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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美学 艺术比较讨论会综述

中华全国美学学会
,

湖北省美学学会
,

湖北省

文联
,

武汉大学
,
华中师范学院

.

武汉建材学院等

联合举办的中西美学与艺术比较讨论会于 1 9 8 4年 10

月 2 4 日至 27 日在武汉召开
。

国丙许多著名的美学家

和中青年美学工作者共 10 0多人参加 了大会
。 `

一

中西美学艺术比较讨论会是在我国开创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
。

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要求我们的美学必须面向世界
,

瓦向

未来
.

而向现代化
`
这就向美学提出了如何通过对

中西美学的比较研究
,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
.

密切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这个重要

课题
。

解放后
,

我国美学界对西方美学史的研究取

得 了一批成果 (如朱光潜
,

汝信
·

蒋孔阳等的西方

美学史著作 )
。

近年来
,

关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也得

到了开拓 (如李泽厚
、

刘纲纪的多卷本《 中国美学史》

将陆续间世 )
。

这次大会试图对中国和西方这两种不

同的历史和文化系统的审美实践和美学理论的比较

分析
,

促进我们中华民族的艺术和美学的发展
,

也

促进中外艺术和美学的交流
,

以期对完成时代向我

们的美学提出的新课题有所帮助
。

对中西美学和艺术进行如此规模的比较付论
,

这在我国是第一次
。

这次大会分析了中西关学和艺

术的具体实际
,

回顾了比较艺术学和比较美学的发

生和发展 (包括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 )
,

也介绍了五

四以来中国学者对中西艺术和美学的比较研究以及

苏联等国外汉学家对中西美学和艺术比较研究
。

大

会在许多根本性问题上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
。

会认为为比较而比较是错误的
,

并且认为比较应当

是实质性的比较
,

着力找出规伴性的东西
,

不应当

是资料的堆积
,

现象的描述和简单的类比
。

大会对

美学和艺禾间题进行比较的条件进行了讨论
,

认为

比较必须合乎
“

可比性的原则
冲 ,

这就是说任何两项

(或两项 以上 )的事物必须具有共同的基础
,

或属于

相通的领域
,

这样才能进行比较分析
,

同中求异
,

异中求同
、

相反
、

违背
“
可比性的原则

刀
的比较美学

和比较艺术学只的流于穿凿附会
。

大会针对中西美学和艺术比较的具体实际
,

强

调 了比较分析应注意的几个方法论问题
。

(一 )要进

行整体分析
。

对中国和两方两个不同系统的美学 和

艺术进行比较
,

必须完整地
、

全面地
、

把握它们各

国的不同特点
,

力求做到学贯中西
,

避免知其一
,

不知其二的片面分析
。

(三)要进行动态分析
。

对西

方
、

应该看到古希腊
、

文艺复兴
、

十九世纪
、

二十

世纪的不同发展阶段的质的特点 ; 对中国
,

也应看

到先秦
,

魏晋和宋元明清的质的特点
。

凝固的分析

是无法把握中西文化和整个人类文化的发 展 变 化

的
。

关于比较分析
,

大会也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
,

逻辑与历史统一等问题
,

认为这是中西美学艺术 比

较应遵循的原则
。

2
、

中西艺术审美之比较

.

关于比较美学和艺术学的方法论

比较美学和比较艺术学实 际上是比较这种科学

方法论在美学和艺术学领域的具体运用
。

大会认为
,

比较分析法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科学方法
。

运用比较

法
、

能够使我们对不同事物的部分
、

要素
、

属性
,

分析出其相同点和不同点
,

并在更高的层次上总体

性
,

综合性地把握事物的本质
。

由于 比较美学和 比较艺术学是一种比较方法论

的具体运用
,

而不是美学和艺术学本身
,

所以
,

大

从远古 以来
,

中华 民族和西方 民族便在各自生

息的土地上
,

逐步创造了 自己的文化系统
,

也创造

了自己的审美系统
,

一直发展到现在
。

但是
,

中西

艺术审美质的特点是什么呢? 大会在讨论中发表了

三种观点
:

(一 ) 中国艺术是表现
,

而西方艺术是再现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与西方艺术审美之差在于表

现与再现之差
。

中华民族注重天人合一
,

强调人与

自然的和 皆统一
,

而西方民族则注重天人 之分
,

强

调人与自然的 区别对立
。

同时
,

中华民 族 注 重 主

体
,

人类
,

高扬了主体人类的地位
,

西方民族则注

重客体
,

自然
、

强调 了客体自然的意义
。

因之
,

中



华民族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
,

西方民族强调认识

与科学
。

与此相适应
,

中国民族的审美艺术与善
、

道

德相关
,

西方 民族的审美艺术与真
、

科学相关
。

因而
,

中国古代的艺术家强调抒情
、

写意
,

表现
;
西方古

典的艺术家强调写实
、

再现
、

摹仿
;
中国艺术着力

描写 内在心灵世界
,

创造意境
,

西方艺术着力描写

外在现实世界
,

塑造典型
。

所 以
,

中国抒情诗
,

写

意 画紧荣
,

西方史诗
,

小说
」

兴盛
。

这种不同曾经在

中西艺术审美史上绵延了漫长的年代
。

但是
,

近代和现代
,

由于 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

的发展变化
,

在审美和艺术方面
,

中国和西方却发

生了奇异的相互递转
。

一方面
,

中国的审美艺术背

离了古典表现的审美原则
,

而 回归于西方古代再现

的审美原则 ; 另一方面
,

西方的审美艺术抛弃了传

统再现的审美原 则
,

而 回归于中国古代表现的审美

原 则
。

当然
,

这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复
,

它依然打上

了现代 的历史烙印
。

(二 ) 中国艺术不是表现
,

西方艺术不是再现

这种观点认为
,

试图以表现和再现两个范畴来

概括中西方几千年的艺术审美实践是不合实际的
,

是使历史合乎逻辑
,

而不是使逻辑合乎历史
。 :

这种

观点强调了问题的复杂性
,

认为每个时代的审美原

则都是多样化的
,

而非一元化的
,

如中 国 先 秦 的

《诗径 》和《楚辞》
,

又如近代西方仿繁众多的艺术梳

派
,

都很难纳入表现或再现的公式
;
而且审美原则

也是不断自我更新的
,

并不是始终保持一种僵死不

变的状态
。

中西艺术美学发展的历史证 明 了 这 一

点
。

这种观点认为任何一个力图包揽万象的理论圆

圈都径不住事实的检验
。

(三 ) 中国艺术偏重表现
.

西方艺术偏重再现

如果以为 中国艺术绝对是表现
,

排除 了再现
;

两方艺术绝对是再现
,

排除了表现
,

那未免有些形

而上学
。

第三种观点认为
,

任何艺术 的审美原则都

是表现和再现的统一
,

不可能是没有表现的再现
,

也不 可能是没有再现的表现
。

表现和再现的统一
,

是一般艺术 的特性
,

也是中西艺术 的特性
。

当然
、

在表现和再现的统一体中
,
由于两者关系不一样

,

也会形成不同的艺术特点
,

而中西艺术的不 同
,

正

在于前者偏重表现
,

后者偏重再现
。

在承认艺术是

再现和表现统一的基础上
,

又看到中西艺术的不同

侧重点
,

并进行具体的
、

历史性的分析
,

这可能是

比较合理 的
。

3
、

中西美学形态之比较

每个 民
;
族都有自己 的思维方法和思维形式

,

中

西民族由于各国思维方法和思维形式的不同
,

也形

成 了不 同的美学形态
。

对于 中西美学理论形态的 比较分析的结果是
:

大会一致承认西方美学是思辨理论形态的
。

但对于

中国美学形态却引起了争论
,

存在三种观点
:

(一 ) 中国美学是经验性的

这种观点认为
,

西方重自然
,

重对自然规律的

分析
,

所 以
,

逻辑和思辨发达而完善 , 而中国重人

事
,

重对伦理规范的领悟和实践
,

所 以
,

逻辑和思

辨遭到了排斥和压抑
,

这样
,

中国的理性思维远远

不如西方
,

它自身却发展了一种独特的感性思维
。

中西在美学形态上所表现的思维差 别在于
:

西

方的美学是哲学化钓
、

而其哲学是科学化的
;
中国

的哲学是美学化的
,

而其美学是伦理化的
。

因此
,

这

种经验形态的美学的特点是
:

第一
,

它没有严密的

逻辑体系
.

而西方美学则一向是哲学的一个部分
,

有着科学的论证和演绎
,

如康德的《封断力批判 》和

黑格尔的《艺术哲学 》
。

中国却没有一部美学著作可

以和心判断力批判》和欢艺术哲学》相比
,

中国的美学

思想大都散见于一般的 哲 学 论 著 以 及 诗论
、

文

论
、

画论
、

乐论之中
,

很难建立一个作为整体的结

构和组织
。

第二
,

它役有高度的抽象思维
。

西方的

美学则有很明确的范畴
,

每一个美学范畴都进行了

较为 细致的规定
。

而中国的美学概念还没有真正提

升到范畴的高度
,

它是直观的
.

经验的
,

模糊的
,

歧义的
,

这样就很难科学地把握和表述艺术审美的

本质规律
。

由此可见
,

中国古典美学并不是现代意义的美

学
,

而是处于一种潜在的美学状态
。

可以说
,

中国

古代没有关学
,

只有
“
潜美学

, 。

(二 ) 中国美学也是思辩性的

针
·

对第一种观点
,

第二种观点指出
,

不仅西方

美学是理性思辨形态的
,

而且中国美学也是理性思

辨形态
。

它认为
,

如果说西方民族的思维发展到理

性高度
,

而中华民族的思维只是停留在经验水平
,

那么
、

中国这个 民族就根本不能是具有高度文明的

民族
,

而只能是原始民族
。

中国民族既然不是原始

民族
,

而是文明民族
,

那么
、

中国 民族的思维就绝

对不是感性经验的
,

而是理性思辨的
。

中国美学的

思辨程度与西方美学的思辨程度相 比毫不逊色
。

这种观点指出
,

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 比起西方

哲学和西方美学来固然没有那么庞大 的结 构
,

但

是
,

其言简意赅 的表述中却有一个非常完善的思想

系统
,

如先秦诸子学
.

魏晋玄学
、

宋明理学等
,

都



有明确的哲学图式和关学图式
,

这是不能简单加以

否定的 , 同时
,

中国民族的哲学和美学中
,

也有极

为抽象的范畴
,

如
“
道

” 、 “
理

” ,

就不是一种经验的描

述
,

而是理性思辨的杰出产物
,

这也不是能简单加

以否定的
。

因而
,

中国不仅有美学
,

而且有十分发

达的美学
.

中国先秦的美学超越了古希腊的美学
。

(三 ) 中国美学是感性直观与理性思辨的统一

这种观点认为
,
上面两种观点貌似对立

,

其实

相联
。

中国传统美学形态的特征正在于它处于感性

直观和理性思辨之间
,

微观把握和宏观把握之间
。

因此
.

既不能把中国美学的特点归结为感性经验的

描述
,

也不能归结为单纯的理论思辨、 它同时包含

着这两个方面
,

并且是不可分割地相互 渗 透 在 一

起
。

一方面
,

中国美学中直观表埃很多
,

这一点它

不同于西方美学
,

另一方面
,

在这种感性直观的表

述中蕴含着报为深邃的哲学思考和洞见
,

其内容博

大宏阔
。

因而
,

它完全足以和西方美学相互辉映
。

4
、

关于民族精神

艺术和美学是 民族精神的重要 表 现 之 一
。

因

而
、

当我们进行美学与艺术的比较分析时
,

就不得

不触及到美学和艺术现象之后的 民族精神的实质
。

而且
,

我们 目前对中西两个民族的艺术美学的 比较

分析
,

其 目的之一正是为 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

光大我们民族精神那些优秀宝贵的东西
。

在讨论中
,

个别同志认为
,

中华民族精神大致

可以概括为理性精神
、

自由精神
、

求实精神和应变

情神四个方面
。

其中和艺术
、

美学密切联系的是理

性精神和自由精神
,

前者 以孔子的儒家 学 说为 代

表
,

后者以庄子的道家学说为代表
,

两者对中国美

学和艺术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

而对我们传统民族精

神的研究
,

不只是一个同美学
、

艺术有关的间题
。

关于传统民族精神的评价
,

一种是肯定的
,

认

为西方工业生产
、

物质文明高度发达
,

而人类自身

却感到空虚
、

无聊
,

渴求糟神文明的建设
。

中国古

代的民族精神
.

哲学和艺术将会超越国界
,

具有世

界意义
。

另一种意见是否定的
。

他们认为对传统民族精

神不能估计过高
,

实际上它有很多压抑人性
、

阻碍

人类自身发展的东西
。

第三种观点认为
,

不论对西方的民族精神
,

还

是对中国的民族精神
,

都不能一味肯定或否定
,

而

应当进行马克思主义 的具体历史分析
,

妄自菲薄
,

妄自尊大都是错误的
。

还有个别同志认为
,

可不可

以设想
,

在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指导下
,

一方面

批判继承发扬我们 民族的优秀传统
,

另一方面批判

地借鉴吸取西方文化中一切合理的东西为我所用
,

创造出一种
,

比古代传统的中国文化和近现代西方文

化更高的文化呢 ?

(彭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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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职责是
:

拟定有关招标工作的方针
、

政策和办法
,

制订招标章程
,

统一管理与协调全

国的招标工作
,

对各中心城市的招标咨询分公司实行业务指导
,

定期或不定期发布有关信息
。

2
.

中心城市的招标咨询分公司

根据业务开展的需要
,

可先在上海
、

北京
、

天津
、

武汉
、

广州等五个中心城市设立招标

咨询公司
,

作为中国咨询招标公司的分公司
。

性质
:

应作为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实体
,

实行独立核算
,

自负盈亏
,

实行有偿咨询
。

开办

初期
,

为了使公司得以逐步发展
,

在数年内应免缴一切税金
。

3
.

建立信息系统
:

招标公司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

就是要建立起一个国际国内的经济信息系统
。

应配备电

子计算机
,

将生产企业产品名称
、

规格
、

质量与性能编成程序
,

输入电脑中储存
,

建立数据

库
。

公司应设有信息 中心
,

分公司设终端
。

这样可以保证各分公司随时都能得到充分的信息
,

从而可以促进工作做得更好
。

最后还应指出
,

进 日招标与对外开放并不是相互矛盾的
。

进 口招标不会限制对外开放
,

而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对外开放的方针
,

把进口工作做得更好
,

引进更适用
、

更廉价的设备与

技术
,

以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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