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育：疗救功利主义的良方 

徐碧辉  

    毋庸讳言，当代社会是一个充满了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社会。相对于改革开放前整个社会“学习”和空谈
理论（而且是一种错误的理论）来说，这种崇尚务实、讲求实效、注重效益的社会风尚当然是一种进步。但另一
方面，当我们从一种片面中走出来时，又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这就是唯利是图的实利主义泥沼。我们在这种泥
沼里陷得如此之深，以致于我们整天只是忙着票子、房子、车子，我们嘴里说的、耳朵里听到的都是工资、奖
金、收入、福利等东西——这些当然也是人生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如果说这是人生的全部，则
是大谬特谬。赚钱只是人生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但我们恰恰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我们忘记了还有更值得追求、留
恋、品味和守护的精神生活。 

    尤其可怕的是，目前这种功利主义倾向不仅存在于经济和人们的日常活动领域，而且严重浸染到了教育和科
研领域。一些本应撑起精神和灵魂之天的社会工作者和机构，如学校、电视台、电台等，都加入了实利主义的合
唱之中。传媒这两年也在讲“科教兴国”，但对其中的“科”和“教”的内容却语焉不详，实际上主要还是指那
些能带来实利和实惠的学科和领域，而文学、哲学、美学等更直接与人的精神活动相关的领域则被晾到了一边，
或者任其自生自灭，或者被“逼良为娼”，被迫去“理论联系实际”，“立竿见影”地带来实利。在科研中也是
偏重应用学科，忽视基础学科，忘了应用学科之枝必须生长于基础学科之根。根基不存，枝将焉附？ 

    疗救这种功利主义倾向的良方是推行审美教育，普及审美活动。但这种审美活动必须是真正的、包容了人的
全部生命元素的自由而愉悦的审美活动，是使人的身心得到解放和升华的活动，而不是像目前大多数大众文化产
品那样，带给人们的只是单纯刺激和麻木感官的伪审美活动。要让人们明白，在蝇营狗苟的功利活动之外，的确
还存在着一种高雅脱俗的精神性活动，它可以抑制或减少人性中的兽性，发掘和放大人性中的神性；它使人脱离
低级趣味，变得更加高尚，使人生变得更有价值和意义。要使大众明白，在“终日奔忙只为饥”的人生之外，的
确还存在着另一种人生，那就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生。这样一种人生是人经过自我搏斗
后战胜了人性中的渺小、卑下和低级趣味而得来的，它是灵魂对肉体的胜利，精神对物质的胜利，高尚对卑俗的
胜利。这样一种人生才更值得人去活着，去体味，去奋斗，才使人们在暮色苍茫中蓦然回首时无怨无悔，能够说
一声“我没有白来这世界上走一趟”。 

    从历史上看，我们今天并不是第一次遭遇世俗化和功利化。历史上每一次社会转型，都同样伴随着旧价值的
沦丧和新价值观确立之前的空白，都同样会有一个混乱和过渡的时期。在这个过渡期，各种世俗化、功利化、实
用化潮流的泛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何面对这种社会性的功利主义泛滥，如何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保持自己
的人格和操守，维护精神的独立和自由，古人早已作出过选择和回答。比如春秋战国时代的庄子，魏晋时期的竹
林七贤等等。对于庄子，我们以往过多地看到了他的消极避世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在这种所谓避世的后面还有一
种更为深沉的动机。实际上，所谓“避世”之说是不确切的，庄子并没有完全避世。他对人生采取的是一种游戏
的态度棗但这并不是玩世不恭的游戏，而是一种艺术的、审美的游戏，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
穷”的游戏（《庄子·逍遥游》）。庄子关注的是一些对人来说更为本体的问题，是人在本体意义上和世界上的
关系问题。而他的答案也很明确，那就是人的自由是第一位的，生存在其次，所以他宁愿“曳尾于涂中”，也不
愿作庙堂的祭祀品。所以他常常提到“游”，要“游无穷”，“游乎四海之外”，要“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实
际上，庄子的这种“游戏人生”的态度不正是一种审美态度吗？“游”的境界不正是一种超脱物欲和功利的境界
吗？只有超脱了物欲和功利才能不滞于物，为物所累，为世累，为名累，从而得到心灵和精神的自由与独立。庄
子用了许多比喻来说明这一道理，比如郢人运斤、佝偻承蜩、津人操舟、梓庆削木等。庄子这种蔑视名利、超脱
物役、把精神的自由和独立看作人生最重要的东西的思想和人生态度，难道不正是我们今天该继承和借鉴的吗？
我们在一轮又一轮的“国学热”中，独钟情于儒家和他们的各种伦理主义救世良方，而独忘了这个自由自在、独
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物的庄子，不正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表现吗？ 

    事实上，中国古人留给我们的这方面的财富岂独是庄子一人而已？不用说庄子的后继者们，如嵇康、苏轼等
人，就是在许多民间传说中，同样也蕴籍了许多这种对人生的本体关怀和自由独立的精神，如“俞伯牙摔琴谢知
音”的故事。这并不是个单纯的关于友谊的故事，它的更深沉的人文价值和内涵还在于这种友谊的来源棗正是对
“高山流水”的琴音的共同知音才使俞伯牙和钟子期超越了社会地位的人为屏障而达到了精神的相契，从而能够
超越社会地位的世俗障碍进行本真的、纯粹的精神交流。在这里，本真精神是被艺术和审美唤醒的。也只有在艺
术和审美之中，伯牙和子期才能超越社会尊卑等级进行人格和精神的平等对话，否则他们一个是“俞大人”，一
个只是山野樵夫，在那种等级森严的社会中是不可能有什么沟通的。 

    本真精神之所以能被艺术和审美唤醒，是因为艺术和审美活动本身就是发乎人的生命本真的活动。艺术冲动
和审美冲动都产生于人性中最深沉最原始的最具本能性的冲动，亦即弗洛依德所说的无意识冲动，并且是这种无



意识冲动向意识的、理性的和纯粹精神的境界进行转化的契机，它保留了本能和无意识的激情，却剔除了其中低
级野蛮的兽性。艺术和审美活动就是无意识活动所找到的一个合乎理性的宣泄口。正因为艺术和审美活动是植根
于人性的深沉冲动，因此，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和超越现实物欲和是非功利心对人的羁绊，并让人自觉地剔除
人性中低下卑俗的部分，从而提升人的境界，把人从实利主义的泥沼中提升出来，使人生更加充实、美好，更符
合人的本真特性。 

    然而，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实利主义蒙蔽了人们的眼睛，迷失了人的本性，使他们只看见眼前的蝇头小利，
而丢掉了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东西。美学被看成一门可有可无的学科，审美被当成人生点缀。此外，还存在许多关
于审美的误区。其一是把审美活动同娱乐活动等同起来，认为审美就是唱唱跳跳，打牌下棋。因为它是娱乐活
动，故而也是可有可无的活动。必须明白的是，审美活动固然包含愉悦性质，能带给人精神上的高度享受，但它
决不仅仅是娱乐活动。它所带给人的精神享受是一种包含了全部生命激情在内的享受，其中并不单纯是快感，也
可能有一定的痛感，它在人心灵激起的影响也比单纯的娱乐活动长久深入得多。误区之二，审美活动必须有专门
的时间。常听人说，我这么忙，哪有时间审美？他们不知，审美其实是一种人生态度，只要有一定的审美修养，
存在着审美的心境，人生无处不有美。早晨上班时，那晓风熹微之中的蓝天，那将落未落的残月；晚上回家时，
那沉沉西去的红日，那匆匆忙忙的人流车流，又何尝不蕴籍着一种人生与自然的交汇之美？只要有美的心境，生
活中无处不存在美。而审美的心境则得益于平时的艺术薰陶和人格修养，只有真正具有宽厚博大的胸怀念，能不
为眼前的蝇头小利所遮蔽所掩盖才能具有审美心境。误区之三，在“趣味无争辩”的幌子下掩盖审美趣味的低俗
和审美能力的低下。其直接后果是任凭一些格调低下、制作粗糙、编导演都十分拙劣的影视剧在荧屏上污染大众
的视线，误导青少年。这里有一条界线必须分清，趣味无争辩是在审美能力相等同的条件下才谈得上的，如果连
基本的审美和艺术修养都不具备，缺乏基本的审美能力，是谈不上什么趣味之争的。误区之四，审美活动是一项
与其他人生活动如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科研活动一样的专业性活动。固然，专业性的艺术活动可以成为一种终
生从事的职业，但决不是说除了艺术家就不能进行审美活动。审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可能成为专业，但可以成
为人生态度。而这种人生态度正是把人从实利主义泥沼中拯救出来的有效途径。这种态度的获得靠的是审美教育
的普及。因而在当代中国，普及审美教育，开展美学研究，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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