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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新时期伊始，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给刚刚解禁的中国带来了新的气息和轰动效

果，成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学热的先声。重新考察《美的历程》的研究方法有助于认识新时期

初期美学研究的方法路径，从一个侧面重新审视美学热的缘由，反思新时期初美学研究的方法

对今天的美学研究也会有启示。《美的历程》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基于艺术品的

研究；规律研究；体悟研究；对象侧重与视角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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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期伊始，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给刚刚解

禁的中国带来了新的气息和轰动效果，成为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美学热的先声。《美的历程》以一种体

悟与思辨相结合的方式，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

下，展现了从史前文化到明清文艺思潮近八千年

中国灿烂多彩的艺术境界与文化。书中对各个时

期、各种类型的艺术的审美把握既灵动恰切，充满

个性体验与感悟；又理性思辨，洞悉艺术发展的内

在联系与规律。同时，注重考察艺术品所在的历

史文化语境，寻找其历史文化土壤和美学风格成

因。
《美的历 程》的 研 究 方 法 主 要 体 现 在 四 个 方

面：

　　一、基于艺术品的研究

《美的历程》整部书的建构始终建立在鲜活的

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品上，考察的艺术门类几乎涵

盖了我国古代的所有类型（当然对具体门类有所

侧重），主要包括诗（文学）、书、画、音乐、舞蹈、雕

塑、建筑和工艺品等。作者以敏锐的感悟力和丰

厚的历史文化知识抓住各个时期艺术的命脉和闪

光点。书中展现各个时期、各种艺术的不同的美

学风格以及美学流变都建立在对具有代表性的具

体艺术品的体验和分析上。比如“狞厉的美”的提

出建立在对夏、商、周的青铜器的考察上；“气势与

古拙”的提出建立在对汉代雕塑的考察上，等等。
这种基于艺术品之上的研究方法是李泽厚一

贯的主张，这源于李泽厚一直奉行的马克思历史

唯物主义信念，也是对其实践论美学的一种实践。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并提

出“自然 的 人 化”和“人 的 本 质 力 量 对 象 化”的 学

说。李泽厚吸收了这些观念，早在２０世纪五六十

年代美学大讨论时，他就提出了“美是客观性与社

会性的统一”［１］。此后，他的美学思想虽有发展变

化，但他声称，这一基本的强调社会物质实践的主

张一直没有变。［２］他认为客观性和社会性 是 美 感

的两重性，即既有功利的，也有直觉的方面。美的

根源是人的物质实践，“就内容言，美是现实以自

由形式对实践的肯定；就形式言，美是现实肯定实

践的自由形式”。［３］《美的历程》中也指出“艺术趣

味的审美理想的转变，并非艺术本身所能决定，决
定它们的归根到底仍是现实生活。”［４］

这种研究方式与今天提倡的理论的 批 评 化，
走出纯理论思辨的象牙塔，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

循环论证，注重具体文本的解读竟是如此的契合。
巴赫金就很注重从文学文本出发进行研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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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代表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拉伯

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
就是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小说的文本分

析的基础上，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

同民间狂欢化文化，以及拉伯雷怪诞的现实主义

同民间笑文化的内在联系。这种研究方法不仅可

以给美学研究带来鲜活的体验、厚重的现实基础，
更重要的是，当某个时期的艺术风格同当时盛行

的理论不相符时，可以避免单纯的理论研究带来

的误解。比如楚汉时期就属这种情况，若只单纯

地研究文艺理论发展史，会使人误以为楚汉艺术

是充满道德说教、儒学信条的，死气沉沉的偏重现

实说教的艺术。然而事实却是，楚汉艺术是一个

充 满 浪 漫 色 彩，有 着 强 烈 生 命 气 势 和 动 感 的 神

话—历史—现实三混合的“琳琅满目的世界”。

二、规律研究

《美的历程》善于运用考察历史文化语境、理

性思辨以及对比研究等方法总结艺术美的规律，
发挥美学学科善于审美思辨的特长。这里，既有

对不同时期整体艺术风格的总结，比如“战国秦汉

的艺术，表现的是人对世界的铺陈和征服；魏晋六

朝的艺术，突出的是人的风神和思辨；盛唐是人的

意气和功业；那么，这里呈现的则是人的心境和意

绪”［４］；又有对同一类艺术不同时期风格 的 总 结，
比如“北宋浑厚的、整体的、全景的山水，变而为南

宋精巧 的、诗 意 的、特 写 的 山 水，前 者 以 雄 浑、辽

阔、崇高胜，后 者 以 秀 丽、工 致、优 美 胜”［４］；也 有

对不同种类 艺 术 之 间 的 对 比 总 结，比 如“诗 境 厚

重，词境尖新，曲境畅达”［４］；还有对一种艺术的美

学特征的总结，比如“中国画的美学特色：不满足

于追求事物的外在模拟和形似，要尽力表达出来

某种内在风神，这种风神又要求建立在对自然景

色、对象的真实而又概括的观察、把握和描绘的基

础之上”［４］，“雕塑这门艺术的种类特征：以静态人

体的大致轮廓，表现出高度概括性的令人景仰的

对象和理想”。［４］

李泽厚认为：“只要相信事情是有因 果 的，历

史地、具体地去研究探索便可以发现，文艺的存在

及发展仍有其内在逻辑。”［４］他认 同 康 德 的 学 说：
理论美是感性与理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

一，但又排除了其中的先验成份；他吸收了荣格的

集体无意识“原型”理论、格式塔心理学和完形心

理学等思想，认同“人类心理共同结构”，但又批判

荣格的神秘性，认为那是积淀、溶化在形式、感受

中的特定的社会内容和社会感情；他借鉴了克莱

夫·贝尔（Ｃｌｉｖｅ　Ｂｅｌｌ）的“美”是“有 意 味 的 形 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ｆｏｒｍ）的观点，但又避免了其“有意味

的形式”与“审美情感”的循环论证，提出了审美积

淀论。李泽厚认为“抽象形式中有内容，感官感受

中有观念”，“审 美 情 感”是“内 容 积 淀 为 形 式，想

象、观念积淀为感受”的结果。［４］他重新解释“有意

味的形式”为“积淀了特定社会历史内容的艺术形

式”。［４］在结语中，他这样写到：

人性不应是先验主宰的神性，也不能 是 官 能

满足的兽性，它是感性中有理性，个体中有社会，
知觉情感中有想象和理解，也可以说，它是积淀了

理性的感性，积淀了想象、理解的感情和知觉，也

就是积淀了内容的形式，它在审美心理上是某种

待发现的数学结构方程［４］。

由此，李泽厚认为，艺术社会学和审美心理学

是非常有价值的。人的心理（包括审美情感）是社

会历史生活、人类实践的产物，它并不神秘，而且

它具有人类共通性、规律性的一面，这可以作为审

美研究的逻辑起点。
李泽厚采用多种方法探究文艺美学的规律和

内在逻辑，并为美学这门被认为玄奥的学科揭去

了神秘的面纱。李泽厚还努力寻找文艺美学规律

形成的现实依据，从社会历史生活和人类实践的

角度去解释文艺美学规律的成因。这对于美学研

究流于空洞、抽象的言说将会有所裨益。

三、体悟研究

《美的历程》在总结普遍性、规律性艺术特征

的同时，还注重个体审美感受和体验，灵动而个性

地把握了历史分期与艺术类型的交叉关系。李泽

厚以自身特有的对艺术的体悟力，对中国古代艺

术史的把握以感悟内在审美特质和艺术美学风格

流变为主，打破历史分期的时间局限，跨越中西的

空间 限 制，对 艺 术 的 体 悟 可 以 穿 越 古 今，纵 贯 中

西。他并没有严格地按照历史分期，从史前到明

清按部就班地描述中国古代艺术史和美学史（这

是大部分艺术史和美学史书籍的写作方式），而是

在基本遵循历史分期的基础上，或以某个时期的

主要美学风格为中心，或以某种突出的艺术门类

为线索来展现中国古代艺术的内韵，书中１０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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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标题就体现了这一特色。
“佛陀世容”是书中比较特别的一部分，是专

讲佛教石窟艺术的，主要涉及雕塑和壁画两种艺

术类型。这部 分 在“魏 晋 风 度”和“盛 唐 之 音”之

间。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读者会以为这部分应该

是写南北朝的，但其实它跨越了北魏、隋唐和宋几

个朝 代，与 其 它 部 分 在 历 史 分 期 上 是 有 交 叉 的。
同时，这部分还探究了印度佛教艺术与本土化的

中国佛教艺术的异同。这种突破时空限制的以突

出审美特质为要旨的体悟式研究方法，有助于领

悟某种艺术的审美特性和演变过程，可以清晰地

辨别“秀骨清相、婉雅俊逸”的北魏雕塑，“方面大

耳、短颈粗体、朴达拙重”的隋塑，“健康丰满”、“慈
祥和蔼”且各有职守的唐塑，以及回归人的形象、
平淡无奇的宋塑。这种写法还体现在对建筑艺术

的探讨上。在“先秦理性精神”这部分，从秦的宫

殿建筑、始皇陵建筑一下跳跃到明清园林艺术，并
与西方的宗教建筑对比研究。

这种体悟研究突出个性体验与感悟 色 彩，非

常适合艺术审美研究。李泽厚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末、８０年代初 开 始 重 视 个 体 偶 然 性，注 重 理 性 与

感性的统一，强调审美情感的作用。“历史的必然

经常总是通过个体的非自觉的活动来展现。文化

史并不例外。”［４］到后来，李泽厚更加强调个体、感
性和偶然性的重要作用了。他在《美学四讲》的结

尾这样写到：

回到人本 身 吧，回 到 人 的 个 体、感 性 和 偶 然

吧。从而，也就回到现实的日常生活中 来 吧！不

要再受任何形上观念的控制支配，主动来迎接、迎
合和打破这积淀吧。艺术是你的感性存在的心理

对应物，它就存在于你的日常经验（ｌｉｖ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中，这即是心理—情感本体。［５］

主要以文学艺术为研究对象的美学 研 究，如

果没有个性体验和审美感悟力，那么这样的美学

研究将是枯燥和乏味的。李泽厚的体悟式研究对

于目前的美学研究来说将是一种启示。

四、对象侧重与视角统一

《美的历程》的研究对象虽然是中国古代的整

个艺术文化领域，但作者并没有对各个时期的各

种艺术类型考察得面面俱到，而是有所侧重。这

可以从《美的历程》一书各个时期研究对象的分布

情况中看出（见表１）：

表１　《美的历程》研究对象分布图

类型

分　　期

龙飞凤

舞（史前

文化）

青铜饕

餮（夏

商周）

先秦

理性

精神

楚汉

浪漫

主义

魏晋

风度

佛陀世容

（北魏隋

唐宋）

盛唐

之音

韵外之致

（中晚唐五

代宋）

宋元山

水意境

明清文

艺思潮
总计

诗（文学） － －
国风、

散文

抒情

诗、赋
抒情诗 －

唐诗、

散文

诗词、

散文
元曲

小说、

戏曲
７

书法 －
甲骨、

铭文
－ － 行书 －

狂草、

楷书

楷书、

篆书
－ － ４

画
壁画、西

汉帛画
－ －

画像石、

壁画
人物画 壁画 － 山水画 山水画

版画、

花鸟山

水画

７

音乐 乐 － － － － － － － － － １

舞蹈 舞 － － － － － － － － － １

雕塑 泥塑 － －

泥陶

铜塑

木石雕

浮雕、

泥塑
佛像 － － － － ４

建筑 － －

宫殿、

始皇陵、

明清

园林

－ － － － － － － １

工艺品 陶器 青铜器 －
漆器、铜

镜、织锦
－ － － 瓷器 － 瓷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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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１可以看出，此书的研究对象最突出的

是诗（文学）和画（７次），其次是工艺品（５次）、书

法和雕塑（４次），关注最少的是音乐、舞蹈和建筑

（１次）。这一方面也许和当时的技术物质条件有

关，音乐和舞蹈是动态艺术，除了观看现场演出，
它需要声像制品来展现。建筑除了各地游览，在

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声像制品展现给观众的。而

在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声像电子产品远没有像今

天这样普及和发达，因此，人们更容易接触到的是

那些可以被收藏在博物馆里的静态文物。但这不

是形成此书研究对象侧重的主要原因，因为在那

样的条件下，甚至古代，也有人专门研究音乐、舞

蹈和建筑。这应该与作者的艺术趣味、审美倾向

和研究视角有关。作者更关注那些静态的（内在

充满动感）蕴含着中国文化历史内韵的“有意味的

形式”，诗词歌赋、山水人物用语言和水墨线条展

现了独特的华夏之美。不论面对哪种艺术，作者

的研究视角始终是审美的、体验性的，而且更倾向

于语言之美和线的美。这缘于李泽厚认同康德的

说法：线 条 比 色 彩 更 具 审 美 性 质。李 泽 厚 认 为：
“中国古代相当懂得这一点，线的艺术（画）正如抒

情文学（诗）一样，是中国文艺最为发达的最富民

族特征的，它们同是中国民族的文化—心 理 结 构

的表现。”［４］这才是研究对象侧重的真正原因。作

者以敏锐的审美直觉和体悟能力把握住了中华民

族的文化命脉。作者把个人体验融入各种艺术之

中，更关注这些艺术给人的审美感受、历史文化语

境赋予艺术的美学风格，以对诗、画的审美感觉为

基础来体悟其它的艺术，而不是从各种艺术的专

业视角去研究，善于把握同一文化语境下各类艺

术的整体风格，比如明清文艺思潮经历了从浪漫

主义到感伤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演变过程。正

是这样的研究视角决定了其研究对象的侧重。
这种对象侧重与视角统一的研究方法对于文

艺美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建构或许有一定的启发意

义。文艺美学与艺术美学、哲学美学以及文学理

论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它有自己的特点。文艺

美学学科建设的倡导者胡经之指出：“文艺美学是

将美学与诗学统一到人的诗思根基和人的感性审

美生成上，透过艺术的创造、作品、阐释这一活动

系统去看人自身审美体验的深拓和心灵境界的超

越。”［６］。从文艺美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建构起来以

后，文 艺 美 学 的 学 科 定 位 问 题 就 一 直 悬 而 未 决。
有学者指出：“文艺美学是文艺学或文学理论的一

个分 支，是 在 艺 术 视 野 中 研 究 文 学 审 美 的 学

科。”［７］从李泽厚这种对象侧重与视角统一的研究

方法来重新审视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那么，可以

将文艺美学研究看作是以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而

兼及整个艺术世界，以对文学的审美经验为基础

来关照整个艺术界，而不是以专业视角去关照文

学以外的艺术，侧重整体审美感悟，在历史文化意

境中探究艺术审美风格的实证、思辨与体悟相结

合的研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学热”不单单是一个学术

现象，它具有深远的社会含义。它是当时思想解

放运动的一种表现，人们从长期压抑中解放出来，
表现出强烈的对美的诉求。不论是人民大众，还

是美学研究内部；不论是美学的专业化分类，还是

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体制，都呈现出明显的对审

美的伸 张。一 时 出 现 了 很 多 名 目 众 多 的 美 学 命

名，什么“哲学美学”、“艺术美学”、“电影美学”，甚
至还有荒唐的“爱情美学”、“军事美学”、“新闻美

学”等等，“文艺美学”也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产生

的。同时，８０年 代 出 版 了 一 批 美 学 专 著，有 宗 白

华的《美学散步》、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和《现
代美学体系》等，《美的历程》也是８０年代初出版

的。虽然都与美学有关，但在研究方法上却有很

多不同。
表２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学著述研究方法对比

方法

书　　目

美的历程

（１９８１）
美学散步

（１９８１）
中国美学史大纲

（１９８５）
现代美学体系

（１９８８）
文艺美学

（１９８９）

研究对象
诗画为主的

整个艺术界
艺术 中国美学 现代美学 文艺美学

研究视角
诗画审美为

基础的体悟

散点专业

视角审美
美学理论 美学理论 美学理论

研究特点
实证思辨体

悟相结合

外在率性

内在体系
体系思辨 体系思辨 体系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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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２可以看出，《美的历程》与同时期其它

美学著述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它有自己的特点，
是一种侧重整体审美感悟，在历史文化情境中探

究艺术审美风格，思辨与体悟相结合的研究。这

给予今天的美学研究很多思考和启示。“美学热”
和《美的历程》的出现不只是一种现象，一个潮流，
它对于文艺学、美学的专业化、学科化建构具有深

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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