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首页 | 学术信息 | 史学理论研究 | 史学史研究 |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 | 海外看中国 | 书窗、书评 | 报道、随笔 | 学科前沿扫描 | | |

    您现在的位置： 史学研究网 >> 学科前沿扫描 >> 文学、史学、哲学 >> 正文 今天是： 2008年11月21日 星期五   

   高建平：中国美学三十年    热    

高建平高建平高建平高建平：：：：中中中中国国国国美美美美学学学学三十年三十年三十年三十年 

［ 作者：高建平    转贴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6-26    点击数：279    文章录入：teadmin ］

    

 

     过去的三十年，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而深刻变化的三十年，也是美学这个学科在
中国迅速发展的三十年。美学在中国的命运，总是与变化着的中国社会状况联系在一
起。 
     1．文革后美学的复苏（1978～1984）。从1978至1984年，是中国美学的黄金时
代，历史上将之称为“美学热”。在这个时期，整个社会都对美学表示了巨大的热情。
这时，美学家成了重要的社会人物，他们在做讲演时，可以有上千的听众；美学书成了
畅销书，可以销售几十万本；美学研究生的入学考试，甚至达到百里挑一。这也许是一
个奇迹，但它的出现又有一些具体的历史原因。 
     “美学热”源自“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社会的需要。倡导“美”，倡导人与人之
间的和谐，具有取代“文革”时代斗争哲学的含义。“文革”时代强调“阶级斗争”，
“文革”后的中国，出于对“文革”的痛恨与恐惧，人们要“美”与“和谐”，不要
“斗争”，要美学，不要斗争哲学。在这种情况下，美学被当成是一种隐喻，它吸纳着
为僵硬的政治意识形态离心力所抛出去的社会和思想力量。当时的美学，就与这种政治
隐喻混杂在一起。这一隐喻事实上形成了整个社会对美学的重视。 
     这一时期美学的最重要的口号，是艺术自律。相对于西方美学的发展来说，这是
一种迟到的追求。从夏夫兹伯里、哈奇生起，经康德、叔本华，再到克罗齐、爱德华·
布洛、苏珊·朗格，都在寻求对审美无利害的论证，因而他们都走在这一条路上。但
是，这一迟到的追求在当时的中国具有现实意义。“文化革命”期间，中国文学艺术理
论强调为阶级斗争服务，这时，所谓艺术性，只是政治宣传的有效性而已。回归艺术自
律，为中国美学走出“文革”时代的艺术理论铺平了道路。 
     2．走进古典与面向国外（1985～1989）。1985年前后，在中国的文学艺术界，出
现了一些重要的转折，出现了许多对于20世纪前期西方先锋派艺术的模仿之作。但美学
家却在做着另外的事，他们主要进行两个方向的开拓：一是研究中国古代美学，一是翻
译西方美学。 
     在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方面，出现了一些中国美学史的著作，其中有通史，也有断
代史，还有美学范畴史。 
     这一时期所做的另外一件工作，是翻译和介绍西方美学著作。在国外，20世纪的
美学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其间经历了三个大的转向，即世纪初的心理学转向，世纪中
叶的语言学转向，和世纪后期的文化学转向。这些研究成果，过去很少被介绍到国内。
国内美学界对西方美学的了解，还停留在19世纪。美学热发展起来后，人们迫切希望了
解国外美学的新进展，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翻译的热潮。 
     80年代的中国文学艺术界，处在急速变化之中。文学艺术家们努力要将整个20世
纪在西方进行过的各种文学艺术的实验，都在中国重复一遍。而在美学界，美学家们仍
然沉湎于刚刚建立不久的审美无利害观念之中，致力一种纯粹的美。这种纯粹美与艺术
的实际发展相差很远，其结果是，艺术批评家普遍放弃美学。 
     3．新保守主义与后学的合流（1990～1994）。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美学的真正
沉寂期。从1989年到1991年中国与国际上的一些重大变化，在中国学术的反应是复杂
的。它形成了一个重大的思想转折，带着浪漫色彩的“新启蒙”时代过去了，学术界开
始对前一个时期种种思想状况进行反思。 
     在90年代，学术界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年轻的一代人逐渐在学术界成为主要
角色。这些人面临着不同的学术环境，而不再将“新启蒙”作为自己唯一的，或者是主

页码，1/3史学理论、史学史、海外中国学史研究（史学研究网） >> 学科前沿扫描 >> 文...

2008-11-21http://www.3hresearch.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898



要的任务。他们开始对80年代的学术话语进行反思，认为那种“西方＝现代；中国＝古
代”的思想模式是天真幼稚的。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中国应有自己的现代化。在接受
西方的新思想之时，不能放弃中国传统。因此，我们仍然需要研究中国的传统学术思
想。 
     这是一种学术界的新保守主义。在这一时期，有着一种被称为“国学热”的思
潮。“国学”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形成的一个与“西学”相对立的术语。这个术语
在当时处于守势，面对新出现的“西学”为传统的中国学术保留一个地盘。到了20世纪
后期，情况变得正好相反，“国学”处于攻势。学术界在形成一种“国学”是学问的根
基，只有懂“国学”才是真正有学问的观念。确实，在一个国际对话的时代，中国学者
从自己的传统出发，可为国际通行的学术话语增添一点新的东西。 
     4．文化研究兴起与中国美学的重新定位（1995～2000）。在90年代的后期，中国
美学是在争论中前进的。一方面，新的著作不断出现，但另一方面，这些著作中理论创
新还不多。美学实际上处在一个困境之中，出现了建立中国美学体系的要求与满足这个
要求的条件还不成熟之间的矛盾。在学者中间，具有一种强烈的建立体系的冲动，似乎
一个学者只有在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成“家”成“派”之后，思想上才成熟。
但是，20世纪末中国学术已经处在一个与古代不同的学术环境之中，在今天这个时代，
离开世界的发展来自言自语，则再也没有可能做出真正的理论创新。 
     在这个时期，一些关于古代中国美学的思考变得更具有国际对话性。中国学者努
力利用自己的传统资源，参与到国际对话中去。这种具有国际对话性的传统美学研究，
与过去运用西方概念来整理中国古代美学，具有很大的差别。它不是将中国传统放在一
些新的理论框架之中来阐释，而是将中国传统来与既有理论框架进行对比，看能否说出
一点新的，原来没有的东西。 
     这一时期所做的另一个重要的事，仍是翻译和介绍国外的思想，但介绍的重点已
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国外有关文化研究的著作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种对国
外文化研究成果的接受，在中国一开始具有反美学的特征。然而，这种反美学的特征，
恰恰成了美学复苏的契机。美学在长期受到冷遇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个对它的基本前提
直接冲击的时期。 
     5．新世纪的趋向：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美学的独特处境。中国美学与世界的接
触，中国融入世界，成为世界的一个部分，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20世纪中国美学的历
史，与三次外来影响有关，第一次是世纪初的西方影响，第二次是来自苏联的影响，第
三次是80年代起的西方影响。 
     也许，我们可以说，世纪之交和新世纪之初出现的是第四次影响。这一次的影
响，与前三次的影响，有一些明显的不同。过去的影响，基本上是以西方人为师。世纪
初的影响引进了美学这个学科；苏联的影响，使美学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80年代的
影响，与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同步。第四次影响，则更多地显示出平等对话、相互交流
的特点。中国与外国的美学家有了更多的个人接触。西方美学著作的翻译，常常成为中
外学者间个人的，面对面学术交流的延续。 
     在新的世纪，关于中国古典美学，也有了很多新的收获，出现了一些多卷本的著
作和资料集。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美学发展走什么样的道路？我们要继续翻译西方美
学著作，也要继续研究中国古代美学，特别注重在一个当代的世界美学的背景中研究，
从而将中国传统引入到当代世界美学的对话之中。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发展与中国
的当代文学艺术发展状况相适应的中国当代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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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歇尔·萨林斯：后现代主义、…[101] 

� 包伟民：中国史研究：“国际化…[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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