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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纪纪纪念念念念陈陈陈陈省身省身省身省身诞诞诞诞辰辰辰辰100100100100周周周周
年年年年   今年10月28日是国
际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
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南
开大学开展系列活动，
纪念这位杰出校友。  

我我我我运动运动运动运动，我快，我快，我快，我快乐乐乐乐   作
为南开体育的一项传统
活动，一年一度的运动
会已经成为校园生活中
的大事，深受广大师生
关注和欢迎。  

· 首届全国大学生模拟炒股大赛开幕

·
南开大学召开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座谈会

·
南开大学公选课入选“中国大学视频公开
课”

·
【1140期】坚持育人为本 强化质量特色 努
力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

· 校领导会见印度孟买大学代表团一行

·
南开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工作座谈会举行

· 旅游卫视声道设置相关问题

·
香港福慧慈善基金会达利慈善基金助学金颁
发

· 苏宁电器助学金发放仪式举行

·
南开学者出席“周恩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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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南南南开开开开新新新新闻闻闻闻网网网网讯讯讯讯(通讯员 苏国凤)11月7日，武汉大学哲学院博士生导师、当代美学专家陈

望衡访问南开并进行讲座，主题为“中国古代对美的理解”。讲座由哲学院美学教研室主任薛

富兴主持，美学专业朱进富老师、文学院文艺美学专业杨岚老师等出席了此次讲座。 

  陈望衡主张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理解美学，讲求中国美学和世界美学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

是特色各有分殊。美学的核心是美、审美，中国美学与世界美学如何接轨，就要从美的概念和

美的思想这两个方面入手。 

  陈望衡指出，讲座主题就是从美的思想方面来谈中国美学，具体分为以下3个方面：一，

美在文明。溯源《周易》“山下有火”的说法，“文”最早是“天文”的意思，与太阳崇拜有

关；至今，“文”是“人文”的意思，是一切人类创造物的总称，陈望衡强调从两个层面来理

解“文”，即文包括质和文不包括质。“文”与“野”对立，与“武”对立，它与“纹饰”相

关联，赋予其美学意味，“雅”是要经过修饰的，这就是中国艺术的形式化层面，也就是说，

美是有意味的形式。二，美在天人合一。同样从《周易》而来，天文是天命的一种显现、象

征。周易有“革”卦，“天地革，而四时成……顺乎天，而应乎人”，通过人事而知天命。他

认为，对于彼岸世界，我们存而不论，保留它，这与西方哲学家康德对于彼岸世界不可知的观

点是相一致的。陈望衡说，中华民族是爱好自然环境的民族，从中国诗学的情景交融就能体现

出来，景中有情不难实现，但是情中有景却很难实现。三，美在境界。西方讲究美哉“意

象”，意象与境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意象与境界虽然都讲究情景合一、主客统一，但是境界

表达一种对无限的追求，超越有限，实现无限，正如司空图所讲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

语言是不能表达的。这与后来化宗教为世俗，宗教世俗融为一体是一脉相承的。梁启超把境界

的实现看作是心灵功能的开放，这是将阳明心学发挥到了极致。 

  最后，薛富兴总结道，陈先生所讲，正是中国美学层层深入的思想背景，是一套富有内在

张力的解释系统。朱进富老师针对“境界”是中西方美学共同归宿点的问题与陈望衡进行了探

讨，同学们也纷纷提出了各自的问题进行交流，大家都感到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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