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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庸美学”理念
儒家、道家、佛家作为奠定中国传统思想的三大基础，代

表了三种不同的角度去阐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
系。“儒家美学”更加关注道德品格，深受《周易》影响，
将“仁”视为审美本体论范畴，儒家追求人和自然的统一和
谐，强调人格之美、中庸之美，而中国画所塑造的意境恰好体
现了中庸美学思想。“道家美学”更加关注自然主义，将“自
然”视为审美本体论，超越自身的欲望和功利追求精神的超
脱。道生万物，一切事物由宇宙而生，随着自然的发展规律，
到达顶峰又回归自然。老子曾在《道德经》中提出：“知其
白，守其黑，为天下式”，既表达了“知白守黑”的哲学理
念，又与中国画中“计白当黑”的绘画美学所呼应，在中国画的
黑白变化中蕴含着中国文化的精髓，体现着中国画的艺术魅力。
佛家在中国艺术领域影响最深的是“禅宗美学”，将“心”置于了
本体论范畴，其思想主旨在于生命本性的回归和自我的发现。无
论是“心与物游”、“天人合一”还是“心外无物”都是以人的角
度出发，与社会和谐相处，升华内心。

本文主要浅谈儒家思想中的“中庸美学”。中庸，是儒家
思想核心，也是儒家美学的最终归宿。孔子所讲的中庸，是恰到
好处、过犹不及、不偏不倚的状态。中庸的最终要求就是使人们
恪守本心，认清自己、社会和人生，由内实现圆满，从而实现社
会和谐。这与道家化的佛教——禅宗思想有所同而有所不同，相
同之处都是内心的觉醒，精神的升华；不同之处是禅宗需要拒绝
现实生活，固守本心，而中庸则是与现实生活的相处并超越生活，
升华至道德本体。

文艺的繁荣促使了美学思想的出现，哲学理论为美学思想奠
定了基础。美学，是18世纪才正式成为一门理论学科，但美感是
在人类产生意识时就产生了，当然在远古时期的审美对象还并不
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艺术，因为艺术的终极目的是观赏。美学在
各个哲学家的定义里都有所不同，在黑格尔看来：“美学是艺术哲
学，研究对象是艺术”；在康德看来：“美学研究对象是对于审美
的研究”。孔子的中庸思想是一种至高的道德境界，并非统治思
想。现代社会对中庸产生了很多误解，认为中庸是折中、平庸。宗
白华认为中庸是“善的极峰”，而不是善与恶的中间物。

2　中庸美学与西方美学思想对比
2. 1“中庸美学”与古希腊美学
亚里士多德曾说：“美就是和谐”，最早系统地阐述“中

庸”思想。“和谐”一词在希腊文中有多个含义，一个是“音调”，
另一个是“八度型”的音阶。希腊哲学家们认为把不和谐的音乐
变为和谐，和谐的音乐就是好的音乐。这还体现在古希腊的雕塑
和建筑之中，如波留克列特斯的《荷矛的战士》，与当时毕达哥拉
斯学派所提出的“黄金分割”美学观念相一致，展现了人体的完
美和谐比例，体现希腊人的英勇精神；再如位于雅典卫城的帕特
农神庙，展现了精妙的对称和构造、比例的和谐和统一，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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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中庸美学的思想，分析总结西方美学思想与中庸美学的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进一步结合
中国画所体现的中庸美学艺术特征来说明中庸美学作为中国艺术哲学理论的一部分，要从西方美学体系中区分开来，探索属于中国
的艺术哲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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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古典艺术的伟大见证，更是科学精神的最佳展现。
中国传统绘画艺术所体现出的中庸美学，主要表现在天人合

一的理念上。将艺术家的内心用笔墨展现于画面之中，从而达
到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情感表达。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国画
中，中庸思想贯穿于创作之中。艺术理论一定后于艺术实践，
但去赏析历往的国画作品时，可以从中体悟到本体所传达的精神
品质。如夏远、马圭的文人画，画面追求简洁空灵、平淡天
真的意蕴，体现淡泊名利的人生品格；如宗炳所提出的“畅神
说”，将画家本体与自然客体相互融合，做到“情景交融、寓
情于景”天人合一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曾说：“并非全部行为和感受都可能有个中
道......如偷盗、杀人等所有这一切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为都是错
误的，因为其本身就是罪过，谈不上什么过度和不及。他们任何
时候都不会被认为使正当的，永远使罪过。”所以，亚里士多德认
为所有的美都是以善为前提，任何出于恶的美都不是美。这与孔
子的理论出发点一致，都是以善为出发点来讨论中庸。亚里士多
德将中庸的上一级命名为德性，也即人生的幸福——人生各种目
的背后的最高目的；孔子将中庸的最终指向“道”，也就是人的本
性通过道德的指引和净化，达到人性回归。人性的回归离不开正
确的方向，保持正确方向离不开中庸思想[1]。

古希腊的思想美学更加注重宇宙与自然的理性精神。中国的
思想美学是以人和世界的和谐作为主题，人的介入使中国理性少
了严谨，但多了一份人性之美、和谐之美。

2 . 2“中庸美学”与康德
康德所提出的四大核心美学理念：无利害而生愉悦；非概

念而又有普遍性；无目的而又合目的性；共通感。无目的或超功
利都是指观赏者在欣赏艺术时不带有任何目的去进行的审美活动，
并且在无目的的状态下产生愉悦感，是因为美而引发的愉悦。在
康德的理论中美是具有共通性的，因为人的情感具有共通感，这
种共通感就是主观普遍性所对美产生的标准。由于审美判断联系
与主体，所以美感是否为美感，需要人的共鸣来证明。如18世纪
所兴起的“如画”之美，以自然风景为艺术对象的审美形态。它
所展示的就是一种超功利的美，一种因美而生愉悦的审美。美的
不是自然风景，也不是主观审美，也不是二者的统一，而是一种

“超功利非概念无目的的主观普遍性”。
在中庸美学中所表达的思想，也是具有一种共通感，这种

共通感来源于内心的善，当人的道德上升到至高境界时，并且能
与自然和谐相处时没这种共通感就产生了，主体能够在画中产生
美的共鸣、道德的共鸣。如中国文人画常见题材“梅兰竹菊”四
君子，代表了民族气节和精神道德品质，每当看到四君子时，人
们内心都会产生一种精神上的共鸣。

在康德的理论中关于审美与道德的本源性也有所论述：“审
美活动与道德活动，作为人类生命活动中两种最本源的精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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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必然有其内在的统一性.... . .通过道德的方式强化生
命。”康德同样主张道德是审美的最终归属，鉴赏判断的无利害性
是康德所强调的道德感的一大特征，他反对以个人享受为目的的
经验主义、幸福主义的道德观，认为真正的德行是出于责任而非
个人爱好，若是沾带了功利目的，道德就会失去了它的纯粹性、严
肃性和崇高性。所以他的“合目的性”其实就是指合乎最高的道
德本体的目的。康德的最终归属是道德，而儒家的最终归属是“天
人合一”，而到达这个境界是需要有中庸思想。儒家所主张的“性
本善”，也就是道德人生来有之，而是道德得到升华，不是功成名
就也不是避世，而是经历过社会的洗涤还能够保持最纯真的本性。

3　“中庸美学”在中国画艺术创作中的体现
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提升了儒家哲学的人格境

界，使得道德人格成为儒家的最高追求并确立了阳刚之美的儒家
美学标准。《易传》的“日新之谓盛德”进一步使得儒家的
道德人格获得了天道意义，在人的道德境界中实现了天人合一，
也把儒家审美境界推到了最高峰。从根本上说，儒家思想确立
了独具特色的实用理论主义，从理性的自觉到理性对感性的支
配，到把实现感性和理性、道德和生命统一的人格美作为最高
的美，到《易传》和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气势美和动态
美，温和、乐观的情感美形成了根底深厚、生命力强大的美善
统一的美学传统。最后，儒家美学超越了道德本体化实现了情
感本体化，并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论层次。天人合一的真实
含义是何意于至诚、至善，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
育焉”、“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
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质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
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的境界。
这是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是圣人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天人合

一是在高度净化的层次与一群心灵净化的人相互融合的理想境
界。境界在部分学者认为它是人文精神的最高标准。所谓的境界，
就是指人的精神所达到了万物归一的无对之境。虽然中华民族曾
受过其他外来文化的冲击，但并没有改变过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
精神，将外来文化加以改造和吸收，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中
庸思想，将我们的中庸思想文化贯穿于整个历史[2]。

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也贯穿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通过黑白
的极端的墨色与挥洒自如的毛笔传神写照，表达艺术家的自然
观、艺术观，将诗、书、画融为一体。如果画家思想境界达
不到中庸所传达的一种心境、一种精神，那么作品自然会流露
出一种浮躁和肤浅。同样这种精神是不能为富贵所淫、贫贱所
移、威武所屈的，要深深地扎根于创作者内心的精神世界。画
家在进行创作前要做到心怀自然、观察自然、探索自然，正如
石涛所言“搜尽奇峰打草稿”，在创作时才能迸发灵感和意境
将心中所想达到纸上所现。在此过程中与所绘的画作进行心灵上
的沟通，与自然对话从而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和高度。

4　结语
综上所述，中庸美学对中国绘画的影响之深，不仅是艺术

家对创作的心境以及观赏者对中国画的鉴赏。所呈现出的是由生
活本身出发升华至道德本体，这些极具价值的哲学思想理论，
需要我们深入的发掘和探索，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断的传承和
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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