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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与阿多诺的艺术观之对比

——以作品与艺术品为中心

岳程程　李肇鑫

云南大学　云南昆明　650032

摘　要：文章通过对海德格尔和阿多诺艺术观的对比分析，论述了艺术品和艺术作品的性质，作用以及意义之间的联系。

海德格尔从存在哲学之根出发，提出艺术品既是物的载体又是真理显现之媒介，艺术作品则超越了物质性的范畴，呈现出

人和世界之间的特殊联系，有着哲学性存在的意义。阿多诺基于批判性的观点，他强调了艺术和作品在社会中的作用，他

认为这些作品通过形式上的冲突展现了社会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这一研究将两者在物质性和意义性，独特性和

社会性上加以比较，揭示出艺术不但是揭示生存本质的中介，更是一种社会批判，从而对现代艺术功能和价值给予多维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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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艺术哲学中，艺术品和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问题始

终是一个重要课题。两者既有关联也有明显差异。一般情况

下，艺术品都是一种物质化存在，关注它的形态和外在表达；

而且艺术作品超越物质性而负载着更为深刻的内涵，是揭示

真理或者进行社会反思的一种重要中介。海德格尔和阿多诺

站在不同哲学立场上，分别就艺术品和艺术作品的性质，作

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海德格尔认

为艺术作品是揭示“存在的真相”, 艺术品则是他进行物质

表现的依据；阿多诺特别强调，艺术品作为一种社会批判手

段，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作品来揭露社会的矛盾和历史的异

化现象。通过对两者艺术观的对比，可进一步讨论艺术品和

作品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哲学和社会的作用和价值。

1. 海德格尔的艺术观——艺术品与作品的哲学维度

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艺术品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性对

象，更是揭示“真理”（aletheia）的重要媒介。他在《艺

术作品的本源》中将真理的本质规定为“原始争执（Urstreit）”。

这种争执来自“遮蔽与澄明”之间的对抗，即真理的在显现

与隐蔽之间的运动。这种运动又通过“大地”与“世界”表达。 

大地并非直接代表遮蔽的一方，而是“作为自行锁闭者而展

开出来的”、“即将其作为世界赖以建成的质料”；世界亦

如是，“世界是所有决断与之相顺应的基本指引的道路的澄

明”。二者都包含着与自身相反的特性，世界之中亦有遮蔽，

大地又在锁闭中展开自身，“世界乃是‘大地的’（具有大

地性的），大地乃是世界性的”。艺术品通过“大地”和“世

界”的交汇展现事物的本质。“大地”代表艺术品的物质属性，

比如雕塑的石材或画布上的颜料；“世界”则指艺术品所揭

示的深层意义，即事物与存在的关系。

艺术品超越了其日常工具性，引导人进入更广阔的生

存领域。例如，梵高的《农鞋》不仅描绘鞋子，而是展现了

农民与土地、劳动与自然的深层关系。海德格尔认为，艺术

作品的本质不在于物质形态，而是以形式与生存的合谋呈现

真理。作品通过消解物的封闭性，使被遮蔽的存在关系显现。

雷切尔·维利特的雕塑《幽灵》完美诠释了这一观念。

她以维多利亚式房屋的负形铸型为媒介，通过空间转换，将

建筑实体转化为虚空容器，打破认知惯性。日常生活中，我

们习惯于房屋的实体，而忽略其中的不可见空间。《幽灵》

通过纪念碑式的放大，将建筑遮蔽的背景空间带入显著位

置，使不可见之物可见，从而颠覆传统感知范式。

这种创作策略与海德格尔分析希腊神庙的方式相呼应。

神庙通过石柱矗立，使神圣领域显形；《幽灵》则借助空间

负形的实体化，使建筑中的隐形空间成为触可及的视觉存

在。这种存在论层面的倒置，使观者重新审视空间作为存在

基础的本质属性，并促使被遮蔽的真理得以显现。

2. 阿多诺的艺术观——艺术品与作品的社会维度

“真正的艺术作品是活生生的艺术作品，借助于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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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壳，而又炸毁这个外壳，艺术作品才成为精神化的艺术

作品。[2]”阿多诺从批判理论的角度阐释了艺术品的功能与

意义。他认为，艺术不仅是感官体验的对象，更是对资本主

义社会结构和历史矛盾的批判性反思。同时，他反对将艺术

作品仅视为思维过程的产物，而是强调其与外在的客观化形

式密切相关。

艺术的核心作用在于揭露社会压迫及异化现象，并通

过形态革新和矛盾表现批判社会现实。阿多诺尤为强调先锋

艺术的意义，如抽象艺术以非传统形式突破了传统审美的和

美，从而拒绝商品化与消费主义的支配，成为抵抗资本主义

异化的重要手段。

他指出：“审美体验只有通过客体才是活生生的”，

因为艺术作品作为符号，其表现内容具有精神性。艺术作品

不仅涉及形式与风格，更关键的是其与社会现实的关联，以

揭示历史、文化等深层矛盾。例如，先锋艺术的不和谐美感、

破坏性形式正体现出现代社会的危机。艺术的意义不在于感

官快感，而在于通过颠覆传统提供思想启示。

阿多诺认为，艺术作品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既记

录特定时代文化，又以批判性表达促使观者思考社会与历史

问题。只有保持独立性与批判性，艺术才能成为对抗意识形

态和资本主义商品化的力量。

3. 艺术品与作品的关系——海德格尔与阿多诺的对比

海德格尔与阿多诺对于艺术作品的理解，展现了两种

分明的哲学脉络。海德格尔将艺术品视为通往真理的桥梁，

其功能在于通过形式来凸显生存的核心内涵；艺术作品超越

了物理实在的范畴，它深刻地揭示了人类与世界之间复杂的

关系。相比之下，阿多诺侧重于艺术品与作品的社会属性，

视之为对抗资本主义异化的关键工具，通过剖析形式与内容

间的冲突以揭示社会矛盾。

3.1 物质性与意义性

海德格尔视艺术品为物质实体，并着重指出艺术作品

通过其艺术品的特性承载深邃的哲学内涵，进而成为揭示真

理的关键途径。艺术创作通过其表现手法与形式，揭示了人

类与世界内在联系的本质。阿多诺侧重探讨艺术品与作品在

社会环境中的功能，他强调这些并非单纯的艺术产物，而是

蕴含着深层的社会、文化与历史镜像。艺术品的价值所在乃

是对现实的审视与质疑，其内涵深植于种种社会情境间的矛

盾之中。

3.2 独特性与社会性

海德格尔强调艺术作品的个性化创作，彰显了艺术家

独到的视角及其世界观的独特性。艺术创作中展现的人与世

界之间独特且深邃的关联，是个人存在与创新力的体现。然

而，在阿多诺的观点中，艺术品与作品并非单纯的个体创作，

而是社会与历史进阶至特定时期之产物，其蕴含多元文化、

政治与社会脉络的交织，因而彰显出显著的社会属性。

3.3 功能性与超越功能性

海德格尔主张艺术作品超脱了实用性的束缚，不再单

纯作为日常应用的物件，而是真理的显现载体，借由其形式

揭示存在本质，从而为人类提供洞悉世界深层意义的途径。

阿多诺提出，尽管艺术品蕴含批判元素，但其功能性尚未被

彻底逾越。该作品借助展现社会冲突与历史反省，承担着对

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使命，其始终紧密联系于特定的社会历

史背景之中。

3.4 本质与非本质

依据海德格尔的观点，艺术作品已逾越了实用性的束

缚，不再是日常工具，而是作为真理揭示的载体与生存的

表征，通过其独特的形态向我们呈现深刻的洞察。阿多诺

所持见解表明，尽管艺术品蕴含批判元素，但并未被彻底

取代其固有功能。它以展示社会矛盾、通过历史反思来批

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功能，其始终与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背

景息息相关。

4. 艺术哲学与教育的关联

在艺术哲学与教育范畴内，海德格尔与阿多诺的独特

见解提供了深刻洞察。海德格尔认为，艺术作品承载着“真

理的揭示”，这一观点与教育的核心目标相契合。教育不仅

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世界，探寻生命存在

的价值。因此，在艺术教育中，教师应鼓励学生通过艺术创

作探索生命本质，而非仅限于技巧训练与艺术品的评价。例

如，教授绘画或雕塑不仅是教授技法，更在于引导学生理解

人与世界的内在联系，感受艺术所承载的文化与哲学价值。

阿多诺强调艺术的批判功能，这与现代教育倡导的批

判性思维培养高度一致。艺术不仅是审美体验的媒介，更是

洞察并批判社会现实的工具。在艺术教育中，应引导学生思

考艺术如何揭示社会矛盾、表现资本主义异化，并成为能动

的实践者。例如，前卫艺术挑战传统审美，以对立性的形式

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并培养他们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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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促使学生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反思现实，也增强其文化

认知与社会责任感。

艺术教育的实践不仅局限于课堂教学，更应通过营造

充满艺术氛围的校园环境，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深化对美学

与哲学议题的理解，超越对艺术作品表层特征的认知。通过

塑造充满艺术气息的教育环境，学生能在日常学习中逐步建

立对艺术的深层次理解，从而培养更全面的艺术素养。

简言之，海德格尔的“真理揭示”与阿多诺的“社会批判”

构成了艺术教育理论的核心支柱。在当代艺术教育中，应平衡

形式与批判意识的培养，使学生在掌握艺术风格的同时，也能

借助艺术表达个人观念，积极参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艺术教育

的价值不仅是技能训练，更在于培养学生的独立判断力，拓展

其生活视野与认知范畴。将艺术哲学与教育实践相结合，有助

于深化对艺术多维价值的理解，推动艺术教育的持续发展。

5. 结语

通过比较海德格尔与阿多诺的艺术观，可揭示其哲学

立场的明显区别。海德格尔基于存在哲学，将艺术作品视为

“真理显现”的媒介，强调其超越物质层面的精神实质；相

对而言，阿多诺则从批判理论出发，突出艺术的社会批判功

能，主张艺术应揭示并反思资本主义异化现象。尽管二者关

注角度不同，却共同揭示了艺术在个体认知与社会现实中的

对立统一角色。

基于这一框架，本文进一步探讨艺术哲学与教育的关

联性。海德格尔的艺术观将艺术作品视为洞察世界的镜像，

为艺术教学注入形而上学的哲学深度，主张教育不仅应关注

技巧培养，还应激发学生理解艺术如何揭示生命存在的根本

价值。阿多诺的批判理论则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为艺术教

育奠定批判性思维的基石，使其不仅是美学训练的载体，更

成为培养学生独立判断与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手段。因此，在

现代教育体系中，艺术的作用已超越审美体验，而成为启发

个人思考与推动社会变革的关键力量。

综上，艺术品与艺术作品的关系不仅涉及物质与内涵、

独特性与社会性的交融，更体现在艺术对哲学理念的探讨、

社会角色的承担及教育功能的深化。结合海德格尔与阿多诺

的理论视角，有助于拓展艺术教育的多维路径，增强艺术在

现代社会中的广泛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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