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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学&的现代出场及蝉蜕轨迹
222一个问题史的考察

赵!强

摘!要! 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方学者的美学研究和美学史书写中!#中国美学%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合法性确
认过程" 中国和西方间的文化交往!推动了美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一再突破并消解了西方美学的普遍性假设!催生了一
种多样性的#世界美学%观念!#中国美学%由此得以在现代出场!并展开其历史建构" 如何叙述中国美学!构成了推动
#中国美学史%研究和书写不断深入的#元问题%"
关键词! 中国美学'!本土化'!历史建构'!文化交往
作者简介! 赵强!文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美学史研究" 通讯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U%0
号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邮政编码( #Y$$UW" 电子邮箱J':=NVWV+)()-.(/-.&)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清之际
的日常生活启蒙与美学转向研究%)项目编号( #%?23$$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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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VU 年 W 月"鲍桑葵在为自己的%美学史&将
中国艺术及审美意识排除在外辩护时"曾风趣地
说+#如果有哪位高手能够按照美学理论对这种
艺术加以研究"那对近代的思辨一定会有可喜的
帮助'$(##)他大概不会想到"一个世纪后"在其
断言#没有关于美的思辨理论$的中国"不仅早已
涌现出大量#按照美学理论对这种艺术加以研
究$的#高手$"而且此类研究业已步入#合法性破
产$的危局.!

学界耆宿季羡林甚至宣称+#中国美
学家跟着西方美学家跑得已经够远了"够久了$"

#已经走进死胡同$"是时候#改弦更张"另起炉
灶$"#建构成一个新体系$了(V)'

鲍桑葵的论断"以及后来朱光潜等截然相反
的观点"代表了一个世纪以来美学研究和美学史
叙述中#中国问题$的两极' 如果对此问题稍加
调查"我们还会发现"有更多的观点在这两极间游
移不定"由此也衍生出众多饶有趣味和价值的学
术话题'"

可以说"在百余年来的美学研究和美学
史书写中"如何理解*建构和阐释#中国美学$"如
何叙述#中国美学史$"以及在#世界c全球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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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宏大体系中安放#中国美学$"构成了一个
无法回避的#中国问题$#222对于当代西方学者
而言"经历了几代汉学家对中国经典的译介和对
中国文学*艺术*哲学的讨论后"鲍桑葵的论断似
乎早已被抛之脑后"然而"如何穿透语言和文化壁
垒"通过与中国美学对话进而产生一种新的*跨文
化的世界美学"依然是横亘在其面前的巨大难题,
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尽管我们有可能听从季羡
林先生的建议"#大破大立$革新美学"然而终究
无法摆脱一种由根本性的学术#元问题$引发的
焦虑+ 作为一个舶来学科"美学的理论背景*研究
方法和学科属性"根植于西方文化传统的一些基
本要素"而我们身后的中国文化传统"无论是在认
识*把握世界的方式"还是学术和思想形态等方
面"都与之差异甚大"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中
国美学史$叙述"在何种意义上才是#中国$的-

所谓#凡欲谋世界文明之进步者"不数既往"
不能知将来"不求远因"不能明近果$ (黄人 Y)'
要解答美学研究和美学史叙述中的#中国问题$"
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或许是返回该问题发生之
初的历史现场进行调查222当然"这里所说的
#历史现场$"并非中国美学之发生*发展和演进
的历史长河"而是指作为一个现代学术史问题的
#中国美学$之出场和蝉蜕的时空轨迹'

一" %中国美学&在西方的曲折出场

在鲍桑葵看来"美学是#审美意识在学术上
的表现$"即关于美和美的艺术的 #思辨理论$
(U)' 这构成了其美学史叙事将中国艺术及审美
意识#排除在外$的首要依据"因为后者#还没有
上升为思辨理论的程度$(##)' 与此相关的另一
个理由是"中国艺术 #同进步种族的生活相隔
绝$"亦即与欧洲艺术意识的#连续性发展$无关"
因而无法纳入美学理论#从抽象到具体的自然进
步过程$' 而这又牵涉到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艺
术和审美意识关键特质的认知+#非结构性$(X2
##)' 显然"思辨理论*进步*连续性发展和结构
性等内在于西方文化传统并在文艺复兴后不断明

确*强化的思维*观念和学术特征"被鲍桑葵拿来
用作衡量所有地域*民族和文化传统中艺术与审
美意识的尺度222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把一切
与欧洲艺术意识的连续性发展没有关系的材料排

除在外"看来也是很自然的'$(##)
这正是近代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普遍性$

假设在美学研究和美学史叙事中的显现' 众所周
知"黑格尔在其皇皇巨著%美学&中"依据理性*自
由和客观性原则提出"艺术是#理念$和它#诉诸
感官的形象/001调和成一种自由的统一的整
体$(%美学&第 # 卷 0#)"而艺术史则是人类艺术
#内容和完全适合内容的形式达到独立的完整"
因而形成一种自由的整体$的进步历程(%美学&
第 U 卷 #"X)' 基于这一观念前提"他在描述人类
艺术史时"将东方艺术遗弃在#象征型艺术$这一
#艺术的原始阶段$' 在他看来"中国艺术或是
#无形式$"或是#形式虽明确而却丑陋不真实$"
加之内容和思想上或是#不明确$"或是#虽明确
而却低劣$"缺乏#绝对的内容$00总之"无从达
到#真正的美$(%美学&第 # 卷 VY)' 在%历史哲
学&中"黑格尔重申了上述观点"认为中国艺术表
现的审美意识是主观*偶然性*不自由的"还没有
体现出对#崇高的*理想的和美丽的$绝对之美的
自觉"自然不会生发出关于美的思辨理论"也就无
从参与人类审美意识和艺术的连续性发展历史

(%历史哲学& #UX)'
黑格尔这一论断"奠定了近代西方美学#普

遍性$自我假设的观念基础"也为鲍桑葵的美学
史叙事将中国#排除在外$提供了直接理论依据
(鲍桑葵 ##)' 而后者关于中国艺术#非结构性$
特征的概括"则是承袭了 #V 世纪英国思想家和艺
术学家威廉!莫里斯(39;;9:F =̂889,)的观点'
莫里斯艺术思想中有一个核心概念222#结构
性$(:8&'95(&5-8()"即艺术所表达的精神*灵魂*观
念与质料*形式的整一' 在一次有关图案设计史
的演讲中"莫里斯依据#结构性$标准"将古代艺
术区分成两种传统+ 一种是#上古的$亦即#祭祀
的$和#象征的$艺术"在内容上是神秘*野蛮的"
在形式上是有局限*不完全*怪诞的"因而缺乏
#清楚*准确地表现自然真实的力量$,另一种是
#完善的$艺术"尽管它也具有祭祀*象征功能"但
从本质上说"这种艺术却具有#表达其本身所具
有的思想力量$的自觉"在内容上倾向于传达#纯
粹的理智或道德观念$"在形式上则不会忍受#任
何的不完整$ (#<'(C9,5=87$ %)' 值得注意的
是"莫里斯在此所作的区分不仅是#风格的$"还
具有#世界历史$的时间性内涵' 他认为"作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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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性艺术的典范"西方艺术自古希腊以来发展出
了一种普遍的*通向现代的#结构性$"而其他艺
术传统则既没有这种所向披靡的空间延展性"也
缺乏此种不断上升的历史连续性(#<'(C9,5=87$
#V)' 中国艺术"就被他视作后一种#非结构性$
()=)B:8&'95(&5-8:;)艺术的典型' 他说"中国艺术
没有关于艺术的普遍的*一般性的掌握"在创作上
并非将自身观念和灵魂灌注其中"因而看起来更
像是玩弄艺术的#杂耍$ (#<'(6(,,(8$ #V)' 在
此"我们无疑能感受到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回响'
事实上"在评价具体中国艺术作品时"莫里斯与黑
格尔的观点也如出一辙' 他们都认为中国绘画在
色彩上#非常冒失$"也#从不考虑任何光影或色
彩的层次$"常常为了内容#故意$歪曲艺术形式
(%美学&第 # 卷 VY,#<'(C9,5=87$ V)' 就这样"
中国艺术和审美意识成了凝固*停滞不前的人类
艺术原始阶段的范本"被近代西方美学和艺术史
叙事体面地遗弃在历史陈迹中'

可以说"从黑格尔到莫里斯"再到鲍桑葵"近
代西方美学和艺术史主流话语完成了对中国美学

的#遗弃$' 后来西方美学界在美学史书写中无
视或轻视中国美学"其渊源正在于此' 如果说鲍
桑葵对中国美学的拒斥"还需要一番申辩才能
#看起来也是很自然的$"那么到了后来"西方学
者干脆省去了这一程序"径直将从古希腊到现代
的西方美学史命名为#美学史$"如克罗齐*吉尔
伯特和库恩*比厄斯利等均是如此' 尽管他们对
美学的定义及其历史观念各不相同"但都理所当
然地将单一的*西方的美学史标举为唯一*普遍的
美学史' 直到 U$ 世纪后期西方学者已然开始反
思*清算西方中心主义的#普遍性$美学观之际"
#中国美学问题$(H8=G;(F=>:?'9)(,(:(,5'(59&,)
才成为一个关涉到#美学自身$ (:H8=G;(F=>5'(
:(,5'(59&95,(;>)的重要问题(A:-,,7#)'

回到鲍桑葵那一风趣的说法"历史的变局总
是出人意料"就在他去世后的第四个年头"其所揶
揄的#高手$现身了"此人就是时任巴黎中国学院
讲师的法国音乐家和学者路易!勒卢瓦(6=-9,
6:;=7" #0XW 年 #VWW 年)' 他在 #VUX 年春天"开
设了一门如鲍桑葵所言#按照美学理论$对中国
艺术和审美意识加以研究的专题课程' #VUX 年
出版于巴黎的%中国消息& ($) /"'-#-,1<#>>#)刊
载了一篇关于巴黎中国学院的报道"其课程简介

部分有这样一行文字+

R,5'd59N-( &'9)=9,(! .̂ 6:;=7
H8=>(,,-8."$) /"'-#-,1<#>>#Y"##

法语#R,5'd59N-(&'9)=9,($翻译成中文"正是
#中国美学$' 这大概是#中国美学$在西方学界
的首次出场' 六年后"时任代理巴黎大学中国学
院中国政府代表的刘厚"在所作的%巴黎大学中
国学院概况&报告中提及这一信息"并在#中国美
学$后附上了语焉不详的注解+#诗韵等'$$

这同

样是#中国美学$概念在汉语世界首次亮相222
如果考虑到前述从黑格尔*莫里斯到鲍桑葵*克罗
齐等西方近代主流美学话语传统"我们不得不产
生以下疑问+ 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勒卢瓦222U$ 世
纪初法国音乐界的核心人物"兼具音乐家*艺术批
评家*作家以及 #非专业的汉学家$等多重身
份

%222在那个主张将中国拒斥在美学和美学史
疆域之外的观点占据主流的学术语境中"公开为
中国艺术正名"赋予#中国美学$学术合法性-

据葛夫平考察"勒卢瓦的#中国美学$课程广
泛涉及#中国文学的风格*唐代以前的中国诗歌*
中国语言和思想里的象征*中国文学中的诗情+
节奏与韵律*传统戏剧*中国文学中的音乐*数字
与节奏*中国文学中的梦*诗学研究*中国文学中
的道教*现代小说与戏剧的新形式*古近代中国的
口头文学$等内容(U0U)"堪称以中国文学为主体
的美学专题' 勒卢瓦曾自述"他对中国艺术和文
化的兴趣"得益于同李石曾*褚民谊*叶恭绰*韩汝
甲等旅欧中国学人的交游' 同中国学者直接*密
切的接触与合作"使他得以学习*精通汉语"并在
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其知识结构+#自从我学习了
汉语"从汉语直接进入中国文学和哲学/001我
瞬间体验到一种找到了一块澄澈*圣洁的处女地
的愉悦"以及一种发现了那种洞察宇宙万物的思
想的喜悦'$ (<,&':)J#$")那么"这种给人以无
比喜悦*#洞察宇宙万物$的深邃思想究竟是什
么- 勒卢瓦说"它体现为#在主体与对象*外部世
界和良知之间"是一种互相印证的关系"不论是中
国诗人"还是艺术家*伦理学家"都不曾偏执一
端$(<,&':)J#$")' 显然"中国哲学体现出的这
种思维方式"可以称之为#交往性$ #对话性$或
#主体间性$的"其显著特征"就是不像近代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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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主体性思维那样"将他者*世界和自然看作
认识和征服的对象"而是在交往与对话中互为主
体*互相印证' 勒卢瓦服膺于此"自然不会再像黑
格尔*莫里斯*鲍桑葵*克罗齐等那样"用西方美学
的#普遍性$尺度来衡量中国艺术和审美意识"从
而拒斥或漠视后者' 他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中洞察
到内容与形式的另一种关系"以及隐含其中的另
一种艺术的内在秩序"那就是+

在他们的绘画或诗歌里$自然的力
量%%%天&水%%%保持着一种极高水准
的自足$恰到好处$从未陷入无序状态$
也不曾过剩' "<,&':)J#$"#

勒卢瓦认为"相形之下"欧洲人倾向于将自我
情感和意识强加给自然"闪米特人鄙视自然"印度
教徒则将自我消解到自然中*放弃任何个人意
志222在这里"他发现了作为#复数$的#自然$'
那种以#欧洲艺术意识的连续性发展$作为单一*
普遍性尺度的美学和历史观暂时退场"让位给复
数的*空间并置*互相印证的美学和历史观' #中
国美学$正是乘着西方美学和艺术界此种暂时性
观念转换的间隙"得以曲折出场222虽然我们不
能过分估量#中国美学$概念在现代西方学界首
次出场的意义"因为勒卢瓦所象征的西方美学
#普遍性$尺度的消歇只是暂时性*局部的"但它
毕竟预示了一个开端+ 中国艺术和审美意识开始
从西方美学#普遍性$假设所建构的历史停滞论
的禁锢中挣扎而出'

二" 美学本土化与%中国美学&自觉意识的
酝酿

!!与西方的情形类似"U$ 世纪初叶大多数中国
学者也认为美学对中国而言"是一门全新*陌生的
#科学$' #V#" 年 # 月"徐大纯在%东方杂志&发表
了%述美学&' 此时"距西方美学知识首次以汉语
面目出现在中国"已有半个多世纪' 尤其是经由
王国维*蔡元培等影响深广的西学译介"中国学界
对美学也有了一定了解(王确 #W2#%)' 有学者
甚至宣称"这一时期的中国美学业已#从自发走
向自觉$"开始#自觉地建设美学学科的独立体
系$(聂振斌"%中国近代美学史& "%)' 但历史目

击者徐大纯却有另一番见解+

美学为中土向所未有' 即在欧洲$
其得成一独立之科学$亦仅百数十年前
事尔' 晚近以来$吾国人于欧洲各种科
学$类已有人络续译之' 独美学一科$缺
然未备$且其名词亦罕有人能道之者'
惟前岁蔡鹤卿先生在南京长教育时$其
教育方针宣言中$有美学教育之说' 维
时阅者咸诧为创闻$茫然不知其所指
())*今三年矣$仍不闻有提倡斯学者
())*夫美学者$最新之科学$亦最微
妙最繁赜之科学也' ""#

其观点可归纳为三+ 一"美学是一门起源于
欧洲的最新#科学$,二"#美学为中土向所未有$,
三"在蔡元培的倡导下"中国人才开始关注美学'
这反映了当时中国学界的一般看法' 如 #VUW 年
陈望道在题为%美学纲要&的讲演中说+#美学底历
史很短"不过才产生了一百多年,中国之有美学"实
以蔡元培先生提倡为最早'$(W0)#VUX 年潘菽批评
陈望道新著%美学概论&时说+#幼稚的美学222没
有人注意的美学222现在居然渐渐在中国出现'
在我个人的感想这真是一种空谷的足音'$(W"V)
到了 #VYU年"朱自清为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作序
时仍沿袭了这一说法+#美学大约还算是年轻的学
问"给一般读者说法的书几乎没有/001奇怪的
是3美育代宗教说4提倡在十来年前"到如今才有
这部头头是道*醰醰有味的谈美的书'$(#)同这些
说法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仅美
学原理*概论著作就已出版了十余种"更不用说诸
多相关著作和文章了'&

那么"时人为何还不断重
复*强化#美学为中土向所未有$这种似乎同黑格
尔*莫里斯*鲍桑葵等遥相呼应的观点呢-

这一游荡在中国学界上空的#黑格尔的幽
灵$"实际上折射了 U$ 世纪前期中国知识分子引
进和借鉴西方学术时的一种主流心态"那就是要
依傍西学的#分科$概念和#科学$精神来检验和
反省中学"进而构造一种作为#现代科学$的中国
学术(张帆 0W)' 具体到美学而言"既然它在现
代科学的起源地欧洲都是#年轻的学问$"那对素
无科学传统的中国而言"就更是潘菽所言的#空
谷的足音$了' 对此"较早系统地介绍西方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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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萧公弼"在 #V#X 年连载于%存心&杂志的
文章中说得很明白+#美学者"研究精神生活之科
学也' 故其范围广大悠远"而其意义亦精深微密"
则治之者"非有高尚之思想"沉静之脑筋"则恒难
得其真谛"而领其意趣'$ (#美学(四续)$ #)其
所强调的无非有二+ 美学是#科学$,研究美学需
要#科学$方法和精神' 而这两点"在时人眼中正
是中国人和传统学术严重匮乏的"即如萧公弼所
言+#甚矣哉. 我国人之心粗气浮"识陋行秽"此
正孟子所谓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
之而不知道者是也'$(#美学$ U)这就是说"中国
人的日常生活*艺术和自然体验中虽不乏审美的
观念和经验"但从未有人超越具体观念和经验"就
审美问题展开客观*科学*系统和理论化的追问与
探索"因此"中国传统实在是有#美$而无#学$'

这种激烈的自我否定"在以西学为#新学$和
#世界大风潮$*以中学为#旧学$或#国故$的时
代"打破了中国传统#经*史*子*集$的分科范式
和#义理*考据*词章$相结合的学术方法"确立了
西方现代学科范式与学术观念*方法在中国现代
学术建构中的合法性(赵强 YX)' 在此过程中"
本土传统与世界性虽然表面上呈现为非此即彼的

对立"但一旦中国学者开始运用西方美学观念*理
论与方法"寻求解决中国人所面临的审美和人生
问题之道"二者就会走向实质的碰撞*交往*融合'
一方面"美学不得不揖别其赖以发生的西方语境"
作为一种#现代科学$"来观照中国问题"从而实
现其本土化,另一方面"中国人面对的审美和人生
问题不仅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那些积淀在观念
和精神层面的语言*观念*习俗*情感构造*文化记
忆就会显现出来"对美学本土化起到某种方向限定
的作用' 如萧公弼论证中国传统有#美$而无#学$
时"曾以不容辩驳的排比句式"一口气抛出许多中
国传统思想从未涉及的问题"如#美者何以现于世
界$#美之原理如何$以及人类#奚由而感于美$等'
但在阐释上述问题时"他却运用了大量中国传统佛
学概念"如#色$#受$#想$#行$#识$等"分析#审美
之程序及心境之变迁$"并且认为它们在发明人类
审美心理*意识活动上#深切著明$(%美学& W),在
讨论审美无功利与美育问题时"又大量征引了儒家
诗教*乐教论述(#美学(四续)$ U20)'

如此"美学本土化的另一副面孔"就展现为
#传统的发现$' 这副面孔在王国维的美学研究

中显露得更为清晰' 其%红楼梦评论&开篇就引
用了老子的#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和庄子的#大
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继而在行文中#把老庄
哲学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意志论哲学相互参证加

以具体发挥$"阐释西方悲剧理论的同时"#字里
行间无处不渗透着中国传统的超尘脱俗思想和对

清心寡欲*清静无为的人生态度的首肯$ (聂振
斌"%王国维& #$V2##$)' 而%人间词话&则从常
州派词学家陈廷焯那里捕捉到一个词学术语222
#意境$"综合运用叔本华的#直观说$*席勒的#自
然诗$与#理想诗$理论*康德的#自然天才论$和
席勒2谷鲁斯的#游戏论$等"使#意境$这一传统
概念在现代重焕生机"甚至在后世学者那里被戴
上#中国古代美学和诗学的无可争议的桂冠$(罗
钢 YV2WU)' 从这种意义上说"借用陈寅恪对王
国维的评价222#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
相互参证$(UWX)"#意境$范畴正是王国维取西方
美学之观念与中国固有文艺之材料#相互参证$而
发现的传统' 在#传统的发现$上同样做出巨大贡
献的"还有不遗余力标举#美育主义$的蔡元培'
由于他的努力"原本遭到批判*清算的儒家#诗教$
#乐教$传统在现代美学研究中重获关注' 因此"
他在被视为#热心的革新者$的同时"又被认定为
#坚定的儒家$(189e8(Y# YU)' 就其美学上的表
现而言"此种富有张力的评价无疑是恰当的'

可以说"在美学本土化初步展开之际"儒*道*
释传统所积淀的中国艺术观念*审美意识就已酝
酿着现代自觉的意识' 值得关注的是"还有一种
颇具荒诞意味的审美乌托邦想象"进一步激发了
#中国美学$的现代自觉' #VU" 年"刘仁航的%东
方大同学案&修订版面世' 这是一部汇聚了古今
中外各种乌托邦思想*言论的著作"作者试图综合
各家学说"#结千年来文化旧局"开二十世纪大同
新运$ (%东方大同学案& U)' 这大概是一战结
束*国联成立给不少中国人送来的缥缈#福音$+
世界和平*各国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天下大同$
指日可待(罗志田 U"2UV)' 刘仁航为 U$ 世纪
开出的#大同新运$名为#佛教社会主义$"非驴非
马"荒诞不经' 饶有意味的是"他描绘#新大同世
界$的诸多境界时"专门开辟了一方#美艺世界$"
并把它当作人类从物质*社会*政治生活超越而
出"迈向最高境界#仙佛世界$的过渡+ 通过奖励艺
术"创造#美世界$"使人类#乐变化天$"亦即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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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天性束缚"获得自由解脱(%东方大同学案&
VX)' 这种论调无疑是康德#自由美$和席勒#游戏
说$的翻版' 实际上"刘仁航对此并不陌生222他
在 #V#V年曾翻译了日本学者高山林次郎的%近世
美学&"其中就有专章介绍康德*席勒美学' 这就不
难理解"其#佛教社会主义$为何如此注重美育"因
为先前的美学研究表明+#现在已竟到了讲艺术美
育的世界"乐舞与人生的需要"已经公认为第二生
命事业了.$(%东方大同学案& W$)在这里"我们看
到了作为#新科学$的美学同乌托邦想象的怪异组
合' 然而"正是这种超出美学范畴*想落天外的乌
托邦想象"使刘仁航较早获得了一种#世界美学$
视野' 他在 Y$年代初游历南洋*印度时说+

中人只是一中字$能联合佛印回三
族$则亚洲易联' 再加入美$而亚之!
成' 欧人最后加入$世界大同联邦之局
定矣())*世界美学原理$喜复杂$恶
简单' !联合各族各教教士以组织$则
可并美' "+印度游记,#

显然"刘仁航还在宣扬其#佛教社会主义$'
不过"此时美学就不仅局限于美育"而是具有了某
种历史哲学的意味"成为阐发多样性#世界大同
联邦$的原理' 其所谓#世界美学原理$"可作双
重理解+ 其一"从美学原理看世界之构成,其二"
世界美学本身之原理' 不管从哪种角度理解"
#喜复杂*恶简单$的#并美$理想"都构成了其所
理解的美学的内在规定性"也寄托着他对#未来
世界$的期许' 如此"美学视野下的#世界$"抑或
#世界美学$的构成"就突破了#欧洲c西方$的时
空界限"将中国美学等涵盖其中' 就此而言"刘仁
航的#世界美学$观与勒卢瓦的#中国美学$观可
谓异曲同工"都构成了对西方美学#普遍性$尺度
的消解' 更甚于勒卢瓦的是"刘仁航又转向了一
种文化保守主义的论调"开始想象#中国美学$的
普遍性' 他自述#初慷慨于豪侠"继奋迅乎教宗"
近脱化于美术"由刚而柔"由道而艺"由智意而
情$"在美学研究中体悟到人类未来的#大同新
运$+ 逞勇仗力的#欧化$并不能导向真正的#大
同$,只有借助于中国传统#诗以道性情$*以#温
柔敦厚为旨归$的儒家诗教美学"在精神上#亚
化$#中华化$"人类才能#彻悟$"从而获得#大解

脱$ (#乐天却病$ "2X,%东方大同学案& U2
")' 其乌托邦构想"连同其赋予中国美学的普遍
性假设"都有些荒诞离奇"但正是这种总体性的世
界想象"在美学本土化实践初步展开的时代"将
#中国美学$的觉醒又推进一步+ 作为历史形态存
在的#中国美学史$呼之欲出'

三" %中国美学史&的发现与诞生

如前所述"#VUX 年勒卢瓦突破了西方近代美
学的普遍性假设"明确提出了#中国美学$概念'
这一声音在同时代西方美学主流话语中虽未引起

嘹亮的回声"但其出现却并非偶然' U$ 世纪初"
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伴随着对西方价
值观念的不满与反思"#中国智慧$在欧洲变得时
髦起来+#中国作为西方世界想象中的对应物和
救世主选中的拯救对象"在骚动的欧洲知识界不
时起着或永久或临时的振奋和拯救作用'$(傅海
波 0U)从前引勒卢瓦对中国美学和哲学所蕴藏
的#洞察宇宙万物思想$的盛赞"不难看出他在彼
时欧洲盛行的#中国想象$中所扮演的角色' 饶
有趣味的是"汉学热的兴起不仅促成了#中国美
学$在西方知识界的出场"还对中国学者#中国美
学史$观念的产生发挥了直接而深刻的作用'

#VU$ 年"宗白华赴德国求学' 此时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和盖沙令%哲学家的旅行日记&刚
刚出版"风行一时"#皆畅论欧洲文化的破产"盛
夸东方文化的优美$' 宗白华亲历了德国的汉学
热盛况+ 一个月内就出版了四五部介绍中国文
学*艺术和哲学的著作"%庄子& %列子&都有了德
译本"%老子&译本则多达五六种' 这种#中学西
渐$的文化流动"对此前单向度渴求#西学东渐$
的宗白华而言"无疑是巨大的震撼' 他真切感受
到世界文化正在发生#东西对流$的趋势"自己置
身其中"则渐渐受到#反流$的影响"#不复敢藐视
中国的文化$了' 他意识到"#中国将来的文化绝
不是把欧美文化搬了来就成功' 中国旧文化中实
有伟大优美的"万不可消灭$"并且发愿长期从事
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和批评"以期#寻出新文化
建设的真道路$ (宗白华"第 # 卷 YU$2U#)' 这
对其日后美学研究的展开"可谓影响深远' #VYU
年撰文推介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和黄憩园%山
水画法类丛&时"宗白华就明确提出了基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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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进行美学研究的方法+#西洋的美学理论始
终与西洋的艺术相表里"他们的美学以他们的艺
术为基础/001中国艺术的中心222绘画222
则给与中国画学以 3气韵生动4* 3笔墨4* 3虚
实4*3阴阳明暗4等问题'$ (宗白华"第 U 卷 WY)
不言而喻"此处的潜台词便是#中国的美学始终
与中国的艺术相表里$"#以中国的艺术为基础$'
这种方法"构成了贯穿于宗白华此后美学研究始
终的学术个性' 值得注意的是"此种方法还有一
个先决的认识前提"宗白华说+

将来的世界美学自不当拘于一时一

地的艺术表现$而综合全世界古今的艺
术理想$融合贯通$求美学上最普遍的原
理而不轻忽各个性的特殊风格())*
各个美术有它特殊的宇宙观与人生情绪

为最深基础' 中国的艺术与美学理论也
自有它伟大独立的精神意义' 所以中国
画学对将来的世界美学自有它特殊重要

的贡献' "宗白华$第 U 卷 WY#

如果将这段文字同刘仁航 #VY# 年对#世界美
学原理$的阐发对读"我们能发现"尽管二者各自
关切的问题并不能形成有效对话"但在消解唯西
方马首是瞻的世界观和美学观上"却不约而同'
此种借艺术和审美伸张世界主义理想的观念"在
一战后的东西方世界都曾极为盛行 (徐庆誉
#X$2X%)' 相对于那些盲目乐观甚至天马行空
放言高论的人"宗白华选择了一种理性*学术化因
而也更具未来性的方式来阐发他的世界主义理

想"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了#世界美学$与#中国美
学$的关系问题' 如此"一度游荡在中国美学界上
空的#黑格尔的幽灵$"亦即#美学为中土向所未
有$的焦虑"终于冰消瓦解' 接下来的工作自然而
然转向如何通过#历史的综合的叙述$与#分门别
类的辩证阐发$"实现#中国美学原理的系统化$
(宗白华"第 U 卷 WX)' 这样"#中国美学史$的问
题域就被开辟出来' 三十年代以后"宗白华相继发
表了%论中西画法的渊源和基础&%中西画法所表
现的空间意识&%论5世说新语6和晋人的美&%中国
艺术意境之诞生&%中国诗画所表现的空间意识&
%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和实&等一系列中国美学史
研究的扛鼎之作' 同时代的美学家*艺术史家和哲

学家丰子恺*邓以蛰*方东美等人围绕中国绘画*书
法*文学等诸多艺术门类展开的专题美学讨论成
果"也相继问世' 此时#中国美学$终于在#世界美
学$的宏大体系中确立了安身立命的合法性' 本文
引言提及的美学研究和美学史叙事中的#中国问
题$"开始从#中国有没有美学$转向了#如何叙述
中国美学$"这将在后文中详论"此处先接续#中国
美学史$的发现"讨论#中国美学史$的艰难诞生'

宗白华强调"中国美学#自有它伟大独立的精
神意义$"必能对将来的世界美学贡献#特殊重要$
的价值' 然而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美学
#特殊重要$的价值似乎还未显现' 据李泽厚回
忆"他在 #VXX年#刚想搞中国美学史$时"就遭遇了
严峻的挑战+ 首先是国内先行研究匮乏"#解放前
和解放后"讲中国史的书很多/001独独没有中
国美学史$,其次是国外学者的中国美学史叙述与
阐释存在较大偏颇"即便托马斯!门罗和今道友信
等是#国际上第一流的美学家"但是写中国美学史
还是有弱点$"#总觉得有些隔靴搔痒$' 因此他坚
定了#中国美学史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来写$的信
念(%杂著集& XY2X0)' 李泽厚还格外提到了宗
白华在中国美学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意义' 那么"为
何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历史*中国文学
史"还有中国文艺批评史*中国哲学史*中国美术
史"等等$层见错出"#独独没有中国美学史$呢-

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和口述史料"最早系
统针对中国美学史研究与写作展开宏观思考的学

者"就是宗白华' #V%U 年 #U 月"北京大学哲学系
发布了一则课程简讯"说明宗白华在该年度为哲
学系*中文系高年级学生新设了#中国美学史专
题$选修课"涵盖先秦和汉代工艺美术及古代哲
学*文学中表现的美学思想"中国建筑和园林艺术
中表现的美学思想"中国古代音乐理论*绘画理
论*书法理论和诗文理论中表现的美学思想等专
题(哲 W%)' 而后来公开发表的课程讲稿%中国
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则显示出宗白
华在实际课程中开宗明义的首个专题是#中国美
学史的特点和学习方法$"针对其研究对象*范
围*方法*历史线索等展开讨论(宗白华"第 Y 卷
WWX2W0)' 此时宗白华已接受全国高等学校文
科教材编选办公室的邀请"承担%中国美学史&编
写任务"并协同北大美学教研室同仁开始编选
%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而且就相关问题征询了

!#%!



#中国美学$的现代出场及蝉蜕轨迹

郭沫若*侯外庐*魏建功*刘大杰*黄药眠等的意见
(李世涛!戴阿宝 W$"0U)' 同时"随着#美学大讨
论$全面展开"#美学民族化$和#如何学习和继承
民族美学遗产$等问题也开始引起广泛关注(朱光
潜 Y#")' 而宗白华本人也曾公开谈论编写中国美
学史的准备工作及进展"并相当乐观地宣称"这项
工作#运用了集体和个人结合的力量"这一定会使
中国的美学大放光彩$(宗白华"第 Y卷 YVY)'

可以说"各方面条件均已具备"一部中国美学
史本应水到渠成"像朱光潜%西方美学史& (#V%Y
年)和王朝闻%美学概论& (#V0# 年"初稿完成于
#V%W 年)那样瓜熟蒂落' 但事与愿违"由于编写
组内部出现#意见分歧$"这部酝酿已久的著作终
未现身' 据主要参加者回忆"当时编写中存在的
意见分歧主要有二+ 一是编写展开前"#宗先生认
为"应该先有史"后有资料' 我们对此的看法角度
不同"其间也有争议/001我觉得"干什么都得
从实际出发"要先做些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然
后再搞史' 最后"教研室决定要搞这个资料"让宗
先生来当主编"他也就不再坚持己见$,二是资料
编选完成后"宗白华又提出#先搞出史来"比如画
论史*文论史"逐一搞完后"再加以综合$"这又同
其他参加者意见不同+#宗先生的兴趣怎么今天
这样"明天又那样-$ (李世涛!戴阿宝 0U20Y)
关于后者"宗白华在 #V%U 年 # 月给刘纲纪的信中
曾提到"#中国美学史当以现在各方面正在编写
的美术史*文学批评史的根基/001现在只能做
些专题性的初步探索而已$ (宗白华"第 Y 卷
YVX)' 这可以同上述记述相印证' 而前一分歧
则有不同说法' 据林同华说"宗白华并不反对资
料工作"还#从艺术实践所总结的美学思想出发"
强调中国美学应该从更广泛的背景上搜集资

料$' 所以"他认为编写工作停滞主要缘于#没有
按照宗先生的重视艺术实践的精深见解和汤(用
彤)先生关于佛教的美学思想的研究方法去尝
试$(宗白华"第 W 卷 XX")' 其实"如果不把#意
见分歧$仅仅限定在宗白华和其他参加者之间"
而是将其范围拓展到当日#美学大讨论$和文科
教材编写中普遍存在的立场与观念之争"中国美
学史的难产"就会获得更深层次的认识' #美学
大讨论$由朱光潜的自我批判引发"虽然从开始
就被控制在#人民内部矛盾$层面"但据知情者回
忆"#上边的意思是把朱光潜当做资产阶级*唯心

主义的靶子批判到底"当做反面教员以提高群众
的觉悟$' 而稍后文科教材编写亦有明确的意识
形态导向+#政治挂帅"理论联系实际"反对修正
主义"贯彻党的双百方针"等等$(李世涛!戴阿宝
#Y"#V$)' 对此"宗白华显然洞若观火"一方面"他
在#美学大讨论$期间几乎置身事外"发表的文章
从不涉足论争,另一方面"在看到身边青年教师多
半被教育部抽调去参加%美学概论&的编写时"他
在私信中意味深长地表示"#此工作亦不简单也$
(宗白华"第 Y 卷 YVX)' 待到承担编写任务"他申
述研究和写作原则时"又特意引用恩格斯%反杜林
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
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
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以及毛泽东#我们讨论问题"
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等观点(宗白
华"第 Y卷 W"$)' 这就同#政治挂帅$与#立场先
行$的学术风气保持了距离' 总之"#如何叙述中
国美学$的问题遭遇了复杂的学术分歧*历史困境
和政治因素"最终导致中国美学史写作的搁浅'

事实上"这在后来者的中国美学史叙事中也
成为不得不直面的#历史遗留问题$"那就是#以
什么线索来串美学史$- 前引李泽厚的表述提
到"#历史的办法"一般都用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
争来串$"如 #VXV 年出版*被称为#中国美学史的
先声$的%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施昌东著)即
是如此' 但在李泽厚看来"#用唯物论和唯心论
来套中国美学史"就说不出多少东西$222众所
周知"此时政治氛围和学术环境已发生了很大变
化"为李泽厚#老老实实说明审美理论是怎么发
生"怎么发展"怎么变化$提供了可能(%杂著集&
XX)"而 #V0# 年问世的中国美学史的#外编$ %美
的历程&所采用的#人的本质走向最完满的展现$
的美学史叙事模式"则获得了学术界乃至全社会
的广泛赞誉''

这样"一部由坚持#走我自己的路$
的李泽厚主编的%中国美学史&(第 # 卷)"终于在
#V0W 年公之于世"是为现代学术史上第一部#靠
中国人自己来写$的中国美学史'

四" 如何叙述%中国美学&! 文化交往中的
蝉蜕轨迹

!!李泽厚主编的%中国美学史&第 U 卷出版于
#V0X 年"与第 # 卷相隔 Y 年' 其间有叶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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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史大纲&出版,其后"敏泽*周来祥*陈望衡*
张法*王振复*祁志祥*曾祖荫*王文生等人的美学
史著作相继付梓,最近又有叶朗主编的八卷本
%中国美学通史& (U$#W 年)问世00三十年间"
中国美学通史著作出现了三十余部"断代史*范畴
史*审美文化史和各门类艺术美学史则数不胜数'
可以说"经过了百余年的艰难蝉蜕"#中国美学$终
于迎来了#著作如林"学者蜂起$的繁盛景象'(

不

过"这种繁盛局面并未铸就中国美学界的学术自
信"反而在许多学者心头唤起了一种#仿佛面临
3学术末日4$的#焦虑意绪$(王振复 #$U)' 近年
来"反思*批评甚至批判*否定 U$ 世纪以来的中国
美学史研究和叙述"成了学界的流行话题' #问
题$#缺陷$#困境$#偏至$乃至于本文开头提及的
#合法性破产$和#死胡同$等带有明确否定性价值
判断的词汇"常常出现在相关论述中' 这大概是令
那些在#中国美学$觉醒和#中国美学史$发现与建
构之路上前仆后继的前辈学者始料未及的'

众口纷纭"莫衷一是' 但所有歧见都源发于
一个核心问题+ 如何叙述中国美学-

如前所述"美学的传入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
种用以审视本土文化传统的#现代科学$视野与
方法' 从#美学为中土向所未有$的独断论到#中
国美学$的觉醒"再到#中国美学史$的发现与诞
生的蝉蜕轨迹"事实上内在于作为一门起源于西
方的#现代科学$的美学"在近代以来的中国不断
本土化的历程"并且表征着以西方作为#现代$之
单一样本的普遍性假设不断被突破和消解的历

史' 尽管不断有学者批评*质疑这一历史进程
#误入歧途$"走进#死胡同$"甚至呼吁中国学者
要#重新定义$美学"#改弦更张"另起炉灶"建构
一个全新的美学框架$"以期实现#美学的根本转
型$(季羡林 V)' 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美学本
土化与#中国美学$的现代出场及蝉蜕历程"本身
就是中国美学在西学东渐以来的历史中不断转型

并重构自身的产物' 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创
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
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
造'$(%%V)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美学$的现代
出场及其蝉蜕进路"就构成了当下人们期待的
#美学的根本转型$的#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
去继承下来的条件$' 换言之"要解决#如何叙述

中国美学$的难题"比#改弦更张"另起炉灶$更紧
要*迫切的"乃是回溯学术史进程中有关#中国美
学$的历史叙事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因为"#一切
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
头脑$(马克思 %%V)'

此前的论述表明"在美学尚以一门陌生的
#新科学$的面目呈现于中国学者眼前时"后者观
念和精神层面所积淀的传统观念*习俗*情感构造
和文化记忆等"就蕴聚于中国人所面对的审美和
人生问题"影响着中国学者对美学的接受与理解'
即便是宣称#美学为中土向所未有$的人"在阐释
西方美学理论和概念时"也不得不积极调用中国
传统思想资源中的命题*概念和术语来与之互相
参证' 因此"美学在近代中国的流传"实际上为急
于找到一种现代形式来呈现和延续自身的中国传

统思想"提供了栖身之地' 随着美学译介的深入
与本土化的展开"这些中国传统思想现代转化的
方向日益明确"逐步聚集于美学学科范式之下"于
是一种被命名为#中国美学$的历史实存的轮廓
逐渐清晰' 套用 U$ 世纪三十年代金岳霖对中国
哲学史建构问题的分析"刚刚觉醒的中国美学"不
可避免地呈现为#在中国的美学史$"即把#欧洲
的美学问题当作普通的美学问题$"#把中国美学
当作发现于中国的美学$ (U0U)' 王国维对#意
境$的建构与蔡元培对中国传统#美育主义$的阐
发"从某种意义上说即可视为对应于西方美学理
论的#类似物$ (罗钢 WY)' 而正是这种潜藏着
#自我他者化$危险的叙述中国美学的方式"#像
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在后来的中国美
学史建构中呈现出延续和强化之势"才引发了近
年来中国学者持续不断的疑虑*反思与批评'

然而"#现代$并非一成不变的"#传统$也因
此而变动不居' 正像勒卢瓦在欧洲思想界普遍反
思其现代进路之际"通过其汉学研究以及同中国
学者交游"从中国文学*艺术传统中发现了#自然
的力量$*确认了#中国美学$所表明的那样"直接
的文化交往会改变人们对现代和传统的认知' 宗
白华在德国亲历了汉学热引起的东西文化#对
流$"得以#借外人的镜子照自己的面孔$"从而建
立起了多元化的#世界美学$视野"并在这一视野
下实现了#中国美学史$的发现' 他对#美学上最
普遍的原理$与#各个性的特殊风格$之关系的思
考"业已触及自我他者化的破解之道' 金岳霖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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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这一话题时曾说"#哲学是说出一个道理来的
成见' 哲学一定要有所3见4$"这是#其理论上最
根本的部分"或者是假设"或者是信仰,严格地说
起来"大都是永远或暂时不能证明与反证的思
想$' 建立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叙述"首要解决的
#先决问题$"就是在中国思想的历史中追本溯
源"捕捉到这一哲学的#成见$ (UX0)' 这一论断
可以用作阐发宗白华的中国美学史叙述方式的注

脚+ 在宗白华的中国美学研究中"#宇宙观$"或者
更具体地说#时空意识$"是其所有理论叙事展开
的起点' 他的一系列重要文章"都是从中国哲学
和艺术所表现的时空意识222#时2空统一体$
出发"在中西比较视野中探讨中国美学所展现的
#特殊的宇宙观与人生情绪$' 可以说"#时2空
统一体$观念乃是宗白华所探寻到的中国美学的
#成见$"即#理论上最根本的部分$(宗白华"第 U
卷 WX")' 这一#成见$又是如何发现的呢- 宗白
华阐释康德美学思想时"曾将美学的定义追溯到
#3感性认识4的科学$这一语源"并指出"对#感觉
直观里的空间时间的先验本质$的确认"是康德
#先验的美学$的出发点(宗白华"第 Y 卷 Y"W)'
换言之"#时空意识$作为人类的先验感性"决定
着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的方式' 立足于这一问题
的比较研究"才能洞察中西方美学#各个性的特
殊风格$及其差异' 所以他关于#气韵生动$ #虚
实$#笔墨$ #意境$ #阴阳明暗$等一系列中国美
学范畴的阐释"都明确基于对中国人独特的#时
空意识$的理解' 这种奠基于文化交往与对话之
上的叙述中国美学的方式"已经超越了前人那种
#把中国美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美学$的方法'

到了八十年代"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横空
出世"以#四大思潮$和#六大特征$概括中国美学
的核心特征"将叙述中国美学的方式提升到了新
的境界' 如果说其关于儒家美学*道家美学*楚骚
美学和禅宗美学等四大思潮构成#中国美学的精
英和灵魂$的论断"乃是基于中国文明内部的体
认"那么"他对中国美学六大特征的概括"则体现
了一种跨文化比较的宏阔世界视野' 而此世界视
野的开启"尤其是其结论的生成"则与李泽厚的一
次跨文化学术之旅关联密切' 对此"需要在多个
文本的关联阅读中展开解读222前引李泽厚在
#V0# 年所作的题为%关于中国美学史的几个问
题&的演讲"事实上构成了 #V0W 年出版的%中国

美学史&#绪论$部分的主干"其有关中国美学史
研究对象*方法*四大思潮和主要特征的概括"在
此次演讲中均有呈现(%杂著集& X02VU)' 然
而"此时李泽厚对中国美学特征的把握"虽然明
晰"但与后来相比还不够丰富*具体' 对读两个文
本"其大致对应关系如下+

#V0# 年演讲 %中国美学史&(#V0W 年)

乐为中心
高度强调美与善的统一

富于古代人道主义精神

线的艺术 强调认知与直觉的统一

情理交融 强调情与理的统一

天人合一 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

222 以审美境界为人生最高境界

!!在 #V0# 年演讲中"李泽厚在解释#乐为中
心$时"强调中国美学在伦理*教育和人性满足等
方面的突出特质"虽指出了其与西方美学认识论
倾向的差异"但表述尚不具体,而#以审美境界为
人生最高境界$的认识"亦未明确显现' 那么"这
一认识是如何形成的呢- #V0U 年至 #V0Y 年间"
李泽厚曾赴美国讲学' 在美期间"他发现#美学
在这里远不及思想史受重视"某些文科学生甚至
不知美学 Q(,5'(59&,为何物"只有哲学系开美学
课"听众不多"冷门$ (%中国美学& U%)' 这显然
#与当前国内的3美学热4根本不同$' 这促使他
深入思考中西方文化和学术取向的差异' 与此同
时"他又目睹了宗教在美国的#势力和力量$"诸
如#大学广场上经常看到狂热的宗教宣讲者"不
顾大学生们的嘲笑*诘难"不顾甚至没有任何人
听$"这使其联想到西方文化#由道德而宗教$*以
宗教为最高境界的传统"进而体认到#中国的传
统与此不同"是由道德走向审美$' 正是这种跨
文化的交往"激发了李泽厚将审美问题#提高到
中国民族的哲学精神的角度来谈$的学术灵感"
促使他提出了#中国哲学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
界"是审美的而非宗教的$观点 (%中国美学&
U%2U0)' 并且格外强调中国美学的伦理品格"
即#高度强调美与善的统一$' 我们甚至可以说"
后来李泽厚之所以重提#美育代宗教$"认为#美
学是第一哲学$"是#中国人的3世界观4$(#关于
3美育代宗教4$ X2V)"其慧根早已在这次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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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术之旅中扎下'

结<语

本文所发掘和梳理的#中国美学$现代出场
及其蝉蜕轨迹"对于当前中国美学史研究和写作
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和#困惑$而言"并不会产生
直接助益' 然而通过这种历史回溯"我们无疑能
发现"一个世纪以来美学研究和美学史叙事中的
#中国问题$"并不是一个先验的*单面的存在'
它伴随着一门起源于西方的现代学术即#美学$
的全球扩张而出现*凸显"在美学的中国本土化进
程中展现出不同面目"并对置身于这一进程之不
同阶段的学者提出愈加严峻的挑战' 这些日渐升
级的挑战背后"其实潜藏着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
文化*思想和学术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的进程中不
得不直面的身份认同危机' 正是这种危机催生了
#中国美学$的发现与觉醒"驱遣着中国学者不断
探索#中国美学史$的建构与叙述方式' 当它达
到一个临界点时"自然而然会引出诸多言辞激切
的民族主义观点"在质疑和反抗西方文化的全球
霸权的同时"甚或将西学在中国的接受与本土化
经验全盘推倒' 此时回望历史"我们更想强调的
是"#中国美学$的现代出场及#中国美学史$的建
构历程虽然伴随着源源不断的焦虑与困惑"但它
们并非西方美学和西方美学史在中国的#翻版$"
而是在东西方的文化交往*碰撞中"中国本土文化
不断重构和确认自身的历史产物' 这种文化交往
在过往的历史中一再突破*消解了西方美学的普
遍性假设"它所开启的美学研究和美学史叙事的
#中国问题$"与其说连接着一条通向文化主体性
泯灭的#死胡同$"毋宁说是为我们在文化交往日
益密切的当代世界文化格局中不断感知和洞察传

统的#精英和灵魂$敞开了一扇窗户'

注释#6/#%($

! #VVX 年"呼延华在一篇引起广泛关注的文章中写道"

当前中国的美学和美学史研究"正在面临着#存亡的二元

选择$"若不尽早转型"就会#合法性破产$' 参见其#美学
转型+ 转向何处$"%中华读书报&"#VVX 年 W 月 #% 日'

" 如自上个世纪 0$ 年代后期以来就颇受关注的对#美

学$#西方美学$与#中国美学$及#全球美学$等概念的辨
析"对#美学在中国$ #西方美学中国化$与#中国美学全

球化$命题的讨论等'

# 如美国学者苏源熙将其有关中国诗学和美学研究的著
作命名为#<'(@8=G;(F=>?'9)(,(Q(,5'(59&$ (%中国美学
问题&)' 其导论专门阐释了题目中的#问题$(H8=G;(F)+

直到现在"#中国$一直处在#被发现$ (G(9)D9)I()5(/)的
进程中"这构成了美学*诗学翻译和研究领域的#难题$'

参见 A:-,,7" C:-).!"#?&,C>#@ ,.3/"'-#0#3#0+"#+'(2
(A5:)>=8/+ A5:)>=8/ P)9I(8,957@8(,," #VVY).#.

$ 刘厚+#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概况$"%教育部公报&WX2
W0(#VYY),又见于%中法大学月刊&U(#VYY)"以及%申报&
#VYY 年 #U 月 # 日'

% 勒卢瓦曾翻译过多种中国古典戏剧*诗词和小说"并有
数种关于中国文学*文化和音乐的著述"其译著有中国戏
剧%汉宫秋& (#V## 年)*%黄粱梦& (#VYW 年)等,著作有
%中国音乐&(#V$V 年)*%中国革命史& (#V#U 年"与韩汝
甲合著)* %中国之镜 & ( #VYY 年 ) 等"参见 <,&':)J"
Z9(589&'. # 3'(8( R:,5 :)/ 3(,5 (̂(5+ ?'9)(,(
b(I=;-59=):89(," T8()&' 489()5:;9,5," :)/ L)5(8&-;5-8:;
<'(:5(89) #V#$,@:89,.$ !)'9)- D,1&-)>,.:)0+30')-
B+1*'#0W.#(U$$X)+ 0V #$0.

& 这一时期的美学原理或概论著作主要有高山林次郎
%近世美学&(刘仁航译"#V#V 年)*马霞尔%美学原理&(肖
石君译"#VUU 年)*耶露撒冷%美学纲要&(王平陵译"#VUU

年)*黑田鹏信%美学纲要&(俞寄凡译"#VUU 年)*吕澄%美
学浅说&(#VUY 年)*%美学概论&(#VUY 年)*%晚近美学思
潮&(#VUW 年)*%晚近美学说和美的原理&*李石岑%美育
之原理& (#VU" 年)*蔡元培 %美育实施的方法& (#VU"

年)*太玄*余尚同%教育之美学基础& (#VU" 年)*范寿康
%美学概论&(#VUX 年)*陈望道%美学概论&(#VUX 年)*徐
庆誉%美的哲学&(#VU0 年)等'

' 陈鸣树认为施昌东的著作#是为中国美学史宏伟结构
打基础的工作"也可以说是开中国美学史的先声$"但同
时也对其评价历史人物及美学思想时展现的#评法批儒$

立场持有异议' 参见其#中国美学史的先声222评%先秦
诸子美学思想述评&$"%读书&##(#V0#)+ Y%2Y0' 包遵
信则毫不客气地批评该书"#仅仅满足于这种(依据唯物
论与唯心论的斗争对历史人物)定性分析/001本身就
有点令人作呕"象是一盘淡而无味的杂碎汤$' 他还提
到"%美的历程&原是作为李泽厚主编%中国美学史&的
#外编$推出"正式出版时才将#外编$的副题删去' 见其
#迈向自由王国的足印222读李泽厚%美的历程&$"%读
书&0(#V0#)+ 02#W'

( #著作如林"学者蜂起"成果卓著$是朱良志对中国美
学史研究现状的概括' 见黄柏青+ %多维的美学史222当
代中国传统美学史著作研究&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U$$0 年)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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