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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美学史》
高建平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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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平主编的《20世纪中国美学史》聚
焦了我国廿世纪初到廿一世纪初，中国现代
美学蓬勃发展的建构史。中国现代美学的建
构一手伸向海外，一手伸向我国古代，向着创
建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美学这一方向迈
进。这部美学史反映出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
独特境象，鲜明而突出地显示出了当代学者
的文化自信，值得广大美学同仁深切关注。

全书给我的突出印象有三：一是全面求
真，二是评价公允，三是引导创新。

先说全面求真。中国现代美学在20世
纪的发展历程风云激荡，起伏跌宕，具有丰富
的历史内涵。如今发展到新时代，急需对现代
美学的建构史作出全面系统的总结。这部美
学史适应了时代需要，应时而生。此书由三十
多位学者参与编写，历时十年，共计一百五十
万字，分成四大卷，由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

正如建平在总序中所说，这是一部既是
中国的、又是现代的美学史，自成特色。作为
美学的历史，美学史当然必须对百年来的美
学思想作出梳理，究竟争论了哪些问题，如何
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美学史要求真，要重返
历史真实，就不能只停留在所谓的“纯思想线
索”，变成脱离了现实的抽象观念史。

这部美学史致力于回归历史真实，把不同
历史阶段出现的美学思想和美学争论，置于时代环境之中，紧密联系社会、
政治和生活的实际来进行研究，“境”-“人”-“心”三层次融为一体，从而展现
出了中国现代美学百年历程的立体境象，点、线、面结合在一起。

该美学史叙述了新中国成立前的五十年，中国现代美学多元并存的
发展面貌。系统介绍了为人生的美学，社会功利美学，超功利美学，包括
为人类解放而起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等不同的美学理论。王国维在日本
接受了美学，但他倾心于康德、叔本华，形成了自己的美学见解。梁启超
也在日本接触美学，但他周游欧美，见多识广，受启蒙精神的影响更深，
力倡社会功利美学。周树人在日本，早期受尼采等人的影响，随后又接
受了苏俄的马克思主义，高扬真、善、美相统一的艺术精神。周扬在日本
就一直关注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瞿秋白就更直接从苏联引进了马
克思主义精神。蔡元培、宗白华的美学都不是从日本引进，而是直接在
德国习得。朱光潜的美学，直接受英国兴起的审美心理学的影响，干脆
把自己的美学称作文艺心理学。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既有连续性，又
有阶段性。来源不一，各取所需，这正是中国初创时期的真实境象。

再说评价公允。美学史当然要首先寻求历史真实，说清楚那个时代
出现了一些什么美学现象，这是事实判断。但美学史不会停留于此，还
要对那个时代的美学现象进一步作出评价，哪些美学理论是有价值的，
哪些美学理论是无价值的，这是价值判断。但价值判断也有对错之分，
对历史事实的评价有对有错，有的评价属偏爱，有的评价很公允，这就要
看评价人的价值观念如何了。

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曾出现了两次美学热潮，五十年代“双百”
方针提出后的一次，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的又一次。如今，发展到新
时代，我们正处在第三次美学热潮之中。此书的第三卷对第一次美学大
讨论作了全面的评价。对这次美学热的来龙去脉、争论过程和历史意义
都作了论证、评价。这次美学大讨论，确实是新中国成立后试图贯彻“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一次实践探索，有欠缺，但成就不容否定。

书中对这次美学大讨论的前期（1956-1959）和后期（1959-1964）作
了区分，评价也较公正。在前期，争论尚停留在哲学层面，几位有代表性
的美学家都在哲学层面大谈美是主观的、客观的、还是主客观统一的，批
判对方是唯心主义。这前期，基本上还是哲学美学。但自1959年秋起，
美学的重心逐渐转移到生活美学、艺术美学的探讨。美学的探索，日益
走向具体化。《中国20世纪美学史》对这次美学大讨论摒弃了偏见和成
见，并对其历史意义作出了全面而公正的评价。

最后，我说一下，美学史如何引领创新。
这部美学史，力求确证历史事实，给予公正的评价，回归历史真实。

但温故求真还是为了推动美学应时而进，随时代发展而不时创新。建平
在全书开头的总序中旗帜鲜明地说得很清楚，“对20世纪的美学，固然要
进行一些清理，肯定其历史的价值，吸收其有益的因素，但同时，要说明
美学话题的转换和时代发展的关系，以通向审美和艺术的实际，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的态度处理这些历史上的争论。”

此书致力于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其价值导向就是美学求创
新。这在对黄药眠美学的再评价中体现了出来，意在重视价值论美学。

在美学大讨论之初，黄药眠是位活跃的美学家，是他先著文批判朱光潜
美学，后又与蔡仪、李泽厚展开争论，只是丧失了话语权，渐被历史遗忘。
但在2013年，黄药眠诞辰110周年之际，童庆炳在北师大学报发表了纪
念文章，声称黄药眠的美学乃是价值论美学，应为那时的第一学派，不同
于其他四派。此后，美学同仁中对黄药眠美学的研究多了起来。

这部美学史在第三卷为其专门设了一节：《黄药眠的价值论美学》。
从这节里，我已明显感觉到，作者对价值论美学评价甚高，肯定价值论美
学超越了实践论美学和认识论美学。我也认为，黄药眠的美学进入了价
值论的视野，但并非价值论中的主流，而应属于主观价值论。

人对客观事物的评价乃是主观的。美国的美学家格林伯格在《自制
美学》（1999）中，明确美是一种价值，而美感则是对价值的体验，价值是
评价的对象。有不同的价值论，美学离不开价值论，需要更深入探索正
价值和负价值的区别。实践也好，生活也好，人生也好，自然也好，意象
也好，本身都有正负价值的区别。世界上既有真、善、美，又有假、丑、恶，
如何识别审辨？这正是哲学和美学需要更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关键问题。

整部美学史的最后一章《美学在世纪之交的复兴》，简略地概括了新
世纪之初的美学发展趋势，美学正在不断创新。但21世纪也已过去了二
十多年，新世纪的美学发展，特别是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我国的美学更
是蒸蒸日上，蓬勃发展。蔡元培早就说过，中华民族是个富有美感的民
族。如今发展到新时代，实现了全面小康，正在向追求更美的生活而奋
斗，加紧建设美丽中国，当代美学的探求，正在全面展开。我热切盼望建
平能带领美学同仁再接再厉，接着说下去，把新世纪这二十多年的美学
再作个总结，为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继续作贡献。

（本文有删节，作者系深圳大学教授）

历史，是人类形成的群体记忆，而
“记忆是根植于空间、行为、形象和器
物等具象之中的无形存在。”面对这些
具象的事物，人们可以获得直观的感
受和体验，即历史的在场感。设计是
人类的造物行为，是一种可以表达出
来的具象物质，更是一个民族历史的
积淀和文化的传承。对一个民族的设
计史进行梳理，就是在以民族文化创
造的主体“人”的第一视角去讲述历
史。2024 年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推
出了一本由朱和平教授撰写的《藏族
传统设计史》，书中的文字有近似考古
报告般的严谨，也有不失画面感的感
性描述，读者会在品读中被作者于不
知不觉间带入到一个世纪前藏族人民
生活的原初场景里，去触摸那些好似
仍有温度的色彩、线条和纹理……

作为历史的在场者，读者需要介
入历史的进程中。在本书中，作者按
照藏族传统设计的时代特征，以及藏
族自身历史发展等，把藏族传统设计
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吐蕃王朝之前、吐
蕃时期、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本书
系统梳理了藏族传统设计的发展脉
络，带领读者以历史亲历者的身份经
历这个民族从单一向多元再向同一的
转变过程，同时，再作为历史的见证
者，从旁观者的视角去发掘那些作为
真实生活视觉化证据却已蒙尘的文
献、图像、实物和口碑传说史料。

在时间架构的二维空间里，读者
需要通过物质承载的思想观念和精神
文化来把历史的空间转变为三维。在

藏族传统设计史的发展历程中，藏族
与其他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是令其拥
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关键所在。自吐
蕃时期“藏文”的创造，让不同部落、不
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类型的人群紧密联
系在一起，改变了藏族文明发展的进
程。到宋元时期“茶马贸易”的盛行，
拉近了汉藏人民间的距离。再至明清
时期，汉藏人民进一步的文化认同感，
形成了藏族独特的设计风格和民族特
色。每一次民族间的交流，每一件设
计作品元素的融合，其实都是在丰富
和扩展一个民族历史的维度和广度。
当然，这个过程并非三言两语就可以
言明的，所以作者借由建筑、服饰、佛
教法器、家具、生活日用器具等关涉藏
族人民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设计作
品，在时间的轴线上，搭建起藏族历史
独特的三维空间。

在细节的处理上，作者不仅非常
用心地为读者描绘出了具象和抽象两
种形态的纹样，还阐释出了具象纹样
作为特定符号的象征意义，以及抽象
纹样是如何对客观世界元素进行转化
与变异。如门窗装饰使用的吉祥图
案、几何图案、植物花卉、人物故事和
恐怖图案，既有具象表达也有抽象转
化，在描摹自然的同时，也在不断传达
着藏族人民对宗教的热忱和对人生的
祈愿。

历史的三维空间在时间的轴线上
前行着，“现代始终在持续不断地向传
统转移，现代在积淀为传统”，设计一
路随行不断搭建着各民族文化和文明
的经纬。该书在划定藏族各时期时间
轴线的基础之上，架构起了藏族人民
的传统设计思想、艺术特点，绘制出了
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立体历史画面。
读者行走其间，不再囿于文字的桎梏，
随着时间的前行，更替着衣着、器具、
房屋，抚摸着腰间的配饰、摩挲着书本
上的绣字、拨念着指间的数珠……成
为历史的参与者。当读者合上书本，
回望过去的历史，好似看着一帧帧流
动的电影画面，沉浸于设计赋予的“在
场”之魅。

（作者系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副
研究馆员）

读傅菲的散文集《蟋蟀入我床
下》，甩不掉的印象，又无从总结，这几
天一直放在心里，走到哪里都是他散
文的样子。

傅菲的散文，可以用三个字来形
容：凉、醒、痛。

凉，就是悲凉，不是悲起主导作
用，悲只占凉的一小部分，凉再深入一
点就是悲。如果没有深入的阅读，很
难体会悲凉的程度。我在阅读中，常
常能找到并进入阅读的语速，舒缓、沉
浸、安宁、浮现，看到文字后面的人生，
林林总总。

醒，就很容易理解了，自然的表现
其实是人类生命的伦理，作家写大地
草木只是一个表象，我们认识自然，学
习自然，呵护自然，不伤害自然，从自
然鸟兽草木的生命中获得灵感，其目
的是一个“从外向内”的启发、领悟、接
受自然教化的过程，从人与自然关系
中，转向人与人和人的内心的生命关
系。难怪孔夫子说：多识鸟兽草木之
名。

痛，我觉得这是一个优秀作家能
承受的，与其说他的生态文化散文是
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不如说是用

脚步丈量出来的。他的辛苦可想而
知。一个人能吃多大苦就能成就多大
事，这是有数的。傅菲20年的走访，
行走在饶北河、郑坊盆地、枫林村等
地，写出这么多让人脍炙人口的文字。

读他的散文，我常常有一种感受，
微小的事物里有着巨大的安宁。陷入
他的描写中，翻来覆去地读，一句一句
地读，甚至有些段落一字一字地抠，直
到置身那样的景色中：

云勾画出了黄昏的肖像。云是桃
花色的，薄薄的一层，自东向西飘浮，
太阳是一个穿着红袍的醉汉，晃着脚，
下了山梁，天色被水洗涤后，厚一些的
云层出现了紫黑色，镶着金边。原野
静穆了下来。

红光消失，云絮散开，雪绒花一样
飘着。山峦有了虚影，青黛色。天空
更加高阔，成拱形，罩了下来，风凉飕
飕，吹得草叶簌簌作响。云絮被风纺
织，一缕缕的线纱再一次被漂洗，洗得
更白，水淋淋，一滴滴地滴下来，凝结
在草叶上，晶莹剔透。遇见晚霞的人
也将遇见星辰。天空完全空了，只剩
下无边无际的瓦蓝色。

这是傅菲散文《夏夜星空》的开
篇，写得多美。我们看到的夕阳，那么
绚烂、斑斓、让人心驰神往。即便最后
一抹盛大的瓦蓝色也会持续在读者心
中。那句“天空完全空了，只剩下无边
无际的瓦蓝色”，有了无尽的遐想。

我一厢情愿地把傅菲的描写归结
为“糖葫芦”式，串在一起，曼妙多姿。
这样喧嚣的世界，有多少人能看到这
样的景色，能感知到自然赋予生命的
箴言、真谛。傅菲说，月亮上一次山，
就切走了一天，月亮切走的，就不再属
于我们。想想真是这个道理。

傅菲的文字，看似宁静，其实深藏
着巨大的力量——是一种关于生命的
深度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