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网首页

本网首页

学术社团

学术期刊

文学所

文学系

博士后

访问学者

文学评论网络版

文学遗产网络版

文学年鉴网络版

文学人类学通讯

学界要闻

原创天地

世界文学

域外汉学

学者风采

学人访谈

论著评介

学术争鸣

专题研究

诗文鉴赏

古籍整理

书目文献

用户:  密码:  提交

注册 会员中心 投稿指南 联系我们

2021年9月29日 星期三

中国现当代美学该如何发展
潇牧 李雪

   对于中国原生文化来说，美学是舶来品。美学传入中国以后的学科建设，主要是用本土的美学实践材料来阐释西方美学
学科的理论。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高建平先生在2004年提出了“美学（或西方美学）在中国”与“中国美学”的区
别问题。他认为，“在中国，当前美学的发展之路，就是要从‘美学在中国’向‘中国美学’发展。”建立不同于中国古
典美学又区别于由西方传进的美学的现代中国美学。

    那么，中国现当代美学究竟该如何发展？

    这里的问题首先是出发点问题。高建平先生主张：中国美学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人的审美

与艺术实践所提出的理论要求。中国美学必须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起来”。他认为个案分析固然重要，

“但我们不能没有理论前提，我们无法凭空从个案研究中生长出理论来。我们需要做的是把理论放到实

践中去检验，在检验中发展理论，而不是离开已有的理论而走向单纯的对艺术品的体验。”但是有两点

似乎需要澄清，第一，作为中国美学建立的基础的“当代中国人的审美与艺术实践所提出的理论要求”

是什么？其实，如果我们保持观察立场的一致，就可以看到，中国现当代的审美和艺术实践和中国美学

一样，所面临的是西方作为他我在自我中的存在。第二，我们“已有的理论”是什么？如果是指我们已

经有了自己的美学理论，显然与高先生所说的现在是“美学在中国”的基本判断有自相矛盾之处，因为

这个判断告诉我们，我们还没有属于自己的理论，而在这里却又主张从“已有的理论”出发。那么这个

“已有的理论”的答案只能是高先生先前看成是“美学在中国”的那个中国美学。

    所以，无论如何提出问题，中国美学发展都会转换成当代与传统、中国与西方的问题。中国美学的发

展要面向未来，必须参与与世界各国文化的对话，这是我们的必经之途。但是这种对话不仅要面向世界

各国，也要面向中国传统文化。“通过美学上的国际对话，我们一方面可能了解当代国际美学的新的成

果，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一种对话的语境中重新省视我们自身的文化遗产，建设我们自己的具有当代性

的理论。”这也是高建平先生主张的。

    直面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从现当代已经形成的文化出发。虽然我们的现当代文化接受了许多外来的因

素，但它并没有被其他文化所同化，而是形成了一个新的整合的文化。其群体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

形式是独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我们如今的文化已经形成了含有西方和东方因素的新的文化模式。我

们要发展中国美学，不应该是另起炉灶，而是在这个语境下，在我们如今的这个文化的基础上，深入研

究我们当前的美学实践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已经被现代化的东西。不能否定我们现在的语境去建立

所谓纯粹的中国美学，而只能发展现代的、具有中国特点的美学。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可以对传统文化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在这一点上，作为文化创造活动，新文

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解构是必需的，因为与遭遇的资本主义文化相比，中国当时带有封建性的传统文化

整整落后了一个时代。但是从一元整体的文化观出发对传统文化简单地采取不加分析地弃之不用的态

度，则带来了林毓生所说的“中国意识的危机”和古今中外之争的连绵不绝。如此，今天我们仍需要以

现代思维方式和知识视野来回望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梳理研究，并进行现代整合与话语转

换。我们应当做的是：从我们现有的美学体系出发，去重新省视我们自身的文化遗产，不仅要去审视和

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究竟在何处，还要进行传统文化的现代话语转换，这需要一些很扎实的工

作，像“礼”、“乐”、“气”、“骨”这样一些概念是完全与中国现代美学体系不相衔接的，你不能

拿来直接贴在中国现代美学体系上。所以需要我们在范畴转换上下一番真功夫，在古今之间做很好的连

接。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美学的进一步发展仍然是和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对全球化的回应联系在一起的。

只有建立起良好的文化生态，才有可能发挥出中国美学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中国未来的文化选择，应当

以多维的价值思考为基本方式，继续坚持文化开放态度，对不同源的文化成分兼容并蓄。当然不能排除

在文化选择上要趋利避害。必须打破文化迷信，对于无论是传统的还是西方的及其他的文化持以批判的

目光，进行有选择的汲取。但是无论如何只有兼容并蓄才能趋利避害，形成“生态共荣”。单一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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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避害能力，也缺乏自我批判自我反省能力，它所生成的是马尔库塞所批评的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

的人。“生态文化”则由于多种文化因素的杂交、互惠共生，从而产生强大的抗害能力。所以，“文化

生态”不是要求文化因子的单一性或无矛盾性，而是要求狼和羊保持生态平衡的多样性的统一。

    多种文化因子的“生态共荣”才能对中国美学提供广阔的生长空间和强力的文化支撑，从而焕发中国

美学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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