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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席勒认为"诗歌是最重要的艺术类型"也是审美教育的最重要手段'诗歌是最有

效的使人性完整的艺术类型$塑造人性完整的人的最好审美形式"也是使人全面发展的最

重要的工具"还是使人达到自由境界的最便捷的途径'诗人是最接近上帝的人"是自然的

守护者和复仇者"是使世界和谐发展的创造者#

关键词!诗歌美学思想'人性完整'席勒

席勒是德国最伟大的诗人"与歌德齐名"被誉为德国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他的诗歌

已经传遍了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尤其是他的-欢乐颂.被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谱写进了-第

九交响曲."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诗歌美学宣言#他的许多哲理诗$格言诗$歌谣诗不仅传播

着人性的真理"同时也是他的诗歌美学思想的诗意的表达#他的-论毕尔格的诗."既是一

篇诗歌评论杰作"也是一篇诗歌美学思想的佳构#在-论美书简.$-审美教育书简.$-论素

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中"席勒不仅以诗歌作为具体分析对象来论述和阐发他的美学思想和

审美教育思想"同时还直接或间接地阐述了他的诗歌美学思想#席勒的诗歌美学思想是

他的人性美学思想体系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中"诗和诗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诗是指所有的文学作

品'广义的诗人是指一切创作文学作品的作家#狭义的诗就是指一种押韵合辙"分行书

写"高度凝练的文学作品'狭义的诗人就是指专门创作诗歌作品的作家#这里所说的席勒

的诗歌美学思想"就是专指席勒关于诗歌(狭义的诗)的美学思想#

一$诗歌与人性完整

-论毕尔格的诗.(

6;76

)是席勒评论德国杰出诗人毕尔格(哥特弗里特*奥古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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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诗歌的文学批评论文"篇幅比较长"因而

也可以说是席勒的诗歌美学思想的一篇专题论文#文章开头"开宗明义"席勒就论述和阐

发了诗歌的人性功能或者人类学功能!诗歌应该创造完整的人"全面发展的人#他说!%我

们的哲学研究时代开始对缪斯的演奏冷漠寡情以示轻视"这看来并不比感情奔放更严重

地伤害诗艺#社会生活的一些保护机关至少还为戏剧诗艺术服务"也允许叙事诗艺术有

它的自由形式"使其更好地倾听世界的声音并把时代精神汲取到自身之中#但是"每年一

期的年鉴"社会舆论的赞扬"我们的女士对缪斯的业余爱好"都仅仅是一堵防止抒情诗艺

术崩溃的虚弱的堤坝#然而"假如这些精神的青春之花在结果的时期必须萎谢"假如成熟

的文化也必须用唯一的美的享受来换取"那么"对于美的朋友来说就会有一种非常镇定的

思想#说得更确切些"就可能在我们这个毫无诗意的时代里"像为一般诗的艺术那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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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也为抒情诗的艺术"找到一种非常庄严的使命'也许可以证明"如果诗的艺术从一方面来看肯定比不

上一些高尚的精神活动"那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就只会越来越变得必不可少#在我们的精神能力分离而

各自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我们的精神能力必然会造成广阔的知识领域和职业活动的相互隔离"而几乎只

有诗的艺术才是把分离的精神能力重新结合起来的活动"才是把头和心$机智和诙谐$理性和想象力和

谐地联结起来的活动"才可以说是在我们心中重新创造完整的人的活动#只有它才能够扭转命运"才能

够不为得到奖赏而努力探寻"也才能够在纯粹的理性世界里为真实而献身#精神在诗的艺术那里"从仍

然那么分歧的道路上会重新认出路径"而且在它青春旺盛的光焰中得以幸免过早地衰老僵化#它会是

青春焕发的斟酒女神"在天帝的殿堂里服侍不朽的天神们#&

!席勒在这里明确指出"

6<

世纪末的德国是

一个缺乏诗意的时代"是一个人性分裂的时代"是一个人类高度片面发展的时代"是一个人性精神丧失

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诗歌艺术的人性功能或者人类学功能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因此"席勒进一

步要求诗歌艺术能够使时代高尚化#他说!%但是"它本身与时代一起前进"它必须为时代而进行这项重

要的工作'它造成一切优势并掌握这些优势#经验和理性为人类积累起来的财富"必定会赢得生命和硕

果累累"并且由诗的艺术的创造之手装点得秀美优雅#它应该能把它的时代的风尚$性格和全部智慧净

化和高尚化"集中在它的镜子中"用理想化的艺术从时代本身之中为时代创造出一个典范#不过"这种

情况要以它本身不落入不熟练的手中为先决条件#这种情况那么长时间并不存在"在有道德修养$无偏

见的人和诗人之间那么长久地产生着另外一种差别"以致后者为了前者的优势而把诗的才能仍然当作

附加物来占有'诗的艺术可能那样长久地达不到它使时代高尚化的目的"而科学文化的每一点进步总只

会减少它的赞赏者的数目#有教养的人决不可能在一个不成熟的少年那里为精神和心灵寻找清新"决

不会想在诗歌中重新找到偏见$陋习$精神空虚这些在实际生活中把他吓跑的东西#&

"席勒希望诗歌艺

术能够以典型化$高尚化$理想化的艺术方式"让人类成熟起来"赶尽驱除人类实际生活中的偏见$陋习$精

神空虚等等弊病"建立起一个高尚化纯洁的社会#

-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

6;7:U6;75

)是专门论述诗歌的"其中的诗歌本质论$诗歌类型论$诗歌

发展论都显示出席勒把诗歌与人性和人性完整过程本质地联系在一起的人性美学思想观点$立场$方

法#在-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中"席勒把诗歌规定为人类心灵的表现"是诗人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的结晶#因此"席勒把诗歌分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两大类"而不是按照诗歌的体裁形式把诗歌分为抒

情诗$叙事诗(史诗)$戏剧诗(剧体诗)#再进一步"他认为素朴的诗不能再划分了"因为素朴诗人与自然

的关系是统一的'不过"感伤的诗却应该根据表现的理想的性质而再划分为讽刺诗和哀歌诗两种!讽刺

诗站在理想的角度把现实%当作一个厌恶的对象来处理&"而哀歌诗把理想%当作喜爱的对象来处理&'接

着"他还根据诗人的心灵(崇高心灵与美的心灵)区别讽刺诗为两种!惩罚的讽刺诗或者激情的讽刺诗和

戏谑的讽刺诗#他指出!%如果一个诗人把同自然的隔离和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作为他的题材(在对心灵

的作用上两者都是同样的)"那么他就是讽刺诗人#根据他留恋于意志的领域或者理解力的领域"他可

以用严肃和热情的方式来写"或者用戏谑和愉快的方式来写#前者产生惩罚的或激情的讽刺"后者产生

戏谑的讽刺#&然而"不论是激情的讽刺诗还是戏谑的讽刺诗都应该使人达到自由!%使惩罚的讽刺逐渐

变为崇高而达到诗的自由"使嬉戏的讽刺优美地处理它的题材而获得内容#&只是两种讽刺诗使人达到

自由境界的途径和作用是不同的!%如果激情的讽刺只是适合于崇高的心灵"那么嬉戏的讽刺只能由一

颗优美的心来完成#&这就像%深深的海洋在波涛汹涌的时候显得是最崇高的"清澈的小溪在平静流淌的

时候显得是最优美的#&

#这样的诗歌审美教育作用的划分及其与人类心灵的密切关系的分析"似乎是

西方美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席勒的论断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在-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中席勒又分析了哀歌诗的人性功能或者人类学功能#其一"他界定了

哀歌"区分哀歌为狭义的哀歌和广义的牧歌#他说!%如果诗人以自然和艺术对立"以理想和现实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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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自然和理想的描绘占主导地位"而它所引起的愉快成为主要的感情"这样的诗人"我称之为哀歌诗人#

正如讽刺有两种"哀歌也有两种#或者是"当自然丧失了"而理想被表现为不可企及的时候"自然和理想

成为悲伤的对象'或者是"当自然和理想被表现为现实的时候"两者都成为欢乐的对象#前者是狭义的

哀歌"后者是广义的牧歌#&其二"席勒以古罗马时代的诗人奥维德的哀歌为例"具体分析了哀歌的人性

功能或者人类学功能!在自然的美中寻求自然"使感伤的人获得完整的人性#他说!%哀歌诗人寻求自

然"但是在它的美中寻求"不只是在它的令人愉快之中寻求'在它与理想的一致中寻求"不只是在它对需

要的随时满足中寻求#因欢乐丧失而感到的悲哀"因黄金时代在世界上的消失而发生的忧怨"因青春$

爱情等等的幸福一去不复返而产生的哀愁"只要这些感觉的平静状态同时能被表现为到的和谐的对象"

就能够成为哀歌的题材#&据此他认为"奥维德的诗作并不是都能称为哀歌的"%因为他的悲痛太缺少活

力"太缺少精神和高贵品质了&"%因为诗歌艺术高踞于现实的一切之上"只应当悲叹无限的东西#&

!这

就是说"要发挥哀歌完整人性的功能"诗人必须把哀歌的悲叹上升到精神的$道德的$崇高的高度#其

三"席勒以哀歌使人达到审美自由的功能来评价法国启蒙主义先驱卢梭的哀歌作品"明确地指出了诗歌

应该给人以审美自由#他指出!%卢梭作为诗人"和作为哲学家一样"只有一个意图!不是寻求自然"就是

替自然向艺术报仇#&因此"卢梭%有时候充满了哀歌的感动"有时候被裘维纳尔的讽刺鼓舞起来"有时候

像在他的-朱丽叶.中一样"进入了牧歌的领域而心醉神迷#&席勒如此评价高度确切地概括了卢梭作为

%浪漫主义之父&的%回到自然&$%反对艺术&$%自然教育&等思想#与此同时"席勒也从诗歌使人达到审

美自由的高度"批评了他十分尊敬的这位启蒙主义先驱"指出%他很少达到或者从来没有达到过审美的

自由"而这种审美的自由是诗人在处理题材上应当坚持的"也是诗人应当给予读者的#&

"由此可见"席

勒是把使人达到审美自由作为诗歌艺术的基本规律和本质特征来肯定的#

在-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中"席勒还对于牧歌的人类学功能作了一些阐述#首先"席勒界定了牧

歌#他说!%这类诗的一般概念是"天真而又快乐的人性的富有诗意的表现#因为这种天真和快乐看来

是与比较成熟的社会的各种虚伪关系不相容的"是与一定程度的造作和雕琢不相容的"所以诗人们把牧

歌的场面从熙熙攘攘的城市生活搬到了素朴的牧人环境"并且使它在文化开始以前的人类童年时代中

占有了一个位置#&这种牧歌的%目的到处都是一样!表现处于天真状态的人"也就是"表现处于同自己和

外界的和谐与和平的状态中的人#&

#这个定义界说本身就暗含着牧歌的人类学功能"这就是表现人性

的天真状态$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让人们去追求这个早已失去的人类童年时代#其次"席勒在分析牧

歌的局限性的时候"同时指明了牧歌的人类学功能#他当然很清醒地认识到人类不可能恢复到童年时

代"所以他看到了牧歌的局限性!%由于植根在文化开始以前的时代"牧歌在排除文化的弊害的同时"也

排除了它的优越性'所以牧歌就其本质而言是与文化处于一种必然的对立之中的#因此"从理论上说"

牧歌使我们后退"但是从实际上说"牧歌又引导我们前进"使我们高尚起来#&

$这还是说"牧歌应该使人

类高尚化"使人类人性完整#最后"席勒把感伤的牧歌看作是最高的诗"也就是实现人性理想的诗"这就

从最高意义上说明了诗的人类学功能#他说!%这种牧歌的概念"不论在单个人还是在社会中都是完全

和解了的斗争的概念"是爱好和法则自由结合的概念"是已纯化为最高道德尊严的自然的概念"简言之"

它不是别的"而是已应用于现实生活的美的理想#因此"这种牧歌的性质就在于"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

盾(它们为讽刺诗和哀歌诗提供题材)完全被消除"与此同时各种感情的一切冲突也完全停止#因此"宁

静是这类诗作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主要印象"然而这是完成的宁静"而不是懒惰的宁静'这种宁静来自

我们的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而不是来自我们各种力量的静止状态'是来自充实"而不是来自空虚'而且

伴随有无限力量的感觉#&

%总之"在席勒那里"牧歌完成了人性的理想和现实的统一"而且这是一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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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着多样性的统一"这也是一种人的心灵的完全满足的状态"但这种满足包蕴着永无止境的追求'一句

话"牧歌使人性达到完整"是人的心灵达到和谐统一的状态#这正是诗的人类学功能的最高的实现#我

们看到"席勒之所以要写-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就是要阐明他的通过诗(文学)来实现人性的理想的

美学理论#

二$诗人的历史使命

在-论毕尔格的诗.中"席勒把实现人性完整的理想作为衡量诗人的首要标准#也就是说"为了发挥

诗歌艺术的这种人性功能或者人类学功能"诗人在创作诗歌时就必须抱有人性完整和人的全面发展或

者自由发展的理想#正是以这样的人性完整的理想化尺度来衡量毕尔格的诗歌"席勒才认为"毕尔格的

抒情诗最大的不足就在于缺乏理想化#席勒指出!%诗人的一个首要条件是理想化$高尚化"没有这个条

件"他就再也不能获得他的名声#他应该使他的对象的优秀东西"(这时这个对象可以是在他心中和身

外的形象$感受或行为)从粗糙的"至少是生疏的混合物中解放出来"应该使分散在较多对象之中的完善

之光集中在唯一的一个对象中"使各个扰乱匀称的特性服从于整体的和谐"使个别和局部提高为一般#

他以这种方式体现在唯一的对象中的所有理想"可以说仅仅是诗人心中关于完善的内在理想的结果#

他把内在的一般理想提高得越纯粹越丰富"那种唯一的对象就会越接近最高的完善#我们在毕尔格先

生那里感到失去了这种理想化的艺术#&

!席勒把理想化或者拥有完善$和谐$整体的理想作为一个真正

诗人的首要条件#也就是说"席勒对于诗人和诗歌要求一种人性完整与诗歌艺术形象和谐$完善的整体

对应的美学原则"要求诗歌艺术运用完善的理想艺术形象来塑造完整人性的审美创造思想#席勒在这

里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从文艺复兴时代到启蒙主义运动西方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美学思潮的根本思想"

这种人性完整的理想化美学思想成为了席勒诗歌美学思想的最根本的思想原则$创作准则$批评标准#

为此"席勒希望有教养人要求诗人成为一个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人"要求诗人能够成为一个具有高格调的

人性感受"能够有教养地精神振奋的人"能够把高尚化$纯洁化的人性转化为自己的个性的人#他说!

%他理应要求诗人"这个在生活历程中必定是他可爱的同伴的诗人"就像贺拉斯对他的罗马人那样的同

伴"在知识才能和道德操行方面都与他处在同一高度上"因为他即使在享乐时也不愿意落在诗人之下#

因此"用高格调的色彩来描绘感受就不够了"人们还必须高格调地感受#仅仅振奋还是不够的"人们还

要求一种有教养的精神振奋#诗人能够给予我们的一切都是他的个性呈示#因此"这种个性应该值得

出现在世人和后代面前#在他能够开始感动优秀的人们之前"尽可能地使他这种个性高尚化$净化为最

纯洁美好的人性"是他的首要工作#他的诗歌的最高价值不可能是别的"而只能是纯粹完美地表现有益

于完美心灵的情感状态#&

"席勒认为"只有高尚化$纯洁化$有教养$高格调的诗人的成熟$完美的心灵"才

可能显现出成熟$完美的诗歌作品#因此"诗人首先应该使自己的人性完整$本质力量全面发展$精神自

由$心灵美好"才可能创作出真正的使人性完整$使人全面发展$诗人精神自由$使人心灵美好的诗歌作品#

在-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中"席勒根据人与自然的素朴的关系或者感伤的关系来区分素朴诗人

与感伤诗人#他说!%对自然的素朴关系和感伤关系根本在于!诗人是自然的保护者"自然的证人和复仇

者#&他认为"诗人作为%自然的保护者&"%他们或者是自然"或者寻求失去的自然#由此就产生两种完全

不同的作诗方法"诗的整个领域都被这两种作诗方法详细阐明和测定着#所有诗人"只要实际存在着"

他们都是处在由时代决定的状态之中的"他们活跃在时代之中"或者偶然的情况对他们总的教养和一时

的心境发生影响"他们就要么属于素朴的诗人"要么属于感伤的诗人#&例如"古代人中的荷马和现代人

中的莎士比亚就这样出现'两种被巨大的时代差距分开的$极不相同的天性"恰恰就在这种性格特征中

完全统一了#

#因此"诗人的根基和本质在于与自然的关系"而这种诗人与自然的关系又是由时代所决

定的"所以"诗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古代和谐社会中是素朴的"诗人本身就在自然之中"是自然的证人"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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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写诗方法就是素朴的"按照自然的本来面貌来描摹和欣赏'诗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文明的近现代社会中

是感伤的"诗人失去了自然"不得不把自然作为理想来追求"诗人成为了自然的复仇者"在追寻自然"他

的写诗方法就是感伤的"把自然作为理想和观念来表现和感伤#所以"诗人和诗的本质是由时代和人的

本性所决定的#但是"%不论素朴的性格还是感伤的性格"单独来看"都不能完全详尽地阐明美的人性这

个理想"这个理想只有在两者的紧密结合中才能出现#&所以"诗人的历史使命就应该是以结合了素朴的

诗与感伤的诗的%理想的诗&来造就结合着素朴的性格与感伤的性格的%美的人性这个理想&"也就是说

诗人的历史使命就是实现%优美人性的理想$即素朴性格和感伤性格在诗中的结合&

!

#

三$诗歌中的表达

席勒的人性美学思想体系及其诗歌美学思想不仅在专题论文和文艺评论之中阐述了出来"而且"在

他的哲理诗$歌谣诗$格言诗$抒情诗中同样得到了诗意的表达#

在-希腊的群神.(

6;<<

)中"席勒讴歌了希腊的神话世界"在神话世界中"群神还在统治美丽的世界"

使用那种欢乐的轻便的引带"还在领着那一代幸福的人"受人崇拜"那样荣耀"人们还用花环给美丽的天

神祭庙#

那时"还有诗歌的迷人的外衣

裹住一切真实"显得美好"

那时"万物都注满充沛的生气"

从来没有感觉的"也有了感觉#

人们把自然拥抱在爱的怀中"

给自然赋予一种高贵的意义"

万物在方家们的慧眼之中"

都显示出神的痕迹#

"

由此可见"席勒把诗歌作为以迷人的外衣来传播真理的神奇力量"让世界变得美好"使万物充满生气"使得

人与自然友爱相处"万物都具有高贵的意义"显示出神灵的痕迹#诗歌的神化万事万物的功能"恰恰与席

勒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人性完整功能$让人由人性分裂到人性完整再到神性的设想是完全一致的#这

一首早期的诗歌就已经显示了他后来在
6;79

年-秀美与尊严.中的人性发展过程的描述是息息相通的#

-诗歌的力量.(

6;78

)更是直接宣示了诗歌的力量#诗歌之源不知在何处"诗歌之流却从峡谷里倾

泻下骤雨"以雷霆万钧之势而至"崩石跟随着水势流去"橡树被冲得连根拔起"

旅人在那里听得发愣"怀着充满快感的恐怖"他听到山间流水之声"却不知道它来自何处!

诗泉就像这样地奔流"永远找不到它的源头#诗歌的力量如此巨大"好像是由于诗人与搓生命线的

恐怖女神紧密相处"他像拄着神使的节杖"支配世人的激动之心"可以带它去幽冥之邦"也能出其不意地

送往天庭"或半真半假"将它摇晃"放在感情的秋千架上#谁能抵制诗人的歌声"谁能破除诗人的魔术+

如果它像个命运巨怪"迈着巨人一般的脚步"充满神秘"以精灵姿态"突然走进欢乐的队伍"大人物都要

躬身下拜来自另一世界的生人"一切假面具都扯下来"浮世欢乐会沉静无声#面对获得大胜的真理"一

切虚假全都要消逝#诗歌之所以有这样的魔力#也许就是因为诗歌是一种可以纯洁人类心灵的力量"

让人回归到自然的怀抱#

就这样"诗歌号召一声"

世人立即把俗务丢开"

奋起直追尊严的精神"

进入神圣的权力世界"

*

;:6

*

!

"

-席勒美学文集."第
986

&

98!

页#

-席勒诗选."钱春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67<:

年"第
6;

&

6<

页#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他就隶属于崇高的神"

任何污俗也不能接近"

其他权威都不许作声"

也不会遇到任何厄运"

只要诗歌的魔力永存"

就没有愁眉苦脸的人#

就像经过绝望的怀思"

经过长期分别的苦痛"

挥着悔恨之泪的儿子"

重新投入慈母的怀中!

诗歌会领着飘泊的人"

脱离殊风异俗的他乡"

恢复幸福的纯洁天真"

回到青年时代的茅屋"

不受冷酷的法规羁绊"

而在自然的怀中取暖#

!

-大地的瓜分.(

6;78

)更是以神话的形式揭示了诗人的性质和使命!诗人是上帝身边的天使"他已经

与一切世俗的功利绝缘"他已经没有了现实的领地"他却可以任意驰骋于理想的天国#诗中这样描述!

%把世界领去D&高踞天上的宙斯

吩咐人类"%世界要属于你们#

作为继承的遗产"永久的采邑'

你们要去和睦地瓜分#&

有手的人"都去匆匆地部署"

老老少少"各自忙碌不停#

农夫赶往田间去抢收谷物"

狩猎的贵族驰往森林#

商人看中的"是要充实仓库"

修院院长选中贵重的陈酒#

国王封锁一切桥梁和公路"

说道!%什一税归我征收#&

一切早已分妥"才看到诗人

打从遥远的地方姗姗来迟'

可叹"到处都已是一无所剩"

一切都有了它的主子#

%倒霉D 我是你的忠实的儿子"

难道单把我一人丢在一边+&

他于是拉开嗓子"唉声叹气"

跪到宙斯的宝座之前#

%如果你在梦乡里因循坐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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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神回道"%就不能将我埋怨#

当瓜分大地之时"你在何处+&

诗人说道!%我在你身边#

我的眼睛凝视着你的面庞"

我的耳朵听你的天乐之声'

请原谅我的心灵"被你的天光

迷住"竟然忘记了凡尘D&

%怎么办+&宙斯说道"#%世界已交出"

我不再拥有田地$森林和市场#

你如想到天上来跟我同住"

就请常来"总会为你开放#&

!

席勒的格言诗$歌谣诗$叙事诗$抒情诗等等实际上都在为他的人性理想$美学理想$诗歌美学思想

进行具体的实践#像他的-欢乐颂.就是在歌颂人类像兄弟姐妹一样欢聚一堂"全世界充满人性的美好

和社会的和谐"-大钟歌.描绘了人的一生的理想境界$反对暴力革命$塑造美好人性的途径"哪怕是一两

行的格言诗"也都是在传播着人性的真理#

总之"席勒的诗歌美学思想最根本的核心依然是人性和人性的完整#他具体地论述了诗歌的本质

和特征以及诗人的历史使命#他把诗歌作为最有效的使人性完整的艺术类型"也是使人全面发展的最

重要的工具"还是使人达到自由境界的最便捷的途径#他认为诗人是最接近上帝的人"是自然的守护者

和复仇者"是使世界和谐发展的创造者#他赋予诗人和诗歌最崇高的历史使命"他自己的诗歌"尤其是

他的哲理诗$格言诗$歌谣诗都是他塑造人性完整的人的最好审美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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