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第 3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1999年 7月     Jo11r1d of⒊ chuan Normal Uniˇ er“ ty(Phikj∞ phy and、 oal⒌icl1∞ s)

、厂。l,26,No.3

J1tlyQ1999

继往开来,谱写美学研究新篇章
·

——“
第五届全国美学会议

”
综述

由中华美学学会、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美学研究所主办,四 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具体承办的
“
第五属全国美学会议

”
,于 1999年 5月 8日 一12日 在成都召开。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

华美学学会会长汝信教授,中 华美学学会秘书长滕守尧教授,副秘书长工德胜教授以及来自全国

80多所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近 H0名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盛会。

本属会议的主题是
“
走向21世纪的中国美学

”
。会议收到高质量的论文百余篇Ⅱ与会代表

围绕本次会议的主题,展开了热烈的学术汁沦◇现将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 关于美学基本问题

该问题主要围绕两个论题展开。一是美学本体论问题,二是理论体系问题。陈晓春、熊良智

提出,美学基本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特殊的视角,即 :从屮国传统本然美学看实践美学。实践美

学 -个基本失误是只看到实践性,没看到人和自然的血缘关系,尤其缺乏对人的自然本真状态与

美的联系的思考。邹其昌指出,实践对美学而言,只 是指人的存在方式◇杨春时认为,实践论美

学的实践观念是社会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而不是美学性的逻辑起点和本原。刘恒健认为,美学

研究应回到本原ˇ实践美学是理性方式,而美学是人文学科,从 人的
“
生存

”
本体去思考美学更合

适,宗 白华先生的美学就是本原性的美学。齐大卫提出,美学的中心任务是对人的生存及其活动

的思考,囚此他提侣以一种真正全雨I的 方式,把 白己的全面本质椐为己有,使生命活动真正成为

自由自觉的活动,从而实现人自身在终结意义上的彻底解放的
“
最大的美

”
。彭锋认为,美学意义

上的美,不是日常崽义上的美或溧亮,而是事物所呈出的一种不同于日常状态的本然状态。审美

不是一种认识,也不是一种超越,而是一种还原。

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美学的关系

与会学者对百年来马苋思主义与美学的关系作了深刻真诚的反思。汝估认为,美学殂Ⅱ论 卜

的创新,要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的正确态度,努力在传统和现代之问建 讧 ⋯种有机的联

系。聂振斌认为,机械理解马充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 -⒈1层建筑、社会-L活决定艺术创造的基

本观点,忽视文化传统、文化观念对美学和艺术本身的影响,导致 F文艺批评政治化、简单化。 ini

文化方面的观念、兴趣、才能、习俗、信仰、理念等等,更苴接影响艺术创作和审美能力。只有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才能胜任美学的综合出新,担负起文化学研究尤其是跨文化研究的历史重

任◇张德厚指出,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应与屮国源远流长的审美文化传统的精华结合起来。一

方面,应进一步确立并充实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
“
天然

”
富有的人类本体论的人本主义性质,将我

们悠久的人本主义文化思想传统、五四以来的人本主义思潮以及传统的文艺教化结合起来,使马

克思主义经典美学实现中国化 ;另 一方面,应 以我国传统美学的诸多概念进一步充实完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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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经典美学中关于审美情感、审美意识、审美范围等理论、观念。林树明还对女性主义批评与

马克思主义美学之间存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深人细致的分析。徐碧辉对五六十年代我国

关于美学问题的大讨论也进行了哲学反思。

三 关于中国传统美学
“
传统美学与当代美学

”
的相互贯通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钟仕伦、李天道强调,美学研究要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作为指导思想和主要依据的基础上,用现代美学理论作为新的坐标参

照系和透视点,系统地分析、审视中国传统美学的人生意蕴,揭示中国民族审美心理的奥秘,由 此

来建立新的科学的美学体系。皮朝纲、刘方认为 zlJ世纪的中国美学建构是在传统与现代、中国

与西方两组既构成内在矛盾又形成外在冲突的思想知识背景、张力作用下展开的。中国传统美

学在建构现代中国美学理论过程中仍具有潜在有力的影响:首先,传统美学及其相关知识,构成

了吸收西方美学的潜在基础与前理解结构;其次,西方美学思想不断本土化与被误读的知识性背

景,是 由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所起的潜在作用 ;第三,在 中国传统美学资源中的有效部分,由 于西

方美学
“
他者

”
的介入与新视域的展开而被激活,被重新认识、发现和利用,并成为中国现代美学

的重要有机组成。

四 关于百年美学的回顾

站在世纪之末的时空中,与会专家和学者回顾了百年来中国及世界的美学研究。置德胜指

出,对于 ztJ世纪中国美学进行学术史考察,其 目的就是要从具体历史过程中发现美学在⒛ 世纪

中国的知识性增长与变异特性。从总的方面看来,在
“
两脉整合

”(其一是中国本土固有的知识传

承系统,其二是西方近现代科学知识,包括美学理论的引进与认识系统)下 ,最值得我们关注的

是 :第一,中西方两种知识系统在整合过程中所必须出现的矛盾与冲突;第二,这 -整合过程对于

zt1世纪中国美学学术价值构造所具有的影响;第三,这种影响的发生本身有着什么样的具体特

性和意义,以 及这种影响的存在为中国美学学术形态的确立提供了什么样的规范。邢煦寰认为,

世界当代美学新潮流有以下特点 :一是从美的哲学到美的哲学的否定,再到美的哲学的复归 ;二

是从感性学的否定到感性学的复归 ;三是从艺术哲学到艺术哲学的否定再到艺术哲学的复归 ;四

是从形的学问到形的学问的否定再到形的学问的复归。另外,傅瑾认为近 100年的中国美学更

像是
“
西方美学在中国

`而
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

“
中国美学

”
。美学的民族化仍然是需要众多

美学家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理想。李庆本认为,我国的美学研究与文化批评,应冲破
“
文化决定

论
”
,这才能有效克服

“
中西

”
绝对论,从而给予

“
东方与西方

”
、
“
古代与现代

”
文化同等的尊重。

五 21世纪美学研究的展望

与会学者对 21世纪的美学展望成为此次大会上的焦点和主旋律。滕守尧深刻地提出,必须

从人类根本生存方式上看待 21世纪的美学和美育的重要性。艺术化的生存方式,是数字化时代

人类即新时代人类的必然和必须。艺术不仅集结了自然和生物还集结了人本身的智慧、文化和

素质持续发展的秘密,人们通过艺术的熏陶及
“
异质同构

”
作用,从而获得贴近

“
智慧

”
本身的创生

性心灵结构,这正是知识经济时代所最需要的。於贤德也认为,美学在知识经济时代将通过技术

美学、劳动美学和对创造性思维的激发,以创造美学形态苴接作用于人们的创造活动 ;将通过对

人类社会发展目的和发展方式的和谐融合的引导和规范,以 发展美学形态进一步完善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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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和进步 ;还将继续通过对人的心理世界的滋润、精神品位的提升,以人生美学的形态,为人

的心灵的美好和精神的净化做出贡献。张道一在闭幕式上以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美学

”
为

题,特别强调了中国美学家应对中国艺术进行全面观照,美学家应同艺术家交朋友。他还在对以

往艺术教育中的
“
两种人才模式

”
的反思中,提出了一种具有学术性与实用性并童的教育模式。

蒋冰海还强调了正确的审美价值导向的必要性。

另外,彭立勋强调了深化中国审美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性◇杨曾宪呼吁建设社科美学。陈望

衡提出要培植一种环境(包括生态平衡的、物质功利的、精神价值含审美价值意义上的)科学。谢

中山对科学美学的研究提出具体的建议。曾永成强调在生态文明的背景下呼唤美学的生态学

化。主世德提出跨世纪的新时代美学应多向发展,既坚持基本理论研究,又加强应用。彭修银认

为,当代西方文化自身的反思以及东方民族文化的勃兴构成了东方美学研究的世界文化环境中

的两个艾柱性维度。张涵认为新世纪美学的生长点是培育和发展作为方法论的美学的学科功

能,弘扬和强化美学关注人类生存和命运的学科本性。张玉能认为必须注意二个方面:对 自已美

学基础的清理 ;真正弄清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际和许多概念、术语 ;弄清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

主义,认真清理西方美学的全部。胡家祥指出应保持美学基础理论的纯洁性与开放性。范藻就

美学怎样面对电视文化的时代挑战进行了探索。王明居强调了 21世纪中模糊美学的地位。黄

法论述了加强中国传统审美设计研究的重要性。

当然,在种种对 21世纪美学走向的热望中,亦有学者表示出更多的忧虑。如蒋济永认为,曲

于中国当代美学面临着跟传统文论、西方文论、zO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论全面
“
悬置

”
与更新的挑

战,面临着学术思路的自我转向,面临着美学问题文化化和泛文化化的学术误导的挑战,所 以要

对 21世纪的中国美学作-个描述,为时尚早。

六 其他

除上述主要几个方面外,不少学者还在各自领域内对美学作了较为具体细致的个案研究,如

少数民族文学思想和审美文化,中 国书法的简约美的审美节奏,广义写作思维,鲁迅和尼采美学

思想的比较,“ 美学经济
”
命题,中 日电影艺术精神,中国画,学术的功利性和超功利性,意性文化 ,

诗歌艺术魅力,石玩的审美取向,电子文化的美学冲击及文学的美学地位,三星堆文化,时空辩证

中的历史发展,文 人
“
禅

”
意识,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歌之美等做了大量的富有启发性的探索。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取得了革硕的成果。许多传统美学问题的探索得到进一步的深人,许多

新的观点得以在会上切磋交流,美学在我国下世纪人文学科乃至各学科之间的深远意义得以昭

示。正如四川师大文学院院长万光治教授在开幕式上所指出的,美学在价值观和方法沦上的每

一次创获,都为各相关学科提供了更多的发展契机。同时,作 为会议的承办单位,四 川师大文学

院提交了十余篇论文,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好评。四川师大文学院美学研究所和新获批准的

美学硕士点的有关同志也得到了与全国美学界充分交流、相互学习的机会。(汤 君 陈名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