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价值论的角度看，审美价值是主体与客体的

一种相互作用，不同的审美主体因主体的特殊性会

产生不同的审美结果，即使是对同一客体也会产生

不同的审美结果。这主要根源于人际间的差异，作

为审美价值的主体，在整个审美活动中，由于主体

的认知和感受不同，对不同的客体会产生不同的看

法，甚至是同一客体，也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一、人际差异的产生及发展
人，是区别于其他一切物的独特的存在物，人

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期。马克思认为人具有社会

属性和自然属性，而这两重属性又统一于人的劳动

实践。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产

物，他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

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8

人在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中是相互联系的，表现出

来是多方面的，因此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生

活中，我们往往不能脱离其他人而存在，人与人之

间是互为对象的存在。人是“同一性”与“差异性”

的同一，人与人之间既存在着同一性，即人的共性，

也存在着差异性，即人的个性。易小明认为人具有

三重属性，即类性、群体性和个体性。从这个角度

来讲，人的“同一性”是为了保存人的“类性”，人不

能脱离人的“类性”而存在，换言之，如果人不具有

了人的所属的类性，也就不再是人，而是其他的存

在物。而人的“差异性”则是人的群体性和个体性

的具体表现。人的群体性是人的类性的分离，它既

受人的类性的束缚，又在人格上独立于人的类性，

即人的群体特性。而人的个体性是人的类性的最

大化的分离，是最小化、最具体的人，其个性最鲜

明。

从人的三重属性的角度看，人的“共性”相对

“个性”而言，其范畴相对更小，也就是说人的“差异

性”的范畴往往比人的“同一性”更大，表现的形式

更为丰富和多种多样。因此，研究人的差异性是分

析问题的一个重要的角度。

人际差异，顾名思义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不同

之处，即人的特殊性，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

自然禀赋的差异，二是社会禀赋的差异。自然禀赋

的差异主要源自于先天，比如智力的差异、身体的

差异、性别的差异等等，即，人天生就存在着差异，

这种差异是无法消除的，但是随着人的成长，这种

差异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波动，或扩大或缩小。而

社会禀赋的差异主要是源于后天，比如阅历的差

异、教育程度的差异、人际交往的差异、生活环境的

差异等等，社会差异是人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形成

的，也是造成人际差异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审美而

言，审美价值的差异主要源自于人的社会禀赋的差

异。

人际差异是作为审美主体的人与生俱来的，其

产生是必然的，是人无法逃避的，随着人的不断成

长和发展，其后天的社会禀赋不断地将这种差异或

是扩大，或是缩小。人际差异包含着两个方面，一

是合理的、积极的部分，它驱动着人们个性的发展

和特殊价值的产生，也是推动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

因素，因为合理的差异所带来的竞争是一种良性

的，有利于开发人的潜能，促进人的各方面能力的

提升；一是极端的、消极的部分，这种差异往往会拉

大人的距离，催生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它驱

动着人与人之间的恶性竞争和争斗。因此我们应

当正确的认识和看待人际差异，既要看到其合理的

成分并加以利用，也应当认识其消极的成分并加以

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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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的发展中，哪些因素是造成人际差异的不

断分化呢？首先是文化差异，这里面又包含了很多

的因素，比如家庭条件的差异、接受教育的能力的

差异、教师水平的差异、教育环境的差异、个人兴趣

爱好的差异等等，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人与人的文

化差异。文化的差异是一个不断积淀的过程，它对

人的影响也是渐渐递进的；其次是经济差异，主要

指财富的差异，这种差异在现实生活中对人与人之

间的差距的扩大起了促进作用。因为经济的差异

往往会造成人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从经

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角度看，经济差异是最为基

础的一个影响因素；再次是生活阅历的差异，每个

人的生活环境是不同的，成长经历也是存在着差异

的，因此影响了人与人之间不同的价值观念。最后

要谈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仰的差异，这里的信仰

不仅仅指的是宗教信仰，它包括精神上的一切信

仰，因为信仰的差异会产生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更会左右人的认知能力、审美能力等等。

总而言之，造成人际差异的后天因素是多种多

样的，因而差异的形态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无论

是多大的差异都不能脱离人的范畴，它就像经济学

中的价值与价格曲线一样，有上浮也有跌落，但是

价格永远不能脱离价值的管控。同理，人际差异无

论是过大还是过小都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共性的

管控，不能完全脱离人而存在。

二、审美价值的主体与客体
审美价值既属于美学范畴，又属于价值论的范

畴。美是审美的产物，美也是一种审美关系。审美

价值是价值中的特殊种类，即它是一种精神价值。

前苏联著名美学家 M .C .卡冈说过，“审美是从自然

和人，物质和精神、客体和主体的相互作用中产生

出来的效果，我们既不能把它归结为物质世界的纯

客观性质，又不能归结为纯人的感觉。”[2]23在美学大

辞典中，审美，即审美活动，指的是人发现、感受、体

验、评价和创造美的实践活动、精神活动。在价值

论范畴之内，根据价值的概念推出，审美价值是审

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一种相互关系，即审美客体的

某种美的属性对一定审美主体审美需要的满足 。

审美价值既不是纯粹客观的，也不是完全主观的，

它是带有主体自主性的客观存在，它是审美价值主

体与审美价值的客体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因此，既

不能脱离审美主体而谈审美，也不能脱离审美客体

而谈审美。

审美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相互关

系。在这种相互关系中，首先应该考察占据主导地

位的主体，因为当我们在谈论什么是“美”的时候，

常常带有很浓郁的主观情感，即美在一定程度上由

审美的主体所主导的。审美价值的主体毫无疑问

是具有独立思维能力的人，虽然其他的动物或多或

少也存在着一定的审美，但是本文不做详细的考

察。人作为审美的主体，在整个审美活动中扮演着

主导者的作用，美与否，美的程度如何都主要取决

于作为主体的人，美往往因人自身情感和认知等因

素的影响而会有所不同。但是人是共性与个性的

统一体，因此人在进行审美的时候也会存在着与他

人的共性与差异。正是因为这种主体能动性，审美

也被视为一种精神价值，充满了强烈的个人色彩。

审美的客体包括两类，一类是人，另一类是指

除了人以外的事物，具体可以是动物、植物，也可以

是物件，比如衣服、首饰等等，也可以是艺术形式等

等。作为客体的人依然具有影响审美结果的能力，

比如，人可以通过化妆打扮或是提升内在修养来影

响审美主体的评判，俗话说人靠衣装，不同的穿着

打扮会使作为客体的人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从而影

响审美主体的评判。比如同样的一个人在邋遢不

堪的状况下和在衣着端庄的情况下会给审美的主

体留下完全不同的印象。当然作为客体的人相对

于作为主体的人而言，其主动性有所削弱，这也是

我们常常讨论的美学中的“主体间性”问题。因为

在这种关系中，审美的主体和审美的客体都是人，

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变，所以在审美活动

进行的过程中往往会形成一个“主客体”间的互动，

而这种审美价值的产生也与个体联系更为紧密。

而除了人以外的审美客体，往往是比人缺乏自主性

的物体，比如动物，甚至是没有自主性的物体，比如

高山、河流等自然景观。但是他们在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地点会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也会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到审美的结果。

在美学大辞典中，主体间性被解释为“人与世

界、主体与主体之间交流、对话、共生关系的性质。”

初由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提出，萨特在《存在与虚无》

一书中，将主体间性发展为作为自为存在的人与另

一作为自为存在的人相互联系与和平共存的关

系。梅洛-庞蒂在萨特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先验的

主体性是一种向自己和向他人显示的主体性，因

此，它是一种主体间性”。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

初，这一个概念被引入中国，体现在美学上，一是把

审美视为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

生成的存在方式，从而确证审美、艺术是自由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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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生存方式；二是把审美视为个人主体与他人主

体之间共同的活动，具有普遍的意义；三是审美艺

术作为精神活动，要通过主体间的相互体验、共生

而达到对生存意义的领悟[3]。主体间性也被视为美

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角度，因为在审美活动中，审

美的主体毫无疑问是人，但是审美的客体也可能是

人，因此，在审美的过程中主体与主体之间，主体与

客体之间经常发生着交叉和重叠，即审美的主体与

客体都是人的时候，彼此可能发生转换，互为主体

和客体。

在审美价值中实际上存在两对关系，即主体间

性和主客体关系。因此审美价值是建立在审美主

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一种良性互动之上的。而这

种互动又在主客体同为具有思维能力的人的时候

更为凸显。

三、基于人际差异的审美价值
在人际差异的视域中，审美价值的差异性是必

然存在的客观事实，美甚至是因人而异的一种价

值。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合理的，但是我们也不

能忽略了差异性只是人的其中一个属性，并不是全

部的属性，因此，审美价值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其表现出来的具体形态在程度上会受到人的

“同一性”的影响。美是客观存在的，正如奥古斯

特·罗丹所说，“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美的眼睛。”美的存在并不取决于人，但是美是否被

发现或是感知，则取决于人的主体感受。因人的差

异性的存在，因此人对美的界定和认知是不同的，

因此所产生的审美价值也是各不相同的，这也就意

味着人的差异性是产生审美价值差异性的基础。

人际差异并不是产生审美价值的根本原因，审

美价值的产生是基于审美的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关

系。人既是审美的主体，也可以是审美的客体，人

际差异会对审美价值造成必然的影响。首先，如果

没有人际差异，很难会产生不同的审美价值，也就是

说所有的事物对于不同人来说都是一样的评价，要

么都是美，要么都不美。但是现实却不是这样的，在

现实生活中往往是有的人觉得这个美，而有的人认

为那个美，甚至是对于同一事物也会有不同的声音，

有的认为美，有的认为丑，正如俗话所说：“萝卜青菜

各有所爱。”每个人对于美的定义是不同的，因此每

个人的审美观也是不同的，这就造就了千差万别的

审美结果。比如，有人认为胖为美，有人就认为瘦为

美，有人注重外表美，也有人注重心灵美。这些都是

人际差异造成的，人际差异丰富了审美价值，扩宽了

审美的视域，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美。

其次，正是因为人际差异的存在，我们才会对

不同的审美价值怀揣着宽容的心态，奉行着“兼容

并包”的原则，否则，美也可以制定统一的标准。

“美”区别于“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其主体性

更强，受人主观的影响更为浓郁，美没有一个固定

的衡量标准，每一个审美主体都可以有自己的审美

标准。我们之所以认同审美没有既定的标准，其根

本原因就是基于人际差异，如果我们期望别人认可

我们的审美，首先需要认同别人的审美。这也就解

释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同的时尚风格，因为不同

的人，其审美会存在着差异性。

再次，人际差异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审美的结

果，比如一个饱读诗书的学者和一个胸无点墨的文

盲对同一首诗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审美结果，学者

会用专业的眼光来评判诗是否美，而文盲可能就完

全无法做出判断。再者，同是一只兔子，小朋友可

能会从外表判断其美否，食客则从肉质判断其美

否，而服装师可能会从其皮毛判断其美否。这就是

人际差异在审美过程中所带来的不可磨灭的影

响。当人作为审美的客体时，比其他的客体更具能

动性，比如，动物是很难自主地左右审美主体的评

判的，但是作为客体的人却能，这也是基于人的主

观能动性而产生的，是“客体人”的人际差异所带来

的影响，如果所有人不具有差异，对于审美的主体

来说也不会产生差别。

基于人际差异，即人的特殊性，由此而产生了

各种不同的审美价值，即审美价值的特殊性。在这

些审美价值中同样存在着共性，一是特殊性的普遍

化，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特的，对于事物的审美也是

独特的，但是这些独特中又往往会存在着一定的共

性，就如有的男人喜欢瘦的女人，有的男人喜欢胖

的女人，但他们喜欢的都是女人，这就是特殊性中

的共性而非公孙龙所说的“白马非马”。正是基于

这种差异中的共性，审美价值才有了兼容并包、和

而不同的发展模式。但是如前面所言，人际差异具

有消极和积极两种成分，因此审美价值也会相应的

带有这两种成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现实生活

中不是所有的审美价值都会得到认可。那些过于

极端，甚至是异于常理的审美价值是会被世人所诟

病的，这也就是“芙蓉姐姐”、“凤姐”之美没有得到

大众认可的原因之一。

根据人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相同一的客观

事实，大众审美更多的是基于人的“同一性”，而个

性审美则更多的是基于人的“差异性”。在大众审

·· 72



第3期

美与个性审美相同一的基础上，实现个性审美之间

的和谐和兼容是十分重要的。

在差异性视域下，人际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审

美价值的差异也必然会存在，而这些差异在产生上

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性是基于人的

独立意识，不同的人，思维方式、审美方式等等都会

不同，因此在审美的过程中其选择存在差异是必然

的。而偶然性是指人在选择美的时候是基于一种

偶然的环境，也会受个人的不同的主观情感的影

响。比如，在人心情特别差的时候和在心情特别好

的时候对美的敏锐度是不同的，这时人的主观情感

就会影响到审美的结果，而当外部环境不同，也会

对审美的结果造成不同的影响。泰山的日出是非

常美的，但是因为天气的影响，其每个人所能欣赏

的美就会有所差异。审美价值的差异在一定程度

上也会发展为价值冲突，因而“兼容并包，和而不

同”在审美价值的发展中就十分的重要。

“兼容并包，和而不同”是审美价值得以持续发

展的重要原则，我们必须承认人际差异的存在，我

们也允许不同的审美价值的和谐发展，大众审美与

个性审美是互为依托的，当人际差异越小，大众审

美就更为显现，而随着人际差异的扩大，个性审美

又将更为突出。共性与个性是辩证同一的，只有坚

持“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原则，审美价值的发展

才会更加的丰富多彩，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才会更加

的和谐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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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Aesthetics Value Based on the Interpersonal Differences

LI Ya-li
(Institution of Philosophy,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Abstract: Axiological aesthetic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study the aesthetic.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the aesthetics value present varies and produce a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aesthetic judgment. The expan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will drive aesthetic diversity be prominent, the

narrow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ss aesthetic.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the theory of“all inclusive and harmony and difference”is becoming the important

principles to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aesthetic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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