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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Maβ（尺度）一词在短短四句话中连续出现三次，而且与塑形密切联系。
此词一般包括度量单位，尺寸、大小、规以及适度、中庸等多种含义。
笔者以为，Maβ作度量单位解，主要是指事物外在具体可感的数量关系；作为“适度”解，则主要指
外在式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之协调配合得合适得体、恰到好处。
可见，“尺度”一词主要与事物的形式关系有关，从而美的规律应当主要指形式美方面的规律。
 这也可以从这句话里的动词formiert的使用得到证明。
动词formiert意为“给⋯⋯造形、塑形”，“赋予⋯⋯以形、形状”或“形成”、“构成”。
此词的名词Form意为“外表”、“形”，是指事物外在有形可感的方面，所以不同于一般的生
产produzieren（produce）或制造machen（make）。
何思敬先生的译本译为“造型”似较为确切。
“人也照美的规律造（塑）形”，说明美的规律只适用于有形可感的事物，而且主要是用于塑造事物
的外在感性形式、形状和形象的美。
所以，若译作“制造”、“生产”、“塑造”包括“构造”等就可能会失去其中包含的美的具体可感
性、形象性和形式美等美的规律准确应用的范围等重要意义。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一切尺度都是人对事物特征的一种概括，并作为人用来衡量事物是否与之符合
的标准、规定、要求、原则等。
其中前两个尺度是“种”（亦译“物种”）的尺度，这里主要指动物（作为“类主体”）的尺度，动
物自己不可能懂得自己的尺度，它们只能不自觉、无意识地按照其所属物种的标准、规定、要求、原
则等“尺度”来“生产”，并且这种生产只能局限于而不可能超越其所属物种的尺度，它们的生产和
再生产永远停留在其物种自身固有尺度的限度内。
不过，在这句话里，物种的尺度乃是人对各个物种固有尺度（标准、规定、要求、原则等）的认识和
概括，归根到底体现为人的意识对具体物种特征的理解和反映，而动物物种自身是永远不可能意识到
这一点的。
就此而言，物种的尺度仍然离不开人，需要人的认识和概括。
当然，物种的尺度确实应该是外在于人的、客体（作为人的对象）的尺度。
 至于第三个“尺度”即“内在的尺度”则完全是属人的，体现着人的认识、需要、目的、规定等。
美学界对此有不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第三个尺度不是属人的，而仍然是属于对象（客体）的，“内
在的尺度”（das inhfirente Maβ）应译为对象“固有的尺度”。
笔者不同意这个观点。
笔者认为，要准确理解这个“内在尺度”的归属性质，首先在于对马克思此处所用的动词anlegen要有
准确的理解。
这一点，笔者同意应必诚先生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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