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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十一个省市的青年美学座谈会

在我校召开

张扬平

由我校中文系副教授高尔泰发起,我校中文系

主办的青年美学座谈会于十一月十一日至十六日在

我饺学术疔召开。来自十一个省市的青 年哲 学、

美学工作者四十余人应邀参加。座谈会采取了圆桌

会议的形式,不设主席团。与会代表畅所欲言,不

拘一格,着霆探讨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

-、 关于史学观代化

这是座谈会的中心议题,也是与会代表共同关

心的间题,大家就
“
现代化

’
这一概念的含意,它

的时代标志及其与传绕美学的关系问题,展开了热

烈讨论。代表们普遍认为, °
现代化

’
的概念是ˉ

个开放性概念。有其现实性,也有其历史性。所谓

现实性是指美学与我国正在进行中的现代化生活进

程的关系 ;所谓历史性,是指美学研究应与历史进程

倮持深刻的一致性。经济生活的现代化必然造成观

念形态的变革并走向现代化,而美学的现代化对改

造民族意识,塑造一代新人具有深远意义,这实质

上是时代提出的必然要求。同时,美学作为一门独

立学科的现代化,包括美学观念、美学研究对象与

方法的现代化,必须有一种超越狭隘功利的现实生

活的薪观念。美学研究还应该渗透在现实生活中去

发生形响,这就要求我们在美学研究中保持内在自

由性与现实目的性的高度统一。冯宪光 t zIl川 大学

学报编辑部 )认为,美学现代化根本上是要突破过

去作为美学基础的传统的倮守的哲学思维摸式。近

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学研究者把美的本质同人的生

命价值和活动紧密联系起来,这是具有现代化恩想

意识的薪潮头,而缺乏这种意识的美学,仅仅是停

留于中世纪经院哲学阶段。美学研究的现代化还应

包括研究对象的时代性、美学材料的开放性以及研

究方法和流派的多元性。关于当前研究中大盘引进

自然科学的新观点、新方法(如 “
三论

”
),并以此

作为美学现代化的标志,许多代表对此提出异议。

梁 勇

张志扬(湖北社科院哲学所 )认为,美学现代化并

非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化,因为美学研究的对象并

不是自然科学研究的那种外在于人的客观对象,而

是人的生命活动本身,是人的邂越有限的自我生存

薷要的瘦想化。陈光(山东篆阴农业银行旧寨区营

业所 )认为,在美学研究中,不存在自然科学的所

谓优越的绝对参考系,流行的美学研究一直地企图

把美归结为对象性存在,在对象中去寻找美的元萦

和属性。真正的美学不是关于对象的分析哲孝,它
应是将对象纳入主体的自我心态的生命活动中进行

的诗意的体验,美学的现代rt就是要建立真正人孽

化的美学。邓晓芒〈武汉大学哲学系 〉认为|美学

的科学化(例如数学化 ),其实质是因循西方美学

的末路。在数学的定量分析中,蕞终蒋关于盘曲痿卜

抽象化,美学研究的数学定盘分析也必然将人的自

由本质抽象化。诚如崽格斯脐说,人的精牡活动蕞
终可以归结为物质的分乎电子运动,但又绝不可胄邕

用物质的分子电字运动来概括。美学也是如此,它
不可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作为人的精神现象的美

进行定童定性规定,美学的现代化根本上是作为学

科的思维内容和自的的现代化,而绝非外在于学科

的手段和概念的
“
时髦化

’
。还有许多人认为,美

学现代化,绝非简单地抛弃柚否走中国美学传绕。

建立民族化的中国美学应是美学现代化的基础和

出发点,由此寻找到茜方文化传统柚美学崽想与中

围美学传统恰当的结合点。高尔泰强调,美孽现代

化应立足于现实,从哲学的高度,对一切封建的、

落后的、束缚生产力的旧娩念、旧意识、旧上浍建

筑及其相应的经济关系进行深刻的批判,努力建树

富于时代气息的民族新意识。

二、关于英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当代中国美学研究一直徘

徊于一大堆缺乏时代特征的概念堆砌,长期裹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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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暴露出日益深刻的危机。除了观念陈旧外,研

究方法的落后和对象的僵死也是重要原因。陈家琪

(华中工学院哲学所 )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哲学

美学界把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方法论武器,歪曲滥用

了。在不少人看来,马克思主义方法完全是外在于

人的方法,是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被借用来服务

于外在有限目的的手段,这实际上是机械观自然科

学的方法论,它抹杀了自然科学和价值科学的对象

差别。科学对象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存在,哲学

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作为认识中介最后反回到主体

自身的对象性存在,这是二者的区别。机械观的方

法论杏定了人的主体活动的目的和手段的统一。美

学新方法圭要应是如何把人创造的对象性世界作为

主体的媒介和工具进行新的为我的创造,成为符合

人自身
ˉ
目的的活钫,这就要求确立人的圭 体 化 原

贞刂:对此,许多侠表滦有向感。张在林 C茜北ェ业

大学社科系 )认为,流行于美学界的决定论方法越

来越显现出它的陈旧落后。典型的机械观线性因果

论早已受到当代自然科学新成就的动摇,许多哲学

家也纷纷反对它,提出了一种新的
“
自因

’
、 “

自

果
”

的
“
自然心理因果律

’
。这种自因律提供了以

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新世界观,它可以成为美学研究

的新方法论基础。因为美学研究的对象不是受机械

因臬论决定的对豪性存在,而是⊥种自因性的主体

由的性涪动。冯川(西丿丨∫太学中文糸)认为 ,以 纯粹目

的论否定决定论,表现出理论的偏激性、极端性。从

西方哲学史看,在中世纪哲学中,上帝决定论和科学

目的论始终是纠缠不清的。近代哲学,自 然决定论

与人本目的论也是相伴为邻的。即使真的以目的论

否定了旧的决定论,是否新的决定论就不再出现?

而直,如果在白的性中抛弃宁规律性(决定性 )J

莼粹的目的论也就丧失真白的,成为非目妁的活动

了。同时,目 的性的本身也不是绝对先在的目的。

现代科学关于生命起源的一种新观点认为,生命的

出琬完全是非目的的偶然茵
:素

的突废性事变,目 的

性只适于人类铤生后的入白身的生命活动,而亘即

使在人类活动中,也存在大量的非自的性活动(无

意识 )。 因此,美学研究仍然需要合规律性(泱定

性 )与合目的性相统△∷的方法ri高尔泰认为.方法

论也应当多元化,但无论采取什么方法,归根结蒂

要以人为出发点,并立足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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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学与入道主义     ∵I

许多同志认为,当代美学的研究中 心应 当是

人。传统美学历来轻视人在美学中的地位,因而贬

低了美学的现实意义,这与中国历史上长期
·
占统治

地位的封建意识压抑人性,泯灭主体人格的传统有

关。把美学与人道主义紧密结合,是美学现代化的

新方向,也是时代精神觉醒的标志,同 时更是鸟克思

丰义人类学本体论的理想。陈家琪提出P^晕美学

研究的必然归宿。本质上说,美学是人道主义。美

学作为人的目的性活动,它确证了人的类的存在本

质,沟通了正在不断地扬弃异化的人们之间的情感

交流,加强了人们之间的互相理解和同情。这种基

于对人自身存在价值深刻反思的同情和理解∷止是

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许金声 (北京社会科荸研究

所 )认为,传统的中国人格,由 于受了因袭岜久的

广义文化系统(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的强力作

用,形成了一种片面性妁自我萎缩人梅。当代莱学贝刂

要打碎这种缺陷性人格,塑造马克思毕生憧憬 的
“
人的本质力量全面确证的新人梅,”

。,尤西林(陕西

师大中文系)认为,目 前
“
美学热r已龌出艺术哲学的

范畴,它标志着一种新的人本丰义价值观的崛起,

人们已不满足于关心什么是美,如何审莱等具体耒

学范畴,而是在努力地探索着长久以来被横加否定

的富于美学意义的理想人格。与会者一致认为,正

是由于确立了美学的八道主X原则,美学研窈才有

深厚的现实摹础,从而具有蕈本的社会价值和玑客
功用。比外尤西林还墀出了,*于审美功用问题,

一葺没能解决,传统的审美功用翟论在解释审美

发生学时,仍然是以普列汉诺夫的功利先于艺术的

观点为基础的。按照这种理论?审美似乎仪仅是一

种人只有吃饱喝足后才能产生和满足昀高屠终罱

要,它无法回答在远古时代,人们在隼行尚无保证

的情形下仍有审美意识和需要的事实。某实,八类

学的大量材料已经证明?审美是与人类同步笨犀起
来的。美学研究中另一种流行观点把审莱理解为仪

仅是借助工具的操作行为。这实质上是否定

^0q巾在目的和主动性的非目的论的实用主X。 这派观荩

还把审美意识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积淀作为历史活

动的结果,而非历史活动本身。因此,强调积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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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旦变气候,山水合清晖。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这些诗句,多么富于清空之美!至于前面全

文抄录的 《登江中孤屿 》,即使抹去
“
云日

相辉映,空水共澄鲜
”

那难得的一笔,而全

诗意境的清空,也足以把人的灵魂整个儿地

净化!至于 《于南山 往 北 山 , 经 湖 中瞻

眺》、 《石门新营所往,四面高山,回溪石

濑,茂林修竹 》,用不着摘句和吟咏全诗 ,

你只要读罢这些题目,那清空的氛围已使人

有身临其境之感了。

这里,我们将谢灵 运 诗 中用
“
清

”
氵

“
空

”二字连词写景述怀的辞语摘录部分如

下,似乎也可以说明问题了。 “
清

”
则有:

“
清旷

”
、

“
清涟

”
、 “

馀 清
” 1 “

清

和
”

、 “
清尘

”
、 “

清思
”

、 “
清 旦

”
、

“
清净

”
、 “

清醑
”

、 “
清 浅

”
、 “

清

越
”

、 “
清霄

”; 
“
空

”
则有: “

空林
”

、
“
空水

”
、

“
空庭

”
、 “

空谷
”

、 “
空观

”

⋯⋯如此等等,无论是物象、色调、声音,

还是情思、理趣、感 触 ,谢 灵 运 都 爱 用
“
清

”
、 “

空
”二字来形容和表现。他甚至

有诗说: 
“
远山映竦 木 ,空 翠 难 强 名

”

(巛 过白岸亭》),认为这种自然景象的清空

之美,几乎类似老子所谓的
“
道

”
的境界了

(《 老子 》二十五章: 
“
吾不知其名,字之

曰道,强名之曰大
”

)。 至于与
“
清

”
、

“
空

”
意 义 相 近 的 字 眼 ,如 “

淡
”

、
“
远

”
、

“
旷

”
、 “

明
”

、 “
砩

”
、 “

澄
”

之类,在谢灵运山水诗中也俯拾即是,这里

就不一一抄录了。总之,谢灵运正是用这些

词语作诗,使清新秀丽的江南山水 与 染 上

佛、道色彩的审美情趣 ,在他笔下相得益彰
'

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
“
清空

”
之美。这既

符合人类审美活动对于空间感的要求,又为

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丰富了内容。

需要说明的是,谢诗自然、 警 秀 、 清

空, 自然是基本的特色。因为,如前所述 ,

警秀也好,清空也好,都 与他的诗写实于山

水和植根于时代生活的审美意识有关,同时

还体现了作者卓然特立的个性和风格。就是

说,谢诗的警秀、清空都有它真实、自然的

一面。没有谢诗的自然,就没有它的警秀、清

空,自 然是谢灵运山水诗最基本的艺术风格

和特色。这一点,也正完全符合谢灵运在美

学理论上
“
去饰取素

” (见 《山居赋》自注 )

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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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
“
有意味的形式

”
,这就必然偏绮于注重艺术

的美学意义,而忽视人的生命活动过程本身的美学

特征。我们强调的审美功用区别于认识活动、道德

活动的本质特征,是它的目的性意义,人在其现实

活动中主体目的常常被大量存在的外在 手 段 所 淹

没,沦为手段的奴隶。只有审美活动才不可能将自

己降低为手段。强调审美是入的主体性活动,也就

肯定了审美于现实人生的进步意义,它不仅存在于

艺术创造领域,更大量地渗透在人生实践中,它是

一种社会性的目的性存在,就本质上说,它与马克

思预言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一致的。马克思曾说过 ,

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天才

的艺术家
°
我们今天的美学研究就是促进这一目的

的早 日实现。邓晓芒认为,美学的现实功用主要地

并不是去具体地指导现实的艺术实践,回答艺术实

践的各种问题,这种功用主要应由各种具体的艺术

理论来担负。美学的基本功用是提高人 的 精 神 修

养,导向一种为人的趋向,造就一代新入。超越具

体艺术实践的技术性问题,才能发挥关学理论对现

实的巨大作用。高尔泰强调,以 人道主义为本质的

美学研究,对现实有积极影响作用,它能引导人们

在各种可能的存在方式中,选择最有利于社会进步

的存在方式,激励人们去追求理想,实现人的主体

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