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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与审美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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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重点介绍了美学发展史上关于美与审美观的经典见解，分析了

美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认为就艺术创作而言，作品之美用马克思的实践论观

点来理解更合理，美必须以事物的自然属性作为物质基础，美必须依赖于人类社

会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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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圣.奥古斯丁：“时间究竟是什么？”他回答说：“你不问我，我本来很

清楚地知道它是什么；你问我，我倒觉得茫然了。”世界上很多习见周知的事物

都亦如此，最显著的就是“美”，我们可以很简单地去应用这个字，但是哲学家

和艺术家们摸索了两千多年，到现在还没有寻找到一个定论。有从精神世界出发

的 ：如柏拉图的“美是理式”；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孔子的

“里仁为美”等 。有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如亚里士多德的“美在于秩序、匀称

与明确”；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庄子的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李泽厚的“美是自由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等。也有从主客观世界的相互关系出发的：如狄德罗的“美是关系”；朱光潜

的 “美是主客观的统一”等等。然而到如今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是一个谜 ，以

上提到的各种理论都是见仁见智 ，各不相同。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然而也同

时有着种种的不足，美到底是什么，至今依然是一个值得去讨论的问题。  

一、关于美的经典论述  

以下是美学史上几个经典的关于美的见解：  

1、形式论观点  

西方古代美学中，最早的观点是“美在形式和谐”。这是从形式论的角度分析美

的。公元前 6世纪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美是和谐与比例”的学说。他们认为

世界万物的基源不是某种特定的物质本身，而是物质的一种普遍性“数”。  

美的“关系”说，认为美既是存在事物自身的关系之中，也存在于主体与客体之

间的关系之中。法国美学家狄德罗说：“我把凡是本身就含有某种因素，可以在

我的悟性中唤起‘关系’这个观念的性质，都叫做外在于我的美；凡是唤起这个

观念的性质，我都叫做关系到我的美……”  

2、认识论  

亚里士多德承认形式上的“秩序、匀称与明确”、和谐感与节奏感等是美的重要

因素，但他更把文艺作品须是有机整体的原则提高到最高的地位。他说：“美与

不美，艺术作品与现实事物，分别就在于美的东西和艺术作品里，原来零散的因

素结合成为统一体”。这种统一体，就是要在事物的体积与部分的安排中，体现

出合乎它的本性与发展规律的比例的和谐与秩序来。  

3、本体论  

柏拉图是将美与美的事物割离开的第一人，是典型的二元论者。他首先在变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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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的现象界之上建构一个不变的本体世界，以安置真、善、美的理式。在事物的

特殊性中寻找普遍性规律，这是一种深刻的哲学探索，但脱离事物空谈本质，自

然就会限于唯心主义而无法自拔。  

4、价值论 

西方最早从价值论角度考察美的是苏格拉底。他说：“凡是我们用的东西如果被认为是美的

和善的，那就都是从一个观点——它们的功用去看的”。“任何一种东西如果它能很好地实现

它在功用方面的目的，它就同时是善的又是美的，否则它就同时是恶的又是丑的”。  
5、美的主观唯心论学说  
美的主观唯心论学说认为美在于人的感觉。英国的休谟说过：“美并不是事物本身里的一种

性质，它只是存在于观赏者的心里，每一个人心见出一种不同的美。这个人觉得丑，另一个

人可能觉得美。”。他以几何学家为例论证说：“(几何学家)曾经充分说明了圆的每—性质，

但个曾在任何命题里说到圆的美。理由是很明显的，美并不是圆的一种性质。……美只是圆

在人心上所产生的效果，是人心的特殊构造使它可感受这种情感。”  
6、康德的“鉴赏判断第一契机”  
德国的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他说：“美是无一切利害关系的愉快对象”。非功利而

生愉悦即是所谓的审美的“第一契机”。他认为“美”涉及的是知性和理性对象的形式，超越了

具体的认识和道德内容，但又和这两个领域相联系，因而“美”的对象毋宁说是“合目的的形

式”，而且当该对象进入审美领地之后，它就“不呈现任何目的表象”了。  
7、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与柏拉图相同的是，黑格尔也肯定美是超越现实和人心之外的精神本体；不同的是，柏拉图

的“理念”割裂了个别与一般的关系，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黑格尔则是具体的、辩证的，

它体现了理性与感性、内容与形式、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8、马克思的实践论美学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

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

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对此话的理解，蒋孔阳认为，“任何物种

的尺度”指的是客观事物的规律；“内在尺度”指的则是主体对于这一规律的认识与掌握。当

内在的尺度适用到对象上去生产各种各样产品时，由于这些产品都是他的目的和意图的实

现，所以都成了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界。劳动者就在这一个由他创造的世界中直观着自己本

身。那就是说，在劳动的对象和劳动的产品中，劳动者看到了自己作为“族类”的人的本质力

量，欣赏到了自己的理想、愿望、聪明、智慧和本领等。劳动充满了创造性的喜悦，劳动的

规律成了美的规律。  
就艺术创作而言，作品之美用马克思的实践论观点来理解更合理。因为艺术合作的最大特点

就在于创造，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通过劳动（智力或体力），

显示了人的能动性，并在劳动过程中体会着快乐（审美愉悦），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而除创作者之外的其它人们，也能够分享这种愉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似于中国古代哲

学家庄子所说的“游”：正如庖丁一样，当人们能够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地掌握并支配物质材

料和工具并完成其实践创作时，所获得的必然是“踌躇满志”的欣喜，无论对于创作者还是欣

赏者来说，这都不外是一种美的享受。  
二、美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人设立一个美的标准，某客观现象符合于这个标准，人们便说，这是美的。任何尺度都有可

能为自己找到相符合的对象，正因为如此，人才有可能把美附加给自然。这个标准是抽象的、

主观的，因为它是人类情感活动和思维活动的产物。很长时间以来一些学者都坚持认为，美

的存在与人类没有联系，因此审美活动究竟是一种自然现象还是一种社会现象，就构成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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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中遇到的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有人说，美的东西虽然不是对于所有的人都是美的，

至少对于大多数人是美的，假如没有客观的美，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一事实，不能用美的客

观性来解释，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仍旧只有到人的内心去找。人，作为同一个世纪的同一

种生物，在对事物的态度上即使有很大的出入，都是出入在同一发展水平的范围内。美学观

当然也不能例外。人创造了世界，世界也创造了人，“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世界历史的产物”，
文化心理结构作为一个整体性有机结构不能从各个个人抽象出来，当它通过一个具体个人的

思想情感表现为对象的形式时，它就不但带着个性，而且也带着共性。    
    大自然给予蛤蟆的，比之给予黄莺和蝴蝶的，并不缺少什么，可蛤蟆没有黄莺和蝴蝶所具

有的那种所谓“美”。原因只有一个：人觉得它是不美的。一只雄的蛤蟆不会因为黄莺和蝴蝶

的“美”而去追求它，自然更加不会倾情拜倒在它们的“石榴裙”下。但是对于另一只蛤蟆来说，

蛤蟆自然比黄莺或者蝴蝶更美。正如对于公鸡来说，一粒麦子比一颗珍珠更有价值。人所把

握的美和价值如果离开了人，还有什么根据可言呢?  
人同样也不可能凭空获得美。人和对象之间少了一方，便不可能产生美。美必须体现在一定

物象上，这物象之所以成为所谓“美的”物象，必须要有一定的条件。也就是说，美感之发生，

有赖于对象的一定条件(例如和谐)。但是，这条件不是美。正如不平引起愤怒，但不平不等

于愤怒；不幸引起同情，但不幸不等于同情。 如果没有欣赏者，条件只是条件，无法转化

为物之属性，亦即无法转化为美。条件不能自成条件，它之所以成为条件，是因为它符合于

人，因而能引起人的美感。当物的某一方面引起了人的美感，这一方面就被称为条件，如果

没有人，何谓“能引起美感”呢?而没有了这一点，它又成什么条件呢?    
    对于美，我们也应该这样理解。客观因素只是美的条件，并不就是美。美是审美主体的经

验属性，面不是审美客体的形式特征。说一种审美经验是一种审美经验是一种同语反复，但

是，说一种引起审美经验的事物是一种美的事物则不是一种同语反复。因为后一种说法意味

着对该事物不可能有别的判断，这是错误的。因为它可能在不同的条件之下使我们感到丑，

还可能使其他人感到丑。说引起美感的事物是美的事物，这句话说得可以懂，符合文法规则，

但不正确。因为它实际上是说，它有可能引起那个经验它的人在经验中的美。一次这样的经

验的产生是一个事实，一个人的一次经验事实只有或然率的意义。许多人的经验事实只有频

率的意义。都绝不是美的客观性之依据。 
客观因素只是美的条件，并不就是美。正如未体验到的幸福或爱情不是幸福或爱情，未体验

到的美不是美。    
    “那么，艺术家们到自己内心去找寻题材好了，为什么还要到罗马、维也纳、佛罗伦萨去

呢?他们去寻求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请先让我也问一个问题：“既然大地上没有客

观的、现成的幸福，那些超洋越海的商人和淘金者去寻求什么呢?”假如你觉得这个问题是容

易回答的，那么，前一个问题也并不更深奥。   
美必须依赖于人类社会而存在。人类出现以前，宇宙太空的事物，无所谓美与不美。尽管那

个时代，日月星辰、山水鱼虫早已存在，并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着，但那仅仅是一些纯粹的

自然现象而已，还未取得美所必须具备的社会属性。相对于人的意识，相对于个人来说，事

物的美同真、善一样，都是客观的。然而，真、善、美都是相对于人类而言的一种社会价值，

它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类社会，否则，它们就会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社会依据。所以，美是

客观的、社会的。当然，美必须以事物的自然属性作为物质基础，但美之所以为美，关键还

是在于这些自然属性同人类社会生活的联系。因此，美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历史发展的

产物，它必然受到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只有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

术的不断进步，美才能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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