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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叶美育新潮的兴起及其当代意义

[ 作者 ] 谭好哲 

[ 单位 ]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 摘要 ] 20世纪初叶，在历史与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伴随着教育观念的剧变和西方美学的输入，以王国维、蔡元培、鲁迅、梁启超等人

为代表兴起了一股具有启蒙性质的美育新潮。这股美育新潮从培养“完全之人物”的现代教育理想出发，把美育作为“完全之教育”的一

个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对美育的根源、性质和桥梁作用等作了具有学理深度的阐述，而且对美育在现代教育中的独立地位、美育的特质及

实施美育的手段和途径等问题做了多方面的探索。这股美育新潮在文化创生的策略上提供了具有普遍性的方法论范例，对今天的美育建设

实践也有着多方面的现实启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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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早从先秦时代起中国的传统教育即已包含了“诗教”与“乐教”的成分，但将美育或曰审美教育提升至完整的教育理念中，作

为与德育、智育、体育并列的有机组成部分，却是20世纪初叶才发生的事情。1903年8月，王国维在清廷实施“新政”、全国兴办新式学

堂之风日盛的背景下，于《教育世界》56号上发表了《论教育之宗旨》一文，将美育列为“完全之教育”之一部，其后又发表《孔子之美

育主义》、《去毒篇》、《人间嗜好之研究》、《霍恩氏之美育说》等文若干，倡导美育。民国二年，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其奠定了

民国教育理论基础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把美育同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道德主义教育、世界观教育并列，作为“今

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之一，并界定美育为“美感之教育”，此后又力倡“以美育代宗教”说，主张“美育救国”。1913年，时任教育

部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工作的鲁迅，不仅写下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就美术之目的与效用、播布美术之方等问题发表了意

见，提出了建议，以呼应蔡元培的美育主张，并且为纠正当时某些人对美育的错误理解，翻译了日本心理学家上野阳一的两篇论文《艺术

玩赏之教育》和《社会教育与趣味》，发表在教育部的《编纂处月刊》上。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鲁迅更明确地提出以文艺改造国

民性、疗救国民病根的主张。梁启超在维新变法时期即鼓吹“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希冀以此“改良群治”，达到“新民”之目

的。20年代初期，梁更是写下了一系列文章，大力倡行“情感教育”或曰“趣味教育”，并视艺术为情感教育的利器，希图借艺术教育辟

出一条改造国民的大路，使之皆成为“美化”的国民。以上诸公皆一代文化伟人，由他们所掀起的这股美育新潮，在上个世纪初叶的中国

教育和学术文化领域展露出一道亮丽的风景。值此又一个世纪交替之际，正当美育在面向未来的现代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再次引起人

们广泛关注与高度重视之时，回望上世纪初叶的这道美丽风景，重温先哲们的思想遗产，依然是那么清新怡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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