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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新课程改革浪潮的一步步推进，我国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是关系全

社会的一件大事。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实行）》中强调，为提高民族素

质，增强综合国力，必须全面推进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对中

小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热潮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并日益加快

步伐。根据课程的资源和学生的需求，为了增加中小学生的

课外阅读面，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全面素质的发展，我们组

织了相关专家，编写了此套丛书。

丛书内容丰富、实用，深入浅出。选材时基本上是以知识

性为标准的，但也兼顾到了可读性，可以说是知识性、可读性

都很强的青少年读物。



由于编著水平有限和选择资料的工作量太大以及时间的

关系，书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疏漏、不当的地方，希望广大读者

朋友能够理解，也欢迎给予批评指正。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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撩开美的面纱

———什么是美

一个难解的谜
　　　　

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是美？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问题太容易回答了。

是的，如果单从字面上理解，这个问题基本上不是什么

问题。

但是，它看起来非常简单，实际上却令许多专家学者困惑。

古往今来，学术界、美学界的名人大师都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

入的探讨和研究，但是迄今为止，仍没有得出一致的、科学的、令

人满意的答案。他们各执己见，莫衷一是。１８世纪德国的文克

尔曼说：“美是自然的一种最大秘密，我们可以看到和感觉到它

所有的效果”。在这一点上，似乎不会有分歧。谁能否认美是无

所不在无处不有呢？

而事实却不是这样，早在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就在《文艺对

话集》里记载了苏格拉底和希庇阿斯对这一问题的往复争辩。

他们二人辩论的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对方，而达成的唯一共识

却是“美是最不容易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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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歌德这样伟大的诗人对这个问题也无法给出明确的答

案。他说过，“美是费解的，它是一种犹豫的、游离的、闪烁的影

子，它总是躲避着被定义所掌握。”

休谟在这一问题上的消极态度，甚至极大地影响到后世对

美的研究。他的看法是：“要想寻找实在的美或实在的丑，就像

想要确定实在的甜与实在的苦一样，是一种徒劳无益的探讨。”

如果真的悲观绝望，那么人们对美的研究与探讨只有到此

为止，划个句号了事。然而，美毕竟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东

西，我们怎么能够轻言放弃呢？

下面，我们试图从以下几方面来了解究竟什么是美。

首先，对“美”这个词从词（字）源学的角度加以分析。

《说文解字》上的说法是，“羊大则美”，原始人认为羊长得很

肥大就“美”，肥大的羊更好吃，这说明，美与感性存在、与满足人

的感性需要和享受有直接关系。“羊人为美”是对“美”的另一种

解答，他们不同意《说文》的提法，而认为从原始艺术、图腾舞蹈

等材料看，原始人是把“人戴着羊头跳舞”看作美，这说明当时所

指的“美”与原始的巫术礼仪活动有关，具有某种社会性含义

在内。

我们把这二者统一起来，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一方面，

“美”有它的物质的感性形式，它与人的感性需要、享受、感官直

接相关；另一方面，“美”有它的社会内容和意义，它与人的群体

和理性紧密相连。

这两种对“美”字来源的解释有个共同趋向，即都说明美的

存在离不开人的存在，从古到今，这一条是大家所公认的。

第二，在美学的范围内“美”的含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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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学范围内，“美”字以往专指审美对象。什么是美。凡

是能够使人得到审美愉快的欣赏对象都叫“美”。

不过，在围绕审美对象展开的讨论中，又出现了两种对立的

观点，即主观论和客观论。主观论把美和审美对象看成一回事，

审美对象是由人的主观的审美感受、审美态度创造出来的；客观

论则认为一个事物能否成为审美对象，最终还是决定于客体的

审美性质。

总之，在美学范围内，“美”字的用法很复杂。它包含有至少

两个含义：其一是审美对象，其二是审美性质。

第三，我们再来看看在日常生活中，“美”指的是什么？

第一种，“美”是人们用来表示感官愉快的强形式。比如，当

人们在享受了一顿色香味俱佳的饭菜之后，口腹之欲得到了充

分的满足，这时候，为表示高度赞许，人们常常说：真美呀！

第二种，“美”是用来作伦理判断的弱形式。它的意思是本

来伦理判断是相当庄重、严肃的，却采取欣赏品味的形式表达出

来。把本来属于伦理学范围的对高尚行为的仰慕、敬重、追求、

学习作为一种观赏、赞叹的对象时，就用“美”来传达情感态度和

赞同立场。

第三种“美”专指审美对象，在日常生活中，“美”字更多是用

来指使人们产生审美愉快的事物、对象。当人们看到喷薄欲出

的红日、听到小鸟婉转的歌唱时，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啊，太美

了！桂林山水美不美？美！莫扎特的小夜曲美不美？美！晚霞

美，劲松美，掷铁饼者美，断臂的维纳斯美，芬芳的鲜花多么美，

歌唱的百灵多么美，多姿的歌舞多么美，琳琅的诗篇多么美，纯

洁的感情多么美，崇高的精神多么美。美，同我们的关系那么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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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分，我们为它创造出那么多的词语：丰美、甘美、秀美、精美、

鲜美、柔美、健美、甜美、俊美、和美、优美。成全别人的好事，帮

助他人实现愿望，叫成人之美；房屋造得高大美观，称之为美轮

美奂；美丽的景色太多太多了，我们就说美不胜收；事情最令人

满意时，我们怎么表达？只有“尽善尽美”最确切。

美从哪里来
　　　　

我们可以从石器造型的演变过程中发现，人类所创造的灿

烂辉煌的文化，便是一部关于美、关于审美的不断变化与发展的

忠实记录。

早在１５０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早期直立人。东非坦桑尼

亚的能人和中国的元谋人都属于早期直立人，他们已经能制造

和使用石器了。中国元谋人遗址出土的石器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是三件刮削器。这些石制工具虽然粗笨简陋，但是很符合原始

人生存的需要，它不仅是对原始人类实践活动的肯定，同时也成

为产生美的因素最早的土壤。美以静态的形式凝结在这些因具

有实用价值而显得美丽的石器工具中。

到了六七十万年前的北京人时代，石器仍很粗糙，但类型已

经开始增多。不同的石料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加工，不同形状的

石器自然也就有了不同的功能效用。这说明北京人更深入地掌

握了自然规律，并运用它们为自己的实践活动服务。这一切标

志着美的因素的增加和扩展。

后来，大约１０万年前的丁村人使用的石器有了更大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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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此时的原始人类已经把握了线条的曲率、面的平滑。比例

的和谐对称等变化规律，并应用到生活和生产中，使得美有了自

己的内容———既符合人们改造自然的需要，又具备了自己最初

的形式。美就形成了。

因此，在一万多年前山顶洞人的文化遗物中发现不仅有生

产工具而且还有装饰品，就不足为奇了。这个时期，在人类生产

实践中产生的美，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得到了发展，美实现了一

次大的飞跃，美的因素进一步扩展，与实用内容相分离，形成一

种新的美———形式美，它意味着美开始成为独立的存在，同时表

现出创造美的人类的审美观念也开始有了发展。

大量史料证明，人类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不仅创造了工具

及日常用品等各种物质产品，而且还创造了这一切物质产品的

美。这说明，劳动创造了美，美产生于劳动。

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说是“劳动创造美，美产生于劳

动”，那么，在人类诞生前，世界上有没有美？早在人类出现之

前，那些太阳、月亮、高山、大河，难道不美吗？这些自然界的美

同人类劳动有什么关系呢？

经过研究，人们发现，劳动不仅创造了物质产品的美，也创

造了自然的美。这决不是哗众取宠之辞，因为自然界的形式外

观和结构属性并非天然地就具有审美意义，并非从来都是美丽

的。在人产生以前，因为没有作为审美主体的人，所以根本说不

上自然的美。即使到了人类产生的初期，自然也尚未成为美的

对象，甚至是以令人恐怖畏惧的面目出现的，狂风、暴雨、地震、

干旱等种种自然灾祸频频袭击着刚刚从混沌世界分离进化而来

的猿人，自然对他们而言，是神秘而又威严的，强暴而又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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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谈不上熟悉、亲切、美丽的。在古希腊神话中，雷神、火神都

是凶神，就反映了最初的人们对雷火的恐惧之情。日月亦如此，

在原始社会的最初阶段，太阳也被视为人类的祸害，因为由它引

起的干旱对农耕部落的生存威胁极大，这一点在古代神话“后羿

射日”故事中即可得到证明。既然自然对原始人来说毫无美的

意义，那么，人类是怎样在生产实践中创造了自然美呢？

首先，人类的劳动创造了自然美的社会历史内容。人们通

过劳动实践，慢慢增进了对自然事物的认识，逐渐学会掌握和利

用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能够把所遭遇的自然灾害慢慢降低到一

定的限度，这样就逐渐改变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人成为“万物

之主”，于是自然界的许多事物逐步进入到人们的审美视野，成

为人们的审美对象。当人们能擒获、杀死或驯养动物时，大部分

动物就从令人恐怖的对象逐渐转化为具有审美潜能的对象了；

当人们能够开发利用山川、草原、林木时，日月雷电、风雨等灾害

就从令人畏惧的对象渐渐具备了为人观赏的潜在可能性了。总

而言之，劳动历史地改变了人同自然的关系，使人对自然有了越

来越深的了解，在自然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同时赋予自然

越来越丰富的美的因素。这就是人类的劳动创造了自然美的社

会历史。

其次，人类的劳动创造了自然美的形式。如前面所述，人们

在早期的长期劳动实践中逐步发现了形式美的规律，形成了对

劳动产品外在形式的审美尺度。同时，人们不仅用这个尺度来

衡量人工产品，而且用来衡量周围的一切自然环境。比如人们

发现了对称、曲线和谐、光亮、有规则的变化组合等形式美的规

律，且广泛运用到物质生产中去，与此同时，人们也试图用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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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自然界的有关事物。

总之，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之后，劳动从根本上改变了

人被自然奴役的关系，使人成为自然的主宰，这就在总体上创造

了自然美的内容与形式。自然美的生成对人来说，是在由个别

到普遍、由单纯到复杂的渐进过程中逐步扩大的。劳动，始终是

自然美生成的最根本的动力。

社会美、自然美都是从劳动中产生的，这些我们上面已经了

解到了。那么艺术美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

从现有的考古学材料看，人类艺术的最初起源，无论如何解

释，都离不开人类的劳动。

有不少艺术一开始就是和劳动休戚相关、息息相通的，它们

并未直接从劳动中脱离出来，可以说，艺术本身就是劳动过程的

一部分。不同性质的劳动过程有着不同的节奏要求，人们为了

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就创造出不同节奏的劳动号子，使人做出

尽量默契的姿势，长此以往的反复使用，慢慢地就产生了原始

歌舞。

原始艺术最基本的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人类的劳动生活。

欧洲最早的洞穴壁画约是三万年前所作，这些壁画大多表现动

物的形象，如长毛象、野牛、野马、鹿等，线条优美，造型准确，十

分逼真生动，有的动物心脏部位还被刻上红箭头，以表示原始人

希望自己射中目标的美好愿望。这些壁画实际上就是原始人狩

猎生活的真实写照。

原始艺术不管以何种形式出现，归根到底，它还是一种与体

力劳动紧密结合的人类早期精神劳动的产物。它既是人类最早

的精神自由和享受的表现，也是人类最初的精神产品。并且，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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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创造，往往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巨大的代价。试想，那么

多史前洞穴壁画，要在洞顶壁部边缘，一笔一笔用尖石块刻画出

来，何其艰难、何其困苦啊！

总之，劳动创造了物质产品的美，创造了自然美，也创造了

艺术美。

到此为止，我们知道了，美是从劳动中产生的。

给美画像
　　　　

下面我们再来谈谈美的特征，对美的特征加以描述。

美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美的形象性；二是

美的感染性；三是美的社会性；四是美的创造性；五是美的时代

性；六是美的实用性。

第一，美的形象性。美具有形象性。美不只是抽象的概念，

而且是具体的、可爱的具有一定观赏价值的形象。美以其鲜明

生动的形象付诸人的感官，影响人的思想感情，给人以美的

享受。

无论社会美、自然美，或者是艺术美，无一不是从形象中表

现出来的。“仿佛一个暮春的早晨，霏霏的毛毛雨默然洒在我脸

上，引起润泽、轻松的感觉。新鲜的微风吹动我的衣袂，像爱人

的鼻息吹着我的手一样。我立的一条白帆石的通道上，经了那

细雨，正如涂了一层薄薄的浮油，踏看只觉越发滑腻可爱了。”朱

自清先生的《歌声》里的毛毛细雨，以它独有的韵味，展现给人们

以极致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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