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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纵横谈：中华美学助力创造美好生活

胡经之

核心阅读

　　无论是美的创造，还是美的接受、美的培育，在当今社会都面临着新变化、新要求。美学应不断适应这些变化与要求，积极拓

展新领域、研究新课题

　　美学研究当下的审美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引导人们积极向上的审美趣味，培育美的高尚的情操，以此带动社会文化健康发展

　　美学不只是提升自我修养、培育美好人格的为己之学，更是应人民之所需，按美的规律来创造美好生活的为人之学

　　美学要发展，离不开对现实的关怀；美学要创新，必须以问题为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适

逢新时代新征程，中华美学亟须再出发，紧跟时代步伐，面向当下现实，把握人们新的审美需求，探索和回答在建设美丽中国、创

造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中出现的新课题。这是中华美学面临的新形势，也是发展中华美学的必然选择。

　　把握新的审美需求，引导积极审美趣味

　　美学的再出发首先要在现有的理论基础上深入研究人的审美活动，把握社会大众新的审美需求。审美是人的精神需要，它能丰

富人的精神生活，使人获得精神满足。这其中隐含着审美的多层次作用：培养人的审美创造能力，提升人的审美判断能力，使人在

审美中受到教育，促进人自身的发展完善。无论是美的创造，还是美的接受、美的培育，在当今社会都面临着新变化、新要求。美

学应不断适应这些变化与要求，积极拓展新领域、研究新课题。

　　随着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审美活动远远超出了文学艺术的范畴，渗透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生活审美日

益凸显，并逐渐成为常态。在我国，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在上世纪末开始讨论，今天仍有必要深入研究，因为这一问题和人们生活

密切相关，对美学的深化非常关键。

　　一方面是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审美活动进入寻常百姓家，充实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是日常生活本身也在逐步审美化。

人的衣食住行、日常起居都伴随着审美，普通人越来越自觉地追求生活的质量和品位，享受生活的舒适与惬意。这就要求美学不能

只停留在文学艺术领域，而要去探讨日常生活的审美问题。要研究怎样把人类创造的人文之美以及天造地设的自然之美引进人的生

活，研究如何把日常体验提升为审美体验，引导大众的积极审美趣味，相应地，也应警惕过度追求享受带来的一系列生态和心态问

题。

　　审美变得日常，并不意味着文学艺术的审美作用减弱或降低。实际上，伴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人们对文艺作品质量、品位、

风格的要求也更高了，需要文学艺术进一步提高艺术和审美水平。生活审美和艺术审美相互推动、相互促进，这才是良性循环。美

学就是要通过研究艺术审美和生活审美的互动关系，促进这种良性循环，进而推动美学自身的发展。

　　进行价值引领，是中华美学的责任担当

　　在文化市场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美学还应关注广义的文化，逐渐走向文化美学。当今，文化产品供给日益丰富，文化生活选择

更加多元，审美文化格局也随之发生改变。主流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网络文化等各具特色又互有重合，共同丰富着人们的

文化生活，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置身这一文化生态，美学需要进一步深入钻研不同文化的不同特征，发掘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

可以研究近年来主流文化如何汲取大众文化、通俗艺术之长，探索寓教于乐、雅俗共赏的新表达新方式，从而更具感染力和凝聚

力；也可以思考，高雅文化的发展如何不满足于在“古雅”领域取得成就，而是通过对古典艺术、民间艺术的加工转化，创造出更

多“新雅”来。这些都是审美文化新格局给美学提出的重要课题。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美学研究的是艺术审美还是生活审美，是传统文化还是网络文化，都不能离开价值判断。固然，审美活动

和审美体验以感性见长，但我们不能因此忽略审美活动中的审美判断，忽略审美体验中的价值体验。要知道，艺术创作本就是一种

创造价值的实践活动。所以，美学不能没有价值视角，更不能缺少价值目的。美学研究当下的审美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引导人们

积极向上的审美趣味，培育美的高尚的情操，以此带动社会文化健康发展。通过审美进行价值引领，是中华美学的责任担当。

　　聚焦现实中的重要美学问题，按美的规律创造美好生活

　　我最早接触美学是在20世纪40年代，那时我正在上中学，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和《谈美》引发我对文艺作出美学上

的思考。50年代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开始接触蔡元培、王国维、宗白华等人的美学思想，才逐渐懂得，美学不仅要研究人的美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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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还要研究现实生活中美的问题，探究美之于人的意义。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之后，我进一步理解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性

以及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差别，知道其中存在着美的规律，应该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70多年来，我在美学领域钻研耕耘，见证

了中华美学的发展。这些经历让我坚信，美学不只是提升自我修养、培育美好人格的为己之学，更是应人民之所需，按美的规律来

创造美好生活的为人之学。

　　美学要发展，离不开对现实的关怀；美学要创新，必须以问题为导向。现实的发展推动着中华美学的建构，美学界理应抓住当

今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做出新的理论概括。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创造美好生活，当代中国正朝着共同愿景齐心

协力地奋斗。如何建设美丽中国？如何用美的观念振兴乡村？如何提升当代人的精神境界？这些问题都可以吸引马克思主义美学、

当代美学、中国古典美学、西方美学的研究者共同关注，在相互交流对话中促进思考与研究，进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话语体

系。

　　以这些年方兴未艾的生态美学研究为例。生态文明建设正是一个美学大有作为的领域。人不能只在想象中追求“诗意地栖

居”，而要真正地付诸实践，将之变为现实，就离不开马克思所说的“按美的规律创造”。生态修复，需要美学观念参照；乡村振

兴，需要美学观念介入；城市改造，需要美学观念协助；环境治理，更需要美学的参与。生态美学既有自然维度，又有社会维度，

还有精神维度，应切实将之作为一个有机体综合起来研究。相信在这一研究过程中，美学的问题视域将得到极大拓广，研究方法与

理论资源也将得到极大丰富。

　　过去一个世纪里，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华美学精神焕

发光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传统的美学经典获得新解，美学由“我注经典，经典注我”进入“经典解今，创新经典”的新

阶段。面向现实，解释当今社会实践中出现的新现象，解决美学中出现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对经典做出创新性的阐释，进而

创造出新的经典，推进美学的创新性发展。

　　美学只有应人民之所需，才能与时俱进。随着我国全面小康的实现，人民生活水平会日益提高，精神文化需求会得到进一步满

足。美好生活必将推动美学发展，而美学发展一定会助力人们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作者为深圳大学荣誉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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