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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总 序

陇者甘肃，历史悠久，文化醇厚。陇上学人，或生于斯长于
斯的本地学者，或外来而其学术成就多产于甘肃者。学人是学术
活动的主体，就《陇上学人文存》 （以下简称《文存》） 的选编
范围而言，我们这里所说的学术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
存》精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甘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就
卓著的专家学者的代表性著作，每人辑为一卷，或标时代之识，
或为学问之精，或开风气之先，或补学科之白，均编者以为足以
存当代而传后世之作。《文存》力求以此丛集荟萃的方式，全面
立体地展示新中国为甘肃学术文化发展提供的良好环境和陇上学
人不负新时代期望而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新贡献，也
力求呈现陇上学人所接续的先秦以来颇具地域特色的学根文脉。

陇原乃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人文学脉悠远隆盛，纯朴百姓
崇文达理，文化氛围日渐浓厚，学术土壤积久而沃，在科学文化
特别是人文学术领域的探索可远溯至伏羲时代，大地湾文化遗
存、举世无双的甘肃彩陶、陇东早期周文化对农耕文明的贡献、
秦先祖扫六合以统一中国，奠定了甘肃在中国文化史上始源性和
奠基性的重要地位；汉唐盛世，甘肃作为中西交通的要道，内承
中华主体文化熏陶，外接经中亚而来的异域文明，风云际会，相
摩相荡，得天独厚而人才辈出，学术思想繁荣发达，为中华文明
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以来，甘肃相对于逐渐开放的东南沿海而言成为偏远之

地，反而少受战乱影响，学术得以继续繁荣。抗日战争期间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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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后方，接纳了不少内地著名学府和学者，使陇上学术空前活
跃。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更是为国家
民族的新生而欢欣鼓舞，全力投入到祖国新的学术事业之中，取
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涌现出众多知名专家，在历史、文
献、文学、民族、考古、美学、宗教等领域的研究均居全国前
列，影响广泛而深远。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几次对当
代学术具有重大影响的争鸣，不仅都有甘肃学者的声音，而且在
美学三大学派（客观派、主观派、关系派）、史学“五朵金花”
（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重点研究的历史分期、土地制度史、农
民战争史等五个方面的重点问题） 等领域，陇上学人成为十分引
人注目的代表性人物。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学者更是如鱼得水，
继承并发扬了关陇学人既注重学理求索又崇尚经世致用的优良传
统，形成了甘肃学者新的风范。宋代西北学者张载有言：“为天
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中
华学人贯通古今、一脉相承的文化使命，其本质正是发源于陇原
的《易》之生生不已的刚健精神，《文存》乃此一精神在现代陇
上得到了大力弘扬与传承的最佳证明。
《文存》启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在选择

入编对象时，我们首先注重了两个代表性：一是代表性的学者，
二是代表性的成果，欲以此构成一部个案式的甘肃当代学术史，
亦以此传先贤学术命脉，为后进立治学标杆。此议为我甘肃省社
会科学院首倡，随之得到政界主要领导、学界精英与社会各界广
泛认同与政府大力支持，此宏愿因此而得以付诸实施。
为保证选编的权威性，编委会专门成立了由十几位省内人文

社会科学领域著名学者组成的专家指导委员会，并通过召开专题
会议研讨、发放推荐表格和学术机构、个人举荐等多种方式确定
入选者。为使读者对作者的学术成就、治学特色和重要贡献有比
较准确和全面的了解，在出版社选配业务精良的责任编辑的同
时，编委会为每一卷配备了一位学术编辑，负责选编并撰写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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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由于我院已经完成《甘肃省志·社会科学志》 (古代至 1990
年卷，1990至 2000年卷) 的编辑出版工作，为《文存》的选编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基本依据，加之同行专家对这一时期甘肃人
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研究，使《文存》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同期内
甘肃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状况。
我们的愿望是坚持十年，《文存》年出十卷，到 2019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达至百卷规模。若经努力此百卷
终能完整问世，则从 1949至 2009年六十年间陇上学人以“人一
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献身学术、追求真理
的轨迹和脉络或可大体清晰。如此长卷宏图实为新中国六十年间
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全部成果的一个缩影，亦为此期间甘肃人文社
会科学学术业绩的一次全面检阅，堪作后辈学者学习先贤的范
本，是陇上学人献给祖国母亲的一份厚礼。此一理想若能实现，
百卷巨著蔚为大观，《文存》和它所承载的学术精神必可存于当
代，传之后世，陇上学人和学术亦可因此而无愧于我们所处的伟
大时代，并有所报于生养我们的淳厚故土。
因我们眼界和学术水平的局限，选编过程中必定会出现未曾

意料的问题，我们衷心期望读者能够及时教正，以使《文存》的
后续选编工作日臻完善。
是为序。

2009年 1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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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新美学评论》

本文下篇是我多年来学习美学而试欲建立一新美学系统的首
次初步研究报告，敬希读者诸君，高明同道，不吝赐予珍贵的严
正指教！

———作者谨识

关于美的问题的讨论，西洋学术思想史上，远在希腊时代柏
拉图《对话集》所记苏格拉第之遗言中，即已发现，但被组成严
密的系统，创为独立的学问，却是直到 18世纪才有的事。所以
《美学》（Aesthetics） 实在还是一门后起而年轻的学问，然自德国
哲学家包姆加顿 （Baumgarten1714—1762） 出版 《感性学》
（Aesthetica） 一书以远，各国名家辈出，发展迅速，现已俨然蔚
成大观矣。其于我国，诸子百家片言只语中，原亦不乏精要之见
解，可惜散在各书字里行间，未经整理，漫无条贯，迄不获重
视。故我国人，治斯学者，每本外人之典籍，大都述而不作；近
年学术独立要求日急，始略有转变，或迻译而补充本国资料，或
篡述而试行批判剪裁，若朱光潜先生所著之 《文艺心理学》 与
《诗学》，蔡仪先生所著之《新美学》，尽管主张互异，价值各殊，
实皆不可多得，远胜前出同类之著述，确均深足重视！尤其后
者，顾名思义，旨在创立一种美学的新体系，苦心孤诣，弥堪钦
迟！笔者不敏，亦抱此志，惟与蔡先生所见，颇有出入，因特草
此评论，藉与高明一商榷之。

第一辑 《新美学评论》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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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蔡仪著：《新美学》，群益出版社，1948年，第 36页。

上篇 导论———基本分歧的检讨

一、关于美学本身的认识

美学是一种什么学问？当然要从美学的对象及其所用方法的
性质来考察。美学的研究对象是美，第一是美的本质———即何谓
美？第二是美的构成———即怎样才美？第三是美的效用———即美
与人生之关系诸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要归纳也要演绎，要推
理也要实证，所以它不只是一种规范之学，亦不只是一种说明之
学。而是规范与说明兼而有之的学问。
说美学不只是一种规范之学或一种说明之学，却乃兼而有之

者，我与蔡先生的见解相同。但关于美学与科学及哲学之关系的
认识，我与他的见解就不相同了。
蔡先生只肯定美学与哲学的关系，而不肯定其与科学（如心

理学等） 的关系，是不妥当的。诚然，说“美学是哲学的一分
支”，未尝不可，但要说美学的“本质是哲学的”①而完全抹煞其
亦具有科学的一方面或一部分———即亦同时为科学的一分支的事
实，我就不敢苟同。这因为美学中有些问题，诚然属于哲学的领
域，而其另外一些问题，却正属于科学的领域的缘故。质言之，
美学全领域中实在同时包含着属于哲学方面的问题，与属于科学
方面的问题。属于哲学方面的问题，如美的本质一类问题，须由
哲学的途径解决之；属于科学方面的问题，如美的构成一类问
题，须由科学的途径解决之；自然，美学中属于哲学一类问题与
属于科学一类问题，不能截然分开，因而其于哲学的研究和科学
的研究，亦常互相渗透，互相叠合，如关于美的效用一类问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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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便是明显的例证，其他亦然。并且，这里所谓的科学，不
仅指自然科学中，心理、生理、物理等而言，并兼指社会科学
中，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所以，美学的内容实在一部分
为哲学，一部分为科学。一方面是哲学的，一方面是科学的，仅
视之为哲学与仅视之为科学，同样都是仅执其一，未得其全的见
解。是以过去一般旧美学家，或则只由哲学的途径去求美的规
范，或则只由科学的途径去作美的说明，都是不够完满甚而是错
误的。因为前者尽管演绎条畅，系统严密，每不免陷于玄虚；后
者尽管归纳丰富，证据确切，多不免堕入机械。何故必须建立新
美学？无非正是为了要将过去上述两种各有偏蔽的旧美学，沟通
起来，综合起来，去其糟粕而存其精华，期以成一完整的体系，
庶几对于美的各类各项问题，均能获得圆融而彻底之解决，达于
普遍妥当，明了无碍之境地耳。
抑有进者，即就美学中一部分属于哲学方面的问题言之，蔡

先生认美学即哲学认识论的一部分，我则认为它并不属于单纯的
一般认识论，而乃一种价值论。因为一般认识论只讲主观与客观
之间如何发生关系，而价值却是此种关系所生之评价。一般认识
论所讨论的内容，包括感觉、理知与实践三方面。理知方面的评
价为是非真伪，实践方面的评价为好坏善恶，感觉方面的评价为
快不快及美丑。美学若不别入价值论而被纳入笼统的一般认识论
中，势必美丑的评价难免不与真伪善恶等评价相混同，所以我不
同意蔡先生以美学直等于单纯的一般认识的见解。
此外蔡先生将艺术学亦纳入美学的范围，我也不能同意。其

实美学是美学，艺术学是艺术学，二者各有领域，各有对象，实
在不容牵混。美学诚然必须研究“艺术美” （与自然美对待），
但美学所研究的艺术美，毕竟止于艺术行为与艺术作品中的美之
本身的本质、构成与效用等问题，而不是其艺术的本质、构成与
效用等问题。其间界限，实甚明显。同时，艺术的创造与欣赏，
诚然即是一种美的创造与欣赏，但美的创造与欣赏，既不限于艺

第一辑 《新美学评论》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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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活动，而艺术活动亦不限于审美经验，二者亦有极大之区别，
一经牵混，理论上便必发生矛盾与滞碍。盖因严格言之，所谓
“美学”、“艺术学”、“艺术哲学”与“艺术科学”，四个名词所
指的四种学问，都是各有界说，各有领域的。“艺术科学”是艺
术之科学的研究，“艺术哲学”是艺术之哲学的研究，“艺术
学”则系总括此二者，即以艺术为对象而同时做哲学的与科学的
综合研究；至于美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已如前文所述，其区别
实在是很明白的事。

二、关于思想观点及治学态度

蔡仪先生所著《新美学》一书之所以称为“新”美学者，很
明显乃因其所根据的唯物论哲学，一般地正被称为“新哲学”的
缘故。但我以为这种意义的新美学，恐尚不足成为今日真正的
“新”美学。因为这种意义的新美学之所谓“新”，实仅对待过去
观念论派的旧美学而言，今日真正的“新”美学，似宜沟通此二
者，综合此二者，不该只是观念论派之后，进一步的新发展，并
还要是唯物论派之后，再进一步的更新的发展。因而应不只是与
观念论的美学相对待之唯物论的美学而已，并且还要必须是观念
论美学与唯物论美学两相化裁、升高以后的新形态。唯物论哲学
何故由机械的发展为辩证的？而辩证唯物论者恒言“否定之否
定”，那么，观念论美学经唯物论美学所“否定”以后，未必即
将停止其更进一步的发展了么？所以，我不能以纯粹源于唯物论
哲学之单纯反映论的认识论之美学，为今日真正的“新”美学，
而正向往一种上述意义之更新的美学系统之建立。因此之故，我
于凡对观念论美学一味只知采取厌恶的态度，只知予以抛弃，而
不同时予以批判地吸收并消化以升高之者，乃不敢苟同。卡尔对
海格尔一般哲学的处理方法，未必不可用为对于观念论美学的处
理方法么？进一步，吾人今日对于唯物论哲学及其一系列学问中
的各部门，当然亦正不妨如法炮制。这态度，在有些重视学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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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师承、道统、门户、宗派者看来，或必认为大逆不道，至少
也会斥为拖泥带水的吧？但真理毕竟是真理，只求于理允当，正
可不必划地自限，惧越雷池。人们假若真的相信一切莫非由于变
化发展而来，且皆正在变化发展之过程中，并皆有其无限变化发
展之可能前途的话，试问怎能真有所谓“最后的哲学”之类东西
存在呢？吾人对于过去一切体系，任何学说，既一律都不抹煞，
亦一律都不迷信，凡有可取，务必披沙拣金，凡有错误，亦必不
稍宽假，不宥不蔽，方是学术的自由主义和理智主义。而学术的
自由主义和理智主义实乃学术研究昌明进步之最重要的基本前
提。

三、关于建立新美学的方法

因为前节所述我与蔡先生两人的思想观点和治学态度有异，
故我与他所采取的建立新美学的方法，自然也就不同。加之我与
蔡先生两人对于美学本身的认识各殊，因而我所试欲建立起来的
新美学之内容，不免与他的也就必然有些差别了。
蔡先生既执著唯物论派哲学以论美，对于一切唯物论派以外

的美学，遂皆一律首先指斥其矛盾，继则悉采彻底抹煞与完全抛
弃的办法，而只对于唯物论派的美学，力求统整和贯彻。然因过
分急求唯物一元论的统整性和贯彻性的原故，许多实难执一以求
之问题，遂皆不惜曲为之说，以达勉强的统整和贯彻，结果虽皆
似能自圆其说，究终不免颇多尚待商榷之点。其实对于各派理论
之处理，实在不宜如此简单与粗率，必须兼容并包而又谨慎地分
别去取，才是正当办法。譬如观念论派美学，全从主观意识出
发，止于形而上学的研究，徒为命题游戏，诚然错误，但对人类
精神生活中审美意识的分析体会，正多独到的精要见解，只要不
趋极端，至陷玄虚之境地，未始绝对不能经过一番改造而成颇有
价值之材料。又如实验派美学，全从客观现象出发，止于自然科
学的研究，过分机械，至堕形式主义，当然不对，但对物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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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审美经验探本穷源的理解，亦多精确的具体证验，若得溶以社
会科学观点，不尽还原为单纯的心理、生理、物理等原因，实亦
可以经过一番改造而成非常有用的材料。其他各派美学，凡能言
之成理，持之有故者，莫不大同小异，类皆如此；至于唯物论派
美学，诚然比较正确，然如固持成见，必欲无往而不贯彻纯粹绝
对的客观主义，完全抹煞主观意识作用，定然滞碍难通，故亦必
须相当超越。一面披沙拣金，一面绝不自限，不问宗派，不计门
户，尽皆慎予批判地吸收，庶几可以集大成。盖因美学思想，亦
如别的一切学问一样，自古及今，原为整个相续的原创发展过
程，后成系统，对于先行各派理论，贯通包容愈广，则其价值愈
大，而其成就也愈高。

本篇各节，都是我与蔡先生在基本认识上，意见分歧的地
方，以下的讨论，当然都是由于这些基本的分歧点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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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 本论———主要论点的商榷

一、美的定义之“典型说”的商榷

蔡先生认为美不存在于主观的意识中，而存在于客观的事物
里面，于是径向客观的事物本身去寻找美，去考察怎样的客观事
物为美的事物，而得出“美的就是典型的”①结论，并且进而发
展为“典型即美”或“美即典型”的学说。

然则何谓“典型”呢？蔡先生所下的定义是：“事物的种类
性充分显现于个别性中”，即“个别之中显现着种类的一般”②，
或所谓“个别的属性条件被统摄于种类的属性条件”。当然，这
定义是并不错的，但认为如此这般典型事物的典型性，即是美的
本质，却有问题。

美的典型说 （即以典型释美），看起来虽似具有两大优点，
其一是定义简明，标准确切 （是典型就是美，不是典型就不是
美，美和不美的界限判若泾渭，辨别非常容易）；其二是能够很
简单，很顺利地解通自然丑何以得转化为艺术美的疑难和矛盾。
但它能否成立，却待商讨。
根据典型说来考察人的美丑，所谓“美人”，当然必定就是

“完人”或标准的人。而完人或标准的人，不消说要是其身、心
各方面都最健全，所以，无论其身体或心灵任何一方面，不幸而
有某种缺陷，便成“丑人”，而不是“美人”了。
不过，例如瘸腿的人，诚然因为残废不全之故而不是美人，

但他却也许正是“残废的人”一个类中典型的残废者，依据凡典

①蔡仪著：《新美学》，群益出版社，1948年，第 69页。
②同上，第 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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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就是美的原则，那就必须承认他在较大的“人”之类中，虽
因为不是典型而不美，可是他在较小的“残废的人”之类中，却
又可能正因为是典型而美了。盖因一事物于一较大的类中虽不是
典型，实无害其于一较小的类中之是典型或可以是典型；反之亦
莫不然。何况一切事物所在之类皆无限，故其成为典型或非典型
之可能性亦皆同等地无限。试思一个瘸腿的人既可成为“不美的
人”，亦可成为“美的残废者”。那么，他———那个客观存在的事
物本身，到底是美的或不美的呢？于此自然只好分别言之，可以
说：就其为“人”而非典型说来，是不美的；就其为“残废的
人”而是典型说来，则是美的。但既然是只好就其事物所在之某
类说，即无异于是只好就其事物之某方面看：凡事物皆同时属于
无限种类，凡事物亦皆同时具有无限方面。于甲类言之非典型
者，于乙类言之未必非典型；于此方面看来不美者，于彼方面看
来未必不美。因此之故，以典型为美不美之标准，最终仍然无标
准！
这里蔡先生最大的错误是因为他要有意避免观念论，执著唯

物论，而径向客观界去找求客观界所本来没有的美。实际上美固
不全存在于主观的意识中，亦不全存在客观的事物里面：盖因美
既不是一类“物”，也不是物底“属性条件”，而乃物我相接———
即物与我对，我感知物———的关系中所生出的一种评价。所以，
说美存在于事物中，亦正如说美存在于意识中一样地不妥当。
蔡先生既相信在客观界中确有所谓“客观的美”或“美的存

在”其物，因而图以事物的某种属性条件去规定美，以为美即事
物本身某种一定特殊的属性条件，殊不知一切客观自在的事物本
身，原皆无所谓美或不美，质言之，所谓“客观的美”或所谓
“美的存在”实在只是一种想当然的东西，以非存在者为存在，
矫枉过正的唯物论（非矫枉过正者当别论） 且或必将自陷于观念
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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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到底是不是物的属性条件呢？我们只要对于物的属性一加
分析，即不难明白；所谓物的属性，通常分为两类，首先是其不
可入性、可分性或个体性与存在性等，称为物的第一义属性；次
则是其形状、色彩、音响、味道、香臭、硬软、冷热等，称为物
的第二义属性。美既不同于物的第一义属性，亦不同于物的第二
义属性，故不存在于物中。观念论者因见美不存在于物中，遂谓
美乃纯粹主观之产物，美乃意识之外射，或曰观念之物化，诚属
无稽之谈。然美实不全在心，亦不全在物，而乃在于心与物之相
接，心物分离则无美，可见美确不是纯粹客观的存在。自然，同
时亦非纯粹主观者。其实，岂仅美非纯粹客观的存在，即以物的
第二义属性言之，且已不能脱离主观感觉而独存（譬如色彩之为
光波与视觉相接的产物，声音之为音波与听觉相接的产物，离开
视觉或听觉，无非都只是些不同波长的“振动”而已！自然，不
消说，没有光波和音波，也就没有色彩和声音）。况美尚非物的
第二义属性，安可径向物中寻求耶？蔡先生径向物中去寻找美，
既寻不到美，而又不愿宣告失败，于是抓住典型不放，说“美就
是典型”，“美的就是典型的”，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
是所谓“种类性充分显现于个别性中”的典型事物，往往可以是
美的，也可以是不美的（丑亦有典型）。所以，我不否认事物有
典型的与非典型的之分，然欲以事物的典型性释美，却不是充分
圆满而正确的理论。

二、美的认识之“观念说”的商榷

蔡先生既然把美定义为典型，定义为典型事物的典型性，于
是发生一个问题：就是事物的典型，亦即所谓“客观的美”或
“美的存在”，如何能被人的主观所认识呢？蔡先生谨守唯物论的
认识论立场，当然主张反映说，主张典型事物“反映”于吾人的
主观意识即构成美的认识。在这里蔡先生且严格区分美的认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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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之相异，蔡先生以为美感只是伴随美的认识过程而有之一种
特殊心理活动或状态，蔡先生不言“审美经验” （Aesthetic—
experience） 而言“美的认识”者，当然他之所谓美的认识属于
“知”的范畴，而不属于“感”的范畴。蔡先生虽然说“美的认
识就是具象性重的概念的认识”①，但是毕竟是“概念的认识”，
而不是“具体的感觉”。质言之，毕竟是理性的活动而不是感性
的活动。他虽然也承认它不是完全无关于感性，甚至其具象性是
比较“重”的，可是其源于实际的感觉经验之具象性却无非仅为
构成其概念的素材而已。所以他之关于美的认识的解释，是人必
先在胸中有着某种模糊而朦胧的美的观念，一遇外面世界某种恰
与那种观念相符合的对象，顿觉清醒，于是唤起一种会心的喜
悦，此种喜悦的激动与陶醉，蔡先生遂称为美感。在这里很显明
地一切美的认识的先决前提，都必须要有一种既成的美的观念；
如果没有既成的美的观念为基础，美的认识，自必无由构成；或
者虽有美的观念，对象事物如果不与原有观念恰相符合，也是无
由构成美的认识的。可见蔡先生关于美的认识所主张的这种观念
说，实与观念论派的理论非常邻近。于是不得不再声明他所强调
的观念并非先验的，而是客观事物之在主观意识中的摹写或反
映。然则怎样地摹写或反应呢？按美的定义既然为典型，当然惟
有典型事物反映于意识中，才能构成美的观念无疑。因而先于产
生美的认识以前存在意识中的美的观念，如果真是美的观念的
话，必然应是典型事物的反映所构成的，那么，以之视为获得美
的认识的前提，无非证明成见的联想作用之重要。然则，美的观
念到底如何生成呢？除开成见的联想而外，岂不仍然无所说明
么？蔡先生固不主此。根据他的解释，凡先存在于产生美的认识
以前的，各人主观意识中的美的观念，因为是在日常生活过程于

①蔡仪著：《新美学》，群益出版社，1948年，第 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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