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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美学发展学理构架之我见 

    今天的会议把两个目的联系在一起来召开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 

    一是纪念美学家马奇先生，二是讨论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问题。虽然我的研究偏于一隅，但我仍然选择了“2

1世纪中国美学发展学理构架”这个议题。我希望表达的一个的意思是，我们纪念马奇先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

何用马奇先生的精神来建设和发展我们的美学事业。就我了解，马奇先生的精神就是一种求真务实的精神，他一

生的遭遇与这种精神有关，他晚年的超脱也与这种精神有关。马奇先生晚年，“淡出学问,不藏一书”的做法，以

及书赠友人的“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人生体认，对我震动很大。引起我思考了很

久。我读解马奇先生，这里是否包含了马奇先生对于我们的美学的现状的某种不满意和很不满足呢？我觉得至少

包含这层意思在内。我记得，唐代写过《诗式》的皎然和尚同时也写诗。也就是，既论诗又写诗。问题在于，他

作为一位出家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并不是没有任何疑虑的。在他看来，一个出家人是不应该做这些事情的。但

是他还在做着这些事情，可见是很无奈的。也可见诗对他来说还是有些用处的。由这一事例，我们能得出什么结

论呢？我们看到，马奇先生晚年，也就是在他看来来日无多的时光，在美学和书法之间做出了一个十分明确选

择。 

    那么，现在我们能不能对马奇先生的选择行为做出一点儿回应呢。让美学变得与我们的生活更密切些吧！让

美学从哲学的襁褓中脱离开来不断地增加其科学的气质吧！因为，审美现象本来就是现实生活中一个特别重要的

组成部分。我们确实需要对其有一个比较切实的理解。虽然其中包含着十分不同的界域。也就是说，美学要研究

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审美问题。美学研究不是跟生活无关的，而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审美现象是一种非常

世俗的现象，美学就是为了理解世俗生活中提出的审美现象的问题而存在的。 

    下面我要讲两个问题：美学与学理构架。 

    讨论21世纪中国美学学理构架的问题，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美学的问题。这是一个目标的问题，目

标都不明确，学理构架怎么建立？所以必须先说中国美学。中国美学这个词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泛指中国

美学史，这是一个美学史的概念。还有一个意思，在相当一部分人中很有影响，是指美学理论。但是这个美学理

论跟外国的美学理论不一样。比如说，康德的美学，在康德的心目中，他的美学就是美学，不是德国的美学。但

美学在某些中国人的心目中就不一样了，他的美学不是一般的美学，而是中国的美学。在我看来这种看法是非常

错误的，即使是从策略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真正的美学是不分中西的。正如物理学、数学和化学都不分中西。

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大概都没有这种说法。但内容肯定与研究者的文化背景有关。因为文化背景不同，取样

就会有特殊性。但理论本身是带有普遍性的。所以，如果让我说美学理论，我说的肯定不是“中国美学”，而是

美学。尽管我的取样相当多的一部分是中国审美现象。我的观点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立足本土，吃透两头。也

就是说，要在立足本土的前提下吃透中西两头。因为你的根基是在本土。即使你两头都吃，也还是本土吃得好，

这基本上是肯定的。但一定是要两头都吃。因为我们希望美学成为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也就是说美学应

该是单数的。我很清楚，这个观点一定会遭到反对。而且，我立刻想到了医学的中医和西医的分立问题。医学既

然是复数的，美学为什么就不能成为复数的呢？我意识到，这确实是一个强有力的反对的例证。但是，我想提醒

人们注意一种相当普遍而又明显的事例，这就是，确实存在着有些疾病西医无法治疗，而中医却有很好的治疗效

果，而传统的中医一般无法解决，西医却能较好地解决的情况。在我看来，这只能说明了医学理论本身的发展水

平。真正的医学理论应该把西医和中医较好地整合起来。我相信，人类理性能够在这个方向上不断地向前推进。

我对这一点并不怀疑。所以我还是强烈地坚持单数的美学观，我认为，坚持这一点在全球化的今天尤为重要。 

    当然，我们还应该意识到，医学是为了处理生命活动的，美学主要还是要理解生命活动中的高级现象——精

神活动的。问题是，人的精神活动的“视野”是极其宽广的。其中包含着相当不同的界域。也就是说，美学研究

的对象是一个“大系统”，一个“多体系统”。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在保持系统的完整性和其组分的个体性的同

时，我们如何能够清楚地表述一个大系统的组合？” 1了解这一点，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所提出的美学研究

目标的难度。 

    接下来的问题是美学的“学理构架”。我很喜欢“学理”这个词。既然是一门“学”就要讲道理。不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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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而是“道理”。现在的情况是，美学中的意见太多（而且都是见仁见智的意见），而道理却不多，也就是

说，能够讲出学理的并不多。“构架”的提法也很好。这种说法很有把美学当成建筑物（精神的建筑物）来对待

的意思。把我们要发展和建设的美学当成一个理论的大厦来加以对待。这样的话，三个方面的问题就凸现了出

来。这就是概念集合、框架结构和问题集合。简称概念（conception）、框架（frameworks）和问题（questio

n）。也就是：建筑材料、结构布局和建筑功能。 

    建筑材料对于建筑有多重要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例如不仅影响建筑的外观，而且还要影响建筑的结构。我

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建筑材料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对于我们现实生活的重要影响。但是，概念对于美学研究究竟

有多重要，我们却并不太清楚。在我看来这正是美学最大的悲哀，是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不匹配。人类的精神

活动没有紧紧地跟上物质生活迅猛的脚步。即使是对于搞美学理论的人来说，也往往是口头上认为重要，实际上

认为不重要。我们并没有意识到，随便使用概念，特别是那些有问题的概念，不加考核，不加限定，不加预防，

对于理论研究是很危险的。其后果是致命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如果没有界定范畴和一般概念，思考就像在

真空中呼吸，是不可能的。” 2我认为，确定几个基本的概念对于美学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这些概念是：美学、

审美、感受、审美现象、审美形态、审美规律、艺术、文化、专门化、表面、效果。我这里一共提出了八个概

念。其中的核心概念是审美形态。如同在过去的美学中是“美”一样。在黑格尔、康德和席勒的美学中都是如

此。这种转换是核心概念的转换。这里需要注意，尽管具体的审美形态如优美和悲剧属于十分不同的界域，但都

是美学所要关心的。 

    审美现象本身就很复杂了，理解起来存在着很多困难。我对审美现象的表述是：审美现象，对事物的感受是

也，即感受的对象就是审美对象。世界上一切可感受的对象（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都是审美对象。接下来的问

题就是，何谓感受？比如说，我见到一个人，我觉得这个人气质高贵。或者我觉得这个人非常漂亮。我来到一个

场合，当场见到一些人和物，其表现让我感到很亲切。这些都是感受。还有，有时我可能要使用一下某个人使用

过的一个杯子，对于别的人来说，也许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于这个人来说，可能会有一点儿障碍，因为我觉得

他比较脏，其实在我内心里也是很清楚的，我并不在乎这个人是否讲卫生，但是，没有办法，我就是觉得这个人

脏。所以，这里的脏的感觉也是一种感受。这种感受不是对一个人是否卫生的判断。总之，感受包括上述所说的

各种情况。人类个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特点就是，我们倾向于亲近感受中那些让我们感到高兴和愉悦的部分，我们

倾向于排斥感受中那些让我们感到不高兴和不愉悦的部分。这就是所谓的审美追求。 

    这里有一点还需要稍微细致地加以分别，在我们平常所使用的“审美”一词当中，还包括着“审丑”以及大

量中间地带情况的含义。也就是说，所谓审美其实就是审视一切。美是在审视一切的过程中才终于突显出来的。

现在确实到了恢复美学（Aesthetics）这个词中所包含的古希腊的古老含义的时候了。感受即是审美，美学即是

感受之学。美学一词是根据古希腊文中的一个应当译为“感受”的词语创造出来的，康德也是在“审美的”和

“感受性”双重意义上使用Aesthetic一词的，3 所以，美学的准确的意思应当是感受学。在此意义上美学也可以

说就是审美学。4  

    必须指明的是，这种感受只是对于表面现象的感受。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艺术作品是为人的感官而造作

的，因此它多少要感性世界汲取源泉。5 黑格尔对美（实为艺术美）的定义是：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6 感性显

现不是形式概念所能包括和代替。所以，虽然美学是一门深度学科（不是滞留在表现现象中），但美学研究的对

象却是表面现象（探究这种表面现象的内在机制和形成规律）。正如法国学者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对于

表面（surface）所定义的那样：“两个介质之间的界面（interface），在这界面上两种接触的物质之间，不断

地有交流形式的活动进行。” 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愿意说，美学就是“现象学”。 

    还必须指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感受，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感受，所感受到的美，也完全是日常生活意

义的美，并无格外的特别之处。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说的美丑，不是美学意义

上的美丑。”在这种观点看来，“一般意义上的美，指一般人用日常的眼光来看世界所发现的美”，而美学意义

的美则“是用无功利、无目的、无概念的最纯真的眼光来看世界”。7 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即使引证

了朱光潜先生和康德也无济于事。反到暴露出对于康德美学观点的错误理解。其实朱光潜先生也错误地理解了康

德的超功利性。康德其实正是把审美当成日常生活中的超凡脱俗的一个瞬间，但仍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果

美学所研究的“美”不是日常生活意义的“美”，美学的研究还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了呢？ 

    问题（即美学的主要功能）也很重要。美学的研究目标是审美现象。我不同意把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审美

活动的说法。因为审美活动要更复杂，而且会使美学归属于审美社会学。也不同意把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艺

术，包括而不限于艺术才是美学的正确选择，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艺术学就没有事情可做了。美学也不是审美心

理学的一部分。美学是一门单独的学科，专门研究审美现象的学科。我记得好像是王夫之说过，要“凿自家田

地”，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在这块田地里耕种，不要到别的地方乱刨，反倒让美学这块土地荒芜了。 

    因此，在研究审美现象中存在着很多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例如，如何理解审美现象？审美现象和艺术现象

的关系如何？美学和艺术学的分工如何？美育是否能够成立，美育和艺术教育是否应该加以区分？如何描述美学

的历史发展阶段？美学应该提出哪些基础的原理和规律？审美范畴和审美形态是如何形成的？审美形态的一般特



征如何？一个好的美学理论应当对所有的重要问题都给与一定的解答。一时还解答不了的可以悬而不决。所以一

种好的美学一定要包括必要和足够的概念群和问题群。 

    关于审美形态如何界定，我还没有想好，但是，我总结出了一些特点。大致有六条：信息性、感受性、高合

成性、界域偏离性、转换障碍性、分级分类性。了解了这些特点，特别是界域偏离性，对于我们正确判断当前一

些流行美学观点（如“西方的丑学”和所谓后现代的“反美学”）的是非（如攻其一点不记其余）是很有用处

的。分级分类也是很重要的，审美现象原则上是一种分级分类现象。当然是一个有着复杂分布的动态的分级分类

现象。没有分级分类就不会有审美现象，这一点以往都忽略了。还有，美学理论一定要提出若干经得起检验的确

实有价值的而且是在审美现象的广泛界域内普遍有效的审美规律。我现在提出了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四条审美

规律。转换性规律（关联律）、结构性规律（穿透律）、综合性规律（权重律）和有机性规律（全息律）。第一

条规律说的是，审美形态的存在需要经过某种“转换”。必须经过“转换”，对象的形式才有可能变得有意味，

否则，它就只是单纯的形式本身。而这种“转换”的内在机制却是“关联”。其具体含义是，对象的形式与“样

态”由于与值得关注的事物“相关联”而变成审美的。这条规律的机理是，个体因为对象的某种关联性而感到亲

切或者疏远，或者说，个体因为对象形式本身所具有的关联性而被打动了。关联在对象和个体之间产生了一种

“亲和力”或“拒斥力”。也就是说，关联具有一种“亲和”性或“拒斥”性的作用。要产生“亲和”性或“拒

斥”性的作用，对象和个体应当具有某种关联性。正是这种关联性，保证了审美对象不是与人无关的东西。第二

条规律说的是，对象的形式依靠其“结构性”来感人的规律。它的含义是，对象的形式由于在整体结构上与人的

生命结构“相对应”，而成为有感染力的。这条规律的机理是，个体因对象的形式结构而产生共鸣，或者说，个

体因对象的形式结构而被打动，从而使个体产生一种像是“被击中了”的感觉，也就是说，结构具有“穿透”性

的作用。这种作用有点儿像古希腊神话中爱神丘比特的箭一样。要产生“穿透”性的作用，对象和个体应当具有

相对应的内部结构。正是这种内部结构的对应，使个体发生了深沉的审美感受。缺少这种对应，即使发生了审美

感受也比较肤浅。第三条规律说的是，在促成审美感受的诸多因素中，每一种因素的重要性是不同的，但又是共

同起作用的。这就是审美因素的多元化和指标化。多元化是指，人的审美感受对对象的要求是多维度的。指标化

是指，每一个维度都有量化的程度指标，表示每一项目的重要程度，即是所谓“权重”。最后，个体对对象的总

体评价是对多元指标综合平衡（或评估）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在审美感受中存在一个“计算”过程。但不是

对平均值的计算。而是一个带有某种权重的综合平衡的计算，正是这种综合平衡的计算，使个体产生了完满的审

美感受。在这个意义上，对象在某些指标上的严重缺憾，一定会造成审美感受的不完整。第四条规律说的是，对

象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对象自身的有机性。有机性越高，就越接近于人的生命现象。艺术作

品的有机性是艺术作品的艺术性的一个重要指标。这四条规律是相互作用的。了解这四条规律非常有助于我们理

解审美现象，必须了解这是美学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但并不是把审美现象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不过，与没有

解决绝对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搭建一个比较合乎逻辑的、简明扼要、利于解决问题的组织这些概念群和问题群的表

述框架。作用是边界勘定，区域划分，内容组织。并且一定要具有强调系统性、科学性及把中西方科学及人文科

学的所有成果都结合起来加以融会贯通的特点，能够真正体现出对于审美现象的深刻反思和高度自觉。也就是

说，框架是在理论观点和概念后面的起组织作用或背景作用的东西。或者说是一定的方法论所能达到的区域范围

和所形成的逻辑结构问题。框架的明确和形成是一种理论研究已经达到的系统化或组织化程度的最主要的标志之

一。曾看到过一篇网页文章提到，法国哲学家利科访问北大时在北大举行的一次小型座谈中突然提出一个问题：

“唐宋以来中国的大学问家，有不少人学识才智，足以构建自己的体系（如二程），为何他们不另写专著，而是

满足于通过对经典文本（如四书五经）的反复注释，阐明自己的观点？”这个问题一下子难住了参加会议的博士

生、硕士生以及七八位在北大乃至全国学界都有影响的博导，没有人愿率先开口，大概僵持了两分多钟，沉闷得

有点难堪的时候，座位当中的一位仿佛忘记了还没回答提问，就问了利科一个不相干的学术问题，把这个问题岔

了过去。9 由此看来，真正的理论家还是非常关心理论框架问题的。 

    当前有一种很不好的倾向，蔑视概念、攻击体系，问题意识不明确。影响了美学的发展。当然这些倾向都是

有其复杂原因的，并不是空穴来风。不仅与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有关，而且与理论自身的问题有关。“科学家已经

发展了许多强有力的概念工具来研究复杂现象，然而这些工具的使用者总是会冒着成为这些工具猎物的风险，正

如生活在原子弹阴影之下的那些人所知道的。” 10体系有什么不好的呢。其实体系就是系统化。没有系统化就没

有生命现象。体系有好的和不好的之分。有开放的和封闭的之分。我们不能因为黑格尔建立了一个比较庞大的而

且有些生硬的体系就反对一切体系。提出体系的目的是为了对应研究对象本身的有机性和复杂性。被研究对象本

身是复杂的有机的，如果没有一个具有一定复杂性的描述系统，是无法完成描述任务的。 

                                                                        北京电影学院 王志敏 

                                                                         2004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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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平：“心理距离”研究纲要 
王志敏学术档案 

  >> 相关新闻    全部新闻   >> 相关评论    全部评论

  王志敏：《现代电影美学体系》 (3月2日) 

  王志敏学术档案 (12月8日) 

  王志敏：面向21世纪：国内电影美学研究的回... (11月30日) 

  王志敏：电影美学：从思考方式到理论形态 (11月27日) 

  王志敏：现代电影美学体系简介及目录 (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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