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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及美的本质的初步探讨  [作者] 时不遇 [摘要] 当人们流连于山清水秀的大自然之中，当你观赏一副赏心悦目的艺术品的时候，当你沉醉于载歌载舞的丰收欢庆晚会之时，一种奇妙的美感便会从心中油然而生。然而，美起源于什么，美的本质又是什么，一事物因何而美，古今中外，历来哲学家、美学家都试图给出美的确切含义，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学术上的标准答案。 [关键词] 美感，美学，儒家 

   当人们流连于山清水秀的大自然之中，当你观赏一副赏心悦目的艺术品的时候，当你沉醉于载歌载舞的丰收欢庆晚会之时，一种奇妙的美感便会从心中油然而生。然而，美起源于什么，美的本质又是什么，一事物因何而美，古今中外，历来哲学家、美学家都试图给出美的确切含义，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学术上的标准答案。 

 

    一、美的本质之争：主观？客观？ 

   美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从古至今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这个问题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因为只有弄清楚这个问题，才有资格去谈论美的定义，否则，对美的任何论断都是枉然。 

   我认为美是纯主观的，美根本就不具有客观性。我国儒家经典之一《礼记》里说：“美恶皆在心中。”柳宗元说：“夫美不美，因人而彰。”18 世纪英国唯心主义经验美学的代表休谟说：“美并不是事物本身里的一 种性质，它只存在观赏者的心里，每一个人心里见出一种不同的美。”[1] 我国美的主观论的代表高尔泰举了个例来说明美的主观性 ：大自然给予蛤蟆的，比之给予黄莺和蝴蝶的，并不少什么，但是蛤蟆并没有黄莺和蝴蝶所具有的那种“美”，是人觉得它不美。[2] 在这个例子中，美的主观性充分显现出来了。 

   通俗一点说，美是人们的一种感觉，那种认为“美是事物的本质属性 ”的观点是再荒谬不过了。不管是日夜星辰、山川河流、天鹅、蛤蟆，还是卢浮宫的门面，他们的存在只是一种状态，这种存在的状态可并 不添加上天的主观色彩，只是感觉这种存在状态的人，才自作主张地认为是美是丑，对于这种美与丑，人类在某些方面取得一致，就毫不犹豫地认为这种一致是事物的固有特性。蝴蝶鲜艳 ，又能翩翩起舞，所以人类就认为它美；而蛤蟆皮肤色暗，粗糙 ，还有可怕的毒腺，所以就是丑。人类是自私的，竟忘了从蛤蟆的角度 去审定它是否为美，如果是这样，蛤蟆的肤色及毒腺对它来说是再美不 过了。也许人们会认为卢浮宫的修建有人为的主观色彩 ，是人类追求美的杰作。这话不错，对于人类，确实能把自己认为是美 的形状、色彩、声响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来。人们把卢浮宫的门面按 自己认为是美的形状修建，这种形状的存在只是一种状态 ，它不能说明卢浮宫门面的美就是它的自然属性。上天是公平的 ，在上天眼里，这种人类劳动创造与乌鸦搭巢可毫无二分 （都是一种存在的状态），那种美是人类的自我陶醉。无可否认 ，美的载体是客观的，就是说这种人类的感觉是以卢浮宫的存在为物质 基础，是它的存在刺激了人的大脑做出美与丑的判断。换句话说 ，卢浮宫的存在与卢浮宫是否为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卢浮宫门面的存在是客观实在，它的形状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 ，然而它形状的美丑则是人类的主观感觉。由此可见 ，卢浮宫的存在与人感觉到的美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 “在有的人眼中，卢浮宫不美也不丑，或者是丑的”（狄得罗语） 。存在是存在了，是美是丑则是另外一回事。有的人说美感是客观美的 主观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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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客观美”应理解为感觉客观的美 ，因为意识是客观事物的主观反映，美感属于意识，也应该是 “美感是客观事物的主观反映”。所以美与客观性沾不上边 。由此还可以说明，哲学上的唯物主义与美学上的主观论是完全可以统 一的。[3] 

 

   在美的本质争论中，还有美的统一论。我国两位著名的美学大师朱光潜 先生和李泽厚先生分别认为“美是主、客观的统一”和 “社会性与客观性的统一”。美的统一论虽然在人们对美的经验认识的 解释上似乎更合情理，然我个人认为美的统一论的提出在根本上是个错 误。不管是主客观的统一，还是社会性和客观性的统一 ，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李泽厚先生所说的社会性，指的是人类社会 ，人类社会所能体现的只能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实际上与主客观的统 一如出一辙。美的统一论还有一个通病：他们认为美既不是主观的 ，也不是客观的，但在具体的论述中，往往承认美既是主观的 ，又是客观的，这当然给美的解释带来了方便，却违背了它自己的初衷 。朱光潜先生在物我的统一的论述中说“我没入大自然 ，大自然没入我”或“物我交流物我同一”，大自然是否没入我只有大 自然才知道，这纯粹是个人的审美感受，也就是西方美学所谓地 “移情说”，这实际上是承认美的主观性。 从美的统一论的产生缘由来看，它是在对美的上千年的争论— —美是主观还是客观，僵持不前，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情况下 ，人们另辟思路，把主、客观折中而产生的。统一论是对美的主 、客观之争的一种逃避，美要么是主观的，要么是客观的 ，有没有第三种思辨存在的方式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不仅如此 ，美的统一论还显得泛泛而谈。 朱光潜先生在得出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这样推理的 ：承认了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承认美是文艺的一种特性 ，美必然是意识形态的。由于物质是第一性，意识为第二性 ，因此美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4] 朱先生所认为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的“客观”，指的是客观存在 ，而不是美的客观论所认为的美是事物的本质属性。物质第一性 ，意识第二性的正确性毋庸置疑，因为任何主观感受都不能脱离客观的 物质基础，美当然也不例外。问题是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是否能严 格的推出“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直接 推论应该是 “人类意识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而不应该把范围缩小成美 ，这样就像定义人时说“人是生物”一样尴尬。美的统一论也就显得空 洞乏味，似是而非，对探索美是什么的问题是毫无指导意义。 

 

    二、美感的起源 

   美感是人的一种感受，属于意识的范畴。在弄清美感源于什么之前 ，应先明晰一个问题，即动物是否具有美感。 

 

   达尔文把审美的观念分为两种：一种高层次的，即狭隘的 ；一种低层次的，即广义的。他认为动物有低层次的审美观念 ，并且具有美的表演和欣赏活动，达尔文举了鸟和一只受欺辱而报复的 狒狒为例。[5]但这种观点受到多数人的质疑，他们认为动物没有审美观念，动物 “不是针对满足迫切生理需要”[6]的表现行为，只是动物的本能，条件反射，或者是性冲动 ，生理快适感等等。我个人认为达尔文对审美观念的划分并没有错 ，动物在某些方面确实具有审美的意识。现代科学研究表明 ，动物也具有意识，意识也不是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动物也有表现欲，如猴王在其“部属”面前摆出一副神圣不可侵犯 的架势，竖毛，昂首，大摇大摆。其他雄猴则回避，更不敢有什么不敬 的行为。猴王的这种表现不完全是为了 食物或配偶，更可能是想耍耍威风，表现它高不可攀的地位 。当它得意洋洋的从部署面前走过之时，它一定如同人一样有一种优越 的感觉，它所想的是它的强悍和它的“臣民”对它的敬畏与服从 ，其实这种意识就是美的意识。当狗见到远方归来的主人所表现的那股 “喜出望外”地亲热劲，恐怕不能用诸如条件反射、本能 、性冲动来解释吧。狗的行为若用人的语言来表达： “您回来了我好开心，我又能天天形影不离的跟随您了 ，这是我最乐意的事。”狗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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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就说明它当时产生了美的感觉 。有人会说这是把狗对主人的爱看成美，是不正确的 。中国有句古话叫情人眼里出西施，既然人能把爱转变成美 ，狗为什么就不能呢？这是人们认识的一种偏见，在狗的眼中 ，主人就是最可爱，最美。而且，多数情况下主人可并不为狗带什么礼 物，如果是条件反射，则这种行为会逐渐消失。狗对同是一家人的不同 主人的热情也是有差异的，这说明狗也有好恶感，有审美的观念。据 《灵长类》一书提供，科特兰德教授有一次发现，一只黑猩猩花了整整 15 分钟的时间坐在那里默默地观看日落，它望着天边变幻的色彩 ，直到天色发黑才离去。该书作者说：“一味认定只有人类才能崇拜和 欣赏非洲黄昏的美景，就未免有点儿太武断了。”[7] 本能之类的词语并不能解释什么，听起来却像神甫说 “那是上帝安排的”一样合理。以上的论述至少可以说明 ，动物或多或少具有审美的观念。 

 

    然而，不得不承认，动物的审美意识与人类的审美意识（美感 ）有着本质的差别，动物只在某些方面才表现出对美的认识 。动物的意识简单，数量少，不能变化（不是绝对的） ；人类则恰恰相反，人类广泛的可学习性、创造能力使自己的意识日益 丰富，变化多端。所以只有人类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美感 ，动物所具有的美感是低级的，几乎可以忽略（在美的本质中再作进一 步论述），而不是没有，或者主观的归为快感。用陶水平的一句话说 ：“动物的自由游戏快感中已孕育了人类美感的某些因子 ，或者说是人类美感的萌芽。[8] 马克思说过，对于不辨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 。由于动物的意识太过于简单、低级，不能与人类相提并论 ，从这个意义上去讲，我们承认只有人类才有真正意义的美感也不为过 。美不能离开人，脱离人而论美显得毫无意义。 

 

    而人类意识又是怎样从简单到复杂的呢？它的根本动力是什么 ？达尔文认为人是由古猿进化而来的，马克思则进一步说明了劳动在古 猿转化为人的重要作用。劳动是古猿求生的一种特别的选择 ，这种选择超脱了动物本能的求生行为。劳动当然能满足古猿的基本生 理生存需要，在这以后，古猿也能表现原始的高级需要 ，比如刚才所提到的猴王表现权势的行为，这是动物属性满足感的延伸 ，正是这种延伸，才使意识得到不断的强化，复杂多变 。其中古猿相对完善的大脑是先决条件，劳动相对于动物的游戏而言则 是一种最好的强化途径。古猿的意识逐渐丰富，变化多端 ，彼此想交流，有表达的欲望。最初也只能借助于手势或者某些行为 ，就如同欢迎就摆尾的狗；而相对高级的嗓子，最初也只能吱吱唔唔 ，正是如此，才训练出能发出各种音节的嗓子，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语言才得以产生。当然，这是个相当 漫长的过程，语言的丰富则使意识更加复杂多变，人类逐渐形成了一种 特有的能力——可认知性和广泛的可学习能力。《生物的思维 》一书指出，劳动只能促进社会进步，不能引起人类进化 ，脑思维能力的进化才是人类进化的主要特征。[9]所以我认为，动物属性满足感才是人类意识人化的最原始动力 ，劳动只是一种强化的途径。同样，人的审美意识在复杂的意识中得到 强化，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提高，超越，与动物的低级审美意识划开了 界线。所以，美感源于动物属性满足感的延伸，而这种延伸的深度则由 大脑的完善程度决定。 

 

    三、千古之谜：美是什么 

   美是什么，现代许多美学家只讲美感和艺术，对美却避而不谈。1903年威廉·奈德在《美的哲学》一书第一话便是：“美的本质问题经常被 作为 一个理论上无法解答的问题而放弃。”哈比吕把美的本质的探讨称为一 项“困难和难以接受的任务”。美是美感的根源，撇开美而谈美感和艺 术，如引无源之水，缘无本之木，任何美学体系，都必须回答什么是美 的问题。 

   关于美现在比较流行的是“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或者 “劳动创造了美”，俨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美的实践观的旗号 。同美的统一论一样，美的实践论也是在逃避美的本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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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对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根本就未作说明。实践论引入了 “人化的自然”、“劳动创造了美”等新观点，从实践的角度理解美 ，这是美学的一大创举，也是实践论显得合理的原因 ，至少它在一段时间内一定程度上统一了人们对美的认识。其实 ，实践论最想表达的是人在美的认识上的主观能动性 ，这倒是美的主观性的很好说明。美的实践论者机械地把 “人的本质力量”和“对象化”强加给美，而所谓的劳动创造了美 ，根本就是断章取义。马克思没有美学方面的专著，甚至没有对美的基 本观点（他只认为美离不开人类）。所谓的马克思对美的重要论述的出 处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讲‘劳动异化’中共两次提到了美，分别是 “劳动创造了美，却使劳动者成为畸形”和“……也能按美的规律来塑 造物”。[9] 通观全文，那两句话所强调的是劳动和意识，与美的联系仅仅是出现了 那两个字，说劳动创造了美是违背了马克思的本意的 ，也与马克思严谨的治学作风背道而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 看待美学问题，也并不是非要从马克思的原著中找一点关于美的论述为 自己的论点“镀金”，那种做法简直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即使如此 ，让我们看看那种断章取义，糊乱联系的漏洞吧。 

   美确实离不开人类，这倒不是因为人类劳动创造了美 ，而是因为只有人类才拥有那复杂的意识--美的意识。劳动当然能创造人类认为是美的东西，但人类创造的东西可 不一定美；人类同样可以感受到不是自己创造的美，如日月山川的雄伟 壮丽，这种美与人类的劳动根本拉扯不上关系。也有观点认为未经人们 直接改造的自然美，虽没直接显示人的本质力量，但由于它产生于人类 实践根本改变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所以它仍间接的体现人的本质 力量化。这种解释未免牵强。自然景观的存在是人类感觉到的美的物质 载体，但二者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人们可能感到丑。同样 ，自然景观的存在与人类的实践活动也没有必然的联系 ，作为大自然万物之灵的人类，也只不过活动范围更广 ，影响力大一些而已，但人类始终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说它仍间接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化，就好比说大自然是为人类而存在一 样荒唐。所以美的本质问题应与劳动彻底的决裂。 

   美到底应该是什么呢？法国启蒙运动创始人伏尔泰曾提出一些关于美的 重要见解，他认为有两种美，一种是不稳定的，相对的。他说： “美往往是非常相对的，在日本是文雅，在罗马就不文雅 ；在巴黎是时髦的，在北京就不时髦。”另一种则是普遍的，不变的 。他说有些行为是全世界都觉得美。又如他认为审美趣味既有普遍性和 辨别其好坏的标准，又有特殊性，没有绝对的规格。在一般性的协调一 致中，每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每个国家造成了一种审美趣味。[11] 总而言之， “美既是永恒的，又是可变的；既是稳定的，又是流动的 ，两者是对立的统一。”［12］美究竟是什么？该怎样来把它的特性和概念统一起来？ 

   我认为美是一种发展的文化共识。这种文化共识是一定时期 、一定区域的人对事物的共同看法，是对某一事物从不同角度 、不同立场有利于人类自身的普遍看法；这种文化包括了物质文化 、精神文化以及社会的风土人情、习俗、风尚等等。伏尔泰所说的美其 实就是美的文化共识的一些特性，由此，我们可以轻易的得出美的一些 特性。 

   （一）区域性。或称民族性，即不同区域不同民族，对美的认识有很大 的差异，这是由于他们形成的文化共识的差异所造成的 。古希腊以身体的强悍、各部分之间比例的协调为美 ；缅甸姑娘则以长颈，带铜圈为美，这二者在人体上的审美标准可以说 风马牛不相及。 

   （二）时代性。 美带有很深的时代痕迹，在这里不再作说明。 

   （三）动态变化性。 美是一种发展的文化共识，它不是静止，而是富有朝气的动态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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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随人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人类思想在不断演变 ，因此人类审美文化共识的标准也随之改变。美的动态变化性 ，充分展现了人在美的认识上的主观能动性。也许一些思想前缘 ，有影响力的人的观点或者某些爱好、行为会影响一个世代的审美标准 。所谓楚王好细腰，唐王喜丰腴，造成了全国民众审美趣味的改变和仿 效成风。美的动态变化性还道出了人与动物在审美意识的根本区别 。动物审美意识不仅少，缺乏交流，更谈不上美的文化共识 ，它只能局限在某些方面的审美观念，这种审美观念更可能是自发的 ，以生俱有，而不是通过学习得来的，所以动物的美感算不上真正意义 上的美感。人类在生产活动中进行思想交流，对古代思想批判继承 ，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相互融合，于是美的文化共识逐渐走向成熟，达成妥协、统一 。与此同时，持不同美学观点的人也相互争论，相互指责 ，有影响力的不同思想就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引导大多数人的审美观念 。各种流派在不断产生，复古，成长，消亡，所以才有美的动态变化性 。由此还可以推论，美是没有对错之分的 。美的文化共识只是不断变化，或者被继承，发扬光大；或者更新 ，被遗弃。 

   （四）稳定性和普遍性 。 有些美是普遍的，正如伏尔泰所说的有些行为无论在哪里都会觉得是美 。具有普遍性的美，一般就具有稳定性，但美的稳定性是有条件限制的 ，美在缓慢的演变过程中有相对的稳定性，就是说在一定时期 、一定区域形成的美的文化共识不可能一夜之间全改变 。一些美经不住时间的考验，流行不长久；而有些美 ，却永远地根深蒂固在人们的头脑中，无论任何场合 ，任何时间都被认为是美。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都会认为女性丰腴的 乳房很美，而且是女性曲线美最美的美。不仅曲线美，它也实用 ，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由乳汁哺育长大的。正是出于对伟大母亲的感激 ，所以才被认为是女性最伟大地美而根深蒂固在人们的头脑中 。试做这样一个假设 ，从古至今，人类女性的乳房根本就不存在，男女的胸脯都一样 ，育人的奶水也不是从乳房流出，要是哪一位女性与众不同的有一对高 挺的丰乳，人们会怎样，会认为她是变异，丑八怪，人们决不会立即就 以乳房为美。因为人们有对文化传统的依恋和定式思维的倾向 ，美的稳定性也就不难理解了。那美的普遍性又怎样解释呢 ？为什么一种高尚的行为在哪儿都被认为是美 ，为什么人类所赞同的美几乎都与真、善有某种联系呢？这不是巧合 ，而是一种必然。美是真的，美也是善的，这是由于人类所认为的美的 文化共识是从人类自身角度去思考的。现实生活中，真、善 、美都具有肯定的价值，有相似的品质，求真，向善 ，爱美是人们的共同趋向。真的、善的、美的东西对绝大多数人有益 ，有用，应该弘扬，被认为是美；而假的，恶的，丑的对大多数人有害 ，应该斥责。大家把美想到一块儿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五）其他。美是一种发展的文化共识，所以美具有许多文化的特性 ，如社会性，阶级性，知识性，相对性等等。但需要说明的一点 ，美不具有客观性。有许多人，甚至包括那唯心主义经验美学的代表休 谟，都在美的主观论与客观论之间徘徊。休谟在承认了美的主观性之后 ，又补充说：“同时必须承认，事物确有某些属性是由自然安排得恰适 合于产生那些特殊感觉的。”这是由于丢不掉美的客观论的缘故 。美的客观论认为，美是客观的，美按美的规律存在 。当具体到美的客观规律是什么之时，答案就不统一了：是典型 ，是比例适宜，是蛇形线等等，美的规律即使满足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或 全部都还是不能囊括美的丰富表现形式，原因只有一个 ，即美的客观规律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美的客观规律 ，就是美的文化共识，是人们的主观看法。我们承认，自然界的生物 （特别是动物）的存在有一定的规律性，如动物体结构对称 ，存在一定比例关系，和谐，曲线，完整等等，但这并不是存在美的客 观规律的验证，而是生物进化、自然选择的结果。试想有三片或五片翅 膀的蝴蝶，身体庞大而腿如细竹的大象，三脚的野兔…… 这样的动物能经得住生存的竞争并传种接代吗？这绝不可能 。生物形态结构的存在及其生活习性是经过大自然严格筛选的 ，是生物生存的普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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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如果偏离了这个法则，则将被淹没在历史的 痕迹之中。人类同样适用于这个法则：在古代，当石器被制造出来以后 ，人们会发现对称、平衡的石器更省力，更好用；当弓箭被发明以后 ，人们会发现对称的弓更省力，更准确，光滑、平衡的箭飞的更远 ，杀伤力更强…… 在摸索中前进，在试误中寻找最优；实用则喜欢，有用则受重视 。人类逐渐地站在这个自然法则的立场上，受它影响，按照它去生存 ，去追求，去创造，去完善——这影响了人类在美的认识上所站的立场 。有了对比例、协调、匀称事物的耳濡目染，还有对这类事物的成功经 验认识，智慧的人类更可能把这些事物的形状抽象，作为成功亲切的模 板深深地刻在脑海中。可以说，试误法是“形式美”这个观念在人脑中 产生的根源。所以美没有客观性，它只是人类主观的看法 。而客观美论把人阻止在美的大门之外，想用美的客观规律来统一美 ，这是走进了美学的死胡同。 

 

   四、 从国旗美到《西斯廷圣母》像再说美的本质 

 

   五星红旗美在何处？这是著名的美学家李泽厚先生在 1957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红布，黄星本身并没有什么美 ，它的美在于它代表了中国，代表这个独立、自由、幸福 、伟大的国家、人民和社会。”当时著名的作家和文艺评论家何其芳发 出质疑，何指出：“我们觉得五星红旗很美，固然和它代表我们的国家 有很大的联系，但它还没有确定为国旗的时候，一共提出几十种图案 ，为什么大家没有选其它图案呢？可见在未成为国旗以前 ，它就被大家认为比其它图案美。不过成为国旗以后 ，又加上代表我们祖国的意义，我们觉得它更美了。 ”对此质疑李泽厚表示接受，他说：“何其芳同志提到国旗的例子 ，很早就有人提意见，那例子提的不太合适，容易使人把两个问题混起 来，即五星红旗作为国旗的美与五星红旗所以会选定国旗，后者有 ‘形式美’的问题在内，而上次我都是就前者的主要内容。” 

   就这个问题，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五星红旗被定为我国国旗 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一个国家要求有一面国旗，必要性条件之一为 国旗选定的必然性。选国旗是国家大事，不可儿戏，不是绘画 ，可以随心所欲，更要避免与其他国家国旗雷同，必然性条件之二是国 旗选定标准的明确性。如要求简洁，易识别，有创意 ，可以根据一定的形状结构关系赋予一定的内涵，这种内涵能体现民族 的一大特点则优，日本的太阳旗就是很好的说明。红旗是中国革命早期 的旗帜，有革命的传统；联系历史，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想到一大四小五 颗星及它们的位置关系可以象征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 ，全国各阶层人民齐头并进。整个画面简洁，易识别，有新意 ，有内涵，很符合国旗的条件，在特定的场合用特定的衡量标准 ，这就是五星红旗比其他图案美的原因。其实，一个图案本身并不意味 着什么，它的图形结构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它形式美或不美完全是人类 主观的产物。当人们见到整一，对称，平衡，比例，节奏及多样统一的 事物或图形之时，就会感到心情舒畅、美不可言，就是因为人类有追求 进步、完美、协调、公平、公正、恰适宜等品质倾向 。人们在美的认识上还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把事物的真 、善凌驾在形式（外表）美之上，即一事物要美，首先要求它是一种真 、善，这种倾向也是从人类自身的立场出发的，人类习惯于从自身的立 场看问题。一朵艳丽夺目的带刺玫瑰，人们会认为它美的不容侵犯 （人们讨厌轻浮）；一朵带剧毒的玫瑰呢？人们就会认为它美的让人厌 恶，表里不一（人们惧怕伤害）。见到一个标新立异的图案 ，人们就喜欢从其色、线、形、音等方面联想自身的一些事件或特征 ，由联想认定图案美与不美。如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人”字形会徽，其整个构建很有创意 ，五个相连而又不规则的圈，人们认为它是五大洲的友好与团结 ；其形状又像打太极拳的中国人，于是人们又认为它可表达中国人有爱 好运动的传统，诸如此类的象征意义都是人们根据图案的结构发生的自 由联想，它的美完全是人类给予的，是主观的产物。然而 ，国旗选定也有偶然性。据资料记载，五星红旗被定为我国旗是经过多 次修改的，其原图案还包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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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徽——镰刀和铁锤 ，后经过大家共同磋商去除了。在其间有人曾提议在国旗上绘出我们的 母亲河——长江和黄河，它们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但这个建议未被采纳 ，原因很简单，它会破坏整个画面的简洁性与完整性 ，国家有被割裂的感觉。国旗选定的偶然性就表现在人思考满足国旗必 然性条件的主观性，不同的决策者选出国旗图案就可能不一样。 

   当五星红旗被定为我国国旗以后，它就代表中国，代表独立、自由 、幸福和伟大的国家，就我们国家的公民而言，它很美 ，对他国公民就不见得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赋予它的深意 ，只适用于炎黄的子孙。很显然，国旗美带有社会性 。既然它有一个影响的范围，那国旗美还带有民族性，区域性 。甚至一个国家的国旗图案可以修改，赋予它的内涵也可以改变 ，所以国旗的美还带有时代性和相对性。如此看来，国旗的美 ，不管是代表的美还是其形式美，都是主观的了。 

   让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个例子，一位名叫乔德的西方美学家 ，为了说明美不是主观的，提供了一个“使人信服的论证” ：假如世界上的人都没有了，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像将依然如故 ，“无庸质疑的事实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将认为即使无人静观的 《西斯廷圣母》像的存在也要比无人静观的臭水沟要好。 ”就这个例子而言，确实有一点让人难于辩驳，但让我把这个例子类比 到国旗上，会有什么样的结论呢？ 

 

   现有一个野蛮、侵略成性的国家（民族），它的臣民都以生在这个国家 而自豪，因为这个国家强大，战无不胜，能征服、奴役其他民族 ，从其他民族掠取丰富的财富，过着富有、奢侈的寄生生活 。可想而知，当这个国家的国旗飘扬之时，他们是引以为荣 ，以之为美。相反，其他民族则痛恨不已。突然这个国家遭了灭顶之灾 ，全国民众无一生还，当他们的国旗还在飘扬之时，已经无人去欣赏那 面国旗的美了。按乔德的推理，他们的国旗还是要比臭水沟要美 。无庸质疑的事实是这样的结论让人难于接受，当其他族人见到臭水沟 时，最多捂着鼻子走开，而见到那面充满邪恶、肮脏 、野蛮与仇恨的旗子之时，更有可能把它撕碎扔进臭水沟 ，谁愿意还让它在那儿飘扬，更不要说去欣赏它的美了。 

 

   同理，乔德所举的“使人信服的论证”根本就站不住脚 。如果一面国旗的文化共识已消失，那它的美就不存在了 。当全人类已经灭亡，《西斯廷圣母》像的文化共识也随之消亡 ，它的美当然也就不存在了。除非还有其它生物能懂得并欣赏它 ，否则，它只能静静的呆在它原来的地方，它的存在的状态是一个样 ，而臭水沟存在的状态是另外一个样，没有什么懂得他们谁更美 ，也不会有什么拿它与臭水沟作比较。而《西斯廷圣母 》像与国旗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们的文化共识的内容不同吧 ，一个涉及民族利益，范围狭窄，部分人接受它的美 ；一个内容更广阔，易被多数人接受。 

 

      下面是我对自己观点的归纳: 

 

   美的主要理论依据：客观事物的存在只是一种状态，它形状的美丑完全是人类依据自身立场的一种看法。 

 

   美的前提：美是主观的。 

 

   美的定义：美是一种发展的文化共识。 

 

   由定义得出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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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个人审美经验包含于美的文化共识之中。 

 

   2、美的规律是美的文化共识。 

 

   3、衡量美的标准也是美的文化共识。 

 

   4、美与美的文化共识共存亡。 

 

   5、美没有对与错之分。 

 从人类对美的经验认识上看美的定义的合理性： 

 

   1、美是一种发展的文化共识，与美的主观论相统一，二者不发生冲突。 

 

   2、美是一种发展的文化共识，不脱离人论美，充分体现人在美的认识上 的主观能动性。 

 

   3、美是一种发展的文化共识，还道出了人与动物在美认识上的根本区别 。 

 

   4、由美是一种发展的文化共识推论出的美的特性与人类在美的认识上是 相吻合的。 

 

   5、从美是一种发展的文化共识可以看出真、善、美的统一的必然性。 

 理论框架： 

 

    五、 关于美的几个难以琢磨的问题 

   （一） 美学的研究对象 

   这个问题很有争议，在西方，总的来说有两种认识：一是认为美学是研 究美的规律的科学，应该研究美；一是认为美学是研究艺术的一般规律 ，应该研究艺术。我认为不管艺术家的手笔多么精湛 ，创造一幅好的作品都需要艺术家们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巧妙的构思 。况且研究生活中的美并不排斥艺术的美，所以美学应该研究美 ，而且是研究美的文化共识。 

   （二） 美与美感及美感与快感的关系 

   美与美感的关系很难说清。美的主观论如高尔泰认为美就是美感 ；美的客观论则把美与美感严格的区分，这是由于对美的认识前提不同 的必然。美感是怎样产生的呢？客观事物的形状、色彩 、声响或者某些行为刺激大脑，大脑根据自己掌握的审美经验做出美与 丑的判断，那种愉悦的感觉则可以称为美感。作为个体的人所产生的美 与美感其实是一回事，但我们不能把美与美感简单的等同 ，从美是一种文化共识可以看出，美也是美感的汇集 。所以我姑且认为美既是个体的，又是共通的。当美是个体之时 ，可以等同于美感；当美是共通之时，美就是一种发展的文化共识 ，美感既受美的影响，也反作用于美。需要说明的是美感反作用于美 ，并不是直接影响审美的对象，而是影响产生这种感觉的人对审美对象 的看法，即影响美的文化共识。美感和快感的微妙关系 ，我想用一句话来概括，既美感是意识化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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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也许人们的第一反应 是美感可以无须经大脑的思维而直接产生，事实经验虽然如此 ，但我认为那是建立在人的过去经验认识基础上。一位有鉴赏力的人第 一次看到《蒙娜丽莎》之时，可能会惊讶的不知所措，越看越入迷 ；如果让一个不懂画的小孩看这画，恐怕得出的是不屑的结论：“ 还没有照片里的阿姨漂亮呢！”他们产生截然不同的感觉都是建立在各 自的经验认识之上，这说明美感的产生是要经过大脑思维的 ，美感是快感的高级表现形式。  

   （三） 美有没有审美的标准 

   回答是肯定的，如果没有审美的标准，你又凭什么判断事物的美丑呢 ？然而，审美的标准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刘德华说他的梦中情人要 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我说我的梦中情人要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短发 ，金庸先生笔下的不戒和尚却偏偏喜欢光头的尼姑，究竟长发美 ，还是短发光头美呢？这不能用绝对的标准来统一。培根就认为美不能 制定规范，可见这个标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个标准就是美的 文化共识。如果你接受了某一项审美标准，你就会不自觉的用它对事物 进行比较、衡量。蛤蟆丑，是人们接受了光洁、细嫩的皮肤是美的这一 审美标准。凌乱是美，也是因为人们肯定了自然、随意的排列是美的这 一标准。当然这种审美标准是站在人类自身立场上，被认为是美的事物 ，其特质多少就包含了真与善。 

   （四） 美与个人审美经验的关系 

 美是一种发展的文化共识，它与个人审美经验的关系怎样呢 ？首先二者在内容上是同一性质的，只是范围大小不同。文化共识 ，人们的思想集合，因此美是一个大的思想范畴；个人审美经验包含于 美的文化共识之中，个人审美经验与个人的修养，掌握知识的广度 、深度及个人志向爱好密切相关。其次，二者又是辨证的统一 。个人审美经验包含于美的文化共识，自然会受到当时的文化共识影响 ；反过来，个人审美经验又会作用美的文化共识，推动和发展美的文化 共识。 

   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朱光潜先生所举的那棵著名的古树问题吧 ！植物学家考察的是它的生理生长习性，把古树顽强的生命力认为是美 ，这是科学的美；木材商考虑的是它的木质、树围，把古树的实用价值 认为是美；而画家则惊叹它奇特的外形，把古树的形态看作是美 。古树的美的差异源于欣赏者的观赏角度不同，即使是从同一角度去考 虑古树的美，不同的人，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所得出的美也会存 在差异。这种差异映证了“审定一事物是否为美取决于欣赏者的审美经 验”的著名论断。个人接受知识的差异，对知识的理解广度 、深度及个人审美趣味的不同，造成了对同一事物的认识角度 、深度也迥然各异，这就是所谓的审美个体差异。但不管从那一角度得 出古树的美，古树从这一角度得出的美的文化共识并没发生改变 （注意与客观美论的区别），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 

 

    究竟是美的主观论把美与美感弄混了，还是美的客观论把客观存在与美 的文化共识混淆了，这个问题应该有个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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