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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很高兴能在新加坡民朋友们讨论美学问题。
新加坡是个幸福而又美丽的国家。
在这样一个环境谈美，的确是很高雅的事。
审美需要一定的物质生活作基础。
马克思说：“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
”对于饥肠辘辘的人来说，还有什么美食不美食之别呢？
虽然人只要解决生存问题就有对美的追求，但是优物质生活越优裕也就相应地对精神生活包括审美要
求越高。
新加坡社会就是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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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望衡，湖南邵阳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景观文化研究规划中心主任，国际应用美学
研究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主要从事美学、艺术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教学。
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学术月刊》、《人民日报》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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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审美活动的这种主客合一、物我两忘的精神状态，也可以说是精神高度自由的状态。
庄子喜欢讲“鱼相忘于江湖”。
鱼在水中，那水对鱼是不存在障碍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水就是鱼另一体，无水就无鱼。
鱼的生命就在于水。
生命的合乎本性的存在，就是自由。
应该说一切生命的本质都是自由，人的本质也是自由。
人的自由与别的生物的自由之不同，就在于人不仅现地追求着自由，实现着自由，而且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从精神上品味着自由，反思着自由(反思未必都是理性的、自觉的)，这种精神上反思过且品味着
的自由就是审美的自由。
    情感与想象是审美心理最为重要的两翼。
情感是审美的产物也是审美的动力。
审美活动自始至终表现为情感的活动。
包括情感感受、情感移动、情感品味、情感判断、情感造形、情感创造，等等。
    想象是人的创造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
人类另一重要的创造活动是思维。
想象与思维之不同，在于它是非逻辑的、联想式的、跳跃式的、超常规的，因而更为奇诡，更为丰富
。
    以上说的还只是审美心理中的可以自觉把握的层面，其实在审美中更为大量的是非自觉的心理活动
。
特别是直觉。
直觉，表面上看来同于知觉，其实与知觉有质的区别。
知觉属认识中的最低层面，它不含理性的内容。
直觉就不同，只要一知觉到事物，它就同时对事物做出了理性的判断。
与陌生人见面，凭直觉就能做出判断：好人还是坏人?聪明人还是愚笨的人?审美往往表现为直觉。
看见漂亮的人，眼睛顿时为之一亮，这就是直觉。
第一次去游张家界，猛一见那山，情不自禁地说：“啊，真美！
”这就是直觉。
审美直觉与别的直觉不同在于，审美直觉是情感性的。
它虽然包含有对事物的认识，但是以体验的形式表现的。
它有对事物的判断，但那不是逻辑的，而是情感的。
    审美直觉后面还有大量的潜意识、无意识活动。
目前我们对它的研究还很不够。
    总起来说，审美活动是个体的这样一种对外界事物的关系：一、它是非物质功利的；二、它是精神
性的，这种精神性主要表现为体验，但其中有认识；三、它往往以直觉为形式，而其本质则为情感性
的想象；四、它的高峰体验为物我两忘，自由愉快。
    二、审美实现    审美活动是令人愉快的，但审美活动的实现是需要条件的。
    就主体方面来说，能不能进入审美状态至关重要。
人的生活状态是多种多样的，上班就处于工作状态，下班就处于休息状态。
工作状态与休息状态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它直接影响到人对事物的态度。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我们的生活之路撒满了金币，可是我们没有发现它们，因为我们一心想着我们
的目的地，没有注意我们脚下的道路；即令我们发觉了它们，我们也不能够弯身拾起来，因为‘生活
的马车’制止不住地载着我们向前奔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就是如此；但是我们到了驿站，寂寞地
踱来踱去等待马匹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注意地观看那也许根本不值得注意的每块洋铁牌——我们对待
艺术的态度就是如此。
”这里说的对待艺术的态度就是审美的态度。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境外谈美>>

审美的态度是超越功利的。
作为审美对象的事物，它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服务于其他手段。
朱光潜先生说在阿尔卑斯山的马路上立有这样的标语牌：“慢慢走，欣赏啊!”在阿尔卑斯山驱车有两
种情况，一种是为了赶路，那就要快快走；另一种是为了审美，那就要慢慢走。
同为阿尔卑斯山的路，前者，它是行人达到目的地的手段；后者，它自身就是行人审美的目的。
        能否进入审美状态，需要条件。
人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才处于审美状态。
马克思说：“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
”可见，衣食无忧或者说基本的生存是进入审美状态的前提。
马克思还说过“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征”。
矿物商人，自然不会有衣食之忧，为什么他不能进入对矿石的审美状态呢?矿物既具功利价值也具审美
价值。
不能说矿物商人不具有审美的能力，或者说没有审美的需要，但是，矿石作为他们的财源，在他们的
眼中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过强的功利态度，压抑甚至克制了他们对矿石本应具有的审美态度。
    影响审美态度的因素很多，比如心情。
心情是一种不稳定的情绪，虽然它未必有很强的理性做支撑，但影响力很大。
心情不好，很难激起审美欲望。
游山玩水讲游兴，没有游兴，再美的风景也会觉得味同嚼蜡。
再比如审美修养，它对审美态度的产生也有很大的影响。
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
自然美可以说是最普遍的美了，人人都能欣赏，但修养不同，还是有很大区别。
对于审美修养很高的人，即使是平凡的景物，他都能从中发现美来。
    美的生成也与作为审美对象的客体情况有关。
客观事物其拥有的美的潜能是不一样的。
有的丰富，有的贫乏。
我们说“桂林山水甲天下”，这“甲”，不是别的，而是它的审美潜能。
审美潜能是指事物本可以引发人们审美兴趣甚至成为审美对象的因素，包括外在形式方面的，诸如平
衡、对称、多样统一、富于变化之类，也包括其内在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些因素我之所以称为审美潜能而不是美，是因为官在未遇到审美主体前，没有转换成审美价值。
不过，一旦它们在遇到“知音”’即合适的审美主体，就能产生美。
       审美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愉快的精神邂逅。
讲准确些，是审美主体的审美欲望、审美感官、审美心理与审美对象的审美潜能(形式及内涵)愉快的
邂逅。
    审美活动的产物，一是美，二是美感。
它们同时产生，实质上是一个东西，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而言。
美感侧重于审美主体的心理感觉而言，美侧重于审美客体的审美价值而言。
    难道能离开美来谈美感，或者，离开美感来谈美吗?我认为很难。
    中国美学界颇有人认为美是客观的，美感是对美的反映。
这个说法，貌似有理，然经不起探究。
说美是客观的，即是说有种不受人的主观感觉影响的美存在。
这种客观的美到底是什么呢?古往今来，不少的人在寻找它，找来找去，要么找到的是一些形式上的规
律，即我们上面提到的平衡、对称、多样统一、富于变化之类；要么找到的是别的价值，这些价值要
么归属为善，要么归属为真。
真与善诚然是构成美的要素，准确地说也只是美的潜能，它们并不是美。
所以，对于审美不能只从客体方面来说，也不能只从主体方面来说，而需从主客体两方面的统一来说
，它们的统一就是审美活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境外谈美>>

    换句话，只有在人的审美活动中，美才产生。
而美的产生，惟一的标志，是美感的产生。
能说我们不感到美，却有了美吗?不能。
    典雅是“典”与“雅”的结合。
“典”即历史悠久，历史文化名城都有悠久的历史。
能体现悠久的历史的文物都是十分珍贵的，哪怕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留下的一枚骨针，一个砍砸器。
中国武汉最早建于商代，距今已有3500年了，原城名为盘龙城。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
武汉在周代时属于楚国，楚人崇凤。
因此，武汉的古老图腾兼有龙凤二者，可说是龙腾凤翥。
“典雅”的“雅”是高雅的意思。
这是智慧的结晶，文化的精粹。
武汉的黄鹤楼系中国江南三大名楼之一，始建于223年。
它面临长江，崇宏的建筑与壮丽的风光相得益彰。
黄鹤楼得名于仙人骑鹤飞升的传说。
中国许多文化名人如李白、孟浩然、刘禹锡、苏轼等都登过此楼，留下了许多美妙的诗篇，有人说，
关于黄鹤楼的诗文，几乎成了中国古代半部文学史。
武汉的名胜——琴台，流传有一个动人的故事：3000多年前，一位叫伯牙的琴师，琴艺极为高明。
一天，他在演奏时，一位名叫钟子期的樵夫恰好在此经过，为琴声所吸引。
钟子期听一会儿，情不自禁地叹道：“多么雄壮高大啊，好比一座大山。
”伯牙接着弹另一首曲子，钟子期又赞叹道：“浩浩荡荡啊，好像流水。
”伯牙听了，非常惊讶，认为钟子期是他的“知音”。
这个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影响深远。
中国最为看重的就是这种知音式的朋友。
武汉琴台，相传就是当年伯牙奏琴的地方。
    以上这样的传说或者说文化，就是我说的“雅”。
“雅”就是文化的精华。
凡历史文化名城都是高雅文化集中的地方。
不仅中国如此，世界上各个国家也都如此。
法国的凡尔赛宫宏伟壮观，金碧辉煌，它是法国文化的精粹所在；它不仅是法国人的骄傲，也是人类
的骄傲。
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也是一座规模巨大的古罗马式建筑，这里珍藏的文物与图书资料是世界上任何
一个博物馆所不能比拟的。
我曾参观过槟城的一座佛教寺庙，它是东南亚的最大最美的庙宇，庙宇拥有一座高耸人云的七层佛塔
，其风格是中国、泰国、缅甸建筑、工艺的完美结合。
尼泊尔帕坦不仅是座宗教城，还是座艺术城，它生产许多独具特色的工艺品，整个城市就像是一座博
物馆。
以上举例，都是高雅文化的代表。
  “崇高”是历史文化名城另一种重要的审美品格。
美学上说的崇高，一般来说，它外形高大，雄伟；内涵深刻，神秘，具有重大的意义。
欧洲的教堂都具有崇高的风格。
汉堡的圣米歇尔教堂(St．Miechsaelirche)建于17世纪，巴洛克风格，非常壮观。
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是为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而建的，高达300米，已成为巴黎标志性建筑。
具有崇高风格的东西一般外观不那么精细、不那么秀丽，甚至还有些残缺、粗糙，如中国北京的圆明
园遗址、雅典的帕特农神庙、罗马的斗兽场，但它们具有甚至比优美巨大得多的审美魅力。
具有崇高风格的历史遗存让人想起悠远的历史，想起人类走过的艰辛的道路。
它们是肃穆的、庄严的、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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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应该保留这些东西，它为城市增添了无穷的魅力。
据说柏林火车站附近，就有意保留一座被二战焚毁的教堂。
我认为这非常之好。
    历史文化名城拥有巨大的财富。
它的财富就是历史，就是它的名胜、文物。
这些不仅是重要的旅游资源，而且也是巨大的精神资源。
它们的价值是无法计算的。
    关于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文化资源，目前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二是如何
保护这些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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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境外谈美》主要内容：美学的成立是以人的审美活动为提前的。
美只能存在于人的审美活动之中。
谈美学不能不从人的审美活动开始。
会审美，当然未必一定要懂美学，但懂美学对于提高审美修养无疑是有帮助的。
美，总是充满灵魂的迷幻色彩，它是感性的，活生生的。
但美学是理论，决难免有些枯燥。
但愿我的讲演，不致败坏大家对美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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