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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新闻 背景： 

更新：2009年12月2日 来源：美学研究  作者：张彩华 阅读：648

    内容提要：美丽的美学是一种具有解释性、完备性、和谐性、统一性、一般性、简单性与美的性质

的美学。她从美的种类入手，运用归纳法概括出自己的美的定义。限于篇幅，本文只是简单地介绍了美的定

义的获得途径、方法和内容。 

 关键词：美丽的美学 美 种类 定义   
在一些文章中，我曾经把美比着女儿、情人、女神与天使等，实际上，我们还可以把美比着一种矿藏，

古今中外，许许多多的人从各自所在的位置、沿着各自的路线向着这个矿藏的埋藏地进发，以寻找美的真

谛。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人成就了他们的思想与理论、成就了他们在人类思想史、哲学史与美学史中的荣誉

与地位。 

美丽的美学是从什么地方出发来进行美的探究工作的呢？这就是美的种类。这个出发点虽然重要但却不

那么引人注目，就像长江与黄河的源头虽然重要但却不那么引人注目一样。 

仔细考察一下汉语中人们对美这个词的用法，我们不难发现，美这个词在汉语中的用法非常有规律，美

要么被用作名词，要么被用作形容词，此外再无其他用法。由于名词通常表示一种事物，而形容词则通常表

示一种性质或状态，因此美丽的美学认为，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的美其实有两个基本的种类，其中一种是指

一种事物，而另一种则是指事物的一种性质。又由于事物与事物的性质是不能互相等同的，一个事物可以有

多方面的性质，一种性质也可以为多种或多个事物所共有，因此这两种美应是不可互相替代的，要为美下定

义，我们就要分别为这两种美下定义。当然，如有可能的话，我们是可以同时给出这两种美的定义的。 

在确定了美的种类之后，美丽的美学准备采用归纳法——归纳美的事物的共性的方法——来归纳美的定

义，其理由是人类已经发现了无数的美的事物，人类也积累了无数的关于美的研究资料。 

通过对美的事物的共性的探寻，美丽的美学发现所有美的事物都有三个方面的共性，这就是一、美的事

物都有结构，二、美的事物都能使人愉快，三、美的事物都能激发人对某种事物的积极的情感。值得注意的

是，情绪与情感是有区别的，其中之一就是，情感是有对象的，而情绪则没有，前者如爱、喜欢、兴趣、向

往、敬佩、恨等，后者如快乐、悲伤等1。 

有了美的事物的共性，我们还不能立即为美下定义，因为我们可以发现，美的事物的第一个共性是属于

审美对象或审美客体的，而在第二、三两个共性中，事物所激发的情绪与情感则是属于审美主体或审美的人

的，然而我们知道，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永远都是互相独立、互相分离的，那么审美客体是是怎样通过其结

构激发出审美主体的情绪与情感的呢？这就涉及应构与情——物联系这两个中介概念了。 

所谓应构就是结构对应之意，当一个事物对另一个事物发生某种作用时，事物之间就会发生应构，不仅

自然事物之间的作用是一个应构过程，任何一个事物对人发生的作用实际上也都首先是一个应构过程，如人

由一个事物产生理解、想象或联想等实际上也都是应构。 

由于事物的结构总是贮存着各种信息的，因此应构的过程也就是信息的传输过程。在人对外界事物进行

应构的过程中，人也就从外界事物获得了诸多信息，其中包括事物本身的信息及人们有意与无意贮存在人造

结构中的意义信息。 

由于并不是所有的应构都能激发人的情绪与情感，因此这就涉及情——物联系概念了。所谓情——物联

系是指人的情绪与情感跟某种事物之间所存在着的一种相对稳定的联系。情——物联系绝不是完全抽象与超

验的，相反，它是有客观物质基础的，这个物质基础就是人体内的神经联系。这个概念也是能得到其他理论

证明的，这些理论为情绪记忆与情结的理论等。由于人体内的情——物联系是以人体内的神经联系为基础

的，因此情——物联系也就具有了客观性、隐蔽性、社会实践性、无限多样性等，有些情——物联系则还具

有个体差异性与超越性等。 

有了应构与情——物联系这两个概念，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在审美与艺术欣赏中会产生情绪与情

感了，这就是，当一个事物通过其结构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时，人体内的神经系统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应构过

程，其中一方面，事物的结构与结构元素本身在一系列应构过程之后会通过情——物联系激发出人的一部分

情绪与情感——这就是所谓的形式的作用，另一方面，事物的结构所贮存的信息也会由于应构而传达给了

人，而这些信息也会通过情——物联系激发出人的情绪与情感——这就是所谓的内容的作用。 

 到此，我们可以给美下定义了，这就是： 

Digg排行 

王志敏：现代电影美学体系简介... 

王志敏：试论电影美学的研究框... 

王志敏：面向21世纪：国内电影... 

王志敏：电影美学：从思考方式... 

杨新磊：显豁于传媒思想丛林的... 

汪济生/袁建光：钟惦棐的困惑与... 

郝建：坏孩子带来的思考――暴... 

张彩华：《泰坦尼克号》——一... 

从《红高粱》看影视美学观念的... 

6

4

4

4

3

1

1

1

1

热门评论 

 发表于 2009/12/7 20:42:02
 

“我曾经把美比着女儿、情人、女神与

天使等”，哈哈！你真是太可爱了。 

 发表于 2009/12/4 20:57:01 

什么垃圾都往上搬！真是不可思议，这

是学术论坛，不是女儿美容课堂！ 

回复 支持 (1)反对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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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彩华：美丽的美学之美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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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有两个不可互相替代的种类——名词美与形容词美，它们分别是指一种结构与一种性质。在事物通过

其某一结构与人体内的情——物联系应构出人的愉快情绪与对某种事物的积极情感之后，事物的这一结构就

被人称为美（名词美）与美的（形容词美）。 

上述美的定义被笔者称为美的种类与定义原理，它也是美丽美学的第一个基本原理。 

康德曾经把美分为自由的美与依附的美，并认为这样区分可以解决美学中的许多纷争2，与此类似，我

相信，美的种类与定义原理可以解决与解释美学中的许多难解难分的问题与现象。 

 
注： 

1易中天：《破门而入——美学的问题与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P186。 

2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2版，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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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一下 

李增杰:《纯粹理性批判》思想述评 宋祥瑞:西方音乐美学的诞生及其范式

相关新闻    全部新闻       

 张前:音乐审美四题 (6月17日) 
 于淳: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现代化与多元化 (6月17日) 
 于润洋: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上）... (6月17日) 
 于润洋: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下）... (6月17日) 
 刘法民著《魅惑之源：艺术吸引力分析》一书... (6月17日) 
 冷昊:浅论当代中国审美观的形成 (6月13日) 
 余祖信:中华品美史概观（中） (6月8日) 
 张再林:释“文” (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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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胡扯淡 

发表于 2009/12/15 17:19:12 

各位看主,如果我们能注意到情绪与情感对于人的生存与生命的意义与作用,情感的对象可以指向正义、真理、爱情、生命、理

想、未来等时，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认为美丽的美学仅仅是女儿的美容指导书了。 

发表于 2009/12/7 20:42:02 

“我曾经把美比着女儿、情人、女神与天使等”，哈哈！你真是太可爱了。 

发表于 2009/12/4 20:57:01 

什么垃圾都往上搬！真是不可思议，这是学术论坛，不是女儿美容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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