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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美国１９世纪浪漫主义作家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对自然的观点

上，无论是他的“超灵”学说，还是他对于“个人主义”的强调都是以自然为载体。他的这些主要

观点在他的《论自然》、《论自立》和《美国学者》等几部代表作品中得以清晰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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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爱默生与超验主义理论

在美国文学史上，始于１８世纪末的浪漫主义

时期为美国文学史的发展开创了新的篇章。美国

的浪漫主义文学发展到１９世纪三四十年代到达

了顶峰并产生了相对完整的理论即超验主义。这

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他是１９世纪上半叶新英格兰超验主义文学运动

的领袖，为超验主义的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他

的作品不仅在美国本土广为流传，成为美国自由

传统的一部分，而且在世界上也被认为是极有价

值的一笔文化遗产。爱默生所提倡的超验主义共

有三个基本特征：其一，对精神或“超灵”的强调。
超验主义者认为精神或超灵是宇宙的中心。超灵

是一种存在于自然和人类中间代表着真、善和美

的能量，是万事万物的来源与组成部分，它是无处

不在、无所不能的，这种观点颠覆了１８世纪牛顿

的机械主义世界观，１８世纪的人们摆脱了诸多神

学思想对人们的束缚，认为世界是在一定规律的

支配之下由物质构成的，这种认识导致了人们对

于物质世 界 的 过 分 追 求 而 忽 视 了 精 神 世 界 的 层

面。而爱默生所倡导的超验主义观念反对美国忽

视精神世界，从而走上一条机械资本主义道路的

趋势。他欲将人们从片面追求物质的道路上拉回

到追求精神生活的轨道上来，呼吁人们过更有意

义的生活。其二，对个人和个人主义的 重 视。超

验主义者认为每个人的灵魂都是超灵的一部分，
都在分享着超灵的荣光，唯因如此，社会中的每个

人都变得神圣起来。既然社会是由一个个生命体

组成，那么社会的提升与进步只能通过构成社会

的每个分子的提升与进步来完成。为了担负起个

人在社会中的责任，人生的主要目标就应该是自

我完善、自我休养和自我进步。像爱默生和他的

同伴梭罗这样的超验主义者一直教导人们，如果

想要为完善自己而付出努力，那么就必须依靠自

身的力量。这种重视个人的观念显然与以上帝为

中心的天主教思想不同。他提出这一观念是因为

当时新英格兰的工业化进程愈演愈烈，大规模流

水线生产方式的诞生使每个人都成为美国这台庞

大机器的一个零部件，人们的个性丧失殆尽，人们

没有了各自独立的特征而趋于统一化。他指出，
资本主义破坏人的全面发展，使人蜕变为各种各

样的物件———机匠蜕变成了一台 机 器，神 甫 蜕 变

成了一个空架子，律师蜕变成了一部法典。看到

这种趋势，超验主义者积极强调个人的重要性，以
及恢复个性的意义。其三，对自然的重 视。超 验

主义者强调自然的影响，主张自然是上帝的象征

和超灵的外衣。对于他们而言，自然并不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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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简单物质存在，它是能够影响人类心灵、启
迪人类心智的鲜活生命体，就像英国消极浪漫主

义者华兹华斯所说的那样：“大自然具有治愈人们

心头创 伤 的 能 力”。［１］１０６因 此，超 验 主 义 者 主 张：
“回 到 自 然，感 受 它 对 你 的 影 响，灵 魂 会 再 度 完

整。”［２］２５这句话的寓意当然是指自然的物体是有

象征意义的，它是物质世界以及精神世界的象征。
在所有爱默生的作品中，自然都成为超灵存在或

者个人与上帝交流的完美载体，在超验主义理论

中起着重 要 作 用。从 爱 默 生 的《论 自 然》、《论 自

立》和《美国学者》等几篇著作出发，具体解读他的

超验主义思想在文本中的具体体现。

二、《论自然》所阐释的“自然观”

１９世纪３０年 代，美 国 处 于 一 个 思 想 动 荡 时

期，随着美国政权的巩固和壮大，随之而来的问题

也逐渐暴露出来：奴隶制、物质至上主义、滥用童

工及政治腐败，这些使美国陷入了困境，而资产阶

级对金钱的过分崇拜、对物质的过分重视推动当

时的思想家们抛开物质转而做精神上新的探索，
追求一种不同于物质的新的精神价值。在这样的

思想背景之下，爱默生于１８３６年发表了他阐述超

验主义观点的第一篇重要作品《论自然》。这部作

品所体现出来的自然观组成了他超验主义思想的

重要组成部分。
在《论自然》一文中，爱默生从欧洲大陆浪漫

主义运动中吸收了许多有益学说，在论述自然的

本质时他提出：“每种自然现象都是精神现象的外

衣和象征物，在自然界的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一

种强大精神的存在。”［２］５６这些观点与加尔文教机

械命定论的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在１９世纪资产

阶级殖民者的眼里，自然界，譬如美国广袤的西部

荒原和辽阔的原始森林，只是具有一定实用价值

的开发对象和财源，在伐木机器的轰鸣声中，大片

的原始森林被砍伐，这一切就像詹姆斯·库柏的

小说《拓荒者》中所描述的那样。爱默生则呼吁人

们撇开自然相对于生活的实用价值，用全新的浪

漫主义眼光看待自然界，捕捉其不为人们所熟悉

的灵性。他认为从整个自然界中就可以发现神对

人的启示，人们应该用更直接的方式和自然交流。
他指出：“我们的先辈正视神和自然界，而我们却

要通过他们的眼睛来观察周围的万事万物。我们

为什么不可以跟宇宙和自然建立起一种更直接的

关系呢？”［２］８９这种观点的提出实际上倡导的是新

大陆的精神独立，强调的是突破与创新，他呼吁人

们相信自己的“直觉”，不要依赖别人或过时的知

识及精神。
爱默生认为深邃的大自然相对于人来说是有

着教化作用的。在该文中，他说：“自然界就是思

想的化身，又转化为思想，每一种存在物都在教育

着人们，因为 一 切 存 在 形 式 都 注 入 了 智 慧。”［３］１０１

这也就是说，自然界之中存在着很多指导人们行

动的真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依照爱默生的观

点，自然界不仅向人们揭开了物质规律，而且还能

启示道德真理。他说：“道德法则安居于自然界的

中心，光芒四射。”他举例说：“谁能料到被海水拍

打的岩石竟向渔夫启示了坚毅？”［２］１５３在这里他用

自然界的启示代替了神的启示，是对加尔文教神

学思想统治的一大打击，即使从现代人的目光来

看，爱默生在《论自然》中所提倡的人与自然直接

交流、和谐相处的概念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三、《论自助》对“个人主义”的肯定

爱默生所处的年代位于美国独立革命到南北

战争期间。经过独立战争的洗礼，美国人民逐渐

摆脱了英国的统治，建成了独立的国家。自此之

后，新兴的美国也大力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

面的建设。文学是社会变 革 最 直 接 的 的 反 应，在

１７７６—１８６５年间出现的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学艺

术上的繁荣就充分体现了美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和

在文学上独立的强烈要求。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
爱默生创作了《论自助》以宣言个人主义并号召和

鼓励美国人民自立自强，这篇作品也正体现了这个

时期美国欲在精神和文化上摆脱依附英国的状况。
为了宣扬个人主义，爱默生首先提升 了 人 在

宇宙中的地位，将人从中世纪的封建桎梏中解放

出来，主张人能超越表象世界而直接认识真理，这
个观点成为了他的超验主义理论的核心并在作品

《论自助》中得以很好的体现。他认为，某种神性

存在于每个人的天性之中，正是因为这种神性的

存在，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借助自身道德情操的力

量感受到最高的真理，人才有能力与自然进行不

借助任何外力的直接交流。由此可见，爱默生主

张通过人与自然的直接接触让造物主———上帝的

荣光进驻到每个人的心中，这实际上宣扬的是通

过个人自身的直觉、自身的感悟力来获取真理和

知识。这种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宣布了美国的精

神独立。他所倡导的这一独立精神在当时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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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理念，其实质是宣扬美国人民必须依靠自

己 的 聪 明 才 智，摆 脱 英 国 在 意 识 形 态 领 域 的 羁

绊，创造真正属于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文化。
在《论自助》这部作品中，爱默生除了号召人

们相信自我，通过直觉和自然建立直接的交流外，
还倡导发扬个性，宣扬个人意志。他说：“社会之

上任何一个真正的人不属于任何固定的时间和地

点，但他却位 于 万 物 中 心。他 之 所 在，即 自 然 之

所在，他 可 以 代 表 自 然。”［４］１２１在 这 里，爱 默 生 通

过提升人的智慧与创造性，把个人从上帝的从属

地位升华到“超灵”的境界，从而推崇了人的至高

无上，把未来的希望寄托于普通人的智慧和力量，
驱散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命定论”等封建宗教

教条，为美国的思想界带来新的生机。
在爱默生看来，要想成名并且得到周围人的

尊重必须要有自立精神和独立人格。在他看来，
除了每个人本性的法则以外，在没有什么是神圣

的和必须遵守的法则了，面对所有来自外部的意

见和反对，每个人都应该做到坚持自我，因为除

了自己，世间的一切都是徒有虚名、稍瞬即逝的东

西而已。每每想到尘世中的人们屈从于僵死的制

度和空洞的社会，轻而易举地为薄利虚名所左右，
爱默生就会感到羞愧难当。爱默生的这些表述充

分展示了他的做人原则：做好自己的主人，堂堂正

正地做人，不要因金钱名誉等浮华的东西失去自

我进而成为物质的奴隶。世界上的每个人生而平

等，并且由于每个人都组成超灵的一个部分而都

是一个小宇宙。他相信世间的每个人都包含着其

他一切人的天性。爱默生的这种“相信自我，唯我

独尊”的思想充分表达了他藐视权威、宣扬自我的

人生态度。这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人

的行为与处事方式。在这个追求金钱与时尚、物

欲 横 流 的 世 界 里，一 些 人 为 追 名 逐 利 而 利 益 熏

心，不择手段地满足自我私欲，而爱默生所倡导的

注重个人本性的观点就具有了重要的教育意义。
总起来讲，爱默生从四个方面入手强调个人主义：
第一是强调宇宙中每个生命个体；第二是强调个

人潜力的无限性。爱默生把个人视为社会和历史

的中心，他认为人才是一切；第三是强调个人的

个性即特殊性，他坚持认为人不是造得像盒子那

样千篇一律的，每个人都是经过十月怀胎来到世

上，都具有各自独特的性格和无限的可能性。整

个社会应该是一个强调个性而又具有统一社会性

的集合体，个人不应该牺牲自己去迎合社会；第四

是强调个人的自足和个人的自治权，他强调一个

人要毫无畏惧地按自己本能生活并坚持下去。
爱默生的个人主义是美国社会民主精神的缩

影。当时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已经开始在消磨和

吞没个人，爱默生为了鼓励人们保持个性而为个

人主义进行呐喊。这种个人主义意在通过提高人

的灵魂和精神的力量、提高人在宇宙中的主宰力

来战胜当时盛行的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另外，
从宣扬超验主义的角度出发，正是因为爱默生对

个人主义的肯定、对个人地位的提升才使得每个

人成为宇宙的主体，才可以“堂堂正正”的与超灵

和上帝建立起直接的联系。这样一来，爱默生就

为宣扬自己的超灵思想和自然观铺平了道路。

四、《论 美 国 学 者》表 达 的“人 与 自 然”
的关系

爱默生的《论美国学者》被称为美国知识分子

的独立宣言。这部作品主要涉及的是美国学者应

具备的品质以及所肩负的责任。爱默生指出，美

国学者应当是一个思想家，一个完美无缺的人，应
当是美国人民理想的楷模，是美国人的有机结合。
他并非是一个机械师，一个农夫，或者一位教授，
而应 该 是 一 个 全 面 发 展 的 人，是 这 三 者 的 全 部。
在这部作品中，爱默生认为影响美国学者思想的

第一个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大自然。
这是因为大自然本身就蕴含着真理，这与把人们

的注意力引向上帝的启示并欺骗人民的宗教是截

然相反的。对爱默生来说，美国学者的一大优势

就是他比一般大众更能理解并诠释来自大自然的

启示。他说：“美国学者是人类中对大自然最为看

重且直接参与的人。”［５］１５８爱默生认为大自然与人

的灵魂 即 思 想 的 关 系 是 相 对 立 的。大 自 然 为 印

章，人的灵魂为印迹，也就是说，人的思想是大自

然的镜子或诠释者。因此爱默生认为“研究大自

然”和“了解自我”乃是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方面。
对大自然了解得越多，对自己也就理解得越深刻。
在这部著作中，爱默生就大自然对人类心灵所产

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地阐述。他说，人类心灵会

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在这些因素中，以时间来说

最早，以空间来说最重要的是大自然。“每一个白

昼，有太阳发光，日落后的黑夜，有星辰 闪 耀。风

儿吹拂，百草萌生。这些现象最能吸引的就是学

者。”［４］１０２无论是诗 歌 的 出 现 抑 或 是 文 化 的 诞 生，
都与大自然的薰陶与启迪密切相关。大自然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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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是他自己心灵的规律，大自然的美丽是他自己

的心灵之美。这里的“他”指的就是“美国学者”。
唯因如此，古人 讲 的“认 识 你 自 己”，同 现 代 箴 言

“研究 大 自 然”，在 爱 默 生 的 论 述 下 找 到 了 切 合

点。［４］１２８大自然所带给人们的教化和启迪，促使人

们探索世界并进一步认识了自己。这是爱默生在

《美国学者》中所展示的自然观。按照他的论述，
大自然与人“一 个 是 叶 片，一 个 是 花 朵”，二 者 是

“从同一条根上生出来的两个不同果实”。他们互

相渗透，互相融合，因此，诗人要走向自然，充分接

受大自然的影响与教化，从自然中吸取营养。这

充分体现了爱默生的浪漫主义情怀，主要表现为

融入自然、崇尚自然并接受大自然治愈人类心灵

创伤的能力。作者认为诗歌、真理和思想源于自

然，离开了“周围世界”也就无所谓诗歌、真理和思

想。爱默生认为艺术创作的过程是一个学者和周

围的世界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的过程。“最初的学

者从接受他周围的世界入手，对周围的世界进行

有效思索，又把它陈述出来。周围的世界在进入

学者内心时仅仅是单纯的生活，但当从他内心出

来的时侯就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真理；进入他内心

时仅仅是短暂的行为，但是当从他内心出来时就

升级为永恒的思想。”［３］１５８

五、结论

爱默生所倡导的超验主义的基本思想属于人

本主义哲学思想范畴，其出发点是崇尚直觉，反

对权威，主张个性解放，核心是主张人能够凭借

自身的神性超越感觉和理性，直接认识真理。他

的超验主义观点摒弃了加尔文教派以神为中心的

思想，同时还受到了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以及英国

浪漫主义作家卡莱尔、柯勒律治以及华兹华斯的

影响，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东方古典哲学和宗

教的影响。尽管他 的 很 多 观 点 是 从 唯 心 主 义 出

发，甚至保存了不 少 神 秘 主 义 色 彩，但 绝 不 是 消

极地逃避现实。相 反，从 其 实 际 作 用 来 看，超 验

主义的积极入世 精 神 和 它 在 当 时 社 会 条 件 下 所

起的进步作用显 而 易 见。尽 管 超 验 主 义 思 想 不

能算真正 意 义 上 的 哲 学，但 它 具 有 自 己 的 一 套

基本原 则。同 时，爱 默 生 所 主 张 的 超 验 主 义 对

个人的重 视 在 清 教 关 于 自 我 修 养、自 我 完 善 的

原则里随处可见。新 英 格 兰 的 超 验 主 义 实 际 就

是建立在清教观 念 上 的 浪 漫 主 义。虽 然 以 爱 默

生为代表的超验 主 义 思 想 代 表 了 新 兴 的 美 国 社

会发展本身 所 提 出 的 要 求，是 顺 应 时 代 发 展 潮

流的，但超 验 主 义 思 想 仍 然 属 于 资 产 阶 级 世 界

观的范畴，其核心仍然是资产阶级 个 人 主 义，所

以他的许多有关 个 人 主 义 的 言 论 后 来 被 资 产 阶

级引用为 他 们 以 自 我 为 中 心、进 行 自 我 扩 张 的

辩护词。超验主义 思 想 仍 然 属 于 资 产 阶 级 文 化

中的进步潮流，在美国文学史上具有“美 国 的 文

艺复兴”之称，在 美 国 浪 漫 主 义 文 学 以 及 世 界 思

想文化宝库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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