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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那些只破不立，贩运西方当代美学零碎的反

实践美学的“学人”，偃旗息鼓，不知所向的时候，实

践美学的新发展成果却层出不穷。人们可以在许多报

刊杂志上看到关于实践美学新发展的专栏文章，这些

文章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踏踏实实地把实践美学推

进到新阶段。与此同时，人们也可以发现，有关新实

践美学的论著也不断出现。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实

践存在论美学丛书”一下子整整齐齐地推出了五大本：

朱立元教授的《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朱志荣教授的

《从实践美学到实践存在论美学》，寇鹏程副教授的

《马克思主义存在根基与实践美学》，刘泽民教授的

《实践存在论的美学思考方式》，刘旭光副教授的《实

践存在论的艺术哲学》。这些著作比较系统、全面地对

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历史渊源，基本思路、理论框架、

主要观点、思维方式、艺术哲学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论

述阐发，精辟见解和创新主张，让人如行山阴道上目

不暇接，大开眼界。它无疑有力地回击了“实践美学

终结论”、“实践美学终而不结论”，实实在在地把实践

美学在新的形势下发展到新阶段。在此，我不想全面

评析这套丛书的总体上的成就和意义，只想对刘泽民

教授的《实践存在论的美学思考方式》(简称《美学思

考方式》，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 年 5 月)一书来探讨

一下实践存在论美学在思维方式上的精辟见解和创新

主张，从中发现实践美学新发展的历史必然和理论根

据。 

众所周知，对于任何一个理论系统来说，思维方

式是举足轻重的。在世界美学发展史上，美学思维方

式的改变和更新，也就意味着某一种美学发展到新的

阶段，或者必然产生出新的美学理论。众所周知，方

法论一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元方法(哲学方法)——

学科方法(心理学方法、数理统计方法、人类学方法、

社会学方法等等)——具体方法(实验法，观察法、统

计法等等)。那么，从元方法的层面上来看，西方美学

的发展大致上经历了“自然本体论美学——认识论美

学——人类本体论美学”的几个阶段。一般说来，这

些不同的阶段就是由于美学思考方式的变化而形成

的。自然本体论(自然存在论)的思维方式就是客体主

义的，因此美学的客观论盛行；认识论的思维方式是

主客二元对立，因此美学的客观论和主观论联袂盛行；

人类本体论(人类存在论)的思维方式是主客关系的，

因此，美学的关系论盛行。在中国当代美学发展中，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全面引进了西方美

学的认识论美学思考方式，而且在一个苏联模式对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读和错释的基础上，视马克思主义

哲学为仅仅是认识论而没有本体论(存在论)的哲学，

因此当时所形成的美学四大派就是：主观派(吕荧、高

尔泰)，客观派(蔡仪)，主客观统一派(朱光潜)，社会

性和客观性统一派(李泽厚)。只是到了美学大讨论的

后期，李泽厚在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和康德批判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学本体论美

学”，形成了“实践美学”。这种早期的实践美学由于

以“人类学本体论美学”超越了认识论美学，因而顺

应了世界哲学和美学的发展大趋势，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理解，实践美学就成为了一种得

到多数人赞同的美学流派。十年浩劫之后，实践美学

成为了中国当代美学的主潮，也暴露出“人类学本体

论”的康德主义倾向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的“人

本化”倾向。这样，一方面有人从外部质疑和颠覆“人

类学本体论美学”，这就是后来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

争论的根源；另一方面，蒋孔阳、刘纲纪等人进一步

发展实践美学，蒋孔阳提出了“实践存在论的创造美

学”，刘纲纪提出了“实践本体论美学”，把实践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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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但是，蒋孔阳先生在《美

学新论》之中仅仅把自己的美学理论体系开始整理出

一个总体，成为“中国美学的总结形态”，许多实践存

在论美学的基本原理还没有来得及阐发蒋先生就离开

了我们。现在，朱立元主编的这一套“实践存在论美

学丛书”就是把蒋先生开创的“美学新论”的整体思

路给阐发出来，而刘泽民的《美学思考方式》则是从

元方法的高度阐述了实践存在论的美学思考方式。其

创新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美学思考方式》一书不仅选取了一个美学的关

键问题来进行研究，而且抓住了美学思考方式这个问

题的“关键词”来进行分析和阐发。这无疑是《美学

思考方式》的主要特征。这个特征具体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对实践存在论美学思考方式的关键词“人生

在世”、“生成”、“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和阐发；二

是对实践存在论美学思考方式之中更深层次的关键词

“实践”、“存在”、“自由”、“境界”进行了分析和阐

发。通过这样两个层面的分析和阐发，实践存在论美

学思考方式对美学及其发展的意义就水到渠成地呈现

出来了。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层面。作者以“人生在世”、

“生成”、“关系”这样三个关键词来揭示实践存在论

美学思考方式的“三个突破”。的确，这三个关键词切

切实实地把实践存在论美学思考方式的基本特征揭示

出来了。这是因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出发点是人的

“存在”，而逻辑起点则是“实践”。这样一来合乎逻

辑的结果当然就是，“人生在世”决定了人的“实践”，

人的实践就“生成”出人类社会的一切(当然包括美和

审美以及艺术)，人的实践同时也生成出人对现实的各

种关系(实用关系，认识关系，伦理关系，审美关系)，

而美和审美以及艺术就是在这种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

之中“生成”出来的。这应该是美学思维方式的一个

具有普遍真理性的逻辑过程。作者如是说：“按照我们

的思路，人生从哪里开启，实践就在哪里发生，存在

也就在哪里涌现；实践在哪里发生，存在在哪里涌现，

审美活动就在哪里扎根萌发，美学思考的根本基础就

应该在哪里确立。上文述明，实践与存在的本体关联

域乃是人生在世。审美活动、审美现象根本上归属于

人生在世。美学只有从人生在世出发，才能整合实践

论与存在论的思想资源，沟通实践与存在的本体联系，

才能廓清思考起点，找到本体论基础，也才能找到解

决一切重大问题的根本依据。”(《美学思考方式》p49～

50)这样，“人生在世”——“生成”——“关系”就

在实践存在论(本体论)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实践存

在论美学思考方式就超越了传统美学的二元对立的思

维方法，超越了“预成论”的“彼岸式”的思维方式，

成为解决美学一切重大问题的根本方法。当然这其中

有着一系列需要阐述的方面和问题，《美学思考方式》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读者细心读完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层面。“实践”、“存在”、“自

由”，“境界”这四个关键词，在《美学思考方式》全

书中具有更加重要的位置，因此，在书中作者用了整

整四章的篇幅，即几乎三分之二的篇幅来论述这四个

关键词与实践存在论美学思考方式的关系。按照实践

存在论或实践本体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是人类和社

会存在的本质特征，也是人的“人生在世”的方式，

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美和审美以及艺术作为一种社

会存在或社会性质都是离不开“人生在世”的存在的。

只有那种强调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的思维方式的观

点理论，才认为审美关系、美和审美以及艺术是可以

离开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存在，从反映者与被反映者的

二元对立的角度来思考美学问题，才出现了关于太阳

的美就在它的色泽、形状、大小及其组合规律，关于

在人类没有生成之前自然美就存在着等等机械唯物主

义的观点理论。但是，“人生在世”的实践的基本原理

则认为，人类与实践是不可分离的，所以马克思才说，

人的本质是劳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而美才可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蒋孔阳

先生才说：“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人是世界的

美”，“美在创造中”，“美是多层累的突创”。于是，有

人质疑：实践的一切产物都是美的吗? 人的本质力量

的对象化的一切东西都是美的吗? 人的一切创造都是

美的吗? 因此，这就必然地进入到实践存在论美学的

另一个个关键词“自由”。实践本体论或实践存在论美

学认为，只有人类的实践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合

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功利性与超功利性统一，个

体与群体统一)，才会生成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这种

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超越了人对现实的实用关系、

认识关系、伦理关系等其他关系。也就是在这种实践

的自由所形成的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之中，一种实践

自由的“审美境界”生成出来。这种审美关系和审美

境界体现在对象世界之中就是我们所谓的“美”(包括

一切审美价值和审美属性)，这种审美关系和审美境界

体现在作为社会存在的人身上就是我们所谓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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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感受和审美意识)，而这种审美关系和审美境界

的集中表现形式就是我们所谓的“艺术”(创造出一个

具有审美价值和审美性质的形象世界，蕴涵着人类的

审美意识的，植根于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可以简称

为“审美意识形态”)。这就是实践存在论美学思考方

式的必然结论。它是“实践(人生在世)——存在(实践)

——(创造)自由——(审美关系)境界”的实践本体论或

实践存在论的“生成”结晶。在这里我仅仅是就我的

理解提纲挈领地描述了一个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梗概轮

廓，许多精彩的内容还是请读者自己去体验和领悟吧。

而且，上述这些也是我的理解和解释，与刘泽民教授

的具体论述或许并不完全吻合，但是总体方向应该是

完全一致的。 

《美学思考方式》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

对于每一个关键词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分析和

阐发。正是这种全面深入的分析和阐发使得这部著作

具有了令人信服的理论魅力。作者不仅仅抓住了实践

存在论美学思考方式的一些关键词来结构自己的论

文，而且对这些关键词进行了纵横交错的论述和阐明，

使得文章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逻辑的明晰性。就

是这种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思维方法本身使得实践存

在论美学思考方式鲜明、具体、清楚地凸显在我们面

前。请大家去看看这部著作的目录，就可以一目了然。

从总体上看，第一章、实践存在论美学思考方式概说

——第二章、西方美学思考方式——第三章、“实践”

与美学思考方式——第四章、“存在”与美学思考方式

——“自由”与美学思考方式——第六章、“境界”与

美学思考方式。这样的结构就显示出了一个以关键词

为结点，以历史发展为经，以逻辑构成为纬的，历史

与逻辑相结合的立体网络式结构，给人以非常完整的

印象。从每一章之内来看，也是先从共时性角度进行

逻辑界定，然后从历时性角度进行历史描述，最后得

出自己的结论。这个结论当然就是令人信服的，因为

它是合乎逻辑的构成，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至于具

体的每一节的标题，我就不再重复赘述了。 

最后，我还想指出，《美学思考方式》的中西融合

的广阔视野。特别是，在最后阐释“审美境界”的时

候，作者显示出了比较深厚的中西美学的理论积累和

知识底蕴。这样就使得本来非常抽象玄奥的“审美境

界”在中西美学交融的广阔视野中，变得具体、鲜明、

生动起来。尽管我本人并不完全赞同把美和审美以及

艺术归结为“境界”的观点理论，因为那样毕竟有点

玄之又玄，恍兮惚兮，难以说清楚。但是，作者的大

胆出新，勇于探索的理论家的精神，不仅是值得我钦

佩的，而且也是值得我学习的。(张玉能，华中师范大

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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