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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美学专题论坛”在鄂举办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苏培 通讯员 俞武松）10月19日，“器物美学专题论

坛”在湖北理工学院举办。本次论坛由中华美学学会与湖北理工学院联合主办，艺术学理

论湖北省重点学科、湖北理工学院艺术学院、湖北理工学院师范学院联合承办。来自中国

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广州大

学、武汉纺织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湖北理工学院等高校的50余名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

　　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碧辉，湖北省美学学会会长邹

元江，湖北理工学院党委书记邓新华分别在开幕式讲话，开幕式由徐碧辉主持。

　　徐碧辉代表中华美学学会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她指出，此次器物美学论坛准

备充分，选题专而精，富有吸引力。此次论坛必将推动国内美学研究关注生活，为开展更

加实证性的研究做出独特贡献。她也向大家介绍了中华美学学会的发展历程，并诚挚欢迎

更多有志于推动美学研究事业的专家学者加盟学会。

　　湖北省美学学会会长邹元江致祝贺辞。他谈到，此次专题论坛是第一次以器物美学为

主题的专题研讨，为理论界、尤其是器物创造的传承人提供了很好的对话平台，相信经过

各方面专家的共同打造，将会成为黄石、湖北乃至全国的重要学术平台。

　　湖北理工学院党委书记邓新华参加开幕式并讲话，他对参加论坛的各位专家、学者表

示热烈欢迎。他指出，湖北理工学院坚持服务立校、人才兴校、质量强校、改革活校、从

严治校，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在立德树人、内涵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形成了开放办学、协同

育人的办学特色。艺术学理论是学校建设的湖北省重点特色学科，围绕该学科汇聚了一批

国内外优秀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科研成果，推动了学校人才培养和科研工作，提升了学

校文化研究水平和服务社会能力。他强调，这是一次提升学校艺术学理论重点学科建设层

次的契机，也是一次向专家学者学习交流的良好机会。他恳请各位专家学者在商讨美学之

余，为学校的改革、发展提出宝贵意见。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5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着“器物美学”这一主题，以小组讨论的形式进行了热烈而深入

的探讨。

　　湖北理工学院院长李社教认为，“器物审美”的对象是对人工之物而非天工之物的审

美；器物审美的对象非常广泛。“器物审美”的根本特点在于：它是以实用性为基础的审

美，审美离不开实用功利性。器物审美是欣赏器物的形制以及通过形式显现的人类创造性

的智慧，具体表现为器物工艺技术之美、装饰之图式纹样之美；器物审美主要是对器物形

式的审美；器物的形态样式蕴藏着丰厚的历史信息，能够揭示出特定历史时代的生活印痕

和文化信息。器物审美的基本途径是通过形式揭示精神内容。

　　广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院长杨先艺以《论中国传统器物的美学思想》为题，提出中

国传统造物的意境即“器以载道”，中国传统造物艺术是通过形态语言传达出一定的趣味

和境界，体现出一种审美愉悦和审美功能。体现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是社会的和谐有

序；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是天人合一；体现在人与物的关系中，是心与物、文与

质、形与神、材与艺、用与美的统一。中国传统器物有深厚神秘的东方风采，丰富神奇的

质感肌理，诗情画意的优雅意境，以及细部的精致处理，使得中国器物耐人寻味，美不胜

收。中国传统器物艺术是通过形态语言传达和表现出一定的气氛、趣味、境界、格调，以

此来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也就是苏东坡提出的“寓意于物”，“意境”作为中国传统艺

术的突出特征，显示在器物创作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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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大学哲学院教授邹元江以《器物、物性、工匠与技进乎道》为题，指出“器

物”是区别于自然物的人工物，它是人的劳动的对象化产物。“对象化”就是人的“劳

动”、“生命”创造的物态化，因而，它成为人们直观自己的对象。美之意象性的存

在“物”即作为“纯粹的创造物”的“非物体化”的“物性”。“生知”作为“知者”的

知解力则不同于“述修”（“巧者”）。真正的（生）“知”就是基于非对象性审美直觉

的无中生有：原创、草创、首创、始造。并不是所有工匠都具有创造性，他们大多属

于“巧者”。只有具有开创性的一代巨匠（“宗匠”）才能成为技进于道的一代宗师

（“大工匠”），将器物（对象性的日用“工艺物”）的“物性”（聚合于非对象性的审

美意象“艺术品”中）生成开显出。

　　徐碧辉通过著名美学家杨辛先生的一篇文章，围绕杨辛先生的字、画、荷艺收藏、慈

善捐助等，将一代美学大师的审美人格与人生境界勾勒给大家。“品艺术而赞美，登泰山

而悟生，赏荷花而好洁，重友谊而贵诚，崇奉献而知乐，爱人民而怀恩。”这就是杨辛先

生一生的写照了。

　　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薛富兴通过对先秦玉器的史料考证与逻辑梳理，认为玉器在先秦

不只是一种特殊的工艺审美对象，它对先秦审美有普遍性影响，甚至代表了一种理想的审

美观念。先秦玉器身上承载了人类早期文化创造从器质而制度，而观念的演化的基本历

程、普遍规律。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教授刘成纪以《陶铜之变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为题，认为中

国早期器具制造史上的陶铜之变，其实就成了中国文明从分离走向合流、从多元走向一体

的最恰切象征。以此为背景，见于史传的夏铸九鼎传说、殷商青铜器组合式图案，则为中

国早期的国家一统观念提供了审美、政治乃至神学的证明。据此也可以看出，目前国内美

学界对史前陶器和青铜器的研究，往往停滞于工艺、艺术或美学的层面，而对其政治价值

视而不见。现在是对这种自设樊篱的研究法做出改变的时候了。

　　论坛结束时，李社教做了闭幕讲话。他指出，以“器物美学”为题的会议尚属首次，

对于美学的研究而言，器物美学专题的探讨具有较为深远的开拓性意义。此次会议无论从

参加者而言还是提交的论文，都显示出“杂而纯”的特征。与会学者来自不同高校不同的

研究领域，提交了各式各样的论题，但大家无不是围绕“器物”这一专题进行了探讨。由

杂而纯，既体现了器物美学日益引起不同专业领域学者的关注，又体现了器物美学研究本

身的巨大价值，理应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此次论坛将“器物美学”这

一富有建设性的研究领域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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