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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语》中的审美艺术观是一种主足于人，以人为核心的精神。它体现了一种审美艺术

和与人紧密联系的人文观念，是一种以关怀人为终极目的的人文理想。同时， 《论语》美学思想揭示了

艺术创造的一般规律，体现了对艺术性和艺术规律的追求，体现了对艺术理想的追求，是一种超越现实

与人生的艺术回归。 《论语》中的美学精神在儒家美学中的地位是非常突出的，是奠基性的，它应该成

为我们建构现代中国美学的重要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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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儒家的审美、艺术观被很多人认

为是政治功利主义的和具有封建压抑性的。这是

客观事实的一方面。但如果我们站在儒家学派的

整体思想观念上再来看儒家的审美、艺术观，会

发现它是一种富于人文精神的思想。由于儒家美

学本身的原因及社会意识形态特别是近现代政治

意识形态的原因，儒家美学精神的人文价值一直

不被人们所重视。如今，当社会和中国美学的发

展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资源的

时候，儒家美学的人文精神突显出了其积极的意

义。特别是中国在构建现代的人文和谐社会、中

国美学也在构建其现代性的道路上，这种传统美

学思想的人文精神更是需要我们去着力挖掘。特

别是作为儒家思想的经典代表作的 《论语》更是

需要我们去努力挖掘它的美学、艺术精神。

一、要正确理解 《论语》的美学精神就
必须去除各种认识障碍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其

封建性不言而喻。由于儒家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沉

积、变迁以及其与时代的碰撞、融合，相对于今

天的时代而言，它已经有很多不适应历史要求和

社会发展规律的糟粕。而最为突出的也是其封建

性。特别是，儒家文化容易和时代的统治需求相

结合，与封建贵族的统治目的相结合，形成一种

统治的政治意识形态。这时的儒家文化是具有封

建 的 反 动 性 和 对 人 的 压 抑 性 。 程 朱 理 学 便 是 一

例。因此，要正确认识儒家文化的精髓就必须剔

除其封建性的一面。儒家美学思想作为儒家文化

的组成部分，其当然也有其负面的价值。因此，

要充分认识并挖掘儒家美学的人文思想，就必须

认识其对社会、对人性压抑的负面价值，并与有

价值的正面思想区分出来。

再者，要充分发掘儒家美学的人文价值就必

须抛开对儒家文化的偏见。由于儒家文化本身的

封建性和压抑性，也由于近现代以来社会和革命

运动的需要，儒家文化成了意识形态上反封建的

牺牲品。人们几乎把儒家文化与封建等同起来。

这样，儒家文化、儒家美学的正面价值就被掩盖

住了。这是理解儒家美学精神人文价值的一种有

害偏见。理解儒家美学精神人文价值的另一种偏

见表现在，将儒家美学精神与艺术的政治功利主

义等同起来，即认为，儒家美学精神是一种政治

功利主义的审美观。儒家美学确有认为艺术为政

治 服 务 的 倾 向 ， 把 艺 术 作 为 实 现 政 治 的 一 种 手

段。例如孔子说：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

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

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0 $ 1 尽管如此，儒

家美学精神依然不能与政治功利主义等同起来。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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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美学精神拥有着远不仅 “艺术为政治服务”这一

观念的丰富审美价值。况且，“艺术为政治服务”也

同样有着人文的价值观。因此，认为“儒家美学是政

治功利主义”这样的固有观念同样是我们充分理解

儒家美学丰富的人文精神的障碍。我们不要以偏盖

全、只见一面不见另一面，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儒家

美学的真正内涵。我们只有扫除了对儒家文化和儒

家美学思想的各种偏见，才能对认识 《论语》美学精

神的真正内涵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二、《论语》中的美学精神：人文理想和艺

术理想的相统一

（一）超越审美和艺术本身：《论语》中的审美、

艺术观是一种以关怀人为终极目的的人文理想

《论语》中的艺术和审美观念并不只是单纯对

艺术性的分析，而是始终将艺术与人联系起来。这

种联系不仅体现了艺术根源于人、根源于人生，而

且体现了艺术对人生、社会的积极作用，从而最终

体现了对艺术的一种人文观。在这种美学观念中，

艺术的基点在于人，以人为核心。艺术源始于人，从

人出发，终极目的是为了人。

这种人文理想主要体现在艺术为人服务、为社

会服务这一点上。这种理想要建设一个为社会之全

体大群的人文社会。但这一美学理想的实现，并非

一步到位，而是一个逐步展开的。换言之，艺术先在

个人身上发生作用，然后才在社会大人群上实现，

最后形成一个大同的理想人文社会。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即是此意。《论语》美学思想显然把审美

和艺术看成是培养人、完善人的一种手段。《论语》

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 %孔子又说，“兴于

诗、立于礼、成于乐。”# " %在这里《论语》的美学思想

把音乐文艺看成是完善人的最后一步，也是最重要

的手段之一。而音乐和艺术对人的完善是通过对个

人的心性修养和“礼”“仁”的道德教化来完成的。其

它的儒家美学著作也是这样说的，“故乐行而志清，

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故日乐者乐

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 ! % 这是一种由

艺术带来的深入人性根底和灵魂深处的心性和人

格修养。儒家美学认为艺术对个人修养和教化的作

用还体现在其对艺术“美”与“善”关系的问题上。

《论语》的美学思想认为，艺术应是美与善的统

一，这样才起到对人修养和教化的作用。子日：“《关

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 %可见，在《论语》的美学

思想中，理想的艺术是“尽善又尽美的。”“尽善”是

为了人，“尽美”亦是为了人。《论语》的美学精神是

外向性的，其艺术为完善人服务的思想非是个人主

义的，完善人是为了社会理想，最终目的是为建立

大一统的人文社会。子日：“小何莫学夫诗？诗，可以

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 %其实，“迩之事父，远之事

君”才是它真正的目的。可以说，儒家美学把社会理

想作为审美和艺术的最终目的，体现了对艺术的社

会性、历史性有相当认识的宽广视野，是尊重艺术

的必然规律性的体现。因此，《论语》美学思想中建

立社会理想的艺术人文观，是一种有艺术规律的审

美人文观。

（二）超越现实与人生的艺术回归：《论语》美学

思想认为，人是艺术的基础，艺术性是建立在人的

基础上，只有真正的人，才会有真正的艺术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 % 尽管一

方面表明了诗和艺术对人的生活及社会的作用，但

是也要诗和艺术中有可以观的内容、有生活、有人，

才可能有人和社会与艺术的相通，达到对社会和人

生的反作用。这说明 《论语》的美学观中，诗和艺术

“可以兴、可以观、可观群、可以怨”是以诗和艺术根

源于社会和人生这一前提为基础。

子曰：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

乐何？” # ) % 这显然表明了，一个人如果不仁，那么

他将不会真正懂得音乐和艺术；只有仁人才会有真

正的音乐与艺术。在 《论语》的这种观念中，艺术是

扎根于现实，扎根于人生的，只有扎根现实，扎根人

生的人，然后才能真正学到艺术，才能有能力学习

艺术。例如，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

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 %关于艺术根

源于生活，根源于人的问题，马克思在《+)!! 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中的对 “有音乐感的耳朵”和 “能感受

形式美的眼睛”的论述是相当精僻的。他说：“只有

音乐才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

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

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只是由于人

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

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

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

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

产生出来⋯⋯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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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

来。”" #$ %在这里，马克思所说的“有音乐感的耳朵”、

“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是指有艺术修养的人。

他认为，只有有艺术修养的人才能感受真正的艺

术。而有艺术修养的人必须是珍惜生活、珍惜在生

活中体验艺术，是注意在生活中培养艺术欣赏能力

的人。正如， “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

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

来”中所表明的，艺术的感觉由于艺术的对象存在

才可能，注意在现实生活中感受艺术对象才能产生

有艺术修养的人。马克思在这里揭示了真正的艺术

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现实人生，来源于人的。因

此，在 《论语》的艺术审美观念里，实际上也己经

揭示了艺术根源于人，根源于人的生活这样的艺术

规律。它同时还向我们表明了，艺术与人的现实生

活的其他领域的紧密联系，以及只有艺术与这些领

域一起塑出了完善、全面的人才可能创造出真正的

艺术，才能拥有真正的艺术。正如，子曰：“志于道，

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 % 可见， 《论语》美学

思想揭示了艺术创造的一般规律，体现了对艺术性

和艺术规律的追求，体现了对艺术理想的追求，是

一种超越现实与人生的艺术回归。

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看出， 《论语》中的审美

艺术观是一种主足于人，以人为核心的精神。它体

现了一种审美艺术和与人紧密联系的人文观念。这

代表了儒家美学精神的精髓。有人把儒家审美、艺

术观概括为 “为人生而艺术。”这没什么不对，

“因为有人生而有艺术，为了人生而艺术”。 “为

人生而艺术”并不只是有的人误解的那样：使艺术

成为的现实附属品的政治功利主义。相反 & 这种精

神是对现实人生有超越的艺术回归，它并非没有艺

术性。正如徐复观先生在 《中国艺术精神》中所说

的： “为人生而艺术，及为艺术而艺术，只是相对

地便宜性分别。真正伟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

对人生社会，必能提供某一方面的贡献。而为人生

而艺术的极究，必自然会归于纯艺术之上，将艺术

从内容方面向前推进。” " #’ %因此， 《论语》中的

审美、艺术精神是一种对审美、艺术本身有超越性

的人文观和人文理想，也是一种超越现实人生的艺

术回归。其人文价值必将对中国现代美学建设有值

得借鉴之处。

三、《论语》中的美学精神是中国现代美

学建构的重要理论资源，有重要的意义

到了 ’$ 世纪 ($、)$ 年代，中国从以政治为中心

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大潮和全球化给

中国人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力和颠覆力。中国

美学在寻求现代性的转型中面临着主要来自两方面

的社会环境压力：一方面是工业文明的科技理性主

义和商业化趋势对人的审美观念的影响，特别是大

众审美文化的盛行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中国美学与

西方文明的强烈交流和碰撞。这给中国现代美学的

建构带来了许多现实的美学问题。要回答这些问

题，对大众审美文化我们应持“是否符合人的审美需

要”这一价值立场，将其纳入中国美学现代性问题的

理论批评中。这样才能体现出中国美学与时俱进的

真正的现代性。而中国美学与西方文化交流、碰撞

带来的美学现代性问题，也应该放在人的价值立场

下需求解决。中国美学与西方文化的对话，应该在

人的需要和中国文化现实需要的相统一中进行。因

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美学的建设是一种追

求人文价值的美学现代性建构。

马克思在著名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中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

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

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

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

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 % 马克思的话给我们带

来的启示是，理论若以“人的实践”这一维度为出发

点，那么中国古典美学理论将是可以带领我们进入

新的历史、进入中国美学现实的重要理论资源。中国

古典美学资源将是我们的源头活水。因为中国要建

构现代性的美学是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我们

的美学现代性只有建设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是真

实的，因为我们的审美精神结构是在传统文化影响

中形成的。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其对现代

美学的影响可见一斑。特别是儒家美学的人文观，对

应该以人文性作为价值追求的现代性美学，更是有

借鉴的意义。而《论语》中的美学精神在儒家美学中

的地位是非常突出的，是奠基性的，它应该成为我们

建构现代中国美学的重要理论资源。

《论语》美学精神的人文观是一种超越审美和

艺术本身的人文理想和超越现实与人生的艺术回归

的有机统一，充分体现了人文性理想的追求。这种

有机统一也应该能代表中国美学现代性人文价值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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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方向。中国要建构真正具有现代性的美学，要

以这种超越审美和艺术本身的人文理想和超越现实

与人生的艺术回归的有机统一来引导审美和艺术，

才能体现出真正的人文价值和人文理想。马克思在

《$+!!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谈到过 “按照

美的规律来构造”的理想，他说： “动物只是按照

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

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

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

律来构造。” # $! %中国现代性的美学也要按照美的

规律来构造，也要把人的内在尺度运用到这种构造

中。而在我看来， 《论语》中的美学精神是超越审

美和艺术本身的，而又是超越现实与人生的艺术回

归，是两者相统一的人文精神，这就是 “按照美的

规律来构造”这一理想的体现，是符合艺术和历史

规律的。因此，借鉴 《论语》中的美学精神来建构

中国的现代性美学，是符合美学现代性人文价值追

求的立场的，是 “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