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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4 月 16 日至 24 日，世界著名美学家理查

德·舒斯特曼应张宝贵、王峰教授之邀，分别在复旦大学

和华东师范大学做了身体美学方面的系列讲座。其间，

复旦大学中文系于 4 月 20 日举办了一次题为“身体美学

与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国著

名美学家朱立元教授主持，陈引驰主任代表主办方致辞，

国内、外知名学者舒斯特曼、青木孝夫、周宪、陆扬、潘立

勇、朱国华教授等共三十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并主要围

绕身体美学的核心思想及其与中国审美文化互动的可能

性，展开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作为身体美学的提出者，理查德·舒斯特曼在本次

会议上主要介绍了身体美学的核心概念———交互作用式

的经验探究。这种探究具有双重含义: 一、它不是以前人

们理解的、内在于人类意识的经验，而是包含了人类主体

所处的环境，既是一种能动的参与，也是对环境条件的吸

收; 二、它强调跨学科研究领域，同时打破以往的身心二

元论，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舒斯特曼认为，我们对作

品的接受包含身体感觉及知觉活动，不应只有理性反应;

在审美交互经验中，哲学家的角色不是以往有距离的观

赏者，或者非功利性的裁判、被动的消费者，而是主动的

参与者，在参与过程中，哲学家应该探究如何增强感知力

来提高身体意识、激发艺术创造力从而激发整体的审美

经验。他还以 2012 年在法国巴黎与七位当代艺术家共同

举办的艺术展为例，阐述了作为实践的身体美学在艺术

实践中的表现，并提出了对于哲学和艺术关系的反思: 哲

学自我反思是否能够通过艺术达到实现。

作为身体美学的拓展研究，广岛大学青木孝夫教授

的发言主要围绕养生思想与快乐美学的关联。他阐释了

代表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家贝原益轩的身心美学，认为

贝原益轩的哲学面向人的生命而展开，重视伦理实践。

伦理实践同时也是审美实践，其间伴随着快乐，这种快乐

不仅仅是欲望的满足; 欲望的满足依赖生理上的身体，并

受其限制。只有依附于人身心的满足，才不会厌倦。山

东大学程相占教授很看重身体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内在关

联。他认为，在舒斯特曼教授身体美学的三个层面中，

“身体化的审美活动”最具有变革意义: 它一方面深化了

中国学者倡导并坚持的审美活动论，另外一方面突出了

审美活动与身体的深层关系，进一步揭示了审美活动的

本质特征。身体区别于心灵的根本特点在于如下两点:

一是必须占据特定的空间，二是必须与环境进行不间断

而健康的能量交换。这两个特点都具有浓厚的生态意

味，因此，身体化的审美活动必然具有丰富的生态审美意

蕴，从而可以与生态美学贯通起来。浙江大学博士后、德
国学者何心鹏分别阐述了海因里希·罗姆巴赫的思想尤

其是结构和道的关系，以及日本哲学家久松真一的茶道

思想和中国道家思想。他的初步建议是建立一个修炼哲

学的方式，提出了修炼哲学的三个层面———道理、道场、

动作。

就身体美学的一些重要思想，一些学者也谈了自己

的理解和评价。华东师范大学马哈尼教授认为，舒斯特

曼的身体美学强调的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特别是实践

层面，但对这个实践和古希腊实践的关系心存疑问;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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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我们要将身体美学放入历史语境，特别是讲到实践要

与日常生活身体实践有所区别; 最后，舒斯特曼身体美学

很多地方引用中国古代哲学资源，但也要看中国现实境

况是否对于身体美学有所启发。海南师范大学廖述务副

教授则指出，舒斯特曼身体美学与福柯式“修身技术”有

不少共享的逻辑前提，意在重建主体。复旦大学张旭曙

副教授从四个问题展开他关于身体概念的理解，认为重

视身体观对中国美学研究有帮助。
华东师范大学王峰教授从维特根斯坦的思考方式出

发，探讨言语与身体的关系。我们和世界相遇的时候，语

言和存在交织，具体使用语言时我们发现，有些情况下身

体的体验超出了语言。这种在语言中形成的理解，在最

基本层面上也不可能超出语言，我们能够说有默会的理

解，但是其实是通过语言指认了理解，语言本身准备好了

基本的语言的运动方式，身体的意识不可能完全把语言

剥离。语言和身体交织在一起，无法剥离，无论怎样理解

身体，怎样理解语言，都是经由身体化的语言。舒斯特曼

教授对此做出回应，认为维特根斯坦也讲语言和世界，语

言和身体相互交融，没有非语言的存在，理论和解释需要

语言，语言作为经验的背景非常重要。他所强调的是身

体化的意识，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语言很重要，但不是能

完成所有身体化存在的手段，身体美学强调的意识不是

纯粹语言反思能够达到。我们身体所处的世界包括物质

世界和社会世界，社会世界由语言和文化构成，作为文化

当中一部分语言成为经验背景，但是不是所有的经验都

是语言，他特别强调不能同语言角度来看待，谈论和做是

不一样的，这就是语言的局限性，比如有很多舞者语言表

达受限。
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很重视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

在这方面，与会学者也谈了自己的看法。香港浸会大学

文洁华教授认为，舒斯特曼交互作用的身体观是对杜威

美学的拓展，而孟子的思想又拓展了舒斯特曼教授的观

念，孟子思想将其提高到人文意义和宇宙观层面，以此来

理解身心交互作用是更高一层的提升。绍兴文理学院刘

毅青教授注意到，舒斯特曼希望把东亚传统修养和西方

修养结合起来，但实际上其中有大差距。舒斯特曼教授

主张的实践、与社会的接触以及身体感觉，没办法转向真

正的内在的沉思，只是突破某种界限，达到高峰体验，但

还是外在的。这种身体经验和传统功夫论经验完全相

反。中国功夫最终是心的修养，政治哲学的诉求。上海

交通大学陈建华教授在“革命”转向“共和”的历史背景下

比较“西方美人”与《百美图》中女性身体的呈现，认为在

清末民初时期女性解放的思想潮流中，如何使女性“公共

性”成为救亡图存的议程，如何增进女性身体在社会空间

里的“可见性”，其间图像生产扮演了重要角色。复旦大

学中文系研究生王佳星从身体美学的角度重新审理嵇康

的美学，赋予其养生、音乐、游心等理论以新的美学内涵。
在身体美学与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关系方面，南京

大学周宪教授认为，美的身体长期以来占据艺术的中心，

是艺术表现和哲学思考的焦点。然而，现代主义艺术彻

底颠覆了美的身体及其表现的美学原则，创造出一种全

新的身体表征———极端的身体，它成为现代艺术家争相

探究的主导形象。极端身体的越轨表征、视觉不适和身

体本身成为目的，极大地改 变 了 现 代 主 义 艺 术 的 身 体

范式。
浙江大学潘立勇教授认为身体美学和日常生活审美

化都还没落实到实际生存状态当中，也就是还没落地，舒

斯特曼教授有很多实践行为，但是中国的瑜伽、太极还未

被普遍置入学术圈视野。舒斯特曼教授对此有两点认

识，第一，就大的范围来说，艺术依赖于休闲，起源于休

闲，实用美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学接近，物质生产需要进行

艺术创造和美学观照。第二，把休闲理解为娱乐不对，他

更关心在日常生活或行为中活动的教育意义，他的身体

美学帮助我们看到对日常生活的反思。其中身体化意识

很重要，我们很多行为习惯没有反思; 他强调在行为中，

反思能帮助我们理解身体，更好地借身体思考。
华东师范大学朱国华教授建议，身体美学议题研究

可以从两个维度出发: 身体的自主性和批评的角度，前提

是立足中国语境。他认为，今天的审美文化中的思想解

放有点过头了，特别是和消费主义结合在一起，让我们缺

少了精神信仰，失去了自防。对此话题，复旦大学张宝贵

教授从身体在场与精神缺席角度出发，集中谈了当今价

值观的流失问题。他认为，身体美学有个身心协调的层

次，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就想解决“心”的问题。九十

年代至今，身体文化和以前相比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

比如尊重个人权利、个人利益、个人实力、个人享受等，但

信念、信仰处于缺席状态。他强调人的生存不能没有信

念，一个人没了信念可以快乐，但决不能幸福。
在研讨会最后，舒斯特曼对与会学者的一些思考和

见解做出回应。他认为，一、实用主义名词本身有问题，

引起了很多误解，也是他讲身体美学时一直想避免实用

主义这个名词的原因; 二、身体美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

一个研究的领域，包含了很多不同甚至矛盾的观点和应

用，就像哲学有很多流派，身体美学的观点、实践应用本

身也不一定相互认同，身体美学的研究者观点也不一定

与他的一致。对此，朱立元教授在总结发言中给予了高

度评价。他认为，舒斯特曼教授不想把身体美学建构成

理论体系，而是当作一个领域，重在身体力行的一面，这

是非常好的想法，对学术发展非常有利。
( 责任编辑:王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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