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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的超越与回归
□高建平

当代文化环境下当代文化环境下
日常生活美学的内涵和价值日常生活美学的内涵和价值

□□徐志华徐志华

日常生活美学是形成于20世纪第一

个10年的西方美学最新分支，其最初起

源于环境美学和20世纪的一些美学著作

中，如今日常生活美学已经成为当代美学

的一个热点。自2005年以来，西方关于日

常生活美学的论著日渐涌现，如安德鲁·

莱特（Andrew Light）与乔纳森·史密

斯 （Jonathan M．Smith）的《日常生活

的美学》（2005）、日裔美籍学者斋藤百合

子（YurikoSaito）的《日常生活美学》

（2007）。他们将平凡的日常生活，如建筑、

美食、服饰、体育、电影等等认定为当代美

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某

方面讲，日常生活美学是与文化研究遥相

呼应的，甚至是文化研究的拓展和延伸。所

以在谈及日常生活美学时我们不得不联系

到文化的因素，也正因此，文化环境的影响

对日常生活美学的审美化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

中国当代关于日常生活美学的研究

已有部分学者关注，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

的争论形成两派持续了数年。李超德《高

贵的单纯：艺术美学古今谈》一书中虽没

有直接提出日常生活美学的概念，但是书

中却有关注日常生活美学的内容,《高贵

的单纯：艺术美学古今谈》一书就美学现

象、美学实质、美学方向等10个关于美学

的主题围绕艺术美、技术美、设计美、生活

美等提出观点并分析问题，该著作虽是李

先生平时上课的演讲实录，但涉及内容极

其丰富，书中围绕艺术美学从古今、东西

方进行对比论述，最后回归到当代设计艺

术之美。在书中的第十三讲中围绕衣食住

行，举了很多现实生活当中的例子来论证

日常生活与设计的关系，以及设计之美的

新价值和新解读。在谈到食之美时，李先

生将其解读为食之美与环境的关系，行之

美中旅行与环境的关系等等，而这也恰是

当下西方涌现出的关于日常生活美学的

研究范畴。这些与日常生活相关联的审美

活动正在随着科技信息和文化环境的改

变而悄然地发生着变化。

当代文化环境下日常生活
的审美化

上面谈到日常生活美学起源于西方

美学思想，它们不再热衷于博物馆、剧院

和音乐厅中的高雅艺术，而是专注于日常

生活的审美体验，这些审美体验可以是工

作、旅游、休闲、上学、购物等过程中介入

的景观等等。因此，审美在日常生活中无

处不在，日常生活美学折射出日常生活的

审美性。人们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追求极

大地提高了生活质量，他们一方面提倡

“生活的艺术化”，即对生活的一种关乎美

的追求，朱光潜在《谈美》中论及：“过一世

好比做一篇文章，完美的生活都有上品文

章所应有的美点，文章忌俗滥，生活也忌

俗滥。”另一方面又强调“艺术的生活

化”，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

的眼睛。李超德在本书的第十五讲《设计

美学研究的时代意义与时代美学品格》

中亦谈到：“生活即艺术，艺术介入生活

等现代美学命题直接将生活审美化纳入

美学研究的思考中……设计从日常生活

中的衣、食、住、行到航天飞机、城市规划

等无不存在着大量的设计审美问题。从

美学的角度研究和探讨人类的设计行为、

日用器物、生产过程和生活环境，寻找设

计审美理论的科学性、逻辑性、规律性，正

是设计美学理论研究所迫切需要解决的

重大学术问题。”

步入21世纪，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随

着世界交流的加剧，国外多元文化的渗透

融合，当代文化环境下人们的日常生活不

再仅仅局限于满足物质的基本需求，很多

人已然开始追求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对日

常生活追求更高境界的审美需求必将推

动着设计的发展，在文化的交流中，新奇

创新的、具有中国符号的民族传统特色的

设计自然影响着西方新潮文化的设计。反

之，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追求又无不制约

着当代艺术设计的设计审美方向。日常生

活的审美体验是我们审美生活的重要构

成部分，每个人的审美品位与判断影响着

生活质量，而文化的交流是促进审美体验

提升的重要因素。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

展，我们今天正处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

多元文化之间不断地互相渗透、相互关

联、相互作用。2014年 3月27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讲到“文

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这

表明全球多元文化的发展同样为我们社

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底蕴，

这种趋势也必然使得中国形成形形色色、

丰富多彩的当代文化。也恰是由于这一全

球化进程日益深化，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

影响和内心的冲击力也变得愈加强劲。李

教授在《高贵的单纯：艺术美学古今谈》中

谈到：“……面对东西方文化的大交流和

大碰撞，关键在于双方文化概念和审美情

趣上的差异……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

设计审美趋同化会导致世界文化多样性

发展的消失……”其在第九讲《东方审美

精神的安然之境》中以日本唯美派作家谷

崎润一郎的散文《阴翳礼赞》为切入点谈

美学的意味与文化的关系，围绕日常生活

的审美化从建筑之美、器物之美、饮食之

美等角度分析了当代文化环境下日常生

活审美的变化，文中举例日本的艺术设计

对世界文化的影响，日本将其特有的传统

文化或美的意识资源输出到世界各国。书

中谈到日本设计家原研哉说道：“我不认

为日本的设计是国际化的，日本的设计就

是日本的，之所以日本的设计行销全世

界，说明日本的文化影响力。”这说明文化

与设计是紧密相连的，好的设计表现了一

个国家的民族文化精神，是民族审美品格

的体现，是民众日常生活审美品位提升的

体现。

随着经济的发展，对日常生活审美化

的追求越来越被年轻人所追捧，这是他们

对日常生活更高层次的追求。日常生活审

美化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原有界限，将生

活艺术化，使枯燥乏味单调的生活充满趣

味和艺术，追求风格，张扬个性，进而实现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商品经济的日趋繁

华，文化多样性的交流碰撞都给日常生活

审美化起到推进作用。

从一柄团扇中品味日常生
活美学的内涵

一柄小小的团扇既是生活用品，亦隐

藏着深厚的文化品格。团扇在现代生活中

用之甚少，虽是一个传统的生活物件，却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它既聚焦

了中国工匠的智慧和精神，又讲述了中国

故事，并对话现代生活。一柄小小的团扇

足以引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共鸣，从一柄

小小的团扇中我们亦可以深刻地了解到

日常生活美学的内涵和价值。团扇的历史

最早出于何时暂无考证，但唐代时期团扇

已经非常流行，其是宫中和民间的寻常之

物，在团扇上赋诗作画又赋予其不寻常的

文化意义，小小的团扇不仅仅是艺术的载

体，更承载了文化的信息和含义。

本书第十讲《文脉苏州：一柄团扇中

的大乾坤》中以单独一讲的内容来谈论团

扇文化及其与生活美学的关系，可见团扇

虽小却隐藏着大乾坤。“2017年10月在杭

州举办的‘明月入怀——中国团扇文化印

象展’承载了含蓄内敛的传统文化精神，

透露了高雅精致的传统审美趣味，彰显了

深沉隽永的传统文化品格。”开篇由团扇

的展览引出话题，谈论传统物件技艺的传

承与延续，再通过展览中展出的一柄特殊

的文人雅集的团扇来论述团扇的艺术美

和日常生活之美与文化的关系，文中虽是

谈论团扇，实则分析的是文化的坚守与传

统工艺美学的内涵。本讲重点论述的是一

柄特殊的团扇，这柄扇是“过云楼”怡园画

社第三次雅集的团扇，其上凝聚了七位姑

苏晚清大名士的艺术才华。围绕扇面绘画

艺术，文章中有所描述，扇面正面为一幅

小青绿山水，由多位姑苏晚清大名士和大

画家共同完成，山、石、树木、点染、署款、

题跋各有所属，反面书法亦由两位名人书

法家完成。从这柄扇上来看表面上是表现

了晚清绘画艺术的水平，实则承载了晚清

苏州深厚的历史文脉，以及那些文人雅士

和士大夫阶层独特的审美趣味和日常生

活方式，更深层次地表现了苏州在江南文

化中的地位。可见，一柄小小的团扇足以

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使得审美成为一

种生活态度，它不仅仅是一件普通的物

品，而是充满着民族文化的实践精神，这

也正是日常生活美学所体现的深层次的

文化内涵。

日常生活美学的价值及意义

前面分析了日常生活美学在当下的

论争问题，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一种新的现

象的出现必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亦有其不

足的一面，能够引领潮流对时代发展起到

积极的推动作用便值得推广。从上面所谈

我们可以知道：日常生活美学实际上不同

于形而上的高雅艺术之美，它与人们的日

常生活紧密相连，实际上就是人们日常生

活中经常接触的事物美，包括周边的环

境、物件等日常用品，是在满足实用的同

时要求具有更高层次的欣赏性。所以日常

生活美学的价值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是其艺术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其实用的价

值。它可以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身心的

愉悦，可以培养人的高尚审美趣味和情

操。比如家里的家具和陈设，以及上面提

到的团扇，这些物件的形状、色彩、工艺等

等所表现出来的美能够潜移默化地持久

作用于人，使人不知不觉地喜欢它，这种

环境的影响又决定了一个人的素养和内

涵，所以一个人的思想性格和品位与他周

边的居住环境的审美标准和趣味息息相

关。日常生活之美不仅仅是起到装点的作

用，它在无形之中还起着鼓舞人心的作用，

日常生活之美可以为人们带来希望和力

量，所以提高日常生活之美是有必要的，人

们的衣食住行以及整个的生活环境和氛围

的提升，既是整个民族精神文化的提升，也

是对外形象的提升。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发达

了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进而就会有更高

层次的审美需求。因此，经济的全球化发

展、日益富足的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工作、

居住环境的优化促进了人们日常生活的

审美化。所以说，一柄小小的团扇不仅仅

是作为日用器物，更包含了民族文化的精

神，从一柄团扇中我们可以看到，日常生

活审美化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满足，更是

精神文化的提升，它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中

亦起到重要作用。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学界关于日常生

活美学的理论探讨越来越浓厚，美学走向

日常生活的现实性亦越来越强烈。一方

面，科技的发达、物质的丰富使得人们对

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开始重新思考生活

的意义和日常的满足；另一方面，信息技

术的更新和快速发展拉近了人与人之间

的距离，跨国公司隔着太平洋工作交流已

经是非常轻松容易的事情。随着信息技术

的发展，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愈来愈紧

密。“一带一路”的提出，有助于东西方经

济的融合、文化的包容，只有文化交流、思

想交流，才有可能带来经济的交流。在这

个社会日常生活方式深刻转型的时代，只

有让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走出去才能被

世界所认识。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有

效地推动了艺术在市民阶层的普及化与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进程。日常生活审美

化搭建了美学与日常生活之间对话的桥

梁，使美学得以超越艺术的阈限而为世

俗的日常生活注入美之源泉，从而构建

当代社会日常生活的价值体系，提升人

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中国民族文化在国

际上的地位。可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的

转型与提升是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

趋势，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亦具有一定

的推动作用。

当代美学的发展，走着一条

超越与回归之路。综观国外和国

内，都是如此。从世纪之交到新世

纪，美学这个学科走过了 20多

年，种种新的情况层出不穷，艺术

在变化，社会生活的大环境在变

化，美学也在变化之中。

当代美学的危机与新生

关于“美学”一词，有着广义

和狭义两种理解。各种西方美学

通史，都是从古希腊写起，一直写

到当代。种种中国美学史著作，也

是从先秦时写起，一直写到今天。

然而，朱光潜指出，德国人鲍姆加

登“1750年用‘埃斯特惕卡’来称

呼他的研究感性认识的一部专

著。从此，美学作为一门新的独立

的科学就呱呱下地了”。这说的就

是美学的广义与狭义的区分。狭义的美学起源于18世纪

的欧洲，由维柯提供了“诗性思维”、夏夫茨伯里论证了“审

美无功利”和“内在感官”、博克清晰描述了“崇高”范畴、休

谟引导了人们对“趣味”概念的关注、鲍姆加登造出了“美

学”(aesthetics)这个词、巴托系统总结了“美的艺术”体

系，由此，众多的美学学科的关键概念在18世纪逐渐形

成，到了18世纪末，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一书中得到了

综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美学体系。此后，在19世纪以黑格

尔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哲学家那里，得到了完善和发展。

康德和黑格尔的美学，所依托的是古典的艺术，他们

的理论是当时艺术理想的曲折反映。到了20世纪，现代主

义艺术的出现使这种美学面临种种挑战。黑格尔的美学遵

循“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公式而展开，黑格尔认为，最理想

的艺术是古典型的艺术，即理念与感性显现相互融洽，成

为一个整体。在此以后出现的是浪漫型艺术，理念超出它

的感性显现。

20世纪的西方艺术是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各种艺

术流派种类繁多、层出不穷，新的技术和媒介也在推动艺

术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艺术的发展也潜藏着

危机。先锋艺术的发展在发挥艺术家原创性的同时，也带

来了艺术与美分离的危机。艺术不再能创造美，不再是现

实美的集中体现，甚至与任何的审美感性体验都无关。最

典型的代表就是像杜尚的《泉》、安迪·沃霍尔的《布里洛盒

子》这样一些所谓的艺术品，它们与审美感受已脱钩。阿

瑟·丹托、乔治·迪基等分析美学家们在评论这些作品并为

艺术下定义时，已经将艺术与美的关系区分开来。先锋艺

术给美学出了一个难题，使康德、黑格尔式的美学面临着

挑战。

传统的艺术与美的关系，建立在作为“美的集中体现”

基础上的艺术理论，都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另一方面，现代

的艺术生产，或者说艺术不再是个人原创，而是以生产的

形式被制作出来之时，艺术就不再以过去的那种创造无功

利的审美对象的形式出现，而成为各种产品生产中的一

种。这时，康德所总结的“无功利的审美”就显得过时。

无论是先锋艺术还是文化创意产业，都对原有的艺术

及其概念构成冲击，也带来了艺术的危机。

美学需要超越，也需要重建

20世纪艺术的种种变化，使立足于17至18世纪的艺

术创作之上的美学面临着危机。一些18世纪建立起来的

美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在这时经受了种种冲击，从而显

得过时，不再能解决20世纪所面临的问题。面对先锋艺术

和文化产业的挑战，美学陷入了困境。不仅如此，日常生活

审美化的潮流使美走向了日常生活、工业生产、城市建设、

生态环境和乡村改造等等。美走向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

同时，艺术也开始逐渐脱离美的追求。

面对这种状况，沃尔夫冈·韦尔施曾经写过一本书，书

名叫《美学的消解》（Undoing Aesthetics)。这本书中描

绘了美学所面临的危机，当然，其中也开始探寻美学重建

的可能性。这本书的中译本的书名被译成了《重构美学》，

就是想突出这方面的意思。旧的美学需要消解，一些传统

的观念不再适用，要在旧美学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美学来。

带着这样的愿望，韦尔施在那本《美学的消解》之后，写出

了一本新书《超越美学的美学》。在这本书中，他分析了各

种对传统美学构成挑战的现象，探讨从中重建美学的可能

性。与此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很有意思的话题，例如传统的

美学具有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而超越美学将包括

超越人类的界限，走向自然的视角和动物的视角，探讨自

然与人的融合以及从动物到人的连续性等。

传统的美学具有无功利的倾向，而韦尔施所想超越的

也正是这一点。艺术是感性的，但这种感性不是康德所说

的知解力与想象力的和谐运动，其中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历

史因素。例如，他举戈雅的《1808年5月3日的枪决》这幅

画为例，它不仅是提供了“色彩活力、构图的创新”，而且

“完成了对一个历史事件的阐释”。关于审美，他说了一句

重要的话：“反思比静观更为重要。”

在这本书中，他还提出了一个特别的问题，即体育运

动所具有审美的功能以及它们与艺术的关系。确实，体育

运动常常要吸引比艺术品更多的观众，一些对抗性的运

动，例如足球，使得无数的人为之发狂，能否从艺术欣赏的

角度来思考它们，这样的思考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韦尔

施的论述可带来这方面的开放性。除此以外，他还探讨了

电子媒介对人的审美的影响问题，娱乐社会所带来的精神

堕落问题等等。最终，他集中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是后现代

以及它在艺术中的体现。

在当今的这种局面下，美学需要有一个新的开端。旧

的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当代的需求，美学已经不再能通过小

修小补解决问题。这个新的开端就是美学的重构，是在超

越传统之后，重新建构美学。

当代性美学提出的背景

当代性美学不是后现代美学，美学本身就是具有现代

性的。前面说到，朱光潜认为美学这个学科是18世纪才形

成的，在此之前，他说有“美学思想”而没有“美学”。他写

道：“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不过两百多年，美学六年

是非成败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当我们引入了美学的消

解和重构、超越美学的美学等一系列的概念之后，就有了

从更长时段的对这个学科进行考察的视野。

“美学思想”是“美学前的美学”，这时没有“美学”之

名，却有着各种关于艺术和美的概念和思考，这是第一阶

段。此后的第二阶段，就是一部从18世纪至20世纪所出

现的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美学史。从18世纪所形成的各种

美学范畴和概念，到19世纪的一系列美学的大体系的形

成，再到20世纪所出现的英美分析美学对美学的体系的

反拨，以及欧陆美学对体系的更新和深化，构成了现代美

学史的核心内容。

20世纪后期所兴起的风起云涌的“后现代”浪潮，席

卷了各门学科，也对美学和艺术的各个方面的研究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然而，“后现代”所起的作用，主要还是对既有

体系和观念的冲击。“后现代”带来了去中心化、多样性、反

理性。它们的价值常常不在其本身，而在于它通过破坏既

有秩序而带来的新的可能性。

在艺术上，反形式、反理性、主张美与艺术的分离成为

后现代美学的典型特征，造型艺术中杜尚的《泉》、音乐方

面凯奇的《4分33秒》都是如此。这些艺术可以认为是具有

“后现代”的特质，对“现代”美学所主张的艺术之美的反

动。这种艺术上的先锋派革命在彻底改变艺术的面貌，在

艺术史上具有转折性的意义。然而“后现代”毕竟只能是一

个过渡时期，艺术与美不可能长久地脱离。艺术不能没有

美，尽管这种美会变化，新时代会产生新的美。

许多研究者提出一个口号“建设性的后现代”，实际上

这种口号本身就体现了对“后现代”的破坏性的不满。“后

现代”不建设什么，只是以破坏为建设。然而，破坏以后还

是要建设，因此“后现代”之后，一种“后后现代”是否可能？

一些学者将这种“后后现代”称为“当代”，这是一个很好的

提法。因此，不是所有的时代都可以被称为“当代”或具有

“当代性”。“当代性”有着其特别的内涵，它是对“后现代”

的反拨，在“后现代”代表着一种批判性和否定性之时，重

回建设性和肯定性；在“后现代”具有一种姿态性的话，那

么“当代性”则更具有时段性。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中国，

都是如此。走出抽象的思辨，面向当代社会、当代生活和当

代艺术，进行建设性的研究，仍应是主要任务。

当代性的内涵

“当代性”的美学是回归的美学。思想的历史，呈现出

螺旋式上升的态势。现代美学的基石，就是美与艺术的结

合。当艺术高于生活，以追求美为目的时，一些重要的美学

概念就相继形成，最终形成了现代美学体系。“后现代”的

美学以“美”与“艺术”的分离相号召。后现代的美学家们认

为，艺术不一定美，甚至艺术不再追求美。这种主张，在最

初也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古典式的美，在崇高、滑稽等概念

出现以后，就受到质疑。美的概念后来就被美感所取代，而

美感也被广义地理解，指the aesthetic，即感性，将各种

能引起感受的审美特性都包括在内。

美感的扩大，原本也是有底线的，即它仍必须是某种

感觉，与对象的某种外在特性相对应。这是美在感性的最

终底线。然而，后现代美学则冲破了这一底线，因此成为反

美学。当人们说杜尚的《泉》成为艺术品是由于它的光泽和

造型时就成为笑话，它成为艺术品与光泽和造型等任何的

感性特征都无关。同样，《4分33秒》成为艺术品也与这段

时间所出现的某种声音，或者“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说辞毫

无关系。它们只是一种美术史上或音乐史上的事件而已，

无关乎它们有什么感性特征。这是一种美与艺术的彻底的

分离，是一种脱离美的概念艺术。也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后

现代思潮对美学构成了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美

学是一种否定的美学。然而，否定以后还需再否定，正像艺

术终结以后还需再开始一样。美与艺术的关系还需再勾

连，艺术还是不能离开美的。

具有当代性的美学，克服了现代性美学的统一性要

求，却继承了后现代所追求的多样性、区域性，与各地方的

历史传统和现代要求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生长在各自文

化之中的美。在“世界文学”的大潮之下，反对整齐划一性，

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坚持“复数的世界文学”的取向。在图

像接受跨文化共性的意识中，强调文化的差异性。

当代性带来了对文学艺术历史书写的新意识，历史叙

述与历史解读具有双向互动关系，历史叙述遵循从古到今

的顺序，而历史解读后形成的概念的支配具有逆向性。这

时，就会形成双向互动的关系。同时，文艺理论的历史也具

有双向性，一方面依附于文学艺术的历史发展，另一方面，

新概念和新方法的形成也造成理论史的改写。由此，有必

要提出一种作为理论抽象的“美学时间”，来说明时代与文

艺繁荣的关系。

回到本文的论题上来。美学超越以后还须回归。这种

回归，要重新回到感性，建立新感性。这种美学要面对日常

生活审美化的变化，要面对市场的大潮，新技术带来的新

语境，要思考艺术的边界，也要将民族、文化、时代的因素

容纳进美学中来考量，还要考虑美育与社会改造的关系。

当代的美学，迎来了一个新的繁荣的时期。美学一方面要

服务于文学艺术实践，也需要理论自身的完善。在当代社

会生活和当代文学艺术中，出现大量的审美与艺术现象，

也有着迫切的理论需求，这是美学发展的契机。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