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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28年3月26日，初春的西湖，天空中飘荡着浅浅的温润的绿色，一辆黄包车从西泠桥后边烟树婆
娑的民舍中匆匆而来，停在孤山前山的湖畔罗苑门前，车上走下来一位气度儒雅的瘦高老人，缓缓地
走进罗苑狭长的楼门中。
他正是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来参加刚刚建成的国立艺术院的开学典礼。
紧接着，他面对三十余位教职员、七十余位学生，语意深长地发表了题为《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
的重要讲话：“大学院在西湖设立艺术院，创造美，使以后的人，都改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藉以
真正完成人们的生活。
”　　蔡元培先生一生数载旅欧研学，作为一代硕学通儒，曾经遍览欧陆各大博物馆，深研世界文明
史的演变，甚至还是美学研究的专家。
他深知艺术作为人文关怀的重要形态，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完备的知识和认知体系的意义。
1912年4月，蔡元培在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的著名文章
，提出了“注意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主张，并明确指出培养人
才对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四个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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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早在古希腊时期，美术犹如其他手工匠，被视为“一种制作的知识和技能”。
希腊人始终十分重视“看”的行为，并开始把对事物的感受直观地注入作品之中。
哲人苏格拉底，这位石匠之子在思考艺术品与其他工艺制品的区别时，认为“模仿是绘画和雕塑这类
艺术的基本功能”。
柏拉图继承其老师的模仿说，进一步指出艺术之模仿自然，与理念世界隔了三层。
柏拉图似乎否定了艺术，却消极地显示了艺术似乎无法企及的目的和性质。
亚里斯多德则从普遍与特殊的辩证之中，揭示出自然事物的现象和本质的统一关系，并将艺术视作理
解世界的一种体系。
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无论有怎样的异同，却都共同地构筑了艺术科学和艺术哲学思考的根基。
同时，这些关于“可见”与“不可见”的论争，也进一步深化着艺术行为中“看”的意蕴。
尤其是在亚里斯多德那里，“看”就是理解，是思想的可能性的存在。
　　在这里回顾这些，实际上就是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那里开始，艺术就一
方面具有了形而上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保持着自己的本质特性：视觉的直观性。
正是这两者，共同铸造了艺术的特殊的智性方式。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这两者的偏颇，常常酿成艺术发展的危机。
比如：在19世纪末以前，艺术的视觉直观性常常不被视作艺术的本质特性，艺术创作受制于各种非视
觉因素。
但是在那之后的近现代艺术迅疾发展的狂飚中，这种直观性却又往往被视作唯一可以辨认的标识，成
为可被任意诠释和夸张无度地挥霍着的一个意念。
甚至随着艺术本体性的超常规的嬗变，被不断地雕镂成一种假象：艺术越远离智性常态就越有“希望
”。
现代艺术史的上空充斥着太多被塑造而成的非理性的“天才”形象，艺术几乎被这些形象诱入狂热的
疯人院。
　　的确，艺术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智性方式，这种智性方式在于人与世界不可分的整一混沌的境域，
在于“看”的瞬间物我’交融、相即相忘的那种难以言说的状态。
但它绝不是那种绝圣弃智的怪人、狂人的专利，也不是缺少思想的手工艺匠的代名词。
它自成系统却绝不孤立；它有明确的价值体系却从不封闭。
在创造的道途上，它曾被视为异端，但绝不以异端自诩；在面向世界不断诘问的过程中，它摒弃一切
陈词滥调，却因此倍加珍视疑难和思考的重要性。
它是与言说的方式判然有别却又彼此相通的道途；它是人类与世界勾连的、能够达到公共性显现层面
的独特的思之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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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论艺术的价值结构　　一、“有用”与“无用”之辩：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　　讲结构之前，我
们先讨论一下价值概念本身的含义。
当然，这里说的价值不是市场上的商品价钱，但也不是与其完全没有关系。
讲“价值”这个概念的时候，一般人首先想到的是，有用的东西有价值，没用的东西没价值。
如果就按照这种说法去考量的话，我们似乎马上就可以断言，艺术没有价值。
这是因为，在一般的意义上，艺术是不能像工具那样拿来使用的；如果说艺术有时也可以有某种用处
的话，那么艺术追求的也不是这个“有用”。
这是艺术创造和工农业生产区别的主要所在。
如果我们以这种“有用”和“无用”的思路谈论价值，艺术的价值结构就无从谈起了，所以我们这里
采用的价值概念，一定与日常生活中的工具价值观有所不同。
不过，说它们不同并不意味着否定它们的逻辑关系。
相反，这种对于“有用”与“无用”的日常区分，能引导我们继续往深层分析，进而澄清价值概念的
完整内涵。
　　我们先分析“有用的东西”，所谓“有用的东西”有什么特点呢？
它就是有某种功能可以服务于某种外在的目的。
说一个工具性的东西对自己有用，是行不通的。
比如说，杯于确用可以盛水，水有用可以解渴，解渴有没有用呢，这个问题就有些尴尬了，因为解渴
本身不论有用没用我们都会去解渴的。
先放下解渴为了什么这个问题不谈，但是为了解渴，这水在这放着，我就把它喝了，所以说水有用。
这个“用”是指向水外边的某种东西。
我们说什么东西有用，是就这东西对于它之外的某个目标、目的或者是功能而言的，这叫工具价值。
由于它把其他东西当作自己服务的对象，所以它没有内在价值，只有外在价值。
与这个工具意义上的“有用”相反的，是“有害”。
如果我渴了，你拿某种东西让我喝，喝完更是口干舌燥，那就是相对于我“口渴”而言的“有害”了
。
当然，有更多的东西对于我的“口渴”来说，既无用又无害。
单就“有用”这一方面来说，一个扳手，一把改锥，一支钢笔，一块手表，都是典型的工具，都是典
型的有用的东西。
人们一般说什么是有用的东西就是这些，大学里什么专业有用大家也是这样来理解的。
因为这种“有用”都要服务于其他的东西，因此可以说，工具价值不是自为的，而是为他的，是外在
价值。
这样，工具价值就有三种：有用的、有害的、中性的。
与此相对应，我们可以将工具价值分为正价值、负价值、零价值三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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