[2]。 
在席勒的理论中，“社会民众与统治国家之间的关系”与“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关系”两者是同构的

[3]——国家代表理性，社会民众代表感性，民众个体与统治民众的专制国家的混乱关系，如同感性冲动

与理性冲动之间的关系：理性喜欢同一性，感性却不可避免地存在多样性，感性与理性会不统一。现实

社会中众多民众个体与统治国家之间的政治博弈就如同人性中感性与理性之间无法避免的冲突，在寻求

政治自由的游戏冲动中，社会民众与统治国家会不一致——在统治国家与社会民众之间，一个合理的必

然预期是：统治国家须有统一的意志与律令，但是另一个必然性是：社会民众是具有主观且独特个性的

个体。相较于统治国家的意志，若社会民众个体千姿百态的感性存在不足惜，那么统治国家与社会民众

之间就始终会存在一条鸿沟，民众不愿跨越，国家不屑顾及。在专制国家中，当民众与国家不一致时，

国家会对民众进行压制以寻求一致性——以谋求民众幸福为名义的各种法律制度悄无声息地渗透入各个

领域，让社会民众在某种引导下盲从[4]，并因此呈现出感性与理性和谐统一的表象。但是国家若无法让

民众发自内心与国家意志达成一致，却以抑制多样性为代价来实现达致意志的一致性，这样的国家体制

是不完善的，这样的国家治理也绝非善治。政治自由的国度应是公共领域内的自由、平等、民主，在公

共领域内，人人都是自由的公民，与最高贵者具有同等的权利[5]，由阶级斗争和劳动分工所造成的压抑

的社会秩序原则上被废除，社会等级制度走向灭亡，个体之间构建起无私且博爱的关系[6]，国家实现具

有自律性、普遍性、平等性和同情心的善治，如此，自由的政治统治便形成了——虽然众人都按照一个

意志行事，但每个公民都能使自己相信：这个意志反映的是大家的共同诉求。席勒认为，政治国家喜欢

统一的意志，民众却不可避免地存在多样性，实现两者彼此和谐相处应是意识形态重构的目标，如同感

性与理性和谐统一从而实现人性自由一样，“协调不同个体并达致和谐才能实现政治自由”[1]。此时，

“审美心理调节”原理为和谐的国家秩序建构提供了理论基础，也是意识形态重建和国家领导权确立的

必然策略[6]。 

4. 结语 

“个体通过何种途径获得人性的完美、政治国家与社会民众如何达致和谐并进而实现社会善治”，

这些既是永恒话题，也是现代社会必须“破题”的现实问题。席勒的美学思想为当今纯粹的工具理性宰

制的世界提供了路径参照，对于民众个体的发展、现代社会治理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在科学技术飞速

发展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完美人性的诉求变得尤为重要、对于国家善治的需求也更加迫切，现代人需

要从占主导地位的工具理性逃离出来，成为具有完美人性的公民，实现国家与民众的追求达致和谐统一

的目标。席勒的审美思想中关于“人在游戏冲动中，通过审美获得自由”的思想为“政治何以实现自由”

提供了理论基础——个体要获得人性自由，须实现感性与理性的一致，同理，国家要实现政治自由，须

得使国家意志与民众诉求达成一致，政治自由的国度体现的是共同体的整体意志。审美教育是开启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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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实现感性(民众)与理性(国家)达成一致的唯一途径，但是审美教育并非是一个技能性或知识性的传

授过程，而是精神层面的教化和升华[7]。 

参考文献 
[1] [德]弗里德里希·席勒. 美育书简[M]. 徐恒醇,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9. 

[2] [英]特里·伊格尔顿. 美学意识形态[M]. 王杰, 等,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3] 邱晓林. 从立场到方法: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意识形态理论及批评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成都: 四川大学, 
2003. 

[4] 潘黎勇. 席勒审美现代性思想的道德意蕴及其意义[J]. 社会科学辑刊, 2009(2): 178-182. 

[5] 陈长利. 文学接受·文学形式·意识形态——五种文学观念下的关系反思与理论建构[D]: [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6] 莫小红. 席勒与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美育思潮[D]: [博士学位论文].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14. 

[7] 杨春时. 作为第一哲学的美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2091

	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
	摘  要
	关键词
	The Harmonious Integration of Perception and Rationality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席勒美学思想中的人性自由
	3. 席勒美学思想中的政治自由
	4.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