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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期中国美学力图覆盖广博的研究范围，同时对中西美学及实用美学作了深入的研究。
为纪念康德逝世200周年，特设了一个德国美学，康德美学专题；并集中发表了一批研究中国美学学家
蔡元培、朱光潜、蔣孔阳等人的论文，突显岀中国美学在当今美学研究中的地位。
    二百年前，伟大的德国哲学家、美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走完了自己一生
的“哲学家之路”，逝世在他毕生度过的东普鲁士首府哥尼斯堡(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
 　　二百年来，在西方，在东方，“康德”这个名字一直无法为热爱思想、追求学术的各路人士忘却
，以至于“回到康德”成了20世纪哲学和美学开启的回归步伐。
如果说，在西方，作为启蒙运动的最后一名伟大导师，康德张扬了人“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的观念
，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以及《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等伟大著
作直接确立了其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第一位重要代表的历史地位；那么，在东方，特别是对于20世纪的
中国学人来说，就像梁启超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一文中所指出的，康德则同时是“黑暗时
代之救世主”，是“百世之师”：康德以及康德学说不仅直接启发了20世纪中国学人对于知识价值的
现代性认识，更开启了20世纪中国学术界对于人的问题的新的思想之途。
 　　就美学的发展而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中国美学走向现代理论建构的道路，也正是从
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康德学说，尤其是他关于审美无功利性、无目的性思想开始的。
一个世纪以来，“康德”这个名字深深嵌刻在了现代中国美学学者的思想记忆当中，康德美学成为中
国美学开启自身现代性道路、构筑“美学中国”现代理论图景的最重要的知识根据——把无功利性、
无目的性确定为审美本质规定的康德美学，不仅在20世纪初推进了中国美学的现代发韧，引起当时许
多中国美学学者对美学、文艺问题的新的理论反思，同时也成为现代中国美学建构自身与中国古典美
学不同理论形态的最核心、最基本的话语。
正因此，我们看到，从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到朱光潜、宗白华，再到李泽厚等，20世纪中国美
学的理论大师们几乎都把康德学说及其美学观念当作了自己进行美学思考的特定资源。
即如宗白华，便曾最早在中国报刊上撰文介绍康德哲学，先后于1919年5月在《晨报》副刊发表《康德
唯心哲学大意》和《康德空间唯心论》两文。
现代中国美学先驱者王国维的很多论述，反复强调了审美无功利性和无目的性的基本立场，甚而在《
评论》中将这种康德主义的美学态度提升为一种抵御现实苦难、超越权欲利益的生活态度，极力标榜
“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
至于蔡元培，更是具体地在美育理论中直接吸收、发挥了康德的审美超功利性思想，将之用于人心、
社会、文化的改造以及中国人精神价值的重建设计，视美育的根本任务在于培养、发展人的无个人利
害计较的情感并以此去除私欲而达致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
及至80年代，李泽厚“主体性”理论的提出，明显基于他对以“三大批判”构筑起来的康德批判哲学
的深入理解，其《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便具体表明了“主体性实践美学”与康德思想的这种
内在联系。
而从李泽厚美学在20世纪后二十年中国美学进程中产生的巨大影响，我们当可以发现直至20世纪末中
国美学与康德、康德学说之间关系的密切性。
 　　在这里，我们同样不能不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美学史上，康德第一次集中而明确地把美学的
探讨重点移向了对主体审美能力的考察。
他借助先验综合方法，强调审美判断力作为美和美感的共同本源，把对美和美感的理解定位于人的主
体能力，提出了诸如审美经验、审美意象、想象、天才等一系列美学命题与问题，从而在美学领域实
现了一种人本主义的立场转向。
这一重大变化，不仅直接带来了20世纪西方美学的深刻转型，同样也对20世纪以来中国美学现代理论
建构意义深巨，具体影响了现代中国美学研究向心理学领域的拓展。
不仅像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一书中围绕“美感经验的特征”这一核心问题，详细论述了想象、情
感、美感、意象等在康德《判断力批判》中被创造性提出并有深入探讨的概念；而且，正由于对康德
美学的自觉或不自觉接受，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美学学者有关审美心理学的研究开始同中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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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美学重视艺术经验的研究传统发生结合，包括宗白华、朱光潜在内的一批现代中国美学学者对各门
传统中国艺术的审美特点、艺术价值进行了大量精辟分析，形成了20世纪中国美学进程中的艺术研究
高峰，极大地推进了现代中国美学在艺术理论、艺术批评领域的学术深入。
 　　毫无疑问，康德以及康德哲学、美学与20世纪中国美学的关系既是直接具体的，也是内在深刻的
。
也因此，今天，在我们考察、探讨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进程及其现代理论建构诉求之时，康德及其学
说的影响问题必定作为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而出现。
只要我们意欲承续中国美学百年来的学术努力，继续推进美学在未来中国的理论建构和思想深化，则
我们又必定不能越过或无视康德——就像康德以后西方美学的现代主义话语总是牵连着康德美学内在
的现代性诉求一样，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也同样有必要认真检视、探究康德学说及其对于中国美学的
现代意义问题。
 　　值此康德逝世二百周年之际，我们特别发表了《康德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美是道德的象
征”》、《康德美学中的自由》三篇文章，以此作为对这位伟大哲学家、美学家的诚挚纪念，同时也
表达我们对康德美学的崇高敬意和对康德思想的真诚探寻。
 　　本辑中，有关中国美学(包括20世纪中国美学家思想)的研究占了相当篇幅。
虽然本刊所发表的文章不限于“中国美学”的研究，但我们也始终主张，作为中国的美学学者，努力
发现并深刻探究中国文化、中国美学的自身问题，在理论上致力于美学追问、美学理论建构的中国特
性，应是一个基本的立场。
这样一种“中国特性”的呈现，当然脱不开对中国美学理论、美学历史的全面深入探讨。
全球化时代，我们的美学视野是世界的，与此同时，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美学同样需要保持对于自身
思想历史、理论资源的深刻发掘，并以此作为当代中国美学理论深化的内在根基。
如此，则我们今天的美学和美学研究才可能真正产生出建构性的价值。
基于此，我们希望，《中国美学》以后能够在这方面做更多具体的工作，也希望得到美学界朋友的大
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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