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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共中央１９９３年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美育对培养学生健

康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能力，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具有重要作用，要提

高认识，发挥美育在教育教学中的作用，根据各级各类学校的不同情况，开展形式多样的美

育活动。”１９９９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

定》中也指出：“美育不仅能陶冶情操，提高素养，而且有助于开发智力，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尽快改变学校美育工作薄弱的状况，将美育融入学校教育全过

程。”上述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明确地把美育作为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

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肯定美育在培养高素质人才过程中不可忽视和取代的地位和作用。

美育作为一项培养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工程，从培养教育的对象上来看，包括青少年美

育、中老年美育；从教育的环境上来看，包括家庭美育、学校美育和社会美育。在家庭美育、

学校美育、社会美育中，家庭美育是学校美育和社会美育的基础，社会美育是家庭美育和学

校美育的继续，而学校美育上承家庭美育，下启社会美育，指导并协调家庭美育和社会美育，

是实施美育的关键。美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缺少美育的教育，将是不完整的教

育，也将无所谓人的全面发展。通过审美教育活动，将完成两大任务：一是重建审美意识，即

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较高的文化修养和高尚的人生态度；二是培养审

美能力，即培养感受美、鉴赏美、想象美、创造美的能力，从而造就一代有丰富个性、完美人

格、全面发展的新人。

要使美育在高校顺利开展，就要有计划地授予学生美学的基础知识、美育技能，引导学

生进行学习，接受训练，使他们懂得美、欣赏美、创造美。根据学生现状，因地制宜地编写一

部既有利于教师教学又有利于学生自学的教材，这也是我们编写此书的目的。



本教材分为三个知识板块，分别为美学基础知识、学校美育、教师审美修养，具体包括美

学、美育的性质、特点、功能、任务、原则和方法，以及大学生的审美品位、审美欣赏、审美发

展、教师的审美角色及师德修养。

本教材努力体现知识的基础性、广泛性和实用性。但由于水平与时间所限，书中仍有不

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教材得到江西高校出版社黄红冈老师的鼎力相助和精心审编，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编著者
２０１４年６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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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美的本质与特性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美就开始萌芽，继而产生、发展，历经几十万年。人类的社会实践活
动，是从劳动开始的。人类从对自然的恐惧，到慢慢开始适应自然，进而通过不断进行的长
期的劳动实践，逐渐开阔眼界，一步步地征服自然，使劳动具有了创造性。从原古人的刀伤
剑痕、泥土文身、兽皮裹身，到颈部挂满贝壳、兽齿，头上插满野鸡翎，这些都表明人们是在生
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创造了美。古文记载的钻木取火，构木为巢，结绳记事，这些都可以看
出人类历史发展的足迹。正是在这样的长期的社会实践和劳动创造中，人们开始发现和认
识了自然界的“美”的事物，产生了美的观念，这也同时说明，人类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首先
发现和认识了自然事物的实用价值，其次才发现和认识了事物的审美价值。美是从实用物
质的生产中分化出来的一种价值，实用先于审美。墨子说过：“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
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恩格斯也曾说过：“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
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充分说明了实用价值先于审美价值的道理。

“美学”（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一词来源于西方，“美学”这个名称以及美学的第一个较完整的理
论，是１８世纪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１７１４～１７６２）于１７５０年出版著作《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时提出的，
他也因此被称为“美学之父”，被公认为是美学学科的创立者。

美学是一门西学，而在中国，虽然有大量的丰富的审美活动，但不存在一门有关审美的
专门学科。即使在西方，美学学科也不是在古希腊时期就诞生了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
又复杂的发生、发展和演化过程，是适应西方文化的内在需要而逐渐产生的。

从历史上看，虽然古代早已产生了美学思想的萌芽，但是作为较系统化的独立形态的美
学的建立却晚于艺术理论。当美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的时候，关于某一部门的艺
术理论却早已从其他科学中独立出来了。西方古代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国古代有儒
家的《乐记》，这样的著作所研究的是一个部门或主要是一个部门的艺术理论。后来随着艺
术的发展，有关艺术的创造和欣赏批评的专著不断出现，虽然它们所研究的只是属于一个艺
术部门的理论问题，但却具备了美学的意义。艺术理论之所以较早地取得了一门独立的科
学的地位，主要是因为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明显地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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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同时艺术实践本身的发展要求从理论上概括艺术家的创作经验，提出社会对艺术的批
评的准则。只要艺术家的创作实践经验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社会对艺术的需要发展到了
一定的程度，就有可能和有必要对艺术家的创作经验、对人们的审美需要加以总结和确立艺
术批评的准则，对于艺术理论的独立的研究自然就产生了。

至于美学研究，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情况。在古代的条件下，人们对美的认识和真、善
还没有明确地区分开来，而且美的研究与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科学关系很密切，也必须以
这些科学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基础。所以，在古代科学还没有充分分化和发展的情况下，美
学完全独立出来是不可能的。同时，美学作为一门概括性更大的科学，它也有待于为具体艺
术理论提供更多的思想材料，因此，美学还不可能像艺术理论那样很快地独立起来，只是随
着整个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审美活动在社会的精神生活中的独立意义越来越显著，加上各
门科学不断分化和发展，美学才逐渐具备了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条件。

古希腊被认为是西方古代美学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美学家柏拉图在《大希庇阿斯
篇》一文中讲述了一个关于美的故事，这是人类最早开始用文字记载关于对美的思考。

故事大约发生在２４００年前。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向诡辩家希庇阿斯提出发难：“只要老
天允许，你朗诵大作时我一定洗耳恭听。不过我要向你请教，什么是美？什么又是丑？”希庇
阿斯显得有些傲慢，自鸣得意地说：“这个问题太小了，简直是微不足道，比这个难得多的问
题我都可以教你，我可以教你把一切反驳者都不放在眼里。”苏格拉底装作很高兴：“那么我
还是先向你请教美到底是什么？”希庇阿斯有些忘乎所以，似乎在教训人：“我来告诉你什么
是美，请你记住了，美就是一位漂亮的小姐。”苏格拉底有些哭笑不得，但却装出赞同的样子
说：“太美妙了。可是我的论敌如果问，凡是美的东西之所以美，是否有一个美本身的存在，
才称那些东西为美呢？如果我回答说，一个年轻漂亮小姐的美，就是使一切东西都为其美
的，这样可以吗？”希庇阿斯答道：“他敢否认漂亮小姐的美吗？”苏格拉底进一步问道：“那么，
一匹漂亮的母马，一把漂亮的竖琴，一个美的汤罐不也是美的吗？”希庇阿斯显得有些招架不
住了：“太不像话了，怎么能在谈正经话题时，提出这些粗鲁的问题！”还嘟囔着说：“漂亮的母
马还是不如年轻的小姐美。”苏格拉底抓住话头，穷追不舍：“最美丽的年轻小姐与女神相比
不也是丑的吗？”希庇阿斯像泄了气的皮球。

希腊美学思想，发源于公元前６世纪，极盛于公元前５世纪到４世纪，即柏拉图和亚里
士多德的时代。

第一节　美的定义

一、纷纭复杂的西方学说

１“美在形式”———毕达哥拉斯
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５８０～约公元前５００）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和音乐理论家，被称

之为西方第一位美学家，他和他的门徒最早涉足了美学领域中的一些问题。
毕达哥拉斯及其门徒作为集政治、科学、宗教于一体的学派，因其教义秘密而不得外传

的严格教规等原因，致使其思想著述没能留传下来。后世对他们的美学思想的了解，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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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述。
毕达哥拉斯的口号是“万物是数”，数字被他们认为是万物的始基，但正如泰勒斯的“水”

并不真的是在说水，而只是象征着没有具体形状的纯质料，毕达哥拉斯的“数”也不是我们通
常理解的数字，而是象征着“规定性”，也就是“度”。数字本身就是一种符号，一种我们对普
通事物进行“规定”的工具，通过数字我们可以赋予事物长、宽、高、密度、重量、温度等等形式
特征，数字本身就可以代表形式。

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事物的性质是由某种数量关系决定的，万物按照
一定的数量比例而构成和谐的秩序。毕达哥拉斯学派偏重于美的形式的研究，认为一切平
面图形中最美的是圆形，一切立体圆形中最美的是球形。毕达哥拉斯学派把数看成是真实
物质对象的终极组成部分。数不能离开感觉到的对象而独立存在，他们认为数是宇宙的要
素，所以，他们很注意研究数，也就开始研究数的理论，研究数的性质，并注重实际的计算。

毕达哥拉斯学派在美学上最具影响力的发现是黄金分割率。“黄金分割比”，即１∶
０６１８，这可以通过对正五角星的研究得出。一个正五角星是由三个等腰三角形叠成的。这
个等腰三角形的底和边，它们的比率就是１∶０６１８。在古希腊，黄金分割比被广泛地应用于
许多艺术领域———建筑、雕塑、绘画等。据说，最美的人体也是符合黄金分割比的，比如人的
下半身和上半身、胳膊和腿。

毕达哥拉斯的美在形式，这是物质的形式，是形式主义美的理论。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美
学观点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对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产生了深远
影响。

２“美在理念”———柏拉图
柏拉图（公元前４２７～公元前３４７）是古希腊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关于美和艺术

的主要著作有《伊安篇》《大希庇阿斯篇》《斐德若篇》《理想国》等。
柏拉图出身于雅典的贵族阶级，他早年受过很好的教育，特别是在文学和数学方面。到

了２０岁，他就跟苏格拉底求学，老师死后，他游历过埃及，在埃及学了天文学，考查了埃及的
制度文物。到了公元前３９６年，他才回到雅典，开始写他的对话。公元前３８８年他又离开雅
典去游历意大利，应西西里岛塞拉库萨的国王的邀请去讲学。４０岁时，回到雅典建立他的
著名的学园，授徒讲学，同时继续写他的对话，几篇规模较大的对话如《斐东》《会饮》《斐德
若》和《理想国》诸篇都是在学园时代前半期写作的。

柏拉图认为美就是理念，认为理念（理式）是世界的根源，只有理念才是真实的。柏拉图
心目中有三种世界：理性世界、感性的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现实世界是从理念世界模仿出
来的“影子”，而艺术世界又是对现实世界模仿出来的“影子”。美的理念先于美的事物，一切
美的事物之所以是美的，就因为它是美的理念的模仿，这与１９世纪德国的黑格尔“美是理念
的感性显现”，两者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把美看成是绝对精神的产物。

理念究竟是什么？从大量的篇章对话来看，理念就是存在于客观世界之外，又是精神实
体，实际上相似于“上帝”“神”。如柏拉图在《蒂迈欧》中说：“神用型与数来塑造它们”，这个
型就是理念的意思。由于型与数有关，所以理念又可以用我们现在理解的事物的本质规律
的角度去理解，它是形成事物的内在原因。如某种物质材料，在按某种加工程序、基本结构
的加工制作，就一定会形成某种事物。在柏拉图看来，宇宙形成之初，理念的实体与物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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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是分离的，是分存于两个不同的世界，是因为神要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这两种实体才
在神的手里将其结合在一块，理念为模型，物质为材质，就如揉好的面粉按进模具中做成各
种各样的面饼一样，神用此方法就创造了有模有样的万事万物，实际上，理念就是事物的本
质规律。

柏拉图善的理念被“分化”或“模仿”，使宇宙处处充满着善的理念，善是至高无上的体
现，一是神是善的化身，或者说代表；二是善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又高于一切的知识与真
理，比一切知识的对象“更有尊严更有威力”。因此，善的理念是理念中最高的理念。这是神
对宇宙善意的希望和创造的一种目的，是神的目的的具体体现。至高无上的善，是神的旨
意、目的，也是社会人的愿望与目的。在一个国家中，只有充满着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的
人，才是这个国家最善良的人，最有道德的人。虽然柏拉图的理想国家是乌托邦式的，但却
充分表明了柏拉图对善的目的的追求和他认定宇宙充满着善的信念。目的论是西方哲学一
个研究的范畴，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沃尔夫到康德等，他们几乎都大致相似地
认为宇宙存在一个目的，存在一个外来的推动宇宙向着完善、完美方向发展和运动的力量，
这就是目的论哲学的主要依据。这些哲人都在思考着宇宙的发展存在着一个完善、完美的
倾向，柏拉图的目的论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一样，认为善的目的就是神的目的。善就是事物
的完善、完整、完满，也即“好”的意思。

首先柏拉图肯定美是真实的存在。但在真实的美的存在中，许多现象的美又是说不清
楚的，如年轻小姐的美、一匹漂亮的母马、一把美的竖琴、一个美的汤罐、最美的猴子，还有黄
金和女神等等。在这许许多多美的现象面前，相比较而言之，推断究竟什么是美时，就说不
清了，因而感到在讨论现象中的美时，他深有感悟：“美是难的。”因为现象中的美会“因人而
异”“因时因地而异”。有时是因为它是“恰当”，有时是因它“有用”或“有益”和“善”，有时是
因它能使人的“视听产生快感”等等。

二是来源于苏格拉底善的和谐。在柏拉图的思想中，宇宙的生成除了按神的善意、善的
理念所创造的一个和谐的宇宙外，另一个是在方法上，神用了数的规则来整理、规划世界，是
数的规则、和谐，才使宇宙生成后有和谐统一的秩序。

那么和谐又是如何成为美的本性的呢？从柏拉图的宇宙观来看，和谐的对立面就是不
统一、不和谐和无序混乱，它们就是丑恶，它是神未创造出世界之前一个真实存在的物的世
界。而今日的和谐有序的世界是神按照“尽善尽美”的目的创造之后才有的，因此，和谐与真
实存在的神，真实存在的善的理念、美的理念是一致的，又由于美善的统一，所以和谐既是善
的目的，又是美的本质。

柏拉图关于美的本质在于和谐的理论，在美学的研究领域内有较大范围的共识，为许多
哲学家和美学家所认同，可能在说法上有些差异，但实质是一样的，即美的本质在于和谐、统
一或一致等。不过要认识到这种和谐不是纯粹的和谐，如绝对的唯一、毫无生气的静止的
“和谐”等等。美的和谐是在不和谐、不统一或不一致前提下的和谐，如事物混乱无序的前提
下的和谐、事物多样性而呈现出来的和谐、矛盾统一后的和谐等。在柏拉图的思想里，虽然
没有这样更深刻的阐述，但其实质的思想内容就是如此的。因此，他的美学思想有许多可取
之处。仅从美的本质而言，从广义的美学上来说，是基本正确的，因为它道出了客观美的发
展规律的实质。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其事物的发展，属于美好的东西，就是完善的东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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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总是按对立统一、多样统一而形成的和谐的系统或整体，美的东西总是符合规律性、符合
目的性、为人所喜爱的。

３“美在典型”———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公元前４６９～公元前３９９）是古希腊美学家，其美学观点主要是通过门徒色诺

芬（约公元前４３０～前３５５）记录下的《回忆录》和柏拉图的一系列“对话”留传下来的。
在哲学观点上，苏格拉底认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人的道德，是人自己的心灵，研究

的目的在于“认识自己”。这一思想直接影响其美学观点。他认为人的效用是美的评价标
准，有用则美，无用则丑。因事物具有不同的效用，同一事物同时既是美的又是丑的。同时，
他主张美与善相统一，指出凡是从某个观点看来是美的东西，从这同一观点看来也就是善
的，将美学与伦理学、政治学联系在一起。他完善并发展了古希腊流行的模仿说，指出艺术
不但要模仿美的形象，而且要模仿美的性格，表现人的精神特点，强调生命力的艺术表现，指
出艺术家应该把人在各种活动中的情感描绘出来，从而引起观众的共鸣。

苏格拉底认为，同类事物中最有代表性的物体即是美的典型。如一群马中，最强壮、跑
在最前面的那一匹就是这群马中的典型，就是最美的。他指出“选择”与“集中”是塑造“美的
形象”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当画家想要画出美的形象而又难以找到全体各部分集中起来，
使全体中每一部分都美时，他就接触到了一个艺术典型化的问题。苏格拉底认为，画家在创
作时，应“从许多人物形象中把那些最美的部分提炼出来，从而使其所创造的整个形象显得
极其美丽”。孟德斯鸠说：“美的眼睛就是大多数眼睛都像它那副模样的。”苏格拉底说，具体
事物的美都是相对的。例如，最美的猴子也比人丑，美的陶罐比漂亮小姐丑，漂亮小姐比女
神丑。这些相对的美都是暂时的、易逝的，只有“美自身”是绝对的美，加到任何东西上，它都
显得美。而且这“美自身”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美的。美的东西和“美自身”是不同的。

苏格拉底的美学思想在早期希腊独树一帜，他把研究的中心由自然界转到社会，成为早
期希腊美学思想转变的关键人物，在西方美学发展中起了促进作用。

４“美在关系”———狄德罗
德尼·狄德罗（１７１３～１７８４）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和作家，百

科全书派的代表。
狄德罗说：“美总是随着关系而产生，而增长，而衰退，而消失。”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

撰写了关于“美”的词条。他这样写道：“在我们称之为美的一切物体所共有的品质中，我们
将选择哪一个品质来说明以美为其标记的东西呢？”他认为，这个品质就是“关系”：“人们在
道德方面观察关系，就有了道德的美；在文学作品中观察，就有了文学的美；在音乐作品中观
察，就有了音乐的美；在大自然的作品中观察，就有了自然的美；在人类的机械工艺的作品中
观察，就有了模仿的美。”构成美这一观念之基础的普遍性质，就包含在“关系”这一概念中。
他说：“凡是本身含有某种因素，能够在我的悟性中唤起‘关系’这个概念的，叫做外在于我的
美；凡是唤起这个概念的一切，我称之为关系到我的美。”

“美在关系”包含有三种形态的美：第一种是同一事物内部的关系，即它的内部构成的秩
序、对称、和谐的美。例如花本身的花瓣、花蕊、形状、色彩等关系就构成了花本身的美，狄德
罗把这种美称为“真实的美”；第二种是一事物与他事物之间构成的关系，所形成的秩序、和
谐的美，例如花红柳绿、莺歌燕舞、小桥流水等，事物彼此映照，构成一种和谐的美的环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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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是对象与人（客体与主体）之间构成的关系的美，这是一种与主体的情感活动息息相关
的美，例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情人眼里出西施。后两种美是“相对的美”，即相对
于丑而言的。

狄德罗由此把关系分为“真实的”“见到的”和“虚构的”（智力的）三种。前两种关系是在
直观中就把握到的，“虚构的”关系是人们从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例如一个雕刻家从一块大
理石中能够想象出一个神的雕像来。从表面上说，这种关系存在于我们的想象里，但是它的
基础也在客观事物中。在这些关系中，往往越是复杂的关系越是美的：“一张美的面孔或一
幅美的图画给人的感受比单纯一种颜色要多，星光闪闪的天空胜过蔚蓝的帷幕；风景胜过空
旷的田野；建筑物胜过平平的空地；乐曲胜过单音。”在美的东西中，我们只接受那些能被远
见卓识清楚而容易地抓住的关系。这种远见卓识，与人们的知识、经验、智力、天赋都有关
系，但绝不只是一种理性的、智力的东西，人们由此对美的认识产生出千差万别来。

“美在关系”说，表现了美学理论上的一种辩证的思想，揭示了美的构成的多种因素，尤
其是主体的因素，从而使美学走出了当时哈奇生等人的形式主义。这种思考方式与毕达哥
拉斯学派的说法颇为接近。当然，任何我们认为美的事物确实都存在一定的“关系”，但也可
以说，任何我们认为不美的事物也存在一定的“关系”。那么，究竟何种“关系”为美的、何种
“关系”为不美的？狄德罗没有告诉我们，因此，狄德罗实质上还是没有回答什么是美的
问题。

５“美在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１８２８～１８８９）是俄国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

级革命作家，一生为真理而奔走呼喊的战斗者。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一切美的事物都不能脱离人类社会生活，凡是有益于人们生活的

东西，符合人类生活要求的东西，或者能够显示出生活以及使人们想起生活的东西，那就是
美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世界上最可爱的就是生活，“美的事物在人心中所唤起的感觉，是
类似我们当着亲爱的人面前时洋溢于我们心目中的那种愉悦”。他批判了黑格尔的“美是理
念”说的唯心主义实质，提出了“美是生活”这一重要命题，认为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
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在艺术对现实的关系这个美学的基本问题上，他坚持现实
生活高于艺术，艺术的目的和本质就在于再现生活。在伦理学方面，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张，
人按其本性来说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只是因环境的不同而变成善的或恶的。他认为，
支配人们行为动机的决定因素在于利益。怎样做更愉快、更符合自己的利益，人就怎样做，
其出发点就是放弃较小的利益或满足，以获得较大的利益或满足。他提倡“合理利己主义”，
把正确理解个人利益作为道德的基础，同时又强调整体利益高于局部利益，全人类的利益高
于一切。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美是生活”做了三点论证，首先，“美包含着一种可爱的，为我们心灵
所宝贵的东西”，当然，这种东西是一种令人愉悦的、现实生活中的、深入人的心灵的东西。
其次，美是鲜活的事物，他的对象是多种多样的，而具有美的上述两个特点的只能是生活。
最后他为了论证美是“应当如此的生活”并具体地分析了现实各个领域中美的表现，其中最
为重大的两个领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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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自然界中的美。他认为“自然界的美是事物，只有作为人的一种暗示才具有美的
意义”。即自然美也是由于对生活的暗示才产生的。美应被理解为“生活的丰满”，产生美的
意向是由于充满整个自然界的那种对于生活的意向，美是自然的一个目的，由于自然界的一
切都指向人类生活，于是产生了美。

其次，让我们来了解社会生活中的美。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人们的审美概念与他们的
经济的生活方式具有紧密的因果联系。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点可以概括为艺术是对现实的再现，他认为美是一种社会现
象，它与人类社会生活休戚相关，他还将生活中的美当成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特别强调我
们无私地爱美，我们欣赏它，喜欢它，如同喜欢我们亲爱的人一样。

美是生活这一命题意味着，人生活在生活中，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在生活中，因此，对人
来说，生活就是美的。

理想的生活是美的，使人想起应该有的生活。

６“美是圆形曲线”———达·芬奇
莱昂纳多·达·芬奇（１４５２～１５１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画家，也是整个欧洲

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达·芬奇是一位思想深邃、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艺术大师、科学巨匠、文艺理论家、大

哲学家、诗人、音乐家、工程师和发明家。他几乎在每个领域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后代的
学者称他是“文艺复兴时代最完美的代表”，是“第一流的学者”，是一位“旷世奇才”。达·芬
奇是非婚生子，他的童年是在祖父的田庄里度过的。孩提时代的达·芬奇聪明伶俐、勤奋好
学、兴趣广泛。他歌唱得很好，很早就学会了弹琵琶，他的即兴演唱，不论歌词还是曲调，都
让人惊叹。他尤其喜爱绘画，常为邻里们作画，有“绘画神童”的美称。壁画《最后的晚餐》、
祭坛画《岩间圣母》和肖像画《蒙娜丽莎》是他一生的三大杰作。

达·芬奇说，绘画是“自然界一切可见事物的唯一的模仿者”。画家再现自然的作品和
自然的美。同时，天生丽质的美，将随年月的消逝而迅即磨灭，而绘画则能保存。绘画还创
造了上帝的形象。无论画家想看见迷恋的美人、骇人的怪物、滑稽可笑的东西，或恻隐之心
的事物，它都可以创造出来。但是，达·芬奇认为，画家追随自然，还要胜过自然。仅仅“使
物体的真实的摹像极其准确，任何细节都无遗漏”，这样学习自然的方法，会毁掉人的才智。
画家应该发挥观察力和想象力，造出仿佛是第二自然，这样就可以与“自然竞赛，并胜过自
然”。他认为，那些单凭实践和肉眼的判断而不运用理性的画家，就像一面小镜子，只会抄
袭，对事物却一知半解。因此，绘画必须运用理性，必须具有科学的知识。他说：“经验这一
沟通大自然与人类的译员告诉我们：大自然在受制于必然性的凡人身上所做的一切，都只能
以理性这一舵手教它做的那种方式起作用。”

达·芬奇进一步认为，最美的线条是波浪曲线；最美的图形是圆；最美的立体图形是圆
球。由于整个自然领域都受到数量关系的支配，世界就是一个合理的数学关系，因此艺术地
再现自然也必须以这种数学关系为基础，数学关系的和谐统一是“美”的基本条件，而数学的
规范性则构成了艺术表现所必须遵从的基本守则。在这个方面，达·芬奇的观点明显类似
于古希腊思想家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的根本属性，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都
受数的关系所规范，而“美就是和谐”则是这位哲人关于美学本体论的核心命题。实际上，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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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分割”到“一切立体图形中最美的是球形，一切平面图形中最美的是圆形”，毕达哥拉斯
开启了欧洲古典艺术对形式主义美学的探索，而达·芬奇这一代人的“蛇形线是最美的线
条”“绘画中要尽量少地运用直线”等论断，则将形式主义美学观点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艺术创作方面，达·芬奇解决了造型艺术的三个领域———建筑、雕刻、绘画中的重大
课题：第一，解决了纪念性中央圆屋顶建筑物设计和理想城市的规划问题；第二，完成了１５
世纪以来雕刻家深感棘手的骑马纪念碑雕像的课题；第三，解决了当时绘画中两个重要领
域———纪念性壁画和祭坛画的问题。达·芬奇的艺术作品不仅像镜子似的反映事物，而且
还可以指导创作，从自然界中观察和选择美的部分加以表现。

二、中国古典美学思想

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总体特征，在于它始终坚持天人合一，即从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
的一体圆融关系着眼，探求审美现象的根源、实质和含义，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中国古典美
学的内在精神。

中国古典美学在美学思想产生的基础上侧重伦理性，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
成一种普通的研究对象，并将美与善等同。它侧重于人生实践，比西方美学思想更具有广阔
性和实践性，而其思想的精微处，又能够显示出更大的包容性。

１先秦两汉的美学思想
（１）先秦。《易经》集中反映了先秦人类在生存实践中对自然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理解

方式，并进一步显示出社会秩序的建立是遵循自然秩序，对社会人生现象的理解应合乎自然
的理性。它包括三个层面：即“天人合一”感应观念、“乾坤互补，刚柔相济”的运动观、“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生存态度。

先秦儒家美学：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注重以善为美，强调美与善的统一，人与
社会的统一，重视审美与艺术的道德伦理作用。它的核心概念是“礼”“仁”，这二者互为表
里，一个是外在的制度和秩序，一个是内在的要求和规范。所谓美就是“仁”在人类日常生活
中的完满实现，故子曰“里仁为美”。

先秦道家美学：以老子、庄子为代表。它不仅表达出了特殊的人生智慧，而且传达出了
特殊的中国艺术的精神。道家以自然无为为美，强调人的精神情感纯任自然的自由表现，重
视人与自然的统一，也即是“天人合一”。把人与永恒无限的自然的合一看成是最高的美，主
张出世。其核心概念是“道”“游”“妙”，在道家看来美的本质应是自然无为。

儒道比较：
相异：

①儒家强调美与善的密切联系，强调社会功利性；道家强调美与善的区别与对立，强调
审美的非功利性。

②儒家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协调，道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互补：

①从儒家可以深刻理解审美和艺术活动的社会功能和价值，从道家可以深刻理解审美
和艺术活动自身的特征。

②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可以帮助克服冲淡道家虚幻消极的影响，道家向往自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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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以动摇冲击束缚个性的儒家教条。

③追随儒家有利于发展基调刚正严肃的人工美，有利于发展严谨的现实主义精神；追随
道家有利于发展基调自由奔放的自然美，有利于张扬活泼的浪漫主义精神。

（２）两汉。汉代形成了以气、阴阳、五行为核心的严谨的宇宙论结构。一是由“气”演化
为“阴阳五行”说，二是将此用于人物的品鉴之上，三是在艺术上已显示出了“形神兼备”这一
倾向性。

２魏晋隋唐的美学思想
（１）魏晋。中国美学到魏晋才真正起步，因为之前的美学大多与社会、伦理、政治和人生

哲理紧密结合，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被潜入，而尚未形成独立的体系。到魏晋，独立的士人美
学体系才产生出来，才有一种新的气象和新的张力。这一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也是美和
艺术的自觉时代。这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佛教的东传，二是玄学的兴起，三是文学艺术的
发展，如书法、绘画、文学等的发展。

魏晋美学的总体特征是审美追求和个体生存风貌、存在价值结合在一起，感性个体的才
华、智慧、能力、风范等被提到美学思考的前台。文学艺术不再被看成伦理教化的工具，而被
看成个体人生意义价值、个体生命存在境遇的审美表达，对文学艺术的思考，不再专注于文
艺与政治伦理道德的关系，而开始把注意力放在文艺自身审美特征的探索上。

代表人物：

Ａ曹丕：《典论·论文》首倡“文以气为主”，强调作家个性、气质、天赋与文艺创作风格
的内在联系。曹丕的“气”一指作家的才情气质，二指与作家气质相通的作品的艺术风格。

Ｂ钟嵘：《诗品序》以“摇荡性情”说诗，强调诗对个体心理感受的表达。

Ｃ陆机：《文赋》首次高标“诗缘情”，确立了情感在文艺中的本体地位。同“诗言志”一
样在中国古代文艺美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Ｄ嵇康：《声无哀乐论》系统论证了音乐的审美特征，认为音乐美的本质在于“自然之
和”。

Ｅ顾恺之：提出“传神写照”，对绘画中的形神关系做了明确的美学解释。

Ｆ宗炳：《画山水序》提出“山水以形媚道”“山水质而有趣灵”“澄怀味象”“畅神”“卧游”
等命题，标志着自然审美领域的独立形成。

Ｇ刘勰：《文心雕龙》，以儒、佛、玄三栖相会的思想资源和宏大的精神面貌，构成中国古
代第一个完整而系统的文论、美学体系，提出“神思”“风骨”“隐秀”“物色”等概念。

（２）唐代。唐代政治大一统，经济大发展，不但培养起了一种奋发向上、刚健有为的民族
心态，而且塑造了一种包容天下、蕴含着浓郁的诗性智能和灵敏的诗性感受的文化品格，同
时还造成了儒、道、佛三教并重的思想自由。

儒家美学在唐代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来体现的。杜甫在诗中表
现一种志于道的儒家人格，既有温柔敦厚的一面，又有沉郁顿挫的一面。韩愈坚持文以载道
的传统，又兼顾“物不平则鸣”的独创精神。白居易主张发挥诗的讽喻作用，以求改良政治，
又把情感置于诗的根源位置。

唐代美学的最高成就在于禅宗美学和意境理论的创立。

①禅宗美学。唐宋年间形成的一种新的美学思想，是道家精神与佛教思想结合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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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但又不同于二者。希望通过内省体验、直觉顿悟，在刹那间领悟到人世的一切是非得
失、生死荣辱都是不应当执著的，从而在心灵上解脱掉一切束缚，强调人与自身心灵的关系，
其核心概念是“心”，认为一切都是“心”所生的幻象。因此只要摒弃尘世，皈依山林，反观自
心，明心见性，便可成佛，便可自由。

②“意境”。意境是中国艺术和美学思想中独有的一种十分重要的美学范畴，常被用来
作为衡量艺术美的一个标准。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大约形成于唐代。

什么是意境？所谓意境乃是主观的思想情感与客观的生活景象融为一体后所达到的艺
术境界，是情与景、意与境的统一；是形与神、情与理、心与物的和谐交融，使有限的艺术形式
蕴含无限的审美内蕴，从而对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深邃的感受和领悟。

意境有这样一些特征：
首先，中国艺术意境的创构多起于山水之中，外部自然中能够传达出生活情趣的事物形

象是构成意境的客观基础，而内部心灵中灵动变化的情感意趣又恰似那外部自然的主观延
伸。因此，山水成了艺术家抒写情思的媒介，故中国诗和画都爱以山水境界作为表现和吟咏
的中心，这与西洋艺术自古希腊以来拿人体作为主要对象的艺术途径迥然不同。

其次，艺术意境是情与理的统一，意境之中包含着艺术家的精神情感和人格涵养。正所
谓“以情写景意境生，无情写景意境亡”。只有这样，作品的意境才能开拓得更为深远，在这
样的境界之中，方能万虑消沉，仅有林泉之心；名利淡泊，唯有山水之意。艺术家那不可言状
的精神与人格、心灵与生命的律动在这一境界之中使得通脱呈现。

再次，对意境的创造要求以“形”写“神”，达到形神合一。意境要空灵自然，灵动不羁，富
于变化，这就要求有虚有实，虚实相生，如同河流有高有低，上下贯通，方可流走自然。书法
的线条、绘画的笔墨、建筑的飞檐、音乐的旋律、诗歌的节奏等等，在其最深处，莫不是心灵与
对象的翩然起舞。“舞”是虚实相生的艺术意境的最高表现。

中国艺术的意境不是一个单纯的平面的描摹，而是一个气韵生动、心物共舞的天地。所
以中国艺术的意境是中国人的生命情调、哲理精髓和艺术创造的和谐结合，意境理论的形
成、发展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大伟绩。

３宋元明清的美学思想
（１）宋代。宋代美学是唐代美学的进一步发展。宋代随着市民阶层的勃兴，以市民为对

象的世俗文学发展起来。美学产生世俗化转变，主要以市民的审美趣味为核心，追求日常生
活中的情趣，出现个性解放思想的萌芽，就士大夫阶层来说，首先是崇尚平淡境界。比如苏
轼以平淡为“文”的最高境界，认为“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熟渐老，乃造平
淡”。其次是“以禅喻诗”。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以禅宗哲学为理论依据，探讨诗歌的审美特
征。“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

（２）明代。从明代中叶起，资本主义出现萌芽，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开始暴露其虚伪性
和不合理性。

中国古代思想领域和文艺领域都兴起了一股具有浪漫色彩的新思潮。美学上也形成了
具有近代个性解放色彩的浪漫思想观念。这一浪漫思想观念的总体倾向，是把个性情感置
于文艺和审美活动的本体层面，主张在审美与艺术中直率地、大胆地表现个人的真情实感，
反对因袭，崇尚独创。这一思想一直延续到清代。比如李贽提出“童心说”，汤显祖把“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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