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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现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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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  江西南昌  330004） 

摘要：美学属于发展性学科，缺少成熟的体系。美学延伸的课题要获得发展和进步，则要满足统一辩证前沿性和基础性特征。

我国传统美学包含着多种理论知识，因此要挖掘传统美学内容，同时开辟新天地，进入新境界。本文主要阐述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

现代启示，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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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美学精神让人们懂得，“美”属于意象，和外在美不

同。“美”和“真”在同一境界，此项真代表的是真实且有趣的世

界。审美活动属于一种体验活动，并不是认识活动，是超出人们精

神世界的活动。 

一、传统美学相关概述 

中国传统美学是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母体，融文学、社会学

与哲学于一体，历经数千年发展而形成的一门具有独特理论体系的

审美人文学科。传统美学理念是儒家理念，同时又承接了佛教和道

教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发展中存在着矛盾、补充和融合，从而形成

中国式美学。孔子是以礼人作为美，庄子是以淡然无极作为美，荀

子是不全不粹，此些美德特征是在于人字提炼和人自身的修养，看

重感性和理性统一，这也变成我国传统美学的规律，和传统美学发

展的艺术相同，门类丰富，艺术门类独立且相互作用。审美有着相

通性和相同性，比如抽象文学和绘画，在园林艺术中有着宁静旷达

的意境，并且园林艺术也经常会被文学、绘画艺术影响。 

二、传统美学对现代启示相关内容 

（一）和谐之美 

中国文化看重的是以和为美，指的意思首先是统一协调人们在

生活中出现矛盾事物的思想，属于和谐的美学方式。与儒家的美学

综合之美相对应，即统一对称、均衡，另外也有着第二层含义，即

是天人合一的理念。对自然崇拜，追求与自然融合的风格，对应的

便是道家美学中的自然美，更加看重返璞归真，倡导自然与人能够

和谐融合，不看重讲究规则。以和之美的两层含义综合概括是整体

意识，要在整体思想上爆发出以和之美的寓意。在我国古代始终遵

循整体性原则，将天地艺术作为整体开展创作。在古代艺术作品中，

有着内在成分统一的生命方式，这和古希腊雕塑的个人独立状态不

符。“和”作为宇宙的一种生命状态，也是一种意境表现形式。比

如遵循以和为美的设计师要把握艺术设计中出现的繁琐、软硬和疏

密等因素，防止使用不合适，会走到极端，因此要有效结合功能与

形式，保证统一使用功能和装饰的效果。比如在设计我国古代瓷器

时，便完美诠释了此目地。在遵守以和为美的原则上，设计师也要

开展人性化设计，使人的精神和肉体满足和谐性，确保人能够实现

精神放松。 

（二）气韵之美 

由南齐著名画家谢赫《画品》中，应用的绘画要点之一是气韵

生动，同时它也是古代在进行艺术创作时的基本要求。在古人看来，

气是内在精神要素，是指表现的内在精神，外在气息。气韵之美展

现了内外精神与气息，有效结合两者，从而突出作品自身的气运。

美更看重内在力度，美运更看重外在形态，美有效结合两者，从而

达到最佳的艺术境界。在气运上要使其能够关联到生动性，保证有

着生命活力。古代艺术作家创作的作品，不仅表现出生命活力，同

时也彰显了自身的气运，满足造物展现的气韵之美。对设计师来说，

在设计作品自身时，也要兼具功能和形式，明确作品自身的精神气

质。通过提炼和使用设计元素来突出作品的气息。比如北京香山饭

店的设计者在设计当代建筑物时，熟练应用我国具有民族特色的建

筑元素，常见的亭台、水榭、长廊以及庭院，确保具有传统建筑气

息。在营造传统气韵美的基础上，也使设计师能够展示传统美学气

韵。 

（三）意境之美 

在我国传统美学中，意境指的是在指定环境和情景下产生的特

殊情感，是由客观景物产生，超出的客观景观外的主观情绪，更加

偏向于形象产生的联想，此种联想也是外在特征所揭露的内在情感

与思想。进行艺术创作时，要表达的此种情感与思想也是传统美学

表达的方式。著名画家顾恺之倡导以形写神，这也是对规律的有效

概括。在我国的传统绘画中，画面体现的不仅是主体，同时也是寻

找具有画面的情趣方式，保证观赏者在欣赏画面的内容和技法时，

也能够感受深层次美。画中有意，意中有画，在画面意境中融入画

家的情趣，这也是我国艺术家所追求的内容。现代设计师要表达意

境美，在设计作品的美观性和实用性时，在作品中要将载体作为基

础，从而寻找理想的意境，为人们提供可发挥的空间[1]。 

三、传统美学和现代审美意识间的关联 

（一）意象世界照亮真实的世界 

每种感觉都有意识活动出现，这也是意识人存在的，有着起揭

示作用，它是指人存在方可出现万物，人通过万物显示自己。人在

世界存在会产生繁琐关系，比如使树和天空发生联系，人们的举动

会被世界揭示。意象世界不等同于物理世界，梅花意象指的不是梅

花物理实际存在，象需要观赏者，物属于实在的世界，象不仅是物

为人传递知觉，同时也是人对物的一种揭示，象作为物像人知觉的

显现方式，也是人对物的一种展现。天下清景成为审美对象时，会

从实在物升华变成非实在审美意象[2]。 

意象世界在天地外，属于一种灵气事物。意象世界不代表物理

世界，它超越了物的实体性。我国美学家看来，意向世界属于真实

世界。显性真实，如所存而显之，指的是在意向世界中，世界等同

于本身所呈现的样子，若要理解美学思想，则需要理解我国美学思

想的真实样子。中国美学思想中，我们的世界是物理世界，同时也

是有生命的世界，在人们的生活中，融合了自然界和人，属于天人

合一的世界方式。在易经中更关心的是自然界和人类生命现象，统

一自然界和人生命过程，从人生命活动的实质出发来观察自然界的

现象，同时也要找出生命的来源和意义。世界万物都有其存在的意

义，并且和人的生命活动有着直接联系，这也代表着自然界的各种

事物，此些事物均与人生命有着关联，同时它也是生命来源。易经

的美是探究天人关系，天人关系的核心便是生命，这也是易经的关

键。自然界是永不停歇的过程，充满着昂然生意，因此也有着世界

情趣和意味，这也证明生命美学和哲学从中国美学角度看自然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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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协同存在，此种和谐指的是乐的境界。在我国美学和哲学中，这

是自然不是指的自然界，而是本原本的面貌，有着生命性，充满着

情趣。真等同于自然和生命，等同于乐。因此，在中国美学中所指

的意向世界真实显现，便是照亮天人合一的自然状态，并且回归到

自然乐的境界。意象世界是人在创造超越物的实体性，同时也是超

越了人的个体生命，属于一种回复自然的情况，通过创造从而达到

真实。意象世界是由人创造，因此意向世界是为人们创造了具有情

趣且有生命的世界。 

（二）审美意识作为人们的精神活动 

在美学界中，大多数探究美学的对象是审美活动，审美活动作

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表现方式，它也是精神活动的性质，是美学

中所表现的重要问题。在过去将审美活动看做认识活动的本质，认

识真理使其主观与客观相符，把握客观事物的规律和本质，由感性

到理性应有着正确的认知。理性是思维活动，具有抽象概念，人们

在碰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必须要进行探究审美活动，无法脱离事

物。感性形象思维产物属于概念性的，需要摆脱具体形象，从而产

生矛盾。审美活动无法进入到理性认识时期，进而无法实现真理目

的。审美活动进入到理性阶段，必须要将感性形象摆脱，此时的审

美活动发生了改变。为解决此种矛盾，有人提出形象思维概念。形

象思维指的是具有形象的思维，合理应用形象的思维，此种思维产

物有着概念思维，是通过抽象概念而摆脱图像的一种活动，思想自

身摆脱图像和表象，同时也摆脱了图像认识活动属于自相矛盾的概

念。此项问题在于审美活动只是体验活动的一种，而体验活动和认

识活动的性质结果存在差异。认识活动指的是人使用地图思维，掌

握外物或实体的规律，主体不可通过思维由世界内部来感受世界和

人的交融，无法通过思维从世界内部来感受人是怎样存在和生活。

思维是将世界某个片段与世界整体联系割裂，从而考察此片段的本

质规律，因此在常说的真理中，真属于相对概念，四维是在不同程

度上的片面性和抽象性，人若是依赖于思维之能实现逻辑真，在不

同程度有着片面性和抽象性[3]。 

美学家在过去认为审美活动有着超功利性，但目前仍旧未探究

出审美活动超功利性的表现方式。古代庄子便看到功利世界和逻辑

世界会挡住原貌，遮挡原本的世界，便是天人合一的世界，它也是

乐的世界，此种世界是我国美学阐述的，自然在此世界中统一。真

善美是真实存在的，真正存在的善。庄子对美学上的理解，能够让

人们对审美活动的超利性和超功利性质有着正确的认知。我国学者

在近些年来更加重视审美活动，超理性有多个文章并指出此问题，

比如张世英的《天人之际》中指出，人们在过去会说人是理性存在，

但现在人也是超级性的存在。人的思维与理性是通过二分式认识，

使用共享和概念把握事物。人最高境界便是统一体和无线整体，主

客二分式的认知能够更好的把握此种统一体。天人一体是指天人合

一的一种体验方式，此中体验方式有着超理性，因此应用西方理性

哲学无法解释审美活动。从审美意识作为超理性精神活动而言，宗

教感和美感有着类似之处，能够加强沟通。从外国学家爱因斯坦到

我国杨振宁，多个科学家谈论科学研究境界中所感受的美感与宗教

感。在美的物理学的演讲中，杨振宁曾提出探究物理学人所获得的

美感和庄严感，比如在爱因斯坦狭义与广义的相对论方程，或者是

牛顿的运动方程等中，均能够获得一种庄严感和畏惧感，感受到哥

斯特教堂所呈现的宗教美，崇高美。这段话也提出了宗教感和美感

沟通出现的问题，美感有着多个层次，最大量是对事物的一种美感

表现。在此层次上，对人生有着更深刻的感受，成为历史感和人生

感。最高层次便是对宇宙绝对美感成为宇宙感，它也是杨振宁口中

的神圣感、畏惧感和庄严感。在此层次上，宗教感和美感有着相似

点，均是对个体生命存在和意义的一种超越方式，使个体生命的意

义和永恒存在意义融为一体，从而实现一种升华。此种境界在宗教

徒看来，是和神同在，在欣赏者眼中，此种境界是饮之太和，是震

动灵魂的一种喜悦境界。并且我国物理学家杨振宁也提出了超理性

和理性间存在的关系，爱因斯坦等人均是获得人类理性活动最高成

就。宗教感和美感属于超理性，人们无法从理性领域进入超理性领

域，此种过程需要进行探究。若是人的心思达到最高点，便会活跃

成另一境界。神话境界也是指人的理性当到达极点后，便会上升至

超理性境界，宇宙无限，整体绝对美境界[4]。 

传统美学和当代发展美学有着相似之处，其在融合、交汇、碰

撞中，让我国现代发展有着传统美学知识，并且现代文明和传统文

明碰撞后形成新的文化，此种文化和传统文化不同，融合了传统文

化关键内容，有着民族特色，同时不会被当代所孤立。因此需要领

略我国传统美学精神，掌握其本质，学习外来美学的优势，在传统

基础上进行创造，有效融入自己的思想和传统美学思想，从而使中

国美学发展有着民族化和国际化特征[5]。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华传统美学有着道德伦理色彩，同时在追求审美

方面上，看重求仁得仁、乐而不淫和温柔敦厚等优势。人生审美的

态度上更加推崇“雅致”，看重温文尔雅的人品，以审美创作作为

准则，重视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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