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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意气”是形成于日本江户时期ꎬ极其具有民族特色的美学范畴ꎮ 日本近

代哲学家九鬼周造首次将产生于一般市民的美意识“意气”上升至美学高度ꎬ以«“い
き”の構造»一书勾勒出“意气”的理想ꎮ 尝试从二元性的理解形式ꎬ将“意气”的内部构

造和外部构造进行解构和解读ꎬ并从武士道的理想主义和佛教的非现实主义角度论述

“意气”的民族存在ꎮ
〔关键词〕意气ꎻ媚态ꎻ意气地ꎻ谛观ꎻ武士道ꎻ佛教

提及日本的美学理念ꎬ大都会联想到“幽玄”“物哀”“风雅”“寂寥”之类ꎬ对于“意气”反
而存在着陌生感ꎬ然而前者的美意识实则历史色彩过于浓厚ꎬ“意气”却是来自于江户市民阶

层ꎬ具有浓厚的大众审美倾向ꎮ 国内关于“意气”的著作和研究少之又少ꎬ可以说中国读者对

于“意气”这一重要的美学理念曾一度处于被隔绝和被遮蔽的情形之中ꎮ 近年来逐渐对这一

美学思想开始有所关注ꎬ２００９ 年台北联经出版社以及 ２０１１ 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粹”的构造»ꎬ都将“意气”译作了“粹”ꎮ 〔１〕本文采用 ２０１２ 年中国学者王向远的«日本意

气»中的译法ꎬ译作“意气”ꎮ 作为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四大审美范畴之一的“意气”ꎬ“已经

具备了‘前现代’的某些特质ꎬ代表了日本传统美意识的最后一个阶段和最后一种形态ꎬ对现

代日本人的精神气质及文学艺术也产生着持续不断的潜在影响ꎮ” 〔２〕 因此ꎬ对“意气”的解读

和研究将有助于更加清晰地理解当代日本文化和作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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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气”的内部构造与外部构造

“意气”源于江户市民阶层ꎬ“平安文化中心在宫廷ꎬ中世文化的中心在武士官邸和名山

寺院ꎬ那麽德川时代市民文化的核心地带则是被称为‘游廓’或‘游里’的妓院ꎮ” 〔３〕 那些当时

被认为打扮时髦ꎬ举止雅致潇洒的游女一度受到风流男士的追捧和喜爱ꎬ甚至成为普通女人

模仿的对象ꎬ她们成为“意气”最先的原型来源ꎮ 或许因为产生于游里的美意识多少让日本

人有些难以启齿ꎬ所以“意气”在日本也曾一度被人遗忘和遮蔽ꎮ 日本近代哲学家九鬼周造

的«“いき”の構造»一书首次将“意气”正式上升到理论高度ꎬ作为日本民族独特的美学理念

加以诠释ꎮ 九鬼周造结合了西方美学的概念方法对“意气”进行了深层次的综合分析ꎮ 接下

来从二元性的理解形式ꎬ就“意气”的内部构造与外部构造做具体阐述ꎮ
首先ꎬ从内部构造来看ꎬ“意气”之美由“媚态”“意气地”和“谛观”三个要素构成ꎮ 回眸

一笑的“媚态”是指将婀娜娇媚的一元的自己假定于和异性可能关系的二元状态之中ꎬ此二

元的可能性是媚态的存在之本ꎬ如果男女间丧失了所谓的二元可能性ꎬ媚态则也消失殆尽ꎮ
九鬼引用永井荷风在«欢乐»中的内容:“没有比一直想要得到的ꎬ最后得到了的女人的命运

更为悲惨的” 〔４〕 ꎮ 作为“意气”原型的游女与客人间的真假游戏般的男女情爱ꎬ终究游走在婚

姻的围墙之外ꎬ因而“得”与“不得”的二元对立中孕育了媚态ꎬ最终使“可能”的二元张力始

终得以彰显ꎮ 其次ꎬ第二个构成要素“意气地”表现为豪侠气概和反抗两个方面ꎮ “意气”充
分体现了江户儿的豪迈和英勇ꎬ作为意识现象的存在形态的“意气”ꎬ鲜明地反映了江户文化

的道德理想ꎮ 并且ꎬ在向异性展示永远只是可能的二元状态的媚态时ꎬ也要展现出强势的反

抗意识ꎮ “谛观”是“意气”的第三个构成要素ꎬ指的是经历了生活的千辛万苦和世态炎凉ꎬ最
终淡定为一颗恬淡潇洒而不执着的心ꎮ

内部构造的三个要素看似对立冲突ꎬ却又巧妙独特地相互联系和制约ꎬ形成日本特有的

美意识“意气”ꎮ “媚态”的同时又要有“意气地”ꎬ换言之ꎬ吸引不可得但始终存在可能的对

象的同时ꎬ要有自己的坚持和反抗ꎬ具体到原型游女的生活ꎬ既要博得客人的欢心赚取生活劳

资ꎬ但出于自尊自爱ꎬ对待金钱又是淡泊的态度ꎮ 吸引和反抗的对立要素的中和下ꎬ“意气”
的美的张力显得尤为生动ꎮ 最后的要素“谛观”却似乎是完全不同于前两个要素的存在ꎬ是
一种佛教给予的智慧般的启示ꎬ从而练就不执着于世事的平常心ꎬ而既然有这样出世的平淡

心ꎬ又何必有“媚态”和“意气地”的入世心ꎬ由此ꎬ前两个要素和第三个要素也是二元对立的

两个方面ꎮ “‘媚态’与‘达观’也处于表里关系ꎬ‘达观’藏于人的心底ꎬ由此人就可以踏入更

加多彩的男女关系ꎮ” 〔５〕两者看似矛盾ꎬ却是一脉相承互为因果的必然存在ꎬ以“谛观”为基础

的“媚态”更加纯粹ꎬ不会陷入得到后的无聊状态ꎬ九鬼指出“第三个表征‘达观’与‘媚态’也
绝不是不相容的ꎮ 媚态达不到假想的目的ꎬ在这一点上是忠实于自己的ꎮ 因此ꎬ相对于目的

来说ꎬ媚态具有‘达观’尽管是不合理的ꎬ但却能够明示媚态原本的存在性ꎮ” 〔６〕 “达观”即“谛
观”ꎬ在日语中“諦める”即放弃ꎬ断念ꎬ死心的意思ꎮ 而媚态处于可能而又不可得的前提下ꎬ
不可得多少会让人有所失望ꎬ尤其是对于游女来说ꎬ伴随着年龄的增长ꎬ合常理的失望过后ꎬ
内心遂蜕变成一颗“无常”之心ꎮ

有了“自尊”的“媚态”使得二元的关系更为紧张和动态ꎬ达到某种动态平衡的“张力”效
果ꎬ也似乎更增添了一丝回味的余地ꎮ 而融入佛教非现实性观点的“达观”则使得“媚态”的
发挥达到了极致ꎬ不执著于任何事情的人生观使二元间的可能性得以无限延伸ꎬ实现人生对

于自由的向往和皈依ꎬ也可以说是以否定的形式求得了肯定的生存境界ꎮ 九鬼周造把这一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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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媚态”称之为无目的ꎬ不关心的自律游戏ꎬ用哲学家康德在«判断力的批判»有关对审美

的理解来看ꎬ“意气”的内在契机无疑体现了美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ꎬ每一个内部的呼应ꎬ每
一个动态的部分ꎬ只为自身整体的存在而存在ꎬ这是事物显示自我的方式ꎮ “无目的”和“合
目的”看似两个二元因素ꎬ实则前后两个目的的内涵不尽相同ꎮ 目的总是和利害关系和需要

相联系ꎮ 前者的“无目的”是从客观或主观上来看ꎬ美是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存在ꎮ 但同时ꎬ
美的判断者永远无法将自己置于对美的完全无概念中ꎬ多少会在自己的判断鉴赏中夹带已有

的美的经验ꎬ这就从主观的一个方面表明了“合目的性”ꎮ 〔７〕康德致力于用判断力去沟通感

性与理性等多个二元世界ꎬ在海德格尔的世界里二元世界实现了超越ꎬ九鬼周造作为海德格

尔的弟子ꎬ认为关于美的定义只不过是一个契机ꎬ“如果人只依概念来判断对象ꎬ那么美的一

切表象都消失了ꎮ” 〔８〕

在外部构造中主要论述了“意气”和“上品”“华丽”“涩味”之间的关系ꎬ从中也体现了这

一美学意识的对自性和对他性的价值判断ꎮ 首先ꎬ“上品”和“粗俗”本是一组相对概念ꎬ在九

鬼周造的论述中ꎬ情趣高雅的“意气”必然是倾向于上品ꎬ然而过于上品的判断又使得“媚态”
难以实现ꎬ九鬼周造认为在“上品”中添加某种成分就会变成“意气”ꎬ过分添加反而成为“下
品”ꎬ也可认为是存在于“上品”和“下品”这一矛盾状态的中间状态中ꎬ而其实也并不存在所

谓的中间状态吧ꎬ而是汲取了矛盾双方各自的特点ꎬ而“意气”就是存在于这样的二元对立之

中ꎮ 其次ꎬ从“华丽”来看ꎬ这属于一种积极的对他关系ꎬ无疑使“意气”的“媚态”能够展现得

淋漓尽致ꎬ但似乎又和“意气”的契机之一“达观”相互对立ꎬ“达观”毕竟是一种消极的对他

关系ꎬ由此“朴素”的概念也就应运而生了ꎬ当朴素上升到优雅的行列ꎬ方可称作为“意气”之
美ꎮ 同时ꎬ“意气”和“土气”是一组相对概念ꎬ“意气”显然是脱离了粗野而通晓人情世故的

文雅之美ꎮ 最后ꎬ从味觉的对他关系上阐述了“意气”与“涩味” “甜味”之间的微妙关系ꎮ
“涩味”仿佛是食物天然的保护因子ꎬ具有消极的对他关系ꎬ是反价值的存在ꎬ而甜味则恰恰

与此相反ꎬ如“甜言蜜语”中的甜ꎬ具有明显的积极对他关系ꎬ具有价值意味ꎮ 在这一系列相

对概念的中间ꎬ还有“酸味”ꎬ于是ꎬ“意气”的定位也由此而产生了ꎮ “消极的对他关系”“积
极的对他关系”以及“反价值的存在”“价值的存在”这两组都体现了“意气”的二元性存在ꎬ
通过这一比较和分析ꎬ“意气”作为语义体验不但具有客观性的语义ꎬ而且也表明ꎬ它成了趣

味的价值判断的主体和客体ꎮ
另外ꎬ总的来说ꎬ“上品”“华丽”的存在样态所属的公共圈属于“人性的一般存在”ꎬ“意

气” “涩味”所属的公共圈属于“异性的特殊存在”ꎮ〔９〕 此处的“人性的一般存在”和“异性的

特殊存在”并非简单的理解为一种对自关系和对他关系ꎬ而是暗示了和内部契机“媚态”的关

系ꎮ 具体说来ꎬ“上品”显示的是对自关系ꎬ是事物对自身品质做出的判断ꎬ“趣味高雅ꎬ有价

值”的意思ꎮ “华丽”则是积极的对他关系的体现ꎬ日语汉字写作“派手”ꎬ读音和“叶出”相

同ꎬ意为自我要通过华丽花哨的装扮方式走出去ꎮ “上品”“华丽”都是事物对自我的一种价

值判断ꎬ并不存在异性交往的特殊公共圈ꎬ因而是“人性的一般存在”ꎬ同时也就和内部契机

“媚态”没有关系ꎮ 另外ꎬ“意气”指的是经过和异性的交往ꎬ积累了丰富的两性相处的知识ꎬ
变得通晓异性的特殊世界而又纯正无垢ꎬ属于对自关系的一种ꎬ但却属于异性交往的特殊公

共圈ꎮ “涩味”作为自然界事物的自我保护因子ꎬ有着经历丰富人生体验后变得老练成熟的

意味ꎬ显示的是一种消极的对他关系ꎮ “意气” 和“涩味”始终是建立在异性存在的基础上并

显现对异性的处理态度ꎬ因此暗示了和“媚态”的千丝万缕联系ꎬ“为了‘媚态的媚态’或‘自
律的游戏’的形态ꎬ是通过‘否定之肯定’而成为可能的ꎮ” 〔１０〕 通过将“意气”的外部构造划分

为“人性的一般存在”和“异性的特殊存在”这两个二元性公共圈进行分析ꎬ可以更加深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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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意气”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ꎮ

二、“意气”与武士道的理想主义

九鬼周造在阐释“意气”的存在样态时ꎬ指出“媚态”是以武士道的理想主义和佛教的非

现实性为背景的ꎮ 而日本的武士道和佛教本身也是存在着极大的渊源关系ꎬ武士道的起源一

方面来自于中国的儒家思想ꎬ也即其核心所指的“孔孟之道”ꎬ“天下有道ꎬ以道殉身ꎻ天下无

道ꎬ以身殉道”ꎻ另一方面ꎬ“佛教给予武士道以平静地听凭命运的意识ꎬ对不可避免的事情恬

静地服从”ꎬ〔１１〕当超于武士的技艺之上的修炼也必须让位于禅的教导ꎬ然而佛教毕竟未能完

全满足武士道的需求ꎬ爱国心和忠义的特点则是由日本传统的神教所提供ꎮ 由此可见ꎬ以武

士道为背景的“意气”是以佛儒神三道为基础而产生的ꎬ正如九鬼在文中所说ꎬ用产生的观点

看待之ꎬ可以认定神道的自然主义成为质料ꎬ且被儒教的理想主义与佛教的非现实主义二者

形相化了ꎮ〔１２〕接下来ꎬ首先探讨“意气”与武士道的理想主义的关系ꎮ
武士道起源于日本镰仓幕府时期ꎬ经江户时期吸取儒家、佛家、神道的思想而形成ꎬ以

“义ꎬ勇ꎬ仁ꎬ礼ꎬ诚ꎬ名誉ꎬ忠义ꎬ克己”为其基本思想ꎮ〔１３〕九鬼周造认为“意气”以媚态为基调ꎬ
“意气地”“谛观”则规定了其独有的民族历史色彩ꎮ 所谓的“意气地”可表现为“豪侠气概”
和“对抗”两个方面ꎬ是以武士道的理想主义为基础ꎮ 作为“意气地”表现形式之一的“豪侠气

概”ꎬ九鬼周造在«“いき”の構造»中屡次引用«春色梅儿誉美»中作为艺伎的女主角米八的

话:“不沾金钱等浊物ꎬ不知东西的价钱ꎬ不说没志气的话ꎬ如同贵族大名家的千金” 〔１４〕 ꎬ她的

言谈举止可谓艺妓的“豪侠气概”和“骨气”的绝好典范ꎮ 而这种不喜金银的性情在武士道中

亦有充分的体现ꎬ“武士道是非经济性的ꎬ它以贫困而自豪ꎮ 吝惜黄金和生命ꎬ收到极大鄙

视ꎬ而对其浪费则收到赞扬ꎮ” 〔１５〕正是由于如此轻视金钱和金钱欲ꎬ武士道方才可以摆脱来自

金钱的束缚和弊端ꎬ权力和财富的适当分离ꎬ也使得社会资源的分配尽可能的合理化ꎮ 这种

对待金钱的豪爽态度ꎬ也与“江户儿不留隔夜钱”的一般市民做法不谋而合ꎮ 可以说ꎬ不论任

何活动和思想的方法ꎬ在某种程度都受到了武士道的刺激ꎬ知识的以及道德的日本ꎬ直接间接

地都可以说成是武士道的产物ꎮ 正是由于武士道的理想主义给“意气地”带来了精神支撑ꎬ
才为“媚态”的二元可能性提供了长久性和紧张感ꎬ并使此可能性得以一直延续ꎮ

“意气地”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是“对抗”ꎮ 此种对抗的精神可以从“意气”的产生阶级

即江户儿身上寻找源头ꎮ “江户儿”这一用语始见于 １７７１ 年ꎬ后由山东京传和式亭三馬开始

广泛使用ꎮ 主要指的是江户的市民阶层ꎬ但当时的市民阶级曾被划分为“特权市民阶级”“非
特权市民阶级”以及“都市下层贫民阶级”ꎮ 从当时的历史现状来看ꎬ自德川家康颁布了武家

诸法度之后ꎬ武士成为了真正的统治阶级走上了历史舞台ꎬ社会也严格按照士农工商进行等

级的划分ꎬ然而 １８ 世纪后半叶幕藩体制的矛盾日益加剧ꎬ由农民起义为首的反幕府体制的运

动日益明显ꎬ难以维持生活的农民大量涌入江户城ꎬ下层贫民队伍的壮大也更加明确了反抗

武士统治的阶级意识ꎮ 但其中的特权以及非特权市民阶级在武士日益没落和贫穷之际ꎬ为了

提高自己的阶级地位却进行武家奉公ꎬ大力主张和武士进行联姻ꎬ而去奉公的女佣作为教养

也需学习三味弦等各种技艺ꎮ 同时在文化层面ꎬ１８ 世纪后半叶到 １９ 世纪的化政期ꎬ武士和

市民间也几乎不存在差别ꎮ 江户狂歌始创于武士阶层ꎬ后又慢慢盛行于市民之中ꎬ狂歌爱好

者所组成的“连”组织也并不受限于武士或者市民的身份ꎬ由宿屋饭盛选择出版的«天明新鐫

五十人一首吾妻曲狂文库»中也只包含了 １６ 位武士ꎮ 因此ꎬ江户中后期ꎬ武士和市民阶层

相互学习ꎬ相互融合的趋势非常显著ꎮ〔１６〕 由此可见ꎬ“意气”是江户儿的美意识ꎬ而江户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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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市下层贫民阶级”体现了与武士阶级的对抗ꎬ但同武士的对抗并不能代表与武士道的

对抗ꎻ另外ꎬ“特权市民阶级”与“非特权市民阶级”却又表现出与来自上方ꎬ即武士阶层的融

合ꎮ 反抗和趋从这两个对立的元素ꎬ只是相对静止的存在ꎬ在武士道这一中间媒介的介入下ꎬ
两者又相互联系并相互作用ꎬ最终在“意气”的美学精神中得到了中和ꎮ

三、意气与佛教的非现实性

根据«“いき”の構造»一书所述ꎬ“意气”的内部契机“谛观”是以佛教的流转、无常的差

别相的形式和空无、涅槃的平等相原理为背景ꎮ 此处的谛观ꎬ用佛教的观念来看ꎬ即是“万行

离念”ꎬ除念佛以外ꎬ对任何东西无所执着的追求ꎬ即达到解脱ꎮ 九鬼受京都学派的影响ꎬ吸
取西方存在主义“虚无”的思想的同时ꎬ也深受佛教“无”的思想影响ꎬ并形成了属于自己的

“无”的哲学ꎬ“意气”的内部构造之“谛观”及其显示出的客观化现象ꎬ俱表现出对“空寂的幽

玄”的强烈向往ꎬ〔１７〕海格德尔也将其解释为“进入寂静之中”的暗示ꎬ〔１８〕理解这一背景产生的

源头ꎬ似乎仍然要回到“意气”的原型———艺妓的生活哲学上ꎮ 艺妓无论怎样地表现“媚态”
“骨气”和“反抗”ꎬ但终归逃脱不了身为烟花女子的命运ꎬ作为社会边缘人物ꎬ很难将客人和

自己的地位颠倒过来并融入主流社会ꎬ那么随之而来就出现了九鬼所述之“谛观”ꎮ 另外ꎬ从
江户历史来看ꎬ幕府为了加强对民众的思想统治ꎬ大力提倡封建礼教ꎬ佛教也被推至“准国

教”的位置ꎬ信徒和寺院间缔结了所谓的“寺檀关系”ꎬ“所有居民皆需由寺院证明身份ꎬ由寺

院制作‘宗门人别帐’ꎬ民众在结婚、旅行、迁居以及出外谋职时也必须由寺院开具证

明” 〔１９〕 ꎬ幕府通过这种关系更方便了对民众的控制ꎬ同时也使佛教在一般民众中更为普及ꎬ
产生于市民阶级的“意气”以佛教为背景亦显得十分合乎情理ꎮ

从当时社会背景来看ꎬ来自市民阶层的“谛观”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ꎮ 一个是源于江户

城异常高发的火灾ꎬ江户自建城以来ꎬ普通市民就被限制于相对人口比例来说更为狭小的区

域ꎬ一旦遭遇火灾瞬间就酿成大火ꎬ而且每隔五到六年就会有一次火灾ꎮ 勤勤恳恳不断经营

起来的家产和财富经过火灾的洗礼ꎬ一夜间顿时化为乌有ꎬ在收敛完悲愤情绪之后ꎬ似乎也只

能以天灾继以慰藉ꎬ“谛观”的意识便由此产生ꎮ 另一个是产生于对武士对抗的“谛观”ꎬ作为

被统治阶级的市民向统治阶级的武士做出的反抗似乎是每一个王朝的必有经历ꎬ如果持续彻

底地斗争下去就会演变成起义成功并改朝换代的历史剧目ꎮ 而江户时期的市民在茶道、花
道、狂歌、歌曲等各个方面都接近武士阶层的同时ꎬ却是采取了“谛观”的姿态ꎬ放弃了对抗ꎬ
究其缘由ꎬ若是惧怕由反抗带来的伤害甚至死亡ꎬ恰恰又是和武士道提倡的向死而生的精神

相互矛盾ꎮ 总之ꎬ于“意气地”中体现的对抗与“谛观”中体现的不执著和放弃体现了二元对

立的两个方面ꎬ而二元对立是产生意义的最基本的结构ꎬ二元性的理解形式有助于深刻地理

解“意气”这一美学理念ꎮ “对抗”与“谛观”表现的精神气质似乎完全不同ꎬ也无须强调二元

一定要合一ꎬ“意气”的二元性精髓在于重视二元对立的各个方面ꎬ“意气”之美即蕴含于对立

的各要素中ꎬ在提倡和谐关系单纯性的同时ꎬ也要看到对立关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ꎮ
然而基于“意气”又是以武士道的理想主义为背景ꎬ那么就有必要来探讨一下佛教和武

士道的关系ꎮ 两者关系实则错综复杂ꎬ有包容契合的部分ꎬ也有对立相异的观点ꎮ 就二元性

观点来看ꎬ佛教主张不杀生而普渡众生ꎬ即使是犯有“五逆重罪”的人皆可通过念佛而灭罪往

生ꎬ正所谓“放下屠刀ꎬ立地成佛”ꎻ而武士道的精髓则在于看透了死亡ꎬ为了藩王的利益可以

舍命献身ꎬ“不要命”和“要人命”又是一脉相承的ꎬ即使是受到道德支持的武士道精神也一样

要实现战斗的规律ꎮ 因此ꎬ佛教的普渡众生和武士道的战斗杀戮形成了矛盾的二元对立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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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ꎮ 另外ꎬ武士道中为藩王可以献出生命的做法ꎬ无疑亦是执着之念ꎬ这多少有悖于佛家所提

倡的万物本空的理念ꎬ执着和谛观形成了两者第二层的二元对立状态ꎮ 因此ꎬ以武士道的理

想主义和佛教的非现实主义为背景的“意气”必然有着多重文化底蕴ꎬ“武士道是由‘骨气’朝
向‘断念’指向的产物ꎬ禅则是由‘断念’朝向‘骨气’指向的结果” 〔２０〕 ꎬ似乎是矛盾对立的两个

方向ꎬ却又交相融合产生出独特的“意气”之美ꎮ 而作为东洋特有美学意识存在的“意气”ꎬ则
更倾向于以武士道为基础和背景ꎮ 九鬼所处的时代ꎬ正是国民因不断渗透的西方文化而淡忘

于漠视本国精髓的特殊历史时期ꎬ于是致力于宣扬具有东洋特色的文化成为必然之举ꎮ 然而

留学欧洲多年ꎬ师从海德格尔的九鬼执着于将东洋的美学意识放置于欧洲的哲学框架中进行

分析ꎬ对于此举ꎬ海格德尔似乎并不赞同ꎬ“通过这种做法ꎬ东亚艺术的真正本质被掩盖起来

了ꎬ而且被贩卖到一个与它格格不入的领域中去了”ꎮ〔２１〕

四、结　 论

九鬼周造的«“いき”の構造»正是因为西洋崇拜而不由置身于西方文化夹缝中的日本近

代知识分子ꎬ为了维护母国文化而对传统东洋美意识“意气”做出的解读和诠释ꎮ “意气”的
内涵构造和外延构造ꎬ及以武士道的理想主义和佛教的非现实主义为背景的多元文化环境ꎬ
在多个要素上都呈现出差异性和对立性ꎬ但这不仅仅只是表现了二元对立的一面ꎬ也显示出

和谐的一面ꎬ没有差异性和多样化也就无所谓是否和谐ꎮ 并且ꎬ在认识“意气”这一美学概念

时ꎬ要充分尊重二元对立的各个要素本身ꎮ 通过对“意气”的诠释ꎬ即肯定了人性的普遍性存

在ꎬ也强调了异性的特殊存在ꎬ康德说过ꎬ美是拥有个别性和普遍性这一对立双方的共同体ꎮ
在理解九鬼周造建立的重要美学概念 “意气”时ꎬ运用二元性哲学理念的同时ꎬ甚至要超越二

元对立的框架进行解构和解读ꎬ在冲突的条件中寻找联系ꎬ从而清晰地认识这一美学概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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