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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杂谈 论审美与诗意栖居
张红阳

（湖北大学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结合当今时代发展所提出来重要教育精神。而要做好美育工作，更好地

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我们不能仅停留在艺术层面，要深入到美和审美本身当中，更好、更加深刻地把握美。在美学发展

史中，关于美的回答有许多，总体来说是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回答方式，随着当代美学的发展，一种新的、

“天人合一”的美学观被提出来，这种美学观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美。在了解美之后，我们则要了解审美活动。审

美活动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自身的无限性和自由，可以让我们摆脱主客相分，走向主客不分。在一个美好的世界里，我们

的劳动是无目的和利害关系的，是有自由在里面的。而同时，在生活之中，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实践活动中感受到美和崇

高。因此，在未来的世界中，以及作为未来的人，我们应该选择一种审美的世界的生活方式，进而我们可以以一种诗意

的方式幸福的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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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是指培养学生认识美、爱好美和创造美的能力的教

育，也称美感教育或审美教育，是全面发展教育不可缺少的组

成部分。北京大学叶郎在其《聚焦“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一

文中指出，“我国美育传统认为，美育和审美活动可以从多方

面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但它们对人生的意义最终归

结起来是引导人们有一种高远的精神追求，是提升人的人生境

界。我国古人一直都认为，一个人不仅要注重增加自己的知识

和技能，同时，或者更重要的是，还要注重拓宽自己的胸襟，

涵养自己的气象，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也就是要有一种更高

的精神追求，要去追求一个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有情趣的

人生，追求人生的神圣价值。” 从各方面来说，美对于我们人

格的塑造都是极为重要的。美育，不止是艺术，它包括了我们

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不能把美育工作都放在艺术教育上，要

从美这一根本概念中去了解它。因此要做好美育工作，我们必

须要对美以及审美有更加深入地认识。

一、从美出发

美是纯洁道德、丰富精神的重要源泉。美育是审美教育、

情操教育、心灵教育，也是丰富想象力和培养创新意识的教

育，能提升审美素养、陶冶情操、温润心灵、激发创新创造活

力。美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同于什么是美。一个是在为美学下

定义，而另外一个则是在寻找一个能够表现出来美的东西。实

际上，当我们想要去寻找一个美的东西的时候，已经暗含了我

们知道美的一个概念，或者说一个东西包含了某种概念，或者

某种属性的时候，他是美的。但是，这个概念或者这种属性究

竟是什么，是我们真正需要探求的，这也就是对于美是什么的

回答。

（一）不同视角之下的美学观

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许多哲学家来尝试回答过。

总结下来，大概可以归结为两种，一种是唯物主义的回答方

式，另外一种则是唯心主义的回答方式。我们首先来看唯物主

义的回答方式。正如唯物主义者对于世界本源的看法一样，他

们也认为美实际上是客观的，也就是说美实际上是事物的一种

属性。当一件事物包含着美的这种属性的时候，它就是美的。

这个观点，乍一看似乎是有点道理的，因为山河为美，不管人

在不在那里，山河都在那里。但当我们在说客观事物是美的时

候，我们都是从我们的作为人的视角去出发的，它都是将我们

和事物结合起来看的。所以说，把美单独看作是事物的一种客

观属性，是一种不正确的看法。

而作为哲学的另一传统，唯心主义哲学家则是将美看作是

人的主观感觉。他们认为是人创造了美。唯心主义哲学家认

为，一个事物之所以是美的，是因为我意识到了它，然后我赋

予了它美。正如中国传统陆王心学所说的那样，“心外无物”，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寂”，只有当我看到这个事物的时

候，它才是美的，而当我不看它的时候，它就归于平淡。也就

是说，在唯心主义者看来，美实际上只存在于我们人自己的心

中。但是，一个客观事物，就比如说一朵花，当我们看它的时

候，它是美的，我们不看它的时候，那朵花实际上是没有变化

的。但它却成为了不美的，或者说，我们不知道它美不美。而

在这个时候，美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们可以说这个美，

也可以说这个不美，但是它都是同一个事物，却发生了诸多变

化。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美是什么”这样的一个真理性的概

念，变成了一个类似于“什么是美”的这样一个意见类的概

念。这样的一种观点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那么，美究竟是

什么，怎么样来说，才是合适的呢？

（二）传统美学观的融合与发展

在上文的讨论之中，我们已经知道美是什么不能说成为什

么是美，正如真理与意见的不同的一样；我们也知道传统的对

于美的定义是不正确的，不管是唯物主义将其看作是事物的一

010



2022年第08期

文艺杂谈
种属性，还是唯心主义将其看作是人的主观感觉。这都是不正

确的，美从来都不是事物的一种附庸，也不是人的一种主观想

象，更不可能是单独存在于被分割开的人或者物上的。人只是

美的守护者，并不是美的创造者，人只是让美成其为美，也就

是说，让美显现出来，而美，则是使人成其为人。美之所以称

之为美，它必然是要有两个东西的，首先是作为审美主体的

人，美不可能没有人的参与，没有人参与的美，怎么能说成是

美的呢？它都没有呈现，谁给它了美这个定义呢？其次，是作

为审美对象的物，如果只有人的存在的，没有审美对象的存

在，那美又从何而来，人是不可能单独产生一个从未见过的东

西的意识的，人之所以会产生美，是必然有“这个东西好美

啊”这样的一个判定的，如果没有，怎么会有空泛的美的呢？

所以说，当产生了一个这样的判定的时候，必然是有一个审美

对象存在的。所以，这就否认了上面的两种说法，也就是说，

美是什么？美就是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去审视、观察、意识一个

审美对象的时候，所产生的感觉。这个时候，审美主体的人实

际上是和审美对象的物融合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主客

不分、天人合一，这也是美本该有的样子，也是我们人该有的

样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只会让我们走上主客相分的异化之

途，而实际上的美，是让我们在这个本来就撕裂的世界中感受

到一丝丝温暖，而这，也是我们下个部分要讨论的，美，使我

们成其为人。

二、美使我们成其为人

（一）哲学意义上的人的缺陷

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伴随着人对自然的一步步的征服

而来的。我们一直，或者说大多时候都在强调，我们是要征服

自然的。也就是说，我们是把自然当作一个外在于我们的对

象，所以我们才要征服它。这也就把我们推向了一种主客相分

的道路，造就了一种敌对冲突的局面。同时，在社会生活之

中，消费主义所引导之下的价值观对于我们人来说也是一种异

化的道路，我们所做的事不再是从我们自身人的发展所考量

的，我们本身不再是我们所作作为的目的，我们将我们自身作

为一种手段，为了我们自身的欲望而去劳动，这也就不再是马

克思所说的“自由劳动”，而是“异化劳动”，这也是很多时候

我们痛苦的根源。我们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们感受到了分

裂、异化，感受不到了自我的存在。实际上，在这个时候我们

就形成了一种哲学意义上的人的缺陷，那就是失去了自我意

识。而这种自我意识，是我们能够区别其他动物从而成之为人

的重要部分。比如一些存在心理障碍或者有自杀倾向的人，他

们感受到的世界是分裂的，分裂的世界带给他们的是无尽的痛

苦与折磨，他们感受不到自身的存在，这种分裂的痛苦会在持

续地生活之中被无限的放大，在这种分裂之下，他们不可能实

现自己与世界的融合，更不可能实现与社会的融合，与他人的

融合，所以他们会选择自杀。这实际上就是哲学意义上人的缺

陷，我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我们成为“异化世界”中的

一部分。那么，如何来摆脱这种困境，来重新成为完整的人

呢？审美，或许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出路。

（二）美使我们成其为人

正如在第一部分我们所讨论的美是什么的部分之中，我们

认为，美是建立在一个主客不分、天人合一的世界之中。在一

个美好的世界里，我们找到了主客不分，摆脱了分裂，我们与

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整体，我们摆脱了这种割裂的痛苦，感受到

了这种完满状态之下的幸福；其次，我们人都是有限的人，我

们虽然在一直尽力摆脱自身的这种有限性，但却很少可以真正

的摆脱，这种有限性，而在审美的世界里，我们实际上是可以

借助于审美活动，达到无限的，因为审美实际上作为一种意识

活动，它本身就具有无限性的特点；还有就是审美活动会带我

们自由，让我们超越自然，超越了自然的生命状态，我们在审

美活动之中感受到了自由，而这些，也是让我们感动。而在这

个感动之中，我们感受到了我们自己作为人的可能性。

二、走向未来自由的诗化世界

（一）自由而又崇高的世界

在生活之中，很多人将美和工作化为两个极端。工作是辛

苦、劳累、疲惫的代名词，而美则是休息、欣赏、艺术的代名

词，乍一看这样似乎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很多人在上班之中确

实是劳累的，透支的。但是，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

看，这样的工作劳动往往是属于异化劳动，也就是我们上文所

讲述的异化劳动之下的分裂。那么，在马克思看来，究竟什么

样的劳动才不是异化劳动呢？

在2020年上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我们所有

人原有的生活节奏。但是，有一部分人没有停下来，那就是医

护人员和志愿者们。在党和政府的统一安排之下，全国各地的

医疗队纷纷出发，支援武汉。当然，医疗队并不采取强制措

施，而是采取自愿报名的方法。实际上，在这个时候，按照传

统功利主义的看法，或者我们一些平常人的视角，往往是避之

不及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却是几乎所有的医护人员都

在踊跃报名，积极参与到援助武汉的队伍之中。在这个时候，

对于医护人员和志愿者来说，他们可以称之为工作或者说劳

动，他们也感到累，但是他们也会感到愉悦。因为，在这个时

候，他们就是在进行马克思所说的那种自由而又全面的劳动，

他们真正的实现了自己。而对于我们旁观者来说，我们感受到

的是来自于他们劳动所带来的崇高的震撼。

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所说，崇高不同于“想象力

和知性的相互协调”，它是“想象力和知性不能达成协调，转

而向更高处攀升，最终与理性协调” 。也就是说和传统欣赏

山水不同，在传统意义上的审美活动之中，我们看山看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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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草树木，听鸟语闻花香，我们可以把由“知性”能力所提供

给我们的信息直接和我们的“想象力”相结合，进而产生“共

通感”，最终让我们感受到愉悦，这种愉悦也是康德所说的

“消极自由”，因为我们在这个时候只是摆脱了概念和规则的束

缚，只动用了自己的知性能力，并未上升到“理性”层面，还

不能算作是最高层次的愉悦，更不能算作是更高层次的自由。

但是“崇高”不同，在康德看来，崇高在于想象力与知性不能

达成协调，转而向更髙处拳升，导致与理性协调。

邓晓芒老师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也指出，“崇高超越

了有限的日常知性及日常的审美愉快，所以它所带来的愉快就

是基于一种‘道德情感’即‘敬重’” 。对于这种情感，康

德也在他的书中解释道，“它是在人的本性中，亦即在人们能

够凭借健全知性同时向每个人建议且能够向他自己要求的东西

中有其根基，也就是说，在趋于对（实践的）理念的情感即道

德情感的素质中有其根基。”

（二）未来的诗化世界

正如张世英先生所说的，“人本来就是诗意地栖居在这片

大地上。这样，哲学本身就是艺术哲学。”哲学讲究真善美，

真就是“是其所是”，善就是“应是其所是”，美就是“呈现其

所是”。我们的生活，就是一种呈现的存在，因此，我们每天

的生活实际上都是在求美，或许我们之前走偏了，但是我们应

该过这样的一种生活，一种诗意的生活，一种美好幸福的生

活，这是我们对于未来的希望，也是张先生在他的《哲学导

论》中，最后另作的一章——《希望的哲学》。在传统的哲学

当中，如同黑格尔所说的，“哲学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

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 ，如同“密纳发的猫头鹰”，

“要等到黄昏才会起飞”，这也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概念哲学”

的观点，但是对于我们而言，我们要塑造像张先生所说的那

样，“突破固定的概念框架，超越现实，拓展未来”，这也就是

“希望的哲学”。

作为我们人而言，我们总是想要试图超越自身有限的生

命，实现无限，我们不可能像秦始皇一样炼药求仙欲长生，但

我们可以我们寄情山水，颂吟诗歌，尝试摆脱自身的现实性和

有限性，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到无限的客观世界当中，将自身与

万物相结合，实现了自己的无限多的可能。这就是未来的生

活，这就是我们在未来将要，也是必然要走向的一种生活，一

种诗化的生活，一个自由而又充满希望的世界，更是一个诗意

的世界。

（三）最终的目的——人民幸福

当我们实现“诗意地栖居”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之后，我们

实际上也就达到了一种幸福的生活。对于幸福，它究竟是什么

呢？我国幸福主义伦理学创始人江畅教授曾经说过，“幸福就

是对于生活需求的充分满足和发展需求的适当满足”。也就是

说，我们首先要保证自己能够活下去，这属于物质层面的需

求；其次，要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自己发展的需求实现满足，这

属于精神层面的需求。只有实现这两个，才是幸福的生活。而

对于“诗意地栖居”，它是建立在“充分而自由”地劳动的基

础之上，劳动可以满足人们自身的生存需求，也就是说可以保

障人们在这个世界中活下去，而在这个基础上，正如上文所

说，人们在劳动之中感受到了自我的存在，感受到了自身作为

人的自由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是满足的。

三、总结

美育是我国现代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青年一代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有着重要作用。真正的美是

不能离开我们作为主体的人，更不可能离开作为审美对象的客

观世界。因此，我们要摆脱过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审美方

式，走向主客不分，天人合一的审美理念，将自己与世界融

合、与生活融合，摆脱分裂所带来的痛苦，弥补自身作为人在

分裂之下所导致的缺陷，从而真正的称之为人，进而在生活之

中，摆脱异化劳动，实现自身自由的劳动，进而实现自己自由

全面的发展，真正的走向未来世界，走向一个诗化的未来世

界，走向一种美好而又幸福的生活。而在这样的一个诗化的世

界当中，它也恰巧是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我

们全党、全人民的最高理想，在这样的一种社会之中，我们所

有人都是自由的人，也是诗意的人，更是幸福的人。

参考文献

[1]邓晓芒.西方美学史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杨振.康德美学思想探绎[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3]蒋孔阳.德国古典美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4]朱志荣.中西美学之间[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5]王德峰.艺术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6]邓晓芒，赵林.西方哲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7]戴茂堂，李家莲.哲学引论[M].人民出版社，2014.

[8]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9]米盖尔·杜夫海纳著，孙非译 .美学与哲学[M].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85.

[10]蒋孔阳.美学新论[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11]杨春时 .“日常生活美学”批判与“超越性美学”重建[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0(01).

[12]李泽厚.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试再论美的客观性和

社会性[J].学术月刊.1957(10).

[13]李泽厚 .美学三题议——与朱光潜同志继续论辩[J].哲学研

究.1962(02).

[14]朱立元 . 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实践美学突破之途初

探[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04).

012


	º¡”�×��E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