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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美学的教父

[ 作者 ] 杜书瀛 

[ 单位 ] 文化研究网 

[ 摘要 ] 中国学界拿给世界什么？有一次，我和学界几个年龄相仿的朋友谈天，山南海北，漫无边际，不知怎么话题落到学术的创造性与

当代学者的状况。在美学史上，人们把第一个给“美学”（Aesthetica）命名（1750年）、使美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德国哲学家鲍姆嘉

通称为美学的教父。我所知道的见之于正式出版物的第一个提出“文艺美学”名称的应该是我国台湾学者王梦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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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学界拿给世界什么？有一次，我和学界几个年龄相仿的朋友谈天，山南海北，漫无边际，不知怎么话题落到学术的创造性与当

代学者的状况。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认为我们这一辈学者，六十岁左右的，或者六十至七十岁之间的，有点“苦”，有点“惨”。

“苦”，主要指生活境遇；“惨”，主要指学术作为。生活境遇的“苦”倒没什么，惯了，各种政治运动的“苦”、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

年代初三年天灾人祸的“苦”、文革十年动乱的“苦”、五七干校的“苦”……都过来了，“身经百战”、“久经考验”，对“苦”已无

所畏惧，倘再有什么“苦”袭来，我们可以象《红灯记》中李玉和那样唱：“谢谢妈！有妈给的这些‘苦’垫底，什么样的‘苦’都能对

付。”学术作为的“惨”，却引起朋友们长时间的议论，而且内心有些悲凉，有些哀痛，有些惭愧，有些无奈。总的感觉是我们这一辈人

学术上缺少作为。一位朋友说：“虽不能绝对的一概而论，但从总体上说这辈人学术的创造性不大，甚至可以说缺乏创新意识，缺乏独立

精神，缺乏自由意志，因而对学术的发展贡献甚微。”一位朋友说：“有的人写了一辈子文章，到头来数一数，有哪一篇是让人能够记得

住的？”另一位朋友补充道：“有的人一本接一本出专著，有谁说得出哪一个独创性的理论观点或命题是他提出来的？”于是，朋友们为

自己这一辈人作出这样一个无可奈何的判断：这是没有大家也出不了大家的一辈，他们辛辛苦苦却平平庸庸，愿意奉献却不善于创造，习

惯于顺向思维而不懂逆向思维，“狼”性不足而“狗”性有余，……。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责任也不能全由我们这些人自个儿来负，须

要仔细寻找和分析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时代的社会的原因。——在某种时代氛围和社会禁锢之下，即使你个人很努力、很刻苦，即使你皓首

穷经，把一些“经”倒背如流，又能如何？又能为中国学术和世界学术增添些什么新的东西？在一段时间里，我常常反省这些问题。是

呀，我们常常埋怨世界对我们中国现代和当代的学术重视不够，或不重视。埋怨世界上其他国家不翻译、不介绍或很少翻译、介绍我们的

学术著作和理论思想。可是，为什么不想一想我们有什么东西值得人家翻译、介绍？这些东西应该是具有独创性的，对中国和世界上其他

民族的学术发展有促进作用、有启示意义的，是可以成为人类共同的学术财富的。当然，不应该要求它放之四海而皆准，世界上根本没有

永恒的、绝对的、一成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术真理。但是，它应该在一定时代、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范围内对人类学术有价

值、有意义。例如中国儒家经典、道家经典、禅学经典等等，古希腊罗马、埃及、印度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经典著作、各种学说，不但在

产生它们的那个时代有价值，而且在今天也没有失去意义。如果说时代久远一些的，例如在“古代”范围里，中华民族的学术思想对世界

贡献多多，比世界其他民族毫不逊色；那么到了近代和现代，譬如就限定在近一百年左右，而且限定在美学和文论这个领域，谈中国对世

界的创造性的学术贡献，大概底气就不那么足。俄国学者拿出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学者拿出了“新批评”，法国学者拿出了“结构

主义”以及后来的“解构主义”，德国学者拿出了“现象学”、“存在主义”、“接受美学”，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等等提出了他

们关于资本主义晚期艺术文化的“西马”理论……（再说一遍，我绝不认为这些理论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它们总有某种意义和价

值）；那么，中国学者拿出了什么呢？让我们反省一下，中国现代和当代的学者、特别是六十岁或六十至七十岁左右的学者，向世界贡献

出了什么可以让人称道的富有创造性的著作和理论学说来呢？也许有人会批评说：你是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上、以西方的价值观念来

看问题、来作比较，因而是片面的。那么，你就给出一个不片面的、全面的说法吧。不管怎么说，为此，我时常感到困惑，并且不觉得多

么有面子。但是去年（2001）山东大学文艺美学中心召开的“文艺美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研讨会，使我作了一些新的思考，并且稍稍得到

了一点安慰。为准备发言，我阅读了些材料，作了些考察。最后，我得出了一个初步的看法：文艺美学这一学科的提出和理论建构，是具



有原创意义的。虽然它还很不完备，但它毕竟是由中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首先命名的，首先进行理论论述的。这可以算得上中国当代学

者对世界学术的贡献吧？据我所知，西方没有文艺美学这个学科名称，俄国和前苏联也没有，日本、印度、埃及等也没有。而且好像他们

之中有的人也不怎么承认这个学科名称。我在1988年与同事一起访问苏联时，曾同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著名美

学家鲍列夫就这个问题进行过交谈。他当时的态度很明确：不赞成“文艺美学”这个学科名称。我当时整理的谈话记录是这样的。杜：中

国理论界现在提出“文艺美学”这一新的术语，也可以说是一个学科。您怎么看这一问题？苏联有无类似的提法？鲍：（稍微思考了一

下）我认为“文艺美学”，还有什么“音乐美学”，其他什么什么美学，这种提法不科学。苏联也有人提什么什么美学，但我认为并不科

学。正像（他指着桌子）说“桌子的哲学”、（指着头上的电灯）“电灯的哲学”等等不科学一样，这样可以有无数种“哲学”。同样，

如果有“文艺美学”、“音乐美学”，那么也可以提出无数种“美学”，这就把美学泛化了、庸俗化了。事实上美学就是美学。可以有文

学理论、音乐理论、绘画理论……它们涉及到的都是统一的美学问题。后来，我在同几个年青朋友一起编写《文艺美学原理》（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1998年第二版）时，在《序论》中引述了与鲍列夫的谈话，并表明了我不同的观点，为文艺美学学科创立的必

要性、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和辩护，并且描述了它创立、发展的历程，用事实确证它无可否认地活着，茁壮成长着。我相信“文艺美

学”会被其他各民族的学界所承认、所接纳。它一定能够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学苑一枝独具光彩的花朵。 “教父”之称在美学史上，人

们把第一个给“美学”（Aesthetica）命名（1750年）、使美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称为美学的教父。我所知道的见

之于正式出版物的第一个提出“文艺美学”名称的应该是我国台湾学者王梦鸥先生。2003年底在台湾台北市举行的《回顾两岸五十年文学

学术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共同主持）上，中国文化大学的金荣华教授在评议我的

大会发言时说，王梦鸥先生《文艺美学》并非这一学科出现的最早标志，在1969年，中国文化大学文学系就已开始讲授“文艺美学”，主

持此事并讲授此课者，即金荣华教授；差不多同时，台湾的一所师范院校，也开设了文艺美学课。在大陆，较早提出文艺美学名称并竭力

倡导建立文艺美学学科的是胡经之教授，那么把他们称为文艺美学的教父，当不为过誉。众所周知，教父，是基督教术语，本来指公元二

至十二世纪这段时间，在制订或阐述教义方面为后世基督教奠定了基础的神学家；也指教会行洗礼时为受洗者设置的男性保证人或监护

人。后来借用它指称凡世某些相类似的人物。台湾学者和大陆的经之先生上个世纪六十、七十、八十年代的学术活动，堪当文艺美学教父

之职。文艺美学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当然不是自二十世纪六十－八十年代始；正像美学思想和美学的学术研究活动并不自十八世纪五

十年代才有一样。我在1989年写的《论人类本体论文艺美学》（先发表在1989年第3期《文艺理论研究》，后收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

版的拙著《艺术的哲学思考》一书）中曾经说：“如果不拘泥于名称，而是看理论活动的实质内容，那么，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又可

以说文艺美学是一门十分古老的学科。因为，把文艺看做一种审美现象，探讨和阐述文艺的美学规律，这在古代中国、古代希腊罗马、古

代埃及、古代印度、古代日本以及古代阿拉伯各民族等等，都早已有之。” 但是，中外一、两千年的文艺美学思想和文艺美学活动，却

长时间无以名之，而且也长时间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正像美学在1750年以前没有被命名，也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一样。历史脚

步走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台湾学者王梦鸥先生出版多这本名字叫《文艺美学》的书，仅仅这个名字的使用，就应该在历史上记下

一笔。但可惜的是，该书只是介绍中外自古以来重要的美学思想和文艺思想、各种理论学说，而没有对“文艺美学”的名称、学科性质、

对象、内容、方法等等作什么界定和论述。因而使人觉得王先生使用“文艺美学”这个名称，似乎是不经意的，缺乏有意识地创立和建构

“文艺美学”独立学科的理论自觉。自觉地为“文艺美学”命名、并有意识地建构“文艺美学”这一独立学科的历史任务，被有心的中国

大陆学者担当起来。据经之先生在《文艺美学论•自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中自述，文革前他就曾萌发过一种意向，“想融

文艺学和美学为文艺美学”；而直到开放改革之初，才得以集中精力思考文艺美学问题。他认为，艺术活动离不开审美活动，需按美的规

律进行。这种艺术活动的审美本质和审美规律，应该获得系统的研究。“为了和其他美学相区别，我把这称之为文艺美学。”1980年在昆

明举行的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的成立大会上，经之先生正式提出建立和发展文艺美学学科，使美学和文艺学结合起来。并且建议艺术院校和

文学系科，开设文艺美学课程。接着，他写了《文艺美学及其他》一文，发表于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创刊号上，后经修改收入《美学向

导》（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与此同时，他在北大讲坛上开设文艺美学课程，并招收以文艺美学为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文艺美学

这个名称和主要内涵，得到不少学者认可。他们认为，文学艺术至少有“普遍、特殊、个别”三个不同层次的审美规律：首先，文学艺术

同一切审美活动共有的普遍审美规律。文学艺术不过是人类审美活动、审美现象中的一种形态，它与其他审美活动、审美现象具有共同

性。其次，文学艺术区别于其他审美活动而独具的审美规律。文学艺术是审美活动和现象的独特形态，不同于其他审美活动和现象。再

次，文学艺术的不同样式、各类体裁之间相互区别的更为特殊的个别规律。文学艺术的各种样式、种类、体裁，各具特点、规律有别。音



乐、舞蹈、建筑、绘画、雕塑、戏剧、电影、文学等等，特征各异，不可取代。每一样式之中，又有不同类别，类别之下还可细分……它

们都有独自的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文艺美学在研究文学艺术自身特殊审美规律时，无疑，既不能脱离那些所有审美活动共有的普遍审美

规律，又要联系下一层次更为特殊的个别审美规律（音乐的、舞蹈的、文学的……等等）。但责无旁贷，文艺美学必然要着重研究文学艺

术共有的这一层审美规律。音乐美学、舞蹈美学、建筑美学、电影美学、戏剧美学等等，则要着重研究各种艺术样式的个别审美规律，依

次推进，层层深入。文艺美学就要在文学艺术这三个层次的审美规律的联结中研究自己的对象。文学艺术作为一种审美活动和审美现象，

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系统，艺术创造、艺术作品、艺术接受是其三个有机环节，探讨文学艺术的创造、作品和接受这三个方面的审美规

律，就是文艺美学的对象和内容。文艺美学既需要采取“自上而下”、又需要运用“由下而上”的方法，分析和综合、演绎和归纳相结

合。文艺美学离不开哲学美学、心理学美学和社会学美学，需要用“一般”来指导“个别”；同时，也需要从“个别”到“一般”，依靠

音乐美学、舞蹈美学、戏剧美学、电影美学等具体部门美学，共同努力，从而揭示出文学艺术的普遍、特殊和个别的不同层次的审美规

律。许多学者心中酝酿了许久却又不甚明晰的一些想法，豁然开朗。心有灵犀，心心相应，很快，文艺美学这只学界的新火把，燃烧起来

了。至今，它已经燃烧了二十多年，而且越烧越旺。二十多年来，一批中国当代学者，在文艺美学学科建设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我

在《艺术的哲学思考》一书中《论人类本体论文艺美学》一文里曾作过粗略的论述，现再作些补充。二十年的工作第一，发表和出版了一

批打着“文艺美学”标志或没有打着“文艺美学”标志实际上却是文艺美学的文章和专著。以出版时间先后为序，略述几种专著和从书：

例如由胡经之等编辑并且由许多十分活跃的学者撰写、包含不少文艺美学论文的《美学向导》（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胡经之主编的

《文艺美学丛刊》（曾出过数期），由叶朗、江溶、胡经之等发起并主编的北京大学《文艺美学从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已出版数十

种），王朝闻主编的《艺术美学从书》（多家出版社分别出版，已出数十种），周来祥《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和美学规律》（贵州人民出

版社，1984），王世德《文艺美学论集》（重庆出版社，1985），杜书瀛《文艺创作美学纲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第一版、1987第

二版），胡经之《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一版，1999第二版），杜书瀛主编《文艺美学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第一版、1998第二版），等等。第二，初步确定了文艺美学的学科性质和对象范围。大多数学者认为，文艺美学是介于文艺学和美学

之间的一门学科，“是文艺学和美学相结合的产物”（胡经之），它专门研究文学和艺术的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第三，初步厘定了文艺

美学的学科位置。因为文艺美学既相关于美学，又相关于文艺学，因此可以分别从美学和文艺学两个系统测定它的位置。在美学系统中，

纵向看，文艺美学处于一般美学和部门艺术美学之间的中介地位上，有人说，一般美学结束的地方正是文艺美学的逻辑起点，文艺美学结

束的地方正是部门艺术美学的逻辑起点。“一般美学研究包括文艺在内的人类一切审美活动的一般规律；文艺美学以此为起点，研究一般

规律在所有文艺种类中表现出来的特殊规律；部门艺术美学则以所有艺术种类中共同表现出来的美学规律为起点，研究各部门艺术（如文

学、音乐、绘画、戏剧……）自身的特殊美学规律。”（周来祥）横向看，文艺美学同现实美学、技术美学一起，共同组成美学的有机成

分。在文艺学系统中，文艺美学是文艺学诸多分支学科中的一种，它与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文艺哲学、文艺伦理学等等处于并列关

系。第四，国家教育部门和学术机构，如国家教育部和各个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国家学位委员会

等，已经把文艺美学确立为二级学科。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招收文艺美学方向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已培养出数批）。2001年，经国家

批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以“文艺美学”命名的国家级研究中

心。可以说，文艺美学这个学科，正红红火火地建设着、发展着、前进着。而对它的最早的命名者、倡导者王梦鸥先生、金荣华先生、胡

经之先生等等，是不能忘记的。他们功不可没。没有大师然而，即使如此，我仍然不愿意也不能称任何一位先生为大师，而只是比喻性的

称他们为文艺美学的教父——至于教父的学术成就，则另当别论。我仍然坚持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这个时代没有一个学者的学

术贡献可以让人们称之为大师。就拿文艺美学领域来说吧，这个学科还不算成熟，甚至还远不能说成熟。具体到上面提到的几位先生，他

们对文艺美学学科的开创之功，固然不可磨灭。但后续工作正期待着许多学者去做。读者也期待着更完备《文艺美学》专著问世，希望后

来者有更多理论建树。 2002年1月28日，于北京安华桥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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