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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美学范畴史研究 

——《西方美学范畴史》成果简介 

  

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美学范畴史》（批准号为

01BZW011），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刘泽民、刘旭光、张宝贵、陆扬、

王建疆、潘立勇、张旭曙、何林军、寇鹏程。 

《西方美学范畴史》由三卷组成，比较全面地梳理了26个（组）西方美学范

畴。成果中对每个范畴先作一个简要的概述，或者对其基本含义进行初步的考察，

然后结合社会思想文化语境的变化，以主要篇幅对每个范畴的源起、发展和演变，

进行历史的梳理和勾勒，以便充分体现“范畴史”的主旨。第一卷主要研究与梳理

存在、自然、自由、实践、感性、理性、经验、语言等8个哲学基础性范畴，它们都

是审美活动和美学学科得以展开的哲学基础。第二卷主要研究与梳理艺术、美、形

式、情感、趣味、和谐、游戏、审美教育等8个构成审美活动和美学学科系统的主干

范畴。第三卷着重研究与梳理再现、表现与呈现、优美、崇高、悲剧与悲剧性、喜

剧与喜剧性、古典与浪漫、象征、丑、荒诞、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10个（组）具体

的审美范畴。从形而上的本源到形而下的具体形态，审美活动的各个方面都以范畴

的方式得以揭示，以上范畴就以审美活动为中心建构起整个美学的“大厦”。  

一 

《西方美学范畴史》第一卷中的8个范畴虽然已经超出了“美学范畴”这个“小

圈子”，但这些范畴必须在美学领域中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它们是构成美学的哲

学根基。从审美活动的角度来说，审美从来都不是单纯的主体对于直观的客体进行

以获得愉悦为目的观照活动，审美活动在西方文化的开端处就具有一种形而上学倾

向，它产生于对世界与人生的总体性把握之中，它既源自人对世界的认识，也体现

着人对世界的要求。这样审美活动就不是单纯的娱乐问题，而是关于人的理想，关

于世界的本然或理想状态问题，因而对世界的存在与人的存在的认识与要求就变成

了审美活动得以可能的源泉问题。在审美活动具体展开的过程中，美的存在问题、

艺术的存在问题、审美主体的存在问题、审美对象的存在状态问题，就成为解决美

学主要问题的主要依据，这就是一个优秀的形而上学家往往会对美学做出杰出贡献

的重要原因。所以，形而上学的主导概念——存在，就成为美学不可或缺的主要范

畴，更何况美学曾经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西方哲学最高的概念就是存在，美学是



不可能绕过存在而另立根基的。与存在直接相关而且与美学理论关系更加密切的自

然范畴于是也必然进入本成果考察的范围。 

从审美活动的角度来说，需要对审美活动的两个部分：人与世界，进行逻辑的

区分。在这种区分中，研究认为“实践”使二者彰显出来，也就是说使这种区分得

以可能的条件。在实践中，人作为人出现，而世界作为人的世界出现，因此实践概

念应是考虑哲学与美学问题的根本出发点。虽然实践是人的生活与创造性活动，但

正是实践使人成其为人，使世界与人发生关系。这样，实践就构成了人类所有活动

的最高统一性，审美活动作为实践活动的一种，它的性质与条件必然取决于实践的

性质与要求。所以，从审美活动的角度来理解美学，就必须看到实践对于美学的决

定性意义，这不单单是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要求，也是理解审美活动以及审美活动

的诸环节及其最终目的理论需要。因此，该成果把实践列为美学的源范畴之一。 

在实践上，在审美活动中，对审美者自身的分析与审美活动之对象的分析，构

成了美学在各个环节上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无非是对人的分析与对世界的认识，

对人的分析必将落实到对人的实践能力的分析之上，这些能力就是理性、感性、经

验，它们是构成实践活动的必要能力，也是进行审美活动的主要能力。而且，由于

美学脱胎于理性主义时代的感性学，因此理性、感性、经验（审美经验）就成为了

美学的支柱型的范畴。就人与世界的关系而言，人类对这种关系的最高要求就是自

由，这种关系也构成了审美活动的终极目的，这种对自由的渴望贯穿在人类实践活

动的各个方面，生存的自身、创造的自由、精神的自由、社会最后的自由状态，这

既是实践活动的理想，也是审美活动的理想，它贯穿审美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因

此，什么是自由，本身就是一个美学问题。 

随着语言哲学在西方现代哲学中的显学地位，审美经验的言说问题，语言对审

美活动的意义问题，就成为不可回避、意义重大的问题。 

二 

《西方美学范畴史》第二卷由艺术、美、形式、情感、趣味、和谐、游戏、审

美教育8个范畴构成。这些范畴可以说是构成了美学之主干的范畴，表现了审美活动

的特殊性。它关注的对象主要是美、艺术，就一般对象而言，它的首要着眼点是形

式。这种审美活动又是以情感与趣味为指向的，它们既是审美活动的起点之一，也

是审美活动的结果之一。审美活动就其本身的起源与性质来说，它与游戏具有本质

上与结构上的相通性；就审美活动自身的存在状态而言，和谐是它的最高状态（尽

管我们还可以从超越审美活动的更高层面上理解和谐）；审美教育则是审美活动的

最后归宿，是审美活动的现实性的体现。这8个范畴可以说涵盖了审美活动的主要方

面和根本特性，对这些范畴的历史性解说，基本上（不是全部）构成了对审美活动

的历史性解说，不了解这8个范畴的内涵，就不可能对美学与审美活动有整体性的认

识。 

三 

《西方美学范畴史》第三卷由再现、表现与呈现、优美、崇高、悲剧与悲剧



性、喜剧与喜剧性、古典与浪漫、象征、丑、荒诞、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10个

（组）范畴构成。它们是审美活动在微观层面上的问题，是在审美活动中对象如何

向主体显现出来以及关于美和艺术的形态与风格问题。再现、表现与呈现既要揭示

审美主体在艺术创造活动中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思维路向，又要说明审美对象在审

美活动中如何显现出来的方式方法问题，这决定着审美活动的结果。对这三个范畴

的历史性理解决定着审美对象应当是什么以及如何获得审美对象。象征范畴实质上

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这个问题所做的回答。悲剧、喜剧、优美、崇高、丑、荒诞

这些范畴，是西方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长期审美实践活动基础上逐渐形成并积淀

下来的、相对稳定的、最基本的审美形态，也是对这些审美形态的分类与规定，这

些范畴本身又具有历史性的发展，不同时代人们对它们有不同的规定与理解。古典

与浪漫、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则是对艺术以至审美活动的风格、样式和审美范式的描

述，它们在美学史上都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而且还将继续发生影响。原则、方

法、形态、风格和范式都是艺术和审美活动的具体展开，也是美学理论所必须面对

而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所以它们理应在美学范畴中占有一席之地。 

四 

该成果是一部规模比较大、内容比较完整的西方美学范畴史专著，具有比较高

的学术价值。首先，在各卷范畴的提炼、选择和总体安排上有创意。该成果是从审

美活动和美学学科这两个核心基点出发来选择和安排各卷的范畴系统的。这一尺度

的确定，是基于研究所提出的“实践存在论”的美学基本观点，那就是把审美活

动，而不是把寻找美的本质看作美学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和逻辑起点。这不但对于

美学范畴史的构建，而且对于美学学科的建设，都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其次，在方

法论上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以逻辑引领历史，以历史贯穿逻辑。它是

从理论、逻辑层次上对西方美学史作出新的梳理、概括和提升，比较充分地突出了

范畴“史”的特点，对每个范畴的叙述都把重点放在历史的梳理和勾勒上，贯穿着

鲜明的历史线索。在每个范畴的历史勾勒中，还注意揭示其思想史、哲学史背景，

使成果的历史感更强，把各个范畴在历史上发生和真正成为美学范畴的时间作为次

序排列的重要依据，比如第一卷将存在范畴放在第一，语言范畴放在最后，第三卷

悲剧、喜剧、优美、崇高在先，丑、荒诞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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