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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字的形义及其演变显示，其本义似应为“好”，现代汉语中主要衍生出“美丽”“美好”“优美”

等词汇。从价值论来看，“美”是一种审美上的价值，往往与真和善成为人类的最高精神价值追求。从美学来看，

“美”是指美的本质，美的本质是美学的核心问题。美的本质是一个多层次、多角度、开放性的问题，从本体论

上看，美是事物的一种社会属性或者价值；从认识论上看，美是事物的客观属性；从发生学上看，美是社会实

践的自由的产物；从现象学上看，美是显现为形象的价值。中西美学史上探讨“美”的本质大约有四种途径：一

是从事物的自然性质上探讨美；二是从客观精神世界寻找美；三是从主观精神世界寻找美；四是从社会生活寻

找美。现代还出现了一种完全否定美的本质问题的反本质主义的倾向。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是一种“向内求善”的

伦理型美学思想，其表现为“和合之美”“美善相乐⋯天人合一”的中华美学精神，它与西方“向外求真”的

科学型美学思想相反相成。不同的美学思想体系有不同的美的范畴。一般来说，美的范畴有：美与丑、优美与

崇高、幽默与滑稽、悲剧性与喜剧性。美的形态，一般可以分为：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

关键词：美；美丽；美好；优美；美的本质；美的范畴；美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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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承载和传播文化的符号，是人类话语生产和精神生

产的工具和产品。透过每一个字及其所组成的词语的形、声、义

的演变及其阐释，我们就可以了解这种文字所承载和传播的文

化的具体内涵、独特特征、变化发展。因此，我们选取了一些

中华文化关键词，来进行一些文字和词语的诠释，从一个侧面

来理解和阐释中华文化。下面来看“美”字。

一、“美”字的形和义

“美”字的形义及其演变显示，其本义似应为“好”，现代

汉语中主要衍生出“美丽”“美好”“优美”等词汇。

关于“美”字的本义，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中指出，《说

文·羊部》：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徐

铉日：“羊大则美，故从大。”段玉裁日：“甘部云：‘美也。’甘

者，五味之一。而五味之美，皆日甘。引申之，凡好皆谓之美。”

舜徽按：美从羊大而训甘，本谓味之好也。女部有嫫字，专谓

色好。今则通以美为之⋯。王朝忠：《汉字形义演释字典》说：

“从古图形看，在人的头上饰戴着翎羽，有漂亮美观之意。今天

演古典戏剧时仍沿袭饰用，使我们能窥见远古遗俗。从甲骨文

看，由于将人形省化，遂与‘羊’字相混。小篆从羊、从大。《文

字源流浅说》：‘像头上戴羽毛装饰物如雉尾之类的舞人之形。’

‘美’的本义是‘美丽’。叫2】顾建平在《汉字图解字典》中说：“美，

会意字。其形像人戴着头饰，表示美丽。本义是美丽。竹b1李格非

主编的《汉语大字典(简编本)》列举了“美”的21个义项，主

要有：味道可口，形貌好看，素质优良，歌舞优美，精、质量

高，肥沃，景物佳胜，茂盛，丰收，成长、成熟，贵重，完美、

淳良，业绩巨大，品德或志趣高尚，长处、才能，舒服、美满，

称赞、褒奖，等等H】。宗福邦、陈世铙、肖海波主编的《故训汇

纂》中列举了“美”的55个义项，主要有：甘，好，丽好，好

色，形貌美，恣媚，声容之盛，服饰盛也，善，茂，滋润，充

实，堪合当时，褒宠，福庆，人心之所近乐也，使人服之而无

厌也，假借为嫫，或作嫩，或作娓，等等【5]。

根据这些字书，我们可以确定“美”字的本义就是“美丽”

“美好”。不过因字形不同也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羊大

为美”，主要是指“味道鲜美”；另一种是“羊人为美”，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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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形貌美好”，或者指原始歌舞中的巫师或者巫人的“装饰美

好”以娱乐神灵祖先。

二、作为价值的“美”

从价值论来看，“美”是一种审美上的价值，往往与真和善

成为人类的最高的精神价值、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

作为一种审美价值，“美”是对象事物能够满足人的审美需

要的肯定性价值属性。与它组成价值体系的正价值主要有：利

(满足人的实用需要的肯定性价值)、真(满足人的认知需要的

肯定性价值)、善(满足人的伦理需要的肯定性价值)、圣(满

足人的宗教需要或信仰需要的肯定性价值)。与“利⋯‘真⋯美”

“善”“圣”相对的否定性价值或者负价值就是“害⋯假”“丑”

“恶”“俗”。无论古今中外人类的不同群体都会形成不同的价值

体系，并具有相应的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一般说来，价值观，

特别是核心价值观，往往是一种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一种世界

观、人生观的最主要方面，也决定着该种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每

一个人的言行举止、理想追求。审美价值是人类价值体系中的

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审美观是每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

观的重要方面。审美价值和审美观不仅制约着人们的审美趣味、

审美观念、审美情趣、审美理想，而且也制约着人们的实用价

值和利益观、认知价值和认知观、伦理价值和伦理观、宗教价

值和宗教观。之所以如此，不仅仅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和一切价

值属性是一个由不同的价值和价值观及其要素所组成的不可分

割的整体，还因为审美价值和审美观在整个价值体系之中处于

举足轻重的枢纽或者中介位置。

美和审美及其艺术，历来是中外思想家、哲学家、美学家

们所看重的热点和关键。古希腊时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都十分重视美和审美及其艺术。苏格拉底把有用视为

美，并且强调美与善的统一。他说：“任何一件东西如果它能够

很好地实现它在功用方面的目的，它就同时是善的又是美的，

否则它就同时是恶的又是丑的。⋯‘艺术不但摹仿美的形象，而

且可以摹仿美的性格。”[6118-19在苏格拉底那里，“善”是最高的价

值，但是善却与美和艺术不可分割。他的学生柏拉图也非常重

视美和艺术，特别是音乐和诗(文学)。在他的理想国中，对城

邦的保卫者的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他的教育主要就

是音乐教育和体育教育。而且他极力反对摹仿的艺术，因为摹

仿的艺术是“摹仿的摹仿⋯‘影子的影子”，是不真实的，而且

这种摹仿的艺术，特别是神话和诗，还把神都描摹得跟凡人一

样，所以它就可能亵渎神灵，从而毒害城邦保卫者的心灵，所

以，他要把这种摹仿艺术赶出理想国。柏拉图说：“我们是否只

监督诗人们，强迫他们在诗里只描写善的东西和美的东西的影

像，否则就不让他们在我们的城邦里做诗呢?还是同时也监督

其他艺术家，不准他们在生物图画，建筑物以及任何制作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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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摹仿罪恶，放荡，卑鄙，和淫秽，如果犯禁，也就不准他

们在我们的城邦里行业呢?我们不是要防止我们的保卫者们在

丑恶事物的影像中培养起来，有如牛羊在芜秽的草原中培养起

来一样，天天在那里咀嚼毒草，以至日久就不知不觉地把四周

许多坏影响都铭刻到心灵的深处吗?我们不是应该寻找一些有

本领的艺术家，把自然的优美方面描绘出来，使我们青年们象

住在风和日暖的地带一样，四周一切都对健康有益，天天耳濡

目染于优美的作品，象从一种清幽境界呼吸一阵清风，来呼吸

它们的好影响，使他们不知不觉地培养起对于美的爱好，并且

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吗?”[61””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针对柏

拉图的诗的“不真实”的说法，却强调作为摹仿艺术的诗不仅

是真实的，而且比历史更加真实。他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

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

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

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

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

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

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

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所谓‘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种人，按

照可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诗要首先追求这目

的，然后才给人物起名字。”[71因此，无论是否认还是肯定美和艺

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看到了美和艺术的重要性和重要意

义和价值。

到了18世纪美学正式由德国哲学家和美学家鲍姆加登确立

以后，美和审美及其艺术就更加受到重视。德国古典哲学和美

学的奠基人康德就把美和审美及其艺术作为他的整个哲学体系

的枢纽和关键。他的“批判哲学”由三本书组成：第一本书是

《纯粹理性批判》(1781)，这是康德哲学的认识论，研究的是“我

们能够认识什么”，其对象是认识对象的“真”，研究的结果是：

人的认识只能达到现象界，达不到物自体；第二本书是《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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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批判》(1788)，这是康德哲学的伦理学，研究的是“我们

应该做什么”，其对象是意志对象的“善”，研究的结果是：人

的意志应该信仰“自由⋯灵魂⋯‘上帝”的存在，它们就是“物

白体”。这样，在“物自体”与“现象界”之间仿佛就留下了不

可逾越的鸿沟，使得批判哲学体系无法完成。经过反复思考，康

德写了第三本书((判断力批判))(1790)。这就是康德的美学和

目的论，研究的是“我们能够希望什么”，其对象就是情感对象

的“美”和“完善”，研究的结果是：对象的形式的主观合目的

性就是“美”，对象的内容的客观合目的性就是“完善”；由于

在心理结构上“情(感情)”可以沟通“知(认识)”和“意(意

志)”，因此，感情的对象价值“美”也就可以沟通认识的对象

价值“真”与意志的对象价值“善”，从而就形成了他的“三大

批判”所对应的“真一美一善”相统一的“批判哲学”整体。从

而最后得出了他的结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在康德哲学

和美学的启发下，德国诗人、戏剧家、美学家席勒发现，18世

纪的欧洲人类社会的人性已经不再像古希腊时代那样是“完整

的”，而是“分裂的”，于是他要寻找一条不同于法国大革命暴

力手段的恢复人性完整的方式。最终，他找到了美和艺术，想

通过美和艺术的审美教育来克服人性的分裂，而回归到古希腊

时代的人性完整。因此，他从人性的分析中看到了人类的两种

对立的冲动：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并且找到了能够把二者统

一起来的游戏冲动。而美和艺术正是这种游戏冲动的对象。正

是游戏冲动的对象——美和艺术能够把人带到一种“可规定性

状态”的自由境界，从而把原来对立的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结

合起来，使人的人性完整了。在这种人性分析的基础上，席勒

把人类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自然的人的“自然王国”，其中的

人是感性冲动的人；分工和文化使得人类的人性分裂了，感性

的人与理性的人不能统一在一个人身上，于是需要一个“审美

王国”，在这里美和艺术培养起人类的“游戏冲动”，从而把感

性冲动(感性的人)和理性冲动(理性的人)结合起来成为审

美的人，这种审美的人的人性处于“可规定性状态”之中，从

而能够结合了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的“自由状态”；进一步，人

类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成为“理性的人”进入“自由王国”或者

“理性王国”之中。这样一来，席勒似乎就用美和艺术解决了法

国大革命的暴力所没有解决的政治问题。最终，席勒自己也发

现自己建立的是一个审美乌托邦。但是，他的美学理论却把美

和审美及其艺术放置到了极其崇高的地位。后来的德国古典哲

学家、美学家谢林和黑格尔都在康德和席勒的基础上非常重视

美和审美及共艺术。一直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才在历史唯物主

义的基本原理之上科学地揭示了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伟大作用。

那就是，在消灭了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社会中，美和审美及其

艺术可以培养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

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

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

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81：帖他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

“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现存

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人才能占

有它们，即才可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81218“在

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

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81220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

1858)》中明确说过，在共产主义社会“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

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

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

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

等等方面得到发展。”[91阳，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历史唯

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美和艺术对于人类的自由

全面发展的伟大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都非常重视美和审美及其艺术。

孔子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加112“志于道，据于德，

依于仁，游于艺。”[101¨尽管孔子始终把“美”作为“善”(仁、义、

礼、智、信)的手段和途径，把“善”作为“美”的目的和归

宿，但是，他始终要求美善相融，美善统一。因此，他说：《韶》

乐“尽美矣，又尽善也”，而《武))乐“尽美矣，未尽善也。”从

而他更喜欢《韶》乐，以至于听了《韶》乐以后竟然三个月都

不想吃肉了。孔子与学生们在一起谈各自的志向喜好，孔子特

别赞赏曾点的审美式的生活志趣：“日：‘暮春者，春服既成，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

然叹日：‘吾与点也。”’【101l，庄子是先秦诸子中把“美”作为最高

价值取向的思想家。他倡导“道法自然”的美，赞赏懂得这种

“美”的圣人或者真人。他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

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

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1o】”(《庄

子-知北游》)这种“天地之大美”是自然、无为的最高境界，

所以他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只有通过“心斋”“坐

忘”达到了“虚静”境界的人，才能够“与天和”，也才能够获

得天乐，即最大的审美快乐。所以他说：“以虚静推于天地，通

于万物，此之谓天乐。天乐者，圣人之心，以畜天下也。”[101拍所

以，到了融合儒道的苟子那里就明确地提出了“美善相乐”。他

说：“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

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

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

天下皆宁，美善相乐。”[10】54把“美”作为与“善”相融合、统一

的价值取向，用美和审美及其艺术，尤其是音乐(乐)来培养

“君子”达到以“礼”治国的和谐社会。所以，在以儒为主、儒

道互补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美和审美及其艺术也是一种“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和途径，是决定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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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因此，曹丕

《典论·论文》有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m]13s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日：“((易》日：鼓天下动者存乎辞。辞

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Io】I”他们所讲的都是“美善

相乐”的文学艺术的伟大作用和崇高地位。

三、美学上的“美”

从美学来看，“美”字主要是指美的本质，美的本质是美学

的核心问题。

汉字“美”作为一个词，从字面上来看，其词性往往不容

易确定，根据上下文(语境)，它既可能是名词(一般名词“美

的东西”或“美的事物”，集合名词“美”)，又可能是形容词(“美

的”)。这种情况在英语、德语、俄语等欧美语言中就比较清楚。

一般它们都有标示词性的词缀，比如，英语的beauty是名词，

beautiful是形容词；德语的das SchOn就是由形容词schbn名

词化的中性名词“美的事物”或“美的东西”，die Schonheit是

集合名词“美”，schOn是形容词；俄语的KpaCHBOe是形容词

Kpacl／IBbI前的中性而作为一般名词“美的事物”或“美的东西”，

l<pacoTa是集合名词“美”。因此，单从字面上人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词是一般名词，还是集合名词，或者形容词。比如说，“美

是什么?”这一个句子，单从汉语的字面上很难确定这个主语

“美”究竟是一般名词，还是集合名词，或者形容词。“美是什

么?”这个句子，德文可能有两种表述：Was ist das Sch'On?

或者Was ist die SchOnheit?前者的意思是：“美的事物是什

么?”或者“美的东西是什么?”后者的意思是：“美的性质是

什么?”或者“美的本质是什么?”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别就在

于，das Schon是一般名词，意指“美的事物”或者“美的东

西”，而die SchSnheit是集合名词，其意义要比das SchOn更

加抽象，意指“美的性质”或者“美的本质”；das SchOn指的

是具体的美的存在物，如“花⋯‘西湖⋯‘王昭君”等，而die

SchOnheit指的是各种美的东西的共同性质或者“美的事物”区

别于“非美事物”的规定性。同样，“美是什么?”译成俄语也

可以有两种：“qTO KpacHBoe?”或者“qTO xpacoTa?”前者

应该是“美的事物是什么”，后者应该是“美的性质是什么?”

或者“美的本质是什么?”正因为如此，柏拉图在《大希庇阿

斯篇》中区别“美本身”(美的本质)和“美的事物”(美丽的

小姐，美丽的汤罐，美丽的骏马等等)就是把“美是什么?”这

个问题规定为“美的本质是什么?”或者“美的性质是什么?”

所以，法国百科全书派唯物主义美学家狄德罗在他主编的世界

上第一部《百科全书》中就有“美和美的”条目，把“美的本

质”和“美的事物”严格区分开来。不过，俄国革命民主主义

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的命题，俄文原文是

“KpacI,moe ecT_b擞H3H五”。从字面上来看，似乎应该译为“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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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是生活”，可是，这样的汉语翻译让人总觉得有点别扭，所

以，译成“美是生活”好像要顺畅一些，只是与俄文原文似乎

有一点“隔”。从这样的观点来看，“美是什么?”应该是指

“qro KpaCOTa?”“Was ist das Schon?”那么，“美是什么?”

这个命题就应该指的是“美的本质是什么?”是探讨美的本质

的问题。

美的本质问题，从人类有美学思想开始就有人在探讨，至

少在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和中国先秦时期就有文献记载。然

而至今美的本质问题或者“美是什么”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比

较满意或者一致的结论。于是，从20世纪初西方分析哲学就开

始怀疑这个问题，认为这个问题是伪问题，“美是什么”是伪命

题，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更是掀起了“反

本质主义”思潮，完全否定了对美的本质问题的探讨。中国大

陆也有些人持这种分析哲学和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立场和

态度。其实，美的本质问题或者“美是什么”的问题，是一个

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第一，人类的认识不同于动物之处，主

要就在于，人类认识应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一般动物，甚至

灵长目动物的认识，主要是感性的和粗浅理性的，往往不可能

达到对对象的本质认识。因为一般动物主要是适应环境而生存

和发展，它们依赖于自然界而生活，不需要了解事物的本质，它

们没有成熟的理性能力，所以，至今没有看到一般动物界任何

物种具有完整的语言和理论。而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改造

世界，要改造世界就必须了解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第二，美的

本质问题是美学的核心问题，解决美的本质问题就基本上决定

了一种美学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比如，主张美是主观的美

学基本上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主张美是客观精神的美学基本

上就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主张美是客观物质的美学就是唯物主

义的，主张美是与人无关的客观物质的美学就可能是机械唯物

主义的，主张美是与人类社会实践相关的客观物质的美学就可

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美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的美学就必

然是形而上学的，主张美是单一的、封闭的美学就必然是形而

上学的，主张美是开放的、多层次的、多维度的美学就应该是

辩证法的，主张美是在社会实践中开放的、多层次的、多维度

的美学就应该是唯物辩证法的。第三，美的本质或者“美是什

么”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

如果“美是什么”或者美的本质问题没有一个整体上的决断，其

他的所有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问题都无法得到相应的解决。美

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三方面：美的客体(美的本质、美的形态、

美的范畴)，审美主体(美感的产生和发展、美感的性质和特征、

美感的心理要素)，审美创造(艺术哲学、审美教育、技术美学)。

这些方面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取决于“美是什么”的基本解答。比

如，主张美是主观的美学，它的美感论就只能从人的心灵和精

神世界出发。例如，移情说美学认为，美是人的感情的移入，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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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它就一定主张美感是与客观世界无关的“自我”欣赏(立普

斯)或者“内模仿”(谷鲁斯)或者“生命活动的快感”(浮龙·

李)，艺术就是这种“移入感情的形式”。唯物主义的美学就必

然主张美是客观物质的，那么，美感就是对美的感觉(经验论)

或者反映(反映论)，而艺术就应该是现实生活的“模仿”或者

“反映”。第四，分析哲学家们，例如维特根斯坦、奎因等人，早

期思想是否定“美的本质”的，认为哲学就是研究语言及其分

析和应用的学问，所以探讨“美是什么”之类问题就是形而上

学的，是伪命题或者伪问题，可是到了晚期他们却发现这个本

质问题回避不了，于是，维特根斯坦就用一个“家族相似”来

替代事物的本质，奎因就提出来一个“本体论承诺”来代替事

物的本质问题。2l世纪以来大量的分析哲学家和分析美学家又

回过头来研究本质问题，不过主要研究“艺术是什么”的问题。

这充分说明，美的本质或者“美是什么”的问题是美学的核心

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原则性问题，是解决所有其他美学问题的

前提或者关键。

中西美学史上探讨“美”的本质大约有四种途径：一是从

事物的自然性质上探讨美，比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美

在依靠大,,hick例安排的有机整体”，古罗马美学家贺拉斯的“美

在合式”，英国经验派美学家博克的“美在细小、光滑、逐渐变

化、不露棱角、娇弱、颜色鲜明而不强烈等”，法国启蒙主义美

学家狄德罗的“美在关系”，中国当代美学家蔡仪的“美是典型”

等，这是一种旧唯物主义或机械唯物主义的美学观点。二是从

客观精神世界寻找美，比如，古希腊柏拉图的“美是理念”，中

世纪奥古斯丁的“美是上帝的美的光芒的流溢”，德国古典美学

家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美

学观点。三是从主观精神世界寻找美，比如，英国经验派美学

家休谟的“美就是快感”，德国古典美学家康德的“美是形式的

主观合目的性”，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的“美即直觉”，移情说

美学的“美在移情(情感的投射和移入)”，中国当代美学家吕

荧的“美是一种意识形态”、高尔泰的“美是自由的象征”等，

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美学观点。四是从社会生活寻找美，比

如，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

中国当代美学家李泽厚的“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等。还

有一种主张“美是主客观的统一”的观点，主要是中国当代美

学家朱光潜的观点，这种观点在早期被视为主观唯心主义美学

观点，到晚期引进实践观点以后，似乎可以归为“社会生活派”

的观点。

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看，美的本质是一个多

层次、多角度、开放性的问题。从本体论上看，美是事物的一

种社会属性或者价值。美不是与人无关的事物的自然属性，而

是事物的自然属性能够满足人的审美需要的价值属性，是只有

人类社会才有的、离不开人类的社会属性，或者说是事物的“第

三性质”。从认识论上看，美是事物的客观属性。美是事物客观

存在的一种价值属性，美是美感的对象，人类的美感可以感受

或反映它，也可以不感受或不反映它，却无法否定它；美还有

相对独立的客观评价标准。从发生学上看，美是社会实践的自

由的产物。美并不是自然界存在以来就有的事物的自然属性，

而是在人类社会中通过人类的社会实践而生成的社会属性或价

值属性。当人类实践达到了一定的自由程度时，人对自然就产

生出一种审美关系。这种审美关系是一种超越功利目的的、合

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饱含着人类情感的人对自然的特

殊关系。这种审美关系体现在对象事物上就是美，体现在人类

主体上就是美感。从现象学上看，美是显现为形象的价值。美

这种价值属性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它必然会依附于一定事物

对象之上，显现为具体可感的感性形象。因此，美具有社会价

值性、客观对象性、实践自由性、感性形象性。似乎可以这样

下一个定义：美是显现实践自由的形象的肯定价值。

四、中国传统美学中的“美”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是一种“向内求善”的伦理型美学思想，

其表现为“和合之美⋯‘美善相乐”“天人合一”的中华美学精

神，它与西方“向外求真”的科学型美学思想，相反相成，相

辅相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出“和合之美”，以“和谐”为美，以

“中和⋯中庸”为美，形成了区别于西方美学，特别是西方现

代美学的重要特色，表现出中华美学精神的主要特色。《尚书·

虞书‘舜典》记载：“帝日：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

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

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日：于予击石拊石，

百兽率舞。"【10】11这个三皇五帝时代的神话传说故事明确地记录了

中华民族的早期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的事实：在相传原始社会

后期的舜帝时代，中华民族先祖就以诗(诗、乐、蹈三位一体

的艺术)对男孩子进行审美教育，以诗、舞、乐和谐一体的艺

术形式来培养接班人的“和谐”观念，以促成社会和谐、神人

和谐。《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

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日：‘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日：‘据亦

同也，焉得为和?’公日：‘和与同异乎?’对日：‘异，和如

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掸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

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

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

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日：‘亦

有和羹，既戒既平。艘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

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

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

大，长短，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

万方数据



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日：‘德音

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日可。君所谓否，据亦日否。

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

也如是。”【10H这一段对话记载了晏子与齐侯论述“和与同”的过

程，尽管他们所论说的主题是政治和道德，然而，他们大量运

用了饮食、音乐等方面的“和而不同”以及和谐融合的辩证关

系来进行形象说明。它表明春秋时代的中国人和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追求“和而不同”的“和”的审美自由境界，并且把伦理

道德政治问题的论说与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问题相提并论，互

相印证和发挥。据考汉代辑录成册的先秦文献《礼记·中庸》明

确论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

物育焉。”[1119，这些论说都有力地证明了：“中和”是中国传统美

学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而又较早出现的美学范畴。“中”，即适

中，不前不后、不上不下，刚好合适之意；“和”，即和谐、平

和、融合之谓。二者连起来的“中和”概念的内涵一般既是指

美学的，也是指道德的。因此从先秦时代开始，这一美学范畴

包含着浓厚的政治、道德观念，规定着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伦

理型特征。

这样，“美善相乐”就成为了中国传统伦理型美学思想的一

个特色表现。《苟子-乐论》：“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

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10】54所谓

“美善相乐”指的就是：美与善相统一，美与善相得益彰，善是

美的内涵和基础，善的伦理教育功能需要通过美的审美教育功

能来发挥和实现。这一美学思想观点最早主要是儒家代表人物

孔子、孟子等人提出来的，不过先秦时期的各家各派几乎都有

类似的论说，最终由融汇儒道墨法诸家思想的苟子完整、明确

地提出来。《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札观乐”：“吴公子

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日：

‘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鄢》、

《卫》，日：‘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

德如是，是其《卫凤》乎?’为之歌《王》，日：‘美哉!思而

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日：‘美哉，其细已甚，民

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日：‘美哉!泱泱乎，大

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日：

‘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日：

‘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为之歌

Ⅸ魏》，日：‘美哉!讽讽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

明主也。’为之歌《唐》。日：‘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

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

日：‘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

雅》，日：‘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

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日：‘广哉!熙熙乎，曲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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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日：‘至矣哉!直而不

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倡，远而不携，迂而不淫，复而不厌，哀

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

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

盛德之所同也。’见舞《象箭》、《南龠》者，日：‘美哉!犹有

憾。’见舞((大武》者，日：‘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

舞《韶灌》者，日：‘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

见舞《大夏》者，日：‘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

见舞《韶箭))者，日：‘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

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

乐，吾不敢请已。一[10i卜4吴国公子季礼在鲁国听周朝的音乐，他

从《周南》《召南))感受到了王业奠基之美；他从((邶风》《鄢

风》《卫风》之中发现了“美好又深沉⋯‘忧愁而不困惑”的德

行；他从《王风》中，体悟到周室东迁以后的“思虑而不恐惧”

的美；他从《郑风》中，似乎体验到郑国亡国之音的琐细和哀

怨之美；他从《齐风》中，体会出宏大音乐之美，大国音乐之

美；他从《(豳风》中，感悟出周公东征音乐的浩荡博大、欢乐

而不过度之美；他从《秦风》中体悟出西夏传统音乐之美；他

从《魏风》中，感悟到了贤明君主德行之乐的美，那样抑扬顿

挫、洪亮婉转、艰难流畅；他从((唐风》中感受了陶唐氏遗民

的深沉思虑的美德；他从《陈风》中，见出了“国家无主，国

运难久”的境况；他从《小雅》中，感受到周朝德行衰微，显

示出一种“．眈愁而无叛心，怨恨不以言表”的先王遗民的心声；

他从《大雅》中，感到了“广博和美，抑扬顿挫，刚健劲直”的

文王德行；他从((颂》中体会到了最高的音乐之美，正直而不

倨傲，婉柔而不屈挠，亲近而不相逼，疏远而不离心，活泼而

不邪乱，反复而不厌倦，哀伤而不忧愁，欢乐而不过度，常用

而不匮乏，宽广而不显露，施舍而不浪费，收取而不贪婪，静

止而不停滞，行进而不流荡。五声和谐，八风协调。节奏有一

定的规律，乐器都按次序，一派盛德气象。公子季札看出了《象

箭))《南龠》等舞蹈的美中不足，领悟到了舞蹈《大武》所表现

的周朝兴盛之美，看到了《韶漤》歌舞所表现的圣人那样的弘大

之美，发现了舞蹈《大夏》所歌颂的大禹勤劳而不自以为有德

的美德，领悟到舞蹈《韶箭》所体现的伟大功德、极点盛德。这

些记载和论说充分显示出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美善相乐”的

突出特色，淋漓尽致地阐发了《诗经》和舞乐的“美”之伦理、

政治、道德内涵和功能。至于孔子所谓“里仁为美”(《论语·里

仁》，即“接近仁的就是美”)，孟子所谓“充实之谓美”(《孟子·

尽心章句下》)，老子所说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老子》第

八十一章)，庄子所谓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

“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苟子所说的“不

全不粹不足以为美也”等，实质上说的都是“美的善之本”。因

此，“在古代，美的概念与善的概念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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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孔子说过‘周公之才之美’，这里的美，即与善近义。墨子

看到了美不等同于实用，实用在先，求美在后，‘食必常饱，然

后求美’。老子和庄子都用相对主义的眼光看美，认为美没有客

观标准，‘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

恶也’。孟子从正统的人性论出发，指出‘充实之谓美’，把美

与善人相联系。苟子对先秦诸子的美的观点兼收并蓄，提出‘不

全不粹不足以为美’这样的‘美在完善’的古典主义美学观。它

是对先秦诸子美学的总结。”[111由此可见，先秦时期就已经铸就

了中华美学精神。“美善相乐”的中华美学精神，与西方美学精

神的“向外求真”的科学型美学思想体系可谓大相径庭。中国

传统美学思想不仅把美与善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即使是探讨

“真”，也并不以科学方式寻求外在的“真实”和认知的“真理”，

而侧重在探求情感上的“真诚”。庄子说：“真者，精诚之至也。

不精不诚，不能感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

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

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10H0这种真实观和真理观

与柏拉图的本体论真实观和真理观是完全不同的，柏拉图认为

模仿的文艺不过是“影子的影子”“摹本的摹本”，与理念的真

正“真实”隔了三层；庄子的真实观和真理观与亚里士多德的

认识论真实观和真理观也不相同，亚里士多德认为文艺摹仿现

实是按照必然律和可然律进行的，因而比历史具有哲学意味，

比历史更真实。美和审美及其艺术要表现“真感情”和“真性

情”，这才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所强调的重点所在。

“天入合一”是中华美学精神之魂，不过它来自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根本。“天人合一”含义当然首先指的

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和辩证统一关系，然而，它同样涵盖着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和谐”以及人与自身之间的“个体和谐”。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是一种人与自然、社会、自身

之间的“大和谐”。它与西方传统文化和美学是完全不同的。西

方传统文化和美学的本体论观念和思维方式是“天人相分⋯‘主

客二分”的。尽管中国的地理位置和农业自然经济早就形成了

“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然而，最早阐述“天人合一”思想概

念的是庄子。庄子日：“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天地者，万物

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庄子-达生)))庄子在阐

发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

二十五章)思想的基础上，发挥阐述了人与自然一致与融通的

概念。“天人合一”同样也是先秦儒家的主张。《周易·说卦》云：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日

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礼记‘

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

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

者也。”因而“诚”的德性，就是人与天相合的途径。进一步以

儒家精神解说“天人感应”的五行思想而形成天人合一的哲学

思想体系的是汉代思想家、阴阳家、大儒董仲舒。他说“天人

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这种思想由于汉武帝的“独

尊儒术”的意识形态政策而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陈思

杰编著的Ⅸ中国十大义理》把“天人合一”作为中华十大义理

之中“和”的一个内涵，并且从“万物一体⋯天道人道”“天

地人⋯生态伦理”“辅佑自然”“顺应自然⋯‘效法自然”“返朴

归真”等八个方面阐发了“天人合一”的含义。陈思杰认为：“天

人合一”，“消除我同万象万物之间的界限，泯除主体与客体之

间的对立，让万象万物作为心象出没于我的心灵中，充养着我

的心灵生命；让自己的精神流注到万象万物中，感受万物的生

命律动；让自己的生命精神同万象万物交融在一起，互相贯通。

这就是‘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实际上，“天人合

一”就是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精髓浸淫之下而

形成的一种理想化的审美境界和美学精神。它的旨趣和归依在

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人与万象万物既

“和而不同”又“万本一体”，这是一种“向内求善”伦理化的

审美自由境界。“中华文化中的美，是与善结合在一起的美。美

即是符合义理的生命精神，与人的高尚本质相一致的生命精神，

能满足人健康的精神。”f121

因此，总体上来看，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是一种“向内求善”

的伦理型美学思想体系，是不同于西方“向外求真”的科学型

美学思想、与之大异其趣的中国特色的美学思想。尽管中国传

统美学思想的“和合之美”“美善相乐”“天人合一”的中国特

色，多少带有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自然经济、宗法思想制度、人

伦礼仪纲常的某些先天不足，比如，总体上不利于科学技术发

展、讲求圆滑世故的中庸之道、以情为本而理性精神不足等等，

但是，其中所蕴含的优秀伦理文化传统、深厚人文精神、顺乎

自然的辩证法、天地人和谐一致等等，在今天全球化和世界和

平发展以及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中仍然是应该发扬光大的

文化精髓和精神力量。

五、美的范畴和美的形态

不同的美学思想体系就会有不同的美的范畴。一般来说，

美的范畴有：美与丑，优美与崇高，幽默与滑稽，悲剧性与喜

居lJJl兰E。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虽然非常丰富，但是，作为学科的美学

科学却是从西方引进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

“美学大讨论”中才真正确立起来。因此，似乎至今中国美学还

没有一个大家一致认可的完整的美学体系，也就还没有一个完

整、统一的美的范畴体系。西方美学史上，第一个最为完整的

美的范畴体系是德国诗人、戏剧家、美学家席勒所建立起来的。

席勒的美的范畴体系完全、稳固地植根于人性之中，他把美的

范畴体系建基于人性的不断自我完善之上。席勒把美当作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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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完整的必经途径，而美又可以分为优美与崇高(秀美与尊严)

两大类，两大类还有一些更小的类别，它们的每一个类别就是

人类走向人性不断完善、直至达到神性的一个个中介环节；就

这样，人类从自然的人(感性的人)经过审美的人达到自由的

人(道德的人)的辩证发展过程，也就展现为一个完整的美的

范畴体系。席勒指出：美(广义的美)可以划分为两个对立范

畴：优美(狭义的美)和崇高，而美(优美)又依次可分为：结

构的美、秀美，秀美又可以依次分为：美丽、优美、秀美、魔

力；而崇高则依次可分为：尊严、崇高，尊严又可以依次分为：

高尚、威严、尊严、庄严；人性在“审美的人”的层面上不断

提升的过程也就是从美(优美)到崇高的发展过程；人类要从

“自然的人”走向“道德的人”就必须经过“审美的人”这个中

介或者桥梁，人类在由“自然的人”经过“优美”和“崇高”而

达到了“审美的人”时，他达到了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从而达

到了审美游戏的自由状态，这种审美游戏的自由状态是一种

“可规定性状态”，人类正是在这种“可规定性状态”的审美游

戏之中可以自然而然地达到道德的、理性的自由，成为“道德

的人⋯‘自由的人”，也就是成为了人性完整的人；由此更进一

步，人性完整的人就可以达到神性的高度，从而成为神性的人。

席勒的美的范畴体系与人性的不断自我完善是相辅相成、互为

表里、密不可分的。它们的辩证发展序列大致如此：自然一自

然的人一审美的人{美[结构的美一秀美(美丽一优美一秀美一魔

力)】一[尊严(高尚一威严一尊严一庄严)一崇高]}一道德的人一

神性；这个辩证发展序列也可以是这样一个辩证发展序列：自

然的必然(感性的必然)一审美的和谐(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现

象中的自由)一道德的自由(理性的自由)一神性(本原的自

由)。席勒的这个美的范畴体系，在西方美学史上是史无前例

的，它直接影响了德国古典美学家谢林和黑格尔的美的范畴体

系，也启发了后来的美学家。然而，至今为止，全世界仍然没

有一个学界一致公认的美的范畴体系。

按照实践唯物主义的美学观点，美、美感、艺术决不是上

帝或人脑(精神)的预先设定，而只能是在社会实践(物质生

产、话语生产、精神生产)的整体中逐步生成和发展的。人类

的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

王国飞跃的历史进程，只有人类的社会实践达到了一定的自由

程度，才可能使得人对自然产生出审美关系，这种审美关系(自

由)的客体表现——美就会必然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发展而变

化发展。因此，人类的实践一创造的自由，既不可能一蹴而就，

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这种美所表现的自由本身就必定会随着

“实践一创造”的具体条件而形成不同的情状、属性，从而形成

一个以自由为轴心的结构，这个自由结构有四个维度：自由、反

自由、准自由、不自由。这种“实践自由”的多层累积结构通

过审美关系体现在对象上，也就生成了美的各种形态和各种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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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的系统。按照这样的观点来看，“美”是显现实践自由的形象

的肯定价值；“丑”则是显现实践反自由的形象的否定价值；“崇

高(刚美)”是显现实践准自由的形象的肯定价值，悲剧性则是

崇高的否定之否定的价值；“幽默和滑稽”是显现实践不自由的

形象的矛盾性价值，“幽默”是内美外丑的不自由形象的矛盾性

价值，“滑稽”则是内丑外美的不自由形象的矛盾性价值，喜剧

性则是幽默或滑稽的否定之否定价值。这些美的范畴还可以继

续划分出一些具体的亚范畴：美可分为“柔美(优美)”和“刚

美(崇高)”，“柔美”又可分为“优美⋯优雅⋯‘秀美”，“刚美”

又可分为“壮美⋯‘崇高⋯‘大美”；“丑”可分为“阳丑”和“阴

丑”，“阳丑”又可分为“畸形⋯‘鄙陋⋯卑劣”，“阴丑”又可

分为“怪异⋯怪诞⋯‘荒诞”；“幽默”又可分为“机智⋯谐谑”

“戏仿”，“滑稽”又可分为“讽刺⋯‘讥诮”“反讽”。这就是一

个以实践一创造的“自由”为轴心的美的范畴体系，似乎可以

称为：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范畴体系，或者新实践美学范畴体

系。

所谓美的形态是指美的具体展开的样式。美的形态一般可

以分为：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

自然美是自然事物和现象所表现出来的美。如山水花草、

自然风景、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的美。按照我们的观点，自

然美的根源不在于自然事物和现象的自然属性，而在于人类的

社会实践。人类的社会实践改变了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使得自

然事物或者现象，由与人没有关系或关系不密切的“自在之

物”，转化为与人关系密切的、能够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人化

自然”，从而与人发生审美关系，自然事物和现象才成为自然美

对象。例如，太阳的美，并不在于太阳的红色和圆形的自然属

性，如若如此，那就不可能产生“后羿射日”的神话。太阳的

美，在后羿射日之前是不存在的。十日当空的太阳是人类的灾

难，只有经过了人类的社会实践(神话中后羿射日的过程)，一

日当空的太阳才对人类构成了审美关系，也才具有了美。自然

美的特征主要有：一、自然美侧重在对象的形式。自然事物或

者现象的形状、大小、运动、颜色等性状及其组合规律(对称、

比例、节奏、和谐、多样统一等)形式因素主要是自然美的感

性显现。二、自然美具有二重性，即同一自然事物或者现象既

可能是美的，也可能是丑的。如，老鼠、狐狸等对人有害的动

物一般都是丑的，然而也可能在“米老鼠⋯老鼠嫁女⋯聪明

的狐狸”等情况下成为美的对象。三、自然美一般不具有鲜明

的阶级性、民族性、时代性，可以成为人类的共同美的对象。例

如西湖、泰山、菊花等自然美对象就更多地超越时代、民族、阶

级，为古今中外各种各类的人们所共同喜爱和欣赏。

社会美是社会事物和现象所表现出来的美。社会美是社会

实践的产物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没有社会实践就没有人类和人

类社会。社会美的特征主要有：一、社会美侧重在对象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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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社会事物和现象所体现出来社会实践和人的本质力量以

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构成了社会美的主要方面。比如，国旗

的美主要不在于国旗的外在形式(红色、黄五星等色彩组合或

者大4,1：k例等)，而在于这些外在形式所象征的内在意义。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的红色象征着无数先烈的鲜血染成，一大四

小的五角星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农民、民族资产

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统一战线，主要就是这些象征意义构成了

新中国国旗之美。二、社会美一般比较确定而又丰富多彩。社

会美比较确定，就在于社会事物和现象在人类社会及其发展之

中所处的地位，究竟是推动社会发展前进还是阻碍社会发展前

进，前者可以显现为美，而后者一般显现为丑。如，全世界各

民族的民族英雄是美的，而那些毁灭人类的战争狂人、法西斯

分子就是丑的。不仅高大上的事物和现象可以成为审美对象，

而且凡人小事，只要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推动社会发展

前进的都可以成为美的，否则就是丑的。慷慨激昂是一种美，花

前月下也是一种美。第三，社会美一般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性、

阶级性、民族性。所以，社会美对象一般都是随着时代、民族、

阶级的不同而产生较大的差异。比如，1日中国一些陈规陋习所

形成的“三寸金莲”之类的所谓“美”，就随着女性解放时代的

到来而被废止，成为了一种丑的历史陈迹。社会美一般可以分

为：实践的美(劳动的美，斗争的美，伦理的美)，人的美(心

灵美、语言美、行为美、服饰美)，环境的美(自然环境之美，

社会环境之美，社会风气之美)。人体美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美，

它是一种以人体的自然形态为主的社会美，人体美一般兼有自

然美和社会美的特征。

艺术美是艺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美。艺术美是人类艺术创

造实践的美。艺术是植根于社会生活，饱含着人类的审美观念、

审美情趣、审美情感、审美理想的，外现为一定文本形式的特

殊意识形态。艺术美不能离开艺术作品而存在，艺术美是艺术

作品的最根本的性质。艺术美的特征主要有：一、艺术美是自

然美和社会美的集中表现形态。艺术美是艺术家和艺术创作者

依据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而以一定的艺术材料、艺

术技法，根据自然和社会的素材和题材而精心创造出来的高级

形态的美，艺术美一般是自然美和社会美的集中和概括。艺术

美来源于自然美和社会美，又高于它们。二、艺术美是内容和

形式尽可能完美结合的美。艺术美不但经过了艺术创作者的选

择，而且经过了艺术创作者的创造性劳动，运用精美的艺术形

式显现出来，因而，艺术美比起它们的源泉——自然和社会生

活具有更加完美的特征，艺术美是更加高级形态的真善美的统

一和融合。三、艺术美的具体表现形态一般说是审美意象的感

性显现。审美意象是在审美活动中，表象与情感反复相互作用

而产生的，具有高度概括性和鲜明个体性的内心形象或者意中

之象。审美意象在叙述性艺术作品中主要表现为典型，在抒情

性艺术作品中主要表现为意境。典型一般是个性与共性相统一

的人物形象，意境则是情景交融的象外之象、韵外之致、言外

之意的境界。一般说来，审美意象应该是独特、具体、感人的

意中之象，通过具体的艺术质料和艺术技巧物态化或外化为具

体、独特、感人的艺术形象。

“美”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主要价值，也是人类社会的主

要价值取向。中国美学思想的“美善相乐”与西方美学思想的

“美真相融”组成了世界人类美学思想的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

完整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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