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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视域中的西方美学”高层论坛综述

宋生贵 杨维娜

摘 要: 由首都师范大学美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举办的“东方

视域中的西方美学”高层论坛，于 2011 年 8 月 3 日至 5 日在呼和浩特举行。来自中国和日本美学界的 30 多位专家学

者，围绕东方美学与西方美学的关系及其历史、东方美学的可能性、东方视域中的民族艺术与美学、中日不同的西方美学

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键词: 东方视域 西方美学 当代语境 对话与融通

作者简介: 宋生贵，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电子邮箱: ss920010@126． com

杨维娜，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Title: Review of“Western Aesthetic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ast”Summit Forum
Abstract: Jointly sponsored by the Institute of Aesthetics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the College of Art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and Anhu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the Summit Forum
on“Western Aesthetic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ast”was held in Hohhot during August 3 － 5，2011． Over 30 specialists and
scholar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of aesthetics in China and Japan explored in depth the issues such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aesthetics，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hip，the possibility of eastern aesthetics，ethnic art and aesthetic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ast，and different views on aesthetic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Key words: perspective of the East Western aesthetics contemporary context dialogues and merging
Author: Song Shenggui is a professor in the College of Arts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 Hohhot，Inner Mongolia，010010) ，

whose research interests are in the study of aesthe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 Email: ss920010@126． com．
Yang Weina is a lecturer in College of Arts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whose research interests are in the study of art and lit-
erature．

一、东方美学对西方美学的理解、借鉴和运用

东方美学大多经历了翻译和学习西方美学理论，利用西方理论来研究和解决东方问题，并加以发挥、阐释和融通的

过程。东方美学在理解和接受西方美学的过程中存在怎样的问题，获得怎样的启示，结合东方语境创造出的理论成果有

怎样的价值和意义等，是与会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曾繁仁( 山东大学) 认为，从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角度，考虑如何突破和创新，就要解决对德国古典美学的评价问

题。德国古典美学对中国当代美学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但超越德国古典美学又有其历史必然性。如今首先要找到一个

基点，使之既能与德国古典美学相衔接，又能与中国当代发展进程相衔接，最好还要有中国现代美学的话语。近年来，已

有学者进行有益的探索，如“美在意象”、“美在滋味”等阐释。他认为，“境界论”是中国现代美学对古典传统美学的总

结，也是对未来美学的开启。它受黑格尔“美在自由”的影响，也包含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农耕社会的经

济基础、中和为美的美学根基和以诗乐书画民间艺术为依据的中国审美的艺术根基。尤为重要的是，“境界论”与中国

当下现实紧密相关。现代社会不仅要追求经济的发展，更要提高文化品格与人的素养，以及全社会人的境界。这样才能

使民族真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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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西方美学的具体研究中，姚文放( 扬州大学) 依据西方学者的观点，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前现代、现代、后
现代三个阶段。他认为，前现代审美文化处于未分化状态，现代审美文化走向了分化，后现代审美文化则显示了“去分

化”的趋势。它们之间既相互接续，又存在断裂，构成了正、反、合的逻辑圆圈。而在这三个历史阶段，中国的审美文化又

有其独特之处。朱国华( 华东师范大学) 通过对萨义德的理论旅行理论的分析，指出由于只考虑到理论旅行中的创造性

变异这一现象，不足以构成对所有理论旅行的论述基础。他建议，可以通过考察文化传统的惯性与政治情绪如何协同构

成接受条件，来探讨本雅明机械复制艺术理论的中国接受。王汶成( 山东大学) 认为，汤因比关于文明发展的“从问题开

始的挑战———应战”理论，也适合于说明美学研究的进步过程，而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与世界领先水平相比，

仍有相当的距离。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长期以来“外求式”的理论发展模式所导致的“问题意识”的缺乏，因而推动中

国目前美学研究的关键，在于强化美学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张节末( 浙江大学) 提出，西方方法与中国语境是一个矛

盾，要实现在矛盾中有所创新，成功描述中国语境，就应在其导入过程中使西方的方法逐渐消失。为此，中国学者应努力

做原创性理论建设中有所作为。李庆本( 北京语言大学) 介绍了西方比较美学研究中跨文化审美欣赏的四个维度，即艺

术作品的文化———作家世界观、文化———审美偏爱、形式的内容和符号价值。他认为，由于存在文化的差异性，我们在欣

赏其他民族的艺术作品时，会面临许多困难，这四个维度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文化的障碍，从而理解和把握不同文化背景

下艺术作品的审美内涵。刘旭光( 上海师范大学) 对国内美学界的“海德格尔批判热”进行了回应与反思。他认为，西方

美学构成了一种启示，一种召唤，现在要求我们共同去发现问题，并努力回答问题。
朱志荣( 华东师范大学) 着重从对邓以蛰的个案研究，探讨中国现代学者在学习、借鉴西方美学中的实践经验。他

认为，邓以蛰在西方的学习和游历，使他深受西方美学家特别是克罗齐等人的影响。他在学习西方美学的过程中体现了

中国视角，并以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和艺术实践相参证，体现了中国传统汲取外来文化的同化特征。他借鉴克罗齐的直觉

表现来解释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的气韵和性灵等，并在克罗齐历史“复活”论思想的影响下，提出“境遇”论思想，激活了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他对中国画等艺术的看法具有比较的视野，使西方方法与中国传统资源有机结合，水乳交融，达到

了很高的境界。纵观邓以蛰学习西方和比较阐释，其目的最终在于回归中国学术传统，建设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使之

体现现代意识。

二、当代文化多样化语境中的东方美学建构及艺术呈现

东方美学不同于西方美学，如今，东方学者已认识到建构东方美学体系的重要性，并努力寻找和挖掘能够科学合理

地阐释东方美学的研究方法。同时，对于东方民族艺术美学的研究、东方不同国度美学发展的异同等问题，与会学者展

开了讨论。
在对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中，袁济喜( 中国人民大学) 认为，中国文化关心人生问题，充满世俗情味，但是又不滞泥

于尘俗，而是追求更高的境界，由此而决定了中国文化不依赖于宗教的救赎，也能达到人生的超越与精神的皈依，建设自

己的精神家园。要了解中华文化之神韵，必然要讨论它的最高层次，也就是审美与人生的关系问题。邹华( 首都师范大

学) 认为，受中国上古宗教特殊性的影响，中国古代审美意识具有不同于西方的内在机制和基本倾向，由此形成全性合

生、流观合化、节文合序和明德合圣四种美的形态，亦可称为身象、物象、事象和性象。与此“四象”相对应，中国古代艺

术逐渐发展出形神、意境、文质和兴象四大范畴，以统领中国古代艺术的整个范畴体系。高楠( 辽宁大学) 指出，生成性

是中国古代审美的突出特点，它具有综合性、生发性和变化性的特点。潘立勇( 浙江大学) 认为，孔子哲学思想不仅有自

然的人化，更有人的自然化。孔子人的自然化思想有着丰富的休闲哲学智慧。舞雩之乐与孔颜乐处，是孔子休闲哲学智

慧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从人的自然情感欲求出发，寻求洒落适性的人生道路，倡导在山水游玩之中实现人的自我价值;

另一方面，它也以休闲的生活与心态超越人生的苦难与困境，以保持快乐的心境。
关于东方视域中的民族艺术呈现与美学问题，宋生贵( 内蒙古大学) 认为，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在全国范围之内看待

本国各民族的艺术乃至文化，而在“全球化”已成不逆之势的时代，则须置于世界的大视野中对待之。他指出，各民族的

艺术都应当积极跨入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和大舞台上，彰显其美学资质，张扬其文化精神。对此，要进行积极的调适，其

中，努力实践艺术的多样化及文化的多元化，即是有益的体现。同时，用好“全球性自我表演”的舞台，可以使之获得全

新的表现方式和更大的生存空间。薛罗军则将西方的民族音乐理论融入东方的民族艺术研究中，强调以田野调查的方

式，呈现中国民族音乐的原生性审美特征。
有学者还关注到了东亚一体的理论范式问题，彭修银( 中南民族大学) 从对文化的深层结构分析中，探讨了近现代

中日两国在接受西方文艺学、美学、艺术学的异同及其可能汇通的路径。

( 下转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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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西方美学的对话、交流与融通

东方美学与西方美学有相异性，也有共通性。与会学者在对二者关系的比较探索中，认识中西美学融通的途径与意

义。
代迅( 西南大学) 认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化是选择的西化，即根据中国美学的本土运作机制，而作出的主动和积极的

选择。换一个角度讲，这种选择的西化，就是西方美学的中国化; 中国美学的现代化，是中国美学选择的西化和西方美学

中国化的双向逆行运动。这是中西美学融合的基本途径。宋伟( 辽宁大学) 认为，从现代性视域出发，将东西方美学置

于西方现代性与东方现代性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对于思考东西方美学所面临的困境与出路，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张伟( 鲁迅美术学院) 从中西艺术精神本体研究出发，认为西方人的生命意识是人天二分的精神，中国人的生命意识是

“天人合一”的精神。通过这种比较研究，以世界艺术格局为参照，能够更准确、更全面地把握中国艺术精神本体，对于

坚持和发扬中国艺术精神的传统，促进中国艺术全面走向世界，为中西艺术的交流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王德胜

( 首都师范大学) 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并非简单的西方理论话语移植，而是与当代中国整个社会文化转型现实和审

美物化现实具有内在契合性。刘彦顺( 浙江师范大学) 将西方现象学与中国古典美学相沟通，从现象学视域中研究陈从

周园林美学，认为其在根本上是对中国古典美学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建筑现象学的纯熟之作。刘绍瑾( 暨南大学) 认为，

中国美学中有西方美学崇尚理性、和谐的古典主义，儒家的美学理想与西方的古典主义有共通之处。
周均平( 山东师范大学) 则从西方视域中的东方美学出发，通过分析美国美学家托马斯·门罗对东方美学的研究理

论，获得启示。他指出，在理念和方法上，以世界为参照，以平等开放的态度、开阔广达的视野，改革美学研究方法，拓展

研究思维的空间; 高度重视本国传统和特色，重新发现东方，发现中国; 积极推进东西方美学的对话与交流，取长补短，实

现东西方美学的融通。在多样的融通结果中，中国应占有一席之地，有自己的研究方式和学术成果。
此外，日本美学家滨下昌宏( 神户女学院大学) 就西方美学“范畴”论在东方美学应用的可能性研究，青木孝夫( 广岛

大学) 对东西方美学研究中自然美的研究，泷一郎( 大阪教育大学) 对日本现代美学家大冢宁次学术历程的研究，川岛智

生( 京都华顶大学) 对近代琉球建筑的美学研究等，拓展了本次论坛的研究视域，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设性学理见解。

( 责任编辑: 王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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