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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代思想中既体现着人类审美的共同规律ꎬ又具有中国人审美活动的独特性ꎬ还包含着潜在

的理论体系和走向现代的因子ꎬ是人类共同的美学财富ꎮ 这就需要我们面向当下的审美实践ꎬ推动中国古代美

学思想与西方美学思想沟通、交流和对话ꎬ呈现出现代的理论体系形态ꎮ 美学理论及其体系的价值不仅在于它

们对审美现象的印证和检验ꎬ更对未来的审美活动起着引领作用ꎮ 建构中国美学理论体系需要对其中潜在的体

系顺势而为ꎬ重在揭示出中国古代美学的原创性特征ꎮ 中国古代的美学理论体系以审美意象为中心ꎮ 意象是中

国美学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内容ꎬ可以与中国当代美学话语体系和世界美学话语体系兼容ꎮ
〔关键词〕潜在体系ꎻ激活ꎻ借鉴西方ꎻ面向当下ꎻ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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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ꎬ以及大量的文论(包
括诗话、词话、小说戏曲评点等)、画论、书论、乐
论等著作中ꎬ有着丰富的美学思想ꎬ它们对于当

下的美学研究和理论建设无疑是有价值的ꎬ其中

包含着潜在的体系ꎮ 但与现代美学形态相比ꎬ中
国古代美学资源缺乏系统性和现代意义上的体

系形态ꎬ其中精华与糟粕并存ꎬ且没有被学科化ꎮ
这就需要我们尊重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内在规

律ꎬ借鉴西方的美学理论体系规范ꎬ结合当下的

审美实践ꎬ运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进行理论

系统建构ꎬ实现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当代转化ꎮ

一、中国古代美学理论体系建构的价值

中国古代丰富的美学思想需要我们挖掘其

中有价值、有活力的资源ꎬ使其获得跨文化、可交

流的品质ꎬ在当下审美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和

理论建构ꎬ让中国美学思想中有生命力的内容重

现生机ꎮ 学术界也曾有一种观点ꎬ认为西方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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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解构体系的阶段ꎬ中国也就没有建构理论体

系的必要ꎮ 不过我们应该认识到ꎬ西方学者长期

以来一直有着建构体系的传统ꎬ他们否定既有体

系的目的ꎬ乃是为了建构新的体系ꎮ
中国古代美学有着独特的潜在思想体系和

概念体系ꎬ说明这些资源中隐含着可进一步整合

的内在逻辑ꎮ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有自身的

系统性ꎬ并且形成一个传统ꎬ尤其值得重视ꎮ 它

们在表达方式上有着诗性等特点ꎬ需要从宏观的

视野ꎬ进行整合和研究ꎮ 早在先秦时代ꎬ中国就

有名辩学ꎬ后来又传入了印度因明学ꎬ但总体上

说ꎬ中国古代的逻辑学不够发达ꎮ 不过ꎬ中国古

人著书立说中经验性的逻辑也是存在的ꎮ 中国

古代美学思想资源依托于古代哲学思想系统ꎬ具
有潜在的体系ꎬ有进一步整理和系统化的基础ꎮ
美学学科建设中的体系意识和概念的体系化是

现代意识的体现ꎬ我们要兼顾中国古代美学思想

的内在体系和当代要求ꎬ建构中国美学理论体

系ꎬ以便与西方美学理论共存互补ꎬ使人们在思

想方法和思维方式上获得启示ꎬ丰富人类的美学

理论宝库ꎮ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在当代美学理论建

构中具有重要的价值ꎮ 我们研究当下的审美实

践ꎬ总结出美学理论ꎬ固然是必要的ꎬ而继承古代

理论传统依然是非常重要的ꎮ 在中国古代的美

学思想传统中ꎬ无论是美学理论ꎬ还是审美经验ꎬ
都包含着走向现代的因子ꎮ 历代优秀的艺术作

品迄今依然具有审美价值ꎬ依然可以作为人们的

精神食粮ꎬ说明古今审美趣味有着相通之处ꎬ是
血肉相连的ꎮ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更注重感性体

验的传达ꎬ更注重诗意的体验ꎬ许多思想需要通

过现代话语表达方式加以阐发ꎬ以便当代学人和

西方学者的接受ꎮ
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常常受到哲学体系的

影响ꎬ通过演绎推理加以实现ꎬ但是它们自身的

价值则需要通过长期的审美实践加以验证ꎮ 作

为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国家ꎬ中国历史上

和现实中的审美实践及其理论概括ꎬ都是值得重

视的ꎮ 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ꎬ需要奠定在美学价

值的基础上ꎮ 而美学理论及其体系的价值不仅

在于它们对审美现象的印证和检验ꎬ而且对未来

的审美活动起着引领作用ꎮ
中国美学受到西方美学的影响ꎬ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走的是探索美学概念体系(包括美学术

语、范畴和命题ꎬ对此笔者另有专文阐释)的道

路ꎬ这为后来美学体系的探索奠定了基础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美学学科整体环境发生了变

化ꎬ体系建构的条件相对成熟起来ꎮ 时至今日ꎬ
经过中国美学界 ４０ 多年的努力ꎬ包括对中国古

代美学的整理和阐释、对西方美学体系的学习和

借鉴、结合当代审美实践的探索等ꎬ建构中国自

己的当代美学理论体系ꎬ为世界美学体系的多元

化贡献中国智慧ꎬ已经有了一定理论基础ꎮ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建构ꎬ需要以

西方美学思想作为参照ꎬ推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

与西方美学思想沟通、交流与对话ꎮ 中国古代美

学思想作为知识需要重构ꎬ并且也具有重构的可

行性ꎮ 它们虽然不具备现代美学的理论形态ꎬ但
是我们依然可以借鉴西方美学方法进行知识重

构ꎬ将其潜在体系加以整理ꎬ从当代的视角阐发ꎬ
使其学科化、理论化ꎮ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作为长

期审美实践的总结ꎬ需要加以理论化ꎬ需要基于

中国传统思想资源进行美学理论建构ꎮ 这也符

合全球化时代文化多样性发展的趋势ꎮ
中国古代美学的话语体系和言说方法ꎬ需要

与国际接轨ꎮ 中国古人曾经对审美活动中的许

多具体问题ꎬ做过深入研究ꎬ其中有许多精湛思

想ꎬ需要我们学习和运用西方理论方法对中国古

代美学思想进行整理和理论建构ꎬ使它在当下语

境中焕发生机ꎮ 我们接续中国传统的美学文脉ꎬ
推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在运用西方美学方

法的基础上同西方美学接轨和对话ꎬ目标是在继

承中国古代美学的基础上ꎬ走向世界ꎬ与世界交

流ꎮ 我们需要避免全盘西化ꎬ向世界贡献中华民

族的独特智慧ꎮ
通过理论建构ꎬ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可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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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ꎬ适宜于当代中外学

者的接受和对话ꎮ 从时代语境和艺术实践出发ꎬ
建构古为今用、具有当代意识的中国特色的美学

理论体系ꎮ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有其特定的背景

和语境ꎬ不能直接使用在当代的理论体系和艺术

实践中ꎬ因而就需要我们深入挖掘和阐发它们的

当代价值ꎬ凸显其在当代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体

系建构中的作用及其对艺术实践的指导意义ꎬ实
现古为今用ꎮ 我们要反对食古不化ꎬ关键在于消

化古代美学思想资源ꎬ使其融汇在当代美学理论

的肌体中ꎮ 同时ꎬ我们对待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

源ꎬ不能抱残守缺ꎬ而应当以开放的姿态来客观

评价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的价值ꎮ 这是一种

推陈出新ꎬ一种对传统的扬弃ꎬ把它们融入当代

的美学理论建构中ꎮ
我们需要在继承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建

构美学体系ꎬ从建构理论和指导实践两方面激活

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ꎮ 我们需要创造性地阐释

和发挥中国古代美学思想ꎬ在保持其特有生机和

活力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构ꎬ使其与当下的历史

境遇和时代要求相适应ꎮ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

源的产生和发展ꎬ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严密、完
整的体系ꎬ也无法顾及当今的理论建构和实践的

需要ꎮ 我们在进行理论建构的时候ꎬ需要借鉴西

方理论和当下的审美实践ꎬ对其加以补充ꎬ使之

趋于严密完整ꎮ 这也是当代审美实践的需要ꎮ
美学理论建构对审美实践ꎬ尤其对艺术创造和欣

赏、批评实践起着积极的引导作用ꎮ 中国古代美

学资源对未来审美趣味的发展指向有启示和引

导作用ꎮ
运用中国古代美学资源进行理论建构ꎬ要从

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来理解当代的中国美学理

论建构ꎬ从当代美学理论建设的视角去看待中国

古代的美学思想资源ꎬ让它们在植根历史语境的

基础上超越历史语境ꎬ在当下获得生机和活力ꎮ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需要转型ꎬ研究方法也需要转

型ꎮ 我们要以现代学术训练为基础ꎬ以当下的论

述方式加以整理ꎬ互相包容ꎬ合理地吸收和消化ꎬ

创造性地继承和整合ꎬ使其逻辑自洽ꎮ 并且见微

知著ꎬ把精微的美学思想苗头发扬光大ꎬ使古代

美学与现代美学贯通ꎬ让其历史价值与当代价值

相统一ꎬ便于运用古代美学资源及其在现代的研

究成果ꎬ在继承的基础上推动当下的创造ꎬ建构

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ꎮ

二、中国古代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方法

今天以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为基础建构

理论体系ꎬ首先应当基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系统

和审美现象本身所呈现的理论系统ꎬ其中包含着

美学思想发展的进程ꎮ 中国古代典籍和艺术实

践中有着非常丰富的美学思想资源ꎬ这些资源大

都较为零散、缺乏现代意义上的体系形态ꎬ且在

时代语境变迁之后不能直接运用于当下ꎬ所以我

们还需要从现代学科规范和理论范式的要求出

发ꎬ整合这些美学思想资源中的理论系统ꎮ 我们

需要让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成为中国特色概

念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ꎬ与世界其他美学理论体

系多元互补ꎬ在汲取中国古代美学资源精髓的基

础上ꎬ通过现代学术方法对这些思想加以格式

化、条理化ꎬ使其内在的逻辑获得挖掘和呈现ꎬ从
而使建构的理论体现出学科性和系统性ꎮ

中国美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必须植根于中国

传统文化ꎮ 重视中国美学思想经典原典的阅读ꎬ
有助于我们准确认识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来龙

去脉ꎬ夯实理论基础ꎬ从而建构完善合理的知识

体系ꎮ 在中国古代美学理论的建构中ꎬ要重视中

国古代美学概念(包括术语、范畴和命题)动态

发生、发展的特点及其价值ꎬ重在揭示出中国古

代美学的原创性特征ꎬ让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资

源获得普适性意义ꎬ赋予其理论形态ꎬ使其便于

传播和接受ꎮ 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体系的建构ꎬ
不能脱离其自身的基本特征ꎬ需要揭示出中国古

人的特殊贡献ꎬ同时体现出普遍有效性ꎮ
借鉴现代西方美学的思想方法不仅对中国

古代美学思想的整理和研究来说是必要的ꎬ对西

方古代美学思想研究也同样如此ꎮ 在 １７５０ 年美

—５０１—

论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体系建构



学学科诞生以前ꎬ西方美学思想也不够系统ꎬ更
没有体系ꎬ也存在前美学时期美学思想资源的理

论整合和建构问题ꎮ 中国现代学术规范得益于

对西方现代学术的借鉴ꎬ现代美学学科也是在西

方诞生的ꎮ 因此ꎬ我们需要借鉴西方的方法ꎬ来
整合和利用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ꎬ从而建构中国

古代的美学理论体系ꎮ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与西方美学思想有相互

印证和互补的一面ꎬ我们需要借鉴西方美学方法

和学术范式ꎬ在当代语境下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

进行重构ꎬ自觉地实行中西参证和比较ꎬ以适应

当下国内和国际审美实践的需要ꎬ为最终会通中

西的目标服务ꎬ从中体现出现代性和世界性视

野ꎮ 西方美学理论的逻辑性、体系性等ꎬ在建构

方法、理论视角等方面为中国建构自己的美学理

论体系提供了借鉴ꎬ是建构中国特色美学理论体

系的参照坐标ꎮ 我们需要在借鉴西方学术体系

和体例的基础上ꎬ合理、适度地运用西方方法来

阐释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资源ꎮ
中国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有助于中外交流

和对话ꎮ 我们参照西方学术体例ꎬ整合中国古代

美学思想资源ꎬ彰显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独特价

值和特征ꎬ充分揭示出中西美学思想中相互印证

和互补的一面ꎮ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的研究ꎬ
需要超越自说自话ꎬ使其具有可对话性ꎮ 但它决

不是西方理论的注脚ꎬ我们应当遵循中国古代美

学思想资源的内在逻辑ꎬ挖掘其在中国传统思想

中的理论价值ꎬ从中得出自己独特的结论ꎮ 中国

古代美学思想要与西方相对照ꎬ在借鉴西方的基

础上进行理论建构ꎬ把问题放在全球化视野下ꎬ
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ꎬ实现中西美学理论的

碰撞与对话ꎮ 我们要妥善解决中西两种美学话

语体系中的矛盾ꎬ尤其要避免以西方美学理论体

系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作比附研究ꎬ以西方美学

观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进行取舍ꎮ 以西方

美学体系为参照ꎬ格义是难免的ꎬ但是不能牵强

附会、削足适履ꎬ不能因中西格义而舍弃中国古

代美学思想中独特的内容ꎮ 中西人性是相通的ꎬ

审美规律有相通之处ꎬ但我们需要审视中国古代

美学思想资源的独特价值ꎬ而不能求同弃异、肢
解中国古代美学丰富的思想内涵ꎮ

中国美学研究需要从意图、理想、现实的角

度进行整合和重构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ꎮ 中

国古代美学思想中依然具有现代性因子ꎬ在当代

依然可以得以发展ꎮ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需

要适应当下的知识体系ꎬ适应当下理论建构的需

求ꎮ 运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ꎬ进行当代理论

建构ꎬ从中体现古代美学思想资源的当代价值ꎮ
我们要站在当代的立场上ꎬ审视和发现中国古代

美学的价值ꎬ通过现代体系和规范ꎬ重视逻辑参

证的方法ꎬ结合当下审美实践的内在要求ꎬ建构

体系ꎬ把它从传统思想零散形态的局限中解放出

来ꎬ立足当下进行取舍ꎬ在传统本体论的基础上ꎬ
建构适应当下学术形态的本体论ꎬ把它们融入现

代学术生态之中ꎬ实现体系的重构与创造ꎮ 王国

维以境界为核心范畴ꎬ建构自己的美学理论ꎬ就
是一种尝试的范例ꎮ 因此ꎬ我们的理论建构必须

做到融会贯通ꎬ把具体而丰富的美学思想资源整

合成系统性的中国古代美学理论体系ꎮ
总之ꎬ当代美学理论建构ꎬ一是要与西方可

对话ꎬ二是要与当下的审美实践相适应ꎮ 我们需

要超越中西古今之分ꎬ在古今、中西的时空立体

坐标中讨论中国古代美学资源的当代理论建构ꎮ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具有潜在的体系性ꎬ但它们常

常是一些支离片段的言论ꎬ呈现出杂乱无序的形

态ꎬ这就需要我们借鉴西方的理论体系ꎬ立足当

下的审美现实ꎬ在中西美学互动和当代审美实践

中加以推进ꎬ通过新的视角和方法进行整合和重

构ꎬ其前提在于充分发掘古代美学思想资源并将

其作为鲜活的理论建构的来源ꎬ在内容上符合实

践要求ꎬ在形式上符合理论系统规范ꎬ不拘于一

格ꎬ不定于一尊ꎮ 其目的在于古为今用ꎬ西为中

用ꎬ为世界美学理论体系贡献中国智慧ꎮ

三、中国古代美学潜在体系蠡测

中国古代美学理论体系建构需要以中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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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美学思想的潜在体系为基础ꎮ 我们需要聚焦

中国古代美学的核心问题ꎬ揭示中国古代美学思

想的潜在体系ꎬ把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融会贯

通ꎬ使之系统化ꎮ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总体上理论

性不强ꎬ但是依然有着潜在的系统ꎮ 古代思想资

源要从整体思想背景去把握ꎬ如先秦儒道诸子、
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唐代佛学、宋明理学等ꎬ都
有一个核心贯穿其中ꎮ 孔子说: “吾道一以贯

之ꎮ” 〔１〕老子创立学派被称为道家ꎬ是以道观之ꎮ
宋元明清时代的哲学著作ꎬ依然有着潜在的逻

辑ꎮ 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ꎬ一是源于中国古代哲

学思想的系统ꎬ二是源于各门类艺术思想的系

统ꎮ 它们是以哲学思想为经ꎬ以艺术思想为纬织

成的ꎬ是依托于中国古代的哲学系统ꎬ从艺术的

角度加以生发ꎮ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的潜在体系以中国

古代哲学的潜在体系为基础ꎮ 发掘这一潜在体

系ꎬ从当代的视角对古代美学思想进行理论建

构ꎬ是美学体系建设的重要方面ꎮ 从«周易»和

老子开始ꎬ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有一个潜在的逻

辑系统ꎬ而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和各门类文学艺术

思想中的概念(包括术语、范畴和命题)ꎬ都依托

于这个潜在的逻辑系统ꎮ 尊重古代美学思想的

原貌ꎬ并非拘泥于它的具体语境或将它束之高

阁ꎬ而是尊重其所具有的潜在体系性及其发展逻

辑ꎮ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需要适应当下的知

识体系ꎬ需要适应理论建构的要求并使它具有活

力ꎮ 我们在重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价值的

同时ꎬ也要尊重其作为历史遗产的特点ꎮ
建构中国美学理论体系需要对其中潜在的

体系顺势而为ꎬ重在揭示出中国古代美学的原创

性特征ꎮ «周易»为百家之宗ꎬ儒道诸家思想都

在«周易»的基础上生发和展开ꎬ都把«周易»看

成思想的重要源头ꎮ 佛学的传入及其影响ꎬ为中

国古代思想的发展灌注了新的动力ꎮ 北宋理学

以儒学为基础ꎬ受到道家和佛学的影响ꎬ其中包

含着深刻的美学思想ꎮ 同时ꎬ历代的各种文学艺

术思想ꎬ常常既从审美的角度延伸和展开了这些

思想ꎬ又在艺术创作、欣赏和批评实践中丰富了

美学思想ꎬ使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系统性更为完

善ꎮ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是气为本体ꎬ道贯其中ꎬ

象显物态ꎬ理则是人们对客观规律的体认ꎮ 在气

的范畴中ꎬ中国古代从各种角度合成双音词ꎬ用
以形容气本体及其感性形态ꎬ如形容基本状态的

“气体”“体气”ꎬ涉及“气象”“气韵”等ꎮ 老子所

谓“道法自然”ꎬ自然是大化ꎬ是对客观规律的总

结ꎮ 气与道的关系是有形之体和无形规律的统

一ꎮ 气是万事万物之体(本体ꎬ气积之体)ꎬ道是

气体之中包含着发展变化的规律ꎬ象是气之体的

感性显现ꎬ理则是人们对“道”作为自然规律和

社会规律的体认ꎬ以及人依据自然规律所制定的

法则ꎬ即所谓天道和人道ꎮ 各类艺术的技与艺ꎬ
最终追求的是体道境界ꎮ

气作为充盈于万物间的生命本体ꎬ包括阴阳

二气化生万物ꎮ «庄子知北游»:“人之生ꎬ气
之聚也ꎮ 聚则为生ꎬ散则为死ꎮ” 〔２〕 «淮南子原

道训»把气与神对举:“气者ꎬ生之充也ꎻ神者ꎬ生
之制也ꎮ” 〔３〕 “气为之充而神为之使也ꎮ” 〔４〕 其中

包括个人的内在气质和艺术作品的风格等ꎮ 艺

术作品中则经常体现艺术家的阴阳二气ꎬ如«乐
记乐言»中作为音乐风格的刚柔二气ꎮ 艺术作

品气韵生动ꎬ则体现了生命意识ꎮ 庄子有所谓

“以气合气”的体道境界ꎮ 曹丕«典论论文»有
所谓“文以气为主ꎬ气之清浊有体ꎬ不可力强而

致ꎮ” 〔５〕清浊二气正是阴阳二气的具体呈现ꎮ 而

所谓“徐干时有齐气” “孔融体气高妙”ꎬ〔６〕 则是

个性气质及其在作品中的表现ꎮ 其他如“元气”
“气象”“骨气”“气韵”“生气”“逸气”等ꎬ有的是

直接移用了哲学范畴ꎬ有的则是在哲学范畴基础

上结合艺术特点的一种拓展ꎮ
道贯穿在中国古代美学的核心范畴意象创

构的过程之中ꎮ 老子阐发了象与道的关系ꎬ道通

过象得以呈现ꎮ 庄子的象罔ꎬ继承老子的道ꎮ 美

的本体作为物我交融统一的意象ꎬ是由物我二气

创构而成ꎬ由象得以呈现ꎬ而道就贯穿在意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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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通过意象得以呈现ꎮ 在艺术意象的创构中ꎬ
艺术家创构意象时ꎬ以象传神ꎬ以神体道ꎬ欣赏者

则由象观道ꎮ 在审美活动中ꎬ审美主体以虚静为

前提ꎬ目的也是由象观道ꎮ 老子的“涤除玄鉴”ꎬ
庄子的“心斋”“坐忘”ꎬ宗炳«画山水序»“澄怀味

象”(«宋书宗炳传»还载宗炳说“澄怀观道”)ꎬ
都是强调以象观道ꎮ 这是审美活动的基础ꎬ也是

审美意象创构的基础ꎮ
象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元范畴之一ꎮ 从上古

开始ꎬ中国就有尚象的传统ꎮ 气本体乃是通过象

得以呈现ꎬ故张载«张子正蒙乾称»说“凡象ꎬ
皆气也”ꎮ〔７〕 从本体论的角度看ꎬ象居于道、器之

间ꎬ是形的具体呈现ꎮ 万物乃因气成象ꎬ以象显

道ꎮ 审美意象作为物我交融的产物ꎬ其中的象包

括拟象和想象ꎬ是虚实相生的结果ꎬ即应物象形

与象外之象的统一ꎬ它们与主体的情意有机交

融ꎬ浑然为一ꎬ并且具有象征的意味ꎮ 艺术作品

则观物取象ꎬ立象尽意ꎬ呈现为艺术意象ꎬ通过艺

术语言得以传达ꎮ 在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中ꎬ意
象形成了一个范畴家族ꎬ包括气象、物象、景象、
形象、兴象ꎬ以及作为意象境界的意境等ꎮ

理起源于循理治玉ꎬ在«易传»和先秦诸子

思想里开始使用ꎬ其内涵包括主体对自然规律和

特征的体认ꎬ也包括主体在对自然之理认知的基

础上所形成的人伦规范ꎬ如义理等ꎮ 理在宋明理

学中得以充分的展开和发展ꎬ其中体现了本体论

和价值论的统一ꎮ 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ꎬ情理

关系是审美心理中重要的关系ꎮ «管子心术»
以情理并用ꎬ儒家思想中也包含着以理节情、情
在理中的思想ꎬ在后世的美学思想中有重要影

响ꎮ «毛诗序»所谓“发乎情ꎬ止乎礼义”ꎬ〔８〕 叶燮

«原诗»所谓“夫情必依乎理ꎮ 情得而后理真” 〔９〕

等ꎬ都是对审美活动中情理关系的一种阐述ꎮ
审美活动中的思维方式ꎬ以“天人合一”为

基础ꎮ 天人合一将自然与社会贯通起来ꎬ从审美

的角度使自然与人生浑然为一ꎬ反映了人与自然

的亲和关系ꎮ 主体通过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ꎬ在
对自然的能动顺应中实现心灵的自由ꎬ从中体现

了中国古人对于自然的诗性体验ꎮ 中国古代美

学对物我关系的论述ꎬ包括感物动情、心物感应

和神与物游等思想ꎬ都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展

开ꎮ 物我交融作为审美活动的目标ꎬ主要论述的

是心与物的关系ꎬ其中以情景交融为核心ꎮ 诗歌

和其他艺术作品中的比兴、寄托等ꎬ不仅是一种

艺术表现手法ꎬ更是审美的思维方式ꎮ
中国美学体现了阴阳化生和五行相生相克的

生命意识ꎮ 中国古代艺术作品的结构ꎬ通过阴阳

五行体现了艺术作品的生命节律ꎮ 绘画的虚实相

生ꎬ音乐的动静相成ꎬ都体现着生命的节奏ꎬ而五

色、五音(五声)ꎬ则体现了生命的韵律ꎮ 刚柔相济

的辩证法ꎬ织成了艺术生命的节奏ꎮ 所谓骨气血

肉、所谓骨法等ꎬ同样都是生命意识的体现ꎮ
艺术作品中还体现着矛盾统一的辩证法ꎬ例

如虚与实、形与神、显与隐、疏与密、繁与简等ꎮ
意象中包含着象与象外之象的统一ꎬ即实象与虚

象的统一ꎬ这就是所谓的虚实相生ꎮ 刘禹锡«董
氏武陵集记»所谓“境生于象外”ꎬ〔１０〕乃是强调一

种有与无、虚与实的统一ꎮ 形神关系也是辩证统

一的ꎮ 中国古代的形神思想ꎬ在审美意象中具体

表现为象与神的关系ꎮ 中国艺术中所谓“离形得

似”“不似之似”ꎬ乃是要求超越形似ꎬ传达神似ꎬ
即传神ꎮ

我们今天建构中国古代美学理论体系体现

了古代美学思想资源在当代美学中的价值ꎬ有助

于将其中有生命力的思想吸纳到当代中国美学

中来ꎬ有助于提升中国美学在世界美学理论体系

中的影响力ꎮ 中国古代美学理论的体系建构ꎬ为
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术语、范畴、命题等思想

作出了一定的尝试ꎬ积累了一定的经验ꎬ有助于

推动中国当代美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概念体系

的建构ꎬ接续中国古代的美学文脉ꎬ推动了中国

古代美学思想资源在借鉴西方美学方法的基础

上同西方美学接轨和对话交流ꎮ

四、以意象为中心的中国美学体系建构尝试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是以审美意象为中心的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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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思想资源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ꎮ 中国古

代意象思想资源通过理论建构ꎬ尤其是审美意象

本体论的美学建构ꎬ可以揭示出中国古代丰富的

意象思想的内在逻辑ꎬ有助于使意象思想成为知

识体系ꎮ 意象思想萌芽于中国先秦百科全书式

的«周易»中ꎬ先秦时代的意象思想是美学理论

体系建构的源头活水ꎬ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思

想中得到了充分发展ꎮ 从先秦到明清ꎬ中国古代

的意象思想贯穿中国两千多年的审美思想史ꎬ有
流变、有发展ꎬ并且在后起的意境等思想中获得

有效补充和展开ꎬ因此可以作为中国古代美学思

想的核心范畴ꎮ 意象思想的丰富和发展ꎬ乃是一

种美学理论建构的雏形ꎮ 意象思想是与时俱进、
推陈出新、不断发展的ꎬ一直延续至今ꎬ并受到当

代美学研究者的重视ꎮ 从«周易» “观物取象”
“立象尽意”开始ꎬ到王弼的“得意忘象”等ꎬ具有

理论建构的基础ꎮ 从哲学的层面上看ꎬ意象思想

及其发展历程表明ꎬ它是一种超越了儒、道、释门

户之见ꎬ三者合流的思想ꎮ 而在艺术的层面上ꎬ
尤其需要重视意象创构中审美心理和艺术创造

的特点ꎮ
意象是中国美学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

内容ꎮ 意象思想既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本身发

展的结果ꎬ也是历代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包括

创作实践、欣赏实践和批评实践)的总结ꎬ古今之

间是隔不断的ꎮ 意象思想贯穿了美学的本体、审
美心理和文学艺术实践等诸多方面ꎮ 意象是审

美活动成果的感性形态ꎬ本体创构是意象的来

源ꎬ它既是审美活动的成果ꎬ又是美的形态的本

体ꎮ 中国美学理论奠基于物我关系ꎬ意象关系中

包含着心物(物我)关系ꎬ从中体现了天人合一

的思维方式ꎮ 意象是在审美活动中创构的ꎬ体现

在一切审美活动之中ꎬ包括自然、人生和艺术领

域ꎮ 中国古代的意象思想包含着审美心理方面

的内容ꎬ对中国古代的艺术创作和批评有着重要

影响ꎮ 以意象为核心进行研究和理论建构ꎬ有助

于丰富中国美学理论体系ꎬ是中国当代美学概念

体系建设的重要方面ꎮ

意象是审美活动的成果ꎬ审美主体是审美活

动的主导者ꎬ审美主体能动作用于外在物象ꎬ进
行审美活动ꎬ最终创构审美意象ꎮ 意象之中包含

着体现主体的“意”和体现客体的“象”ꎮ 意以情

感为基础ꎬ情理交融和不涉理路ꎬ意在意象的生

成中起着主导作用ꎮ 情景关系是中国古代诗歌

理论中物我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ꎮ
同时ꎬ意象中包含着本体与现象的关系ꎮ 在

意象范畴中ꎬ本体与现象是统一的ꎬ而不是对立

的ꎮ 意象及其所呈现的意境整体之中ꎬ意隐而象

秀ꎬ是表现出溢于形外的特征ꎮ 意象从内涵讲ꎬ
包含着趣味和韵味ꎬ对意象的形容有美、妙、丽
(文学作品)、适等形容词ꎮ

当代以意象为中心建构美学理论体系ꎬ主要

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一ꎬ审美意象的内

涵问题ꎮ 在漫长的意象思想发展史中ꎬ意象的内

涵丰富而又零散ꎬ剖析和阐发中国古代意象的思

想内涵ꎬ发掘其潜在体系ꎬ是中国古代美学理论

体系建构的基本问题ꎮ 其二ꎬ审美意象本体论ꎮ
意象是美的本体ꎬ审美活动的过程就是审美意象

的创构过程ꎬ对意象的探究就是对美的本体的探

索ꎮ 其三ꎬ审美意象价值论ꎮ 审美意象的创构不

仅是一种审美判断ꎬ也是一种价值判断ꎬ这种价

值判断是审美活动参与主体生命建构的重要方

式ꎮ 其四ꎬ艺术意象论ꎮ 审美活动与艺术活动是

相互紧密关联但又不完全重叠的两个领域ꎬ艺术

意象论是审美意象理论体系建构的重要方面ꎮ
其五ꎬ审美意象与意境等相关范畴的逻辑关系ꎮ
通过对意象与相关术语、范畴和命题的辨析ꎬ我
们可以明确并凸显出意象在中国美学理论体系

中的核心地位ꎮ
意象中包含着由象达意、由言表象的特征ꎮ

在审美意象中ꎬ意与象共生ꎬ主体通过语言表象

达意ꎬ具体表现为言、象、意的关系ꎮ 言、象、意关

系的思想ꎬ源于«易传»ꎮ «易传»引用孔子“书不

尽言ꎬ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ꎬ阐发了言、
象、意的关系ꎮ 对后世艺术意象的传达有重要影

响ꎮ 这在«庄子»思想中有所发展ꎬ到王弼则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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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系统ꎬ王弼«周易略例»云:“尽意莫若象ꎬ尽象

莫若言”“得意而忘象”ꎬ〔１１〕 继承了庄子的“言为

筌蹄”观ꎮ 而王弼的“生象于意而存象焉ꎬ则所

存者乃非其象也”ꎮ〔１２〕 “存象”与“非其象”的关

系ꎬ对后代的意象思想ꎬ尤其是艺术意象传达的

思想ꎬ有重要启示ꎮ 中国古代要求“辞达”ꎬ要求

“不着一字ꎬ尽得风流”和“不落言筌”ꎬ目的在于

强调艺术语言传达意象的效果ꎮ
中国古代意象思想需要结合西方美学思想

的资源进行阐释ꎮ 中国当代美学理论建构ꎬ需要

奠定在会通的基础上ꎮ 中西美学的概念可对话ꎬ
说明中西美学之间ꎬ美与意象之间既有差异性ꎬ
也有可通约性ꎮ 意象之所以被称为审美意象ꎬ是
因为它的古代思想资源在现代美学意义上是一

个审美范畴ꎬ而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中国古代的

“美”字概念ꎮ 其中的象思维是中国美学的重要

特征ꎬ可以建构具备中外交流和对话能力的意象

理论体系ꎮ 我们需要把西方美学中的“美”与中

国古代美学中的“意象”有机结合起来ꎬ统一起

来ꎬ激活意象范畴的内在生机ꎬ基于中国传统的

意象资源构建中国美学体系ꎬ在中西美学的对话

中彰显意象的当代价值ꎮ 意象理论的建构对内

避免全盘西化ꎬ对外贡献本民族的独特思想ꎬ为
最终会通中西的目标服务ꎮ

中国古代的意象思想有潜力、有活力ꎬ是值

得古为今用的ꎮ 我们要将审美意象的理论建构

奠定在意象思想发展史的基础上ꎬ从意象自古至

今的发展历程中总结出意象的理论特征ꎬ做到史

论结合、以论为主ꎮ 中国近现代以来ꎬ以王国维、
朱光潜、宗白华、叶朗、敏泽、汪裕雄等为代表的

前辈学人的意象研究成果ꎬ证明了审美意象理论

不局限于它的历史意义ꎬ而具有现代性和普适

性ꎬ具有与当代结合的内在潜质ꎮ 对于当代中西

方审美现象的阐释都具有一定的有效性ꎬ是中国

当代意象美学理论建构的重要基础ꎮ
总而言之ꎬ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具有鲜明的理

论特点ꎮ 中国古代美学理论体系建构ꎬ以中国古

代潜在的思想体系为基础ꎬ让古代美学思想资源

在现代语境中焕发生机和活力ꎬ适度借鉴西方美

学体系ꎬ同时兼顾当代美学理论建设和审美实践

的需要ꎬ并可与西方美学理论互补ꎮ 中国古代美

学思想的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ꎬ在对其进行

体系建构时应充分考虑到意象理论从古至今的

发展逻辑ꎬ做到中西参证、逻辑自洽ꎮ 我们对中

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理论阐释ꎬ需要结合西方美学

思想资源进行创造性阐释与建构阐释ꎬ使其与当

下的历史境遇与时代要求相适应ꎬ突破其古典形

态的束缚ꎬ进而焕发出新的生机ꎬ融入中国美学

理论体系的建构中ꎬ从而丰富当代的美学理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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