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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美学的资源与实践

【作者】郑玉明 冯学勤

  由中华美学学会、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社科联、浙江大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报》等单位联合

主办，杭州师范大学中国美学与文论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现代美学的资源与实践”全国高层论坛近

日在杭州召开。中国现代美学是中国美学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西、传统—现代文化

激烈碰撞的历史语境中，中国现代美 学诞生了包括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宗白华、朱光潜、丰子

恺、方东美、牟宗三、徐复观等美学大家和思想巨子，为整个中国美学的发展贡献了丰富的学术资

源。此次论坛的召开，正是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中国现代美学的资源与实践进行深入发掘、梳理和总

结，以更好地推动中国现代美学的研究和民族美学的发展。  

  认真总结中国现代美学的特点，对其历史地位、现实意义等进行深入挖掘，是此次论坛所研讨的

重要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聂振斌研究员总结分析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指出，中

国现代美学是在吸收了西方美学思想的新观念、新方法后，通过与中国固有的思想传统相融合而创造

出来的，它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有着重要的区别，体现了中国美学思想的现代性特征；它不是西方美

学思想的移植、照搬，而是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仍保有民族文化特色，特别是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

“知行合一”的特点，把学术思想和社会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杭州师范大学金雅教授深入概括了中

国现代美学的重要特征，分析了中国现代美学的精神传统对当前美学研究的启发。她指出，突出的人

生精神、内在的诗性情怀和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是中国现代美学的三大重要特征，在当前世纪之交的

巨大社会变革和价值转型中，我们应坚守审美的人生情怀，在新的高度上发展中国现代美学的人生精

神。  

  客观分析中国现代美学的理论得失，归纳总结中国现代美学名家们的具体思想精神是此次论坛讨

论的又一重要话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悦笛研究员对中国上世纪20、30年代以“生命艺术化”为焦点

的审美主义思潮进行了总结，认为从吕澂等的生命只作为起点到朱光潜的生命情趣参与到宗白华的生

命本身艺术化，表明了中国审美主义的渐次成熟与日臻完善。首都师范大学王德胜教授、潘黎勇博士

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审美功利主义思维范式作了分析，认为中国现代美学因社会、政治问题的影响，试

图通过审美的感性层面对人性的改造来重建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具有审美功利主义的倾向，

不同于西方现代意义上康德式的审美无利害，并由此形成了自身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强烈冲突。在

具体美学家研究方面，聂振斌研究员对蔡元培的美育精神进行了总结概括。他认为，重视人格精神、

超越精神、创造精神和献身精神是蔡元培美育精神的四个重要方面。安徽大学宛小平教授重点分析了

朱光潜美学思想中的科学精神，他把朱光潜美学思想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具体阐述了科学精神在

这三个阶段的表现。湖州师范学院余连祥教授、杭州师范大学莫小不教授和浙江工业大学郑玉明博士

等分别对丰子恺播种“艺术心”的审美教育思想、宗白华对中国书法形式的论述以及王国维的“古雅

说”对中西诗学传统的接受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在深入把握中国现代美学精神传统的基础上，批判继承、认真汲取其理论营养，以进一步推动中

国现代美学的研究与当下民族美学的建构，是此次论坛探讨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浙江大学王元骧教授

指出，中国现代美学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非常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吸收，但当下的美学研究应当有

超越中国现代美学的更高追求。他特别针对美的认识这一问题，深入阐发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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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思考最终指向的是人生态度的调整，这是中国现代美学传统中应该被重新深入认识，并在思想上

有所突破的重要问题。王德胜教授指出，在评价中国现代美学的意义和价值时，应当注意当下思考的

“期待视野”，即应当结合着对“共和国美学”的评价来进行，只有这样，中国现代美学的意义和价

值才能够重新显现出来。浙江科技学院杜卫教授在发言中强调，中国现代美学名家们在美学研究时都

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直面动荡的国家民族现实，寻求国家民族的解放之路是他们美学研究的终极目

标。他们既强调审美、美学研究的独立，同时又重视美育研究，这使其美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品

格，这是今天应该继承的宝贵精神传统。中国社会科学院徐碧辉研究员指出，中国现代美学中的人生

艺术化思想，不只是指生活的时尚化，更重要的是指人应自由地承担人生责任，这是我们在继承中国

现代美学的精神传统时应该注意的。  

  论坛期间还举行了《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6卷本）首发仪式和中华美学学会中国美学研究基

地揭牌仪式。《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收录了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宗白华、朱光潜、丰子恺

等6位中国现代美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大家的名篇经典。中华美学学会中国美学研究基地以中国美学尤

其是中国现代美学的研究为特色与主攻方向，以城市美学研究、审美与艺术教育研究为辅翼，充分依

托中华美学学会的高层学术资源，积极开展美学理论研究、审美文化建设与美育实践，积极推动美学

研究与审美实践的发展。 

【原载】 《光明日报》 2009-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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