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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人与自我、人与利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核心命题，在重新梳理与整合西方美学、尤其
是中国美学和印度美学智慧的基硪上，系统阐述了审美的学科智慧、观念智慧、心理智慧、创造智慧
、认知智慧、艺术智慧、生命智慧和教育智慧。
在改变长期以来西方美学溉念范畴和知识谱系占据主流话语地位并深刻影响中国实践美学、后实践美
学和生命美学的研究现状，重新发现与肯定中国、印度等东方美学智慧，重构智慧美学格局等方面做
了许多有益探索。
同时还对美学研究诸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反思，提出了许多独到而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对启发
读者审美智慧、提升生命境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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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美学的学科智慧第一节　美学的性质一、美学的研究对象历史上关于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主要有这样三种看法：一种看法以柏拉图为代表，认为是研究美尤其是现实实体美的；一种看法以鲍
姆嘉通为代表，认为是研究审美感觉和审美经验的；一种看法以黑格尔为代表，认为是研究艺术的。
但是这只能代表美学史尤其是西方美学史的一个基本脉络，并不能作为美学研究的唯一对象。
其实美学的进步与人类的任何进步一样，真正的发展是依赖于人们的创造力的。
对于美学以及研究对象的创造性反思与改造是使美学走出困惑的重要途径。
在我们看来，美学应该是研究和描述审美现象并在此基础上阐发审美活动的美学智慧的：最低层次的
美学研究是描述自我的审美现象，诸如自我的审美感觉和审美经验等，其研究的基础是人与自我的关
系，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关键的审美现象，常常涉及审美的物质层次，因为一切审美现象最终以自
我而起作用；中等层次的美学研究是描述社会的审美现象，诸如艺术、审美文化等，其研究基础是人
与社会的关系，常常涉及审美的文化层次；最高层次的美学研究是描述自然乃至宇宙的审美现象：诸
如自然、生态、身体乃至生命问题等，其研究基础是人与自然乃至宇宙的关系，常常涉及审美的生命
智慧乃至美学智慧层次。
完整的美学研究对象应该同时包括三个层次的审美现象。
二、美学的学科属性人们通常将美学归属于人文科学范畴的哲学学科。
实际上美学的归类历来是很难的。
当美学选择了哲学的角度并且具有了哲学学科属性的时候，自然可以归属于哲学范畴，但是当美学采
取了心理学的角度，并且具有了心理学学科属性的时候，理所当然应该属于心理学范畴。
将美学定位为艺术哲学的时候，虽然仍属于哲学范畴，但与艺术学的联系似乎更密切。
美学的跨学科研究，固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学的学科属性，但是超学科研究的美学就没有那么容易
归类了。
真正具有完整理论和开阔视界的美学尤其如此。
完整的理论应该能够包容人类的一切文化成果，它不仅超越时代的局限，而且超越地域甚至国家、民
族的局限，具有真正的世界意义。
在许多情况下，常常并不仅仅选择一个理论角度进行所谓跨学科研究，而应该是超学科的。
超学科性决定了它同时属于任何学科，又不属于任何学科。
在这种意义上，所有的美学事实上应该是属于大文化范畴的，应该是文化美学，而不是什么心理美学
或艺术美学或哲学美学之类，理所当然应该属于文化学范畴。
通常情况下，那些对人类文化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学者和思想家，常常同时涉猎许多领域，并且在
绝大部分领域都有创造性成果，如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等。
因此他们常常属于许多学科，又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单一学科。
如同对于这些伟大思想家的简单学科归类并不能准确地、全面地体现其成果的学科属性一样，对于真
正有价值的美学的学科归类同样是存在极大困难的。
事实上，传统哲学本身就存在难以归类的现象，至于经过改造的美学就更加难以进行学科归类了。
它研究自我问题，关注人的身体与心理，于是有身体美学和心理美学的属性；它研究社会问题，涉及
伦理道德、社会制度与政治秩序，于是就有伦理美学、社会美学和政治美学的属性；它研究自然问题
，涉及生态和环境问题，就具有了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的属性。
而且这种分析和阐释本身就不十分准确，明显存在挂一漏万的情形。
经过改造的美学常常反对那些以特定概念与知识谱系为标志的学科分类，总是在更加广阔的超学科层
次上把握美学的最高智慧。
所以真正完善的美学，至少是经过改造的美学，应该是反学科的，应该是方方面面智慧的总结与描述
。
如果人们只能将美学归属于某一学科领域的话，那么只能将它归属于哲学。
人们似乎也更愿意将美学归属于哲学。
这并不是说美学本身就一定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哲学可能具有更加广泛的普适性，以及普遍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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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
美学的这一学科属性，不仅决定了它应该是真正的第一哲学，而且应该是真正的第一智慧。
但美学要真正成为第一智慧，显然还有很多的路需要走。
三、美学的学科趋势假如人们能够充分地发掘中国美学广大和谐的生命精神，用与兼爱同施，与天地
合德，与大道同行，促进人与宇宙的交相和谐、共同创进、生生不息、止于至善的观念来审视和展望
美学的前景与功能，也许会发现美学将真正如李泽厚所说，成为第一哲学，真正成为人类走向诗意栖
居的希望之舟。
近年来美学发展的某些趋势尤其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是身体美学（包括养生美学）的自觉与享乐主义危险。
身体美学几乎是传统美学发展的一个盲点。
尼采、维特根斯坦、梅洛·庞蒂对于身体及其感受的强调使其逐渐拥有了至关重要的美学地位，甚至
成为20世纪以来美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
据说，身体美学的出现可以有效超越传统美学尤其是艺术美学的学科界域，能够帮助人们改善关于身
体感受的认识，形成更多关于身体的知识，尤其能够提高身体器官的效能，甚至德行品质。
其中养生美学的出现和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显然是因为能够提高人们的生命质量和审美情趣。
但是这种张扬身体，将身体视为衡量和判断事物的标准，并且使其占据美学重要地位的发展趋势，也
同样可能助长围绕身体而形成的享乐主义趋势，以及审美的浅表化与庸俗化倾向。
二是实践美学的反思与现世主义。
实践美学（包括艺术美学、伦理美学、政治美学）应该对传统美学进行深刻反思，应该超越艺术和哲
学问题，关注现世，关注日常生活，强调审美的行为化倾向。
这确实会形成对于人类个体乃至集体行为的张扬倾向，将使曾经被束之高阁的理论美学日益贴近日常
生活，日益走向普通百姓，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美学作为思辨哲学与现代日常生活格格不入的窘境。
但是这种美学如果仍然强调所谓以人为本，而不大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会在很大程度上继续助长
人类自尊的盲目膨胀，以及在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和普及化过程中导致审美的过分泛滥和过度追求时尚
的缺憾。
因为普遍存在的审美将可能由于丧失特性而堕落为漂亮，甚至会显得毫无意义，导致审美的疲劳、厌
倦、冷漠、焦虑、恐惧，以及可能产生的逃避乃至抗拒倾向，如对于过分装饰的厌倦最终将可能形成
返璞归真的审美倾向。
三是生态美学（包括自然美学、环境美学、生命美学）的复兴与复古主义。
生态美学的崛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长期以来变本加厉地开发利用甚至掠夺自然的结果。
人类盲目自尊的直接后果是丧失了对自然的依赖，并总是遭到自然的报复。
于是尊重自然以及环境本身存在的独立价值，最大限度地尊重自然界一切有机物甚至无机物，并且将
其一并作为生命存在物而平等看待，就成为一种必然。
但是这种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对古典美学的一种复兴。
因为在美学没有成为独立学科之前，它本身就混同于其他文化载体之中。
那时候，虽然程度有所不同，但包括古希腊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在内的人类文化似乎都表现出
了对自然的重视。
尤其是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万物有灵论似乎更加集中地体现了这种普遍生命意识。
尽管西方人类学家总是将其看做原始思维或者野性思维，但它所表现出来的对宇宙万物的普遍尊重意
识，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难能可贵的。
这当然可以看成是人类生产力比较低下、对自然缺乏必要驾驭和征服能力的表现，但是事实并没有这
么简单。
我们主张尊重自然界一切事物，并将其作为普遍的生命存在物来平等看待，绝不是要人们相信万物有
灵论，重新进入原始神秘主义时代。
这些年，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一定范围宗教意识的死灰复燃，以泛神论为特征的迷信思想也开始出现
，甚至也可能出现以生态美学或者别的什么科学作为包装的复古主义倾向。
这是应该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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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美学的意义一、美学的学科品质与人的优良品质的形成社会劳动分工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
趋势，正是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了学科化、专业化。
但是无论劳动分工，还是学科化与专业化，只是人们限于精力迫不得已采取的一种简易便捷地获得一
定劳动成果的手段。
这种手段的选择使投机取巧的人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终导致了人类的严重片面化与单向度化。
这种后果的恶劣发展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们思考的中心问题之一，如卢卡奇和马尔库塞就有非常深刻
的阐述。
即使对于人文科学而言仍然存在类似问题，如文学空灵而肤浅、史学充实而刻板、哲学深沉而空洞，
所有这些同样会导致相应专业人们的片面而畸形地发展。
相形之下，只有经过改造，围绕人与自我、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三大核心问题，系统阐发人类在自我
、社会和自然方面的生命智慧的美学，才可能兼备文史哲之优势，而力避三者之缺憾。
美学兼顾文学、史学和哲学的属性决定了学习美学可以兼容众家之所长，避免众家之所短，乃至形成
良好性格品质。
文学之空灵：虽然美学并不以专门的文艺研究作为终极目的，而且以文艺作为终极目的的美学只能体
现人类自尊盲目膨胀的结果，只能导致狭隘与衰败的危机。
但美学研究毕竟是不能离开文艺的，而且文艺的创作起源于空灵的美感，美感的形成主要得力于心无
挂碍的静观，如宗白华认为：“灵气往来是物象呈现着灵魂生命的时候，是美感诞生的时候。
”同时，文艺也成功于空灵的境界，艺术的最高境界不是对生活细节的真实描写，这是现实主义与自
然主义的成功之处；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其失败之处，也不是对自我情感的生动宣泄，这是浪漫主义
的成功，也是其失败的根源；所谓的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宇宙生命的空灵感悟，如王夫之所谓：“以追
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是诗家正法眼藏。
”这种境界是陶渊明、王维、苏轼诗歌意境的体现，也是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的追求。
史学之充实：虽然历史学家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资料所造成的观念的影响而进行叙事，并在此基
础上超越具体的历史阶段，探讨人类世界的普遍历史，但毕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充分的历史资料，
而不是主观想象与臆测。
尽可能占有充分而真实的历史资料、探索真实的普遍历史是史学的第一要务，这是其充实之体现。
美学对美学史上多种审美观念的认识、梳理与评价，同样能够体现历史的充实品质，并且与历史著作
一样，“不但可使我们多闻博识，并且可以给予我们深刻和纯真的乐趣”。
同时美学还得在人类历史之外，探讨真实宇宙的普遍审美历史。
中国古代所谓“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不仅是一种历史精神，其实也是一
种美学精神。
哲学之深沉：完备的哲学体系应该包括自我、社会和自然三大课题，应该涉及人与自我、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三大关系的深刻论述，并由此显示出深沉的品质，否则就是不完备或者残缺的哲学体系。
美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学科，理所当然应该包括三大课题，并由此而分别出层次。
美学的深沉不能仅仅体现在对审美客体之实体属性乃至审美主体之认识属性的深刻探讨方面，这只能
是美学深沉之浅表层次，美学的深沉最主要的应该是在对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大关系的
深刻论述方面。
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美学乃至一切人类生命活动的最高理想，也是美学奉献于人
类的最为深沉的思考：“人生若欲完成自己，止于至善，实现他的人格，则当以宇宙为模范，求生活
中的秩序与和谐。
和谐与秩序是宇宙的美，也是人生美的基础。
”美学的深沉在于将人与自我、社会乃至自然的和谐看成美的最高境界，而且如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
将适度与中庸作为实现自我、社会与自然和谐的原则。
二、美学的学科追求与高尚人生追求的确立人类在探讨自我、社会和自然及其关系三大问题的基础上
形成了宗教与伦理、科学和艺术乃至哲学等掌握世界的方式，其中科学求真，宗教与伦理求善，艺术
求美，而哲学尤其美学则将三者有机统一起来，并且由此形成了美学将真、善、美有机统一起来的人
文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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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美学可以形成高尚的人生追求。
一是真。
美学虽然并不直接地或者单独地张扬科学精神，但是与科学一样存在求真精神。
这正是人们不断地探讨和描述审美现象的根本原因。
虽然美学在真的探讨上，总是存在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这并不应该成为人们谴责美学的理由。
汤森德指出：“科学理论与哲学理论不应因为未被完全证实而遭受谴责，因为它们始终都是质疑和改
变的对象。
”只要美学不放弃这种精神，其求真的人文品位就必然存在。
事实上美学如同科学一样，没有一种理论是永恒的。
所有理论都是在认识和质疑过去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理论，但是每一种新理论一旦形成就意味着即
将被更新的理论所认识、质疑乃至改变。
正是在这认识、质疑乃至改变的过程之中，形成了科学乃至美学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在这不断发展变化的理论之中，唯一不变的就是科学的求真精神。
正是这种不断的发展变化过程所体现的对于真的不变追求，最终形成了美学求真的人文品位。
二是善。
虽然善与美并不经常是统一的，但是宗教与伦理所追求的善与美实际上是有密切关系的，至少真正圆
满的美应该是善的。
善虽然是宗教与伦理的主要追求，但是善所具有的非本能性、利他性决定了它总是与责任和义务相联
系的，是维持自我、社会、自然乃至宇宙和谐秩序的伦理乃至宗教基础，而这种善其实也是实现自我
、社会与自然和谐关系这一最高美学理想的思想基础，如果适度和中庸是实现和谐关系的原则，那么
，这个适度和中庸就是善的伦理乃至宗教精神统帅所形成的丰富生命的和谐形式，是“‘善的极峰’
，而不是善与恶的中间物。
美学对善的追求也同样决定了美学所有的善的人文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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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美学讲义的修订工作。
原来给学生讲，要待相当长时间才打算作为专著出版，但由于偶然的机缘，使我获得了尽快出版的机
会。
我要由衷感谢人民出版社领导与李之美编辑的不弃之恩。
是他们的热情肯定，使我增加了提前出版的勇气，加快了修订的速度。
但同时我也感到不安。
还是那句话，文字的形成似乎只是为了显露僵化的缺憾。
好在文字并不代表思维的停顿与僵化。
文字和书籍是死的，但我们是活的。
书籍的价值只在于激活人们的思维，产生更多有价值的思考，而不在于故步自封。
如果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审美形态学》代表了我2002年以前的美学思考，那么这本《审美智
慧论》则主要体现了我近年来的想法，其中自然会流露出某些思想观念或美学兴趣的变化痕迹。
尽管我目前还不能确定至少在结束修订的时候还不能确定将来会怎么变化，但有变化是肯定的。
我同时也真诚期待专家和读者给予批评指正，帮助我完成以后的变化。
本书受到天水师范学院文艺学重点学科建设经费资助，在本书交付出版社后，本人又幸得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立项，因而拙著也算是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文学经典的生命智慧研究”的一个阶段
性成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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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我们探求知识的过程中，在我们贪得无厌的欲望中，我们正在失去爱，我们正在减弱对美的感受力
和对残酷的敏感度；我们正在变得越来越多的专业化而越来越少的综合化。
智慧无法由知识取代，再多的解释，再多的信息积累也无法把人从痛苦中解救出来。
知识是必要的，科学也有它的地位；但是，如果头脑和心灵被知识所窒息，如果引起痛苦的原因就这
么被解释过去，那么生命就会变得空虚而毫无意义⋯⋯ 　　——克里希那穆提《生命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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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审美智慧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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