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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艺术美学概论》：中国美学教育新风向之探索

艺术美学，现如今愈加成为艺术学学科领域当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美，是每个民族都有的一种文化概念，但对“美”的研究

却要从近百年说起。18世纪德国美学家鲍姆嘉通首次提出美学概

念之后，经过康德、谢林等人的不断深化与发展，美学学科内涵

得到了持续的完善，并且逐渐从哲学的大体系中独立出来。他们

确认了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了它是一种“通过正确途径获得美

的认识的方式方法的理论”。而真正将艺术与美学紧密相联的人系

黑格尔，他的代表著作《美学》—— 给予了美学学科以艺术领域

的生命阐释，也正是在他及之后诸多学者启明星般的带领下，艺

术美学逐渐成为了艺术与哲学、美学之间重要的沟通桥梁。

论中国传统意境理论的现代性转换
——评《艺术美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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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艺术美学概论》是一本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引导下，集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及现代美学理论的发展新观念于一体的

学科著作。其欲探索的是具有中国现当代艺术特色的美学学科结构。这本书不仅给予了专业领域关于建构艺术美学体

系一定的参考，也对业余想要了解艺术学领域的大众敞开了学术理论的大门，是一部专业性、系统性、科普性极强的

美学入门学科著作。其中赵崇华教授在第六章开篇中，提及到的关于中西文化交融的意象理论研究以及中国传统艺术

思想的现代转化问题，也恰是我国文艺美学理论中急需建设的课题之一，因此本文将以意境论的现代性转换为题进行

讨论，对转换之必要性，以及转换方式等作出具体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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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艺术美学研究于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探

究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从古至今，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对中华

民族的传统艺术有着指导性的作用，传统艺术因各类艺术精神而

具有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经过日积月累一代又一

代的沿袭，逐渐成为了我国民族精神内核的显性符号象征。显而

易见，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但作为精神敷料的传

统艺术精神至今却仍未得到充分的开掘，因此现在的我们应以深

入探析中国艺术精神为己任，放眼于世界，在博取世界艺术理论

众家之长的基础上，不断地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精神之内

涵，而艺术美学在此即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 它不仅是艺术与哲

学的沟通桥梁，更是成为了中国艺术精神与世界各民族艺术的连

接纽带。中国艺术精神借助艺术美学丰富自身的同时，艺术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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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建立了世界上各民族艺术的内在联系。因此随之而来的关于中

国艺术美学学科体系的建构，以及美学教育工程的建设等一系列

的工作就显得格外急迫。而《艺术美学概论》这本书即是提供了

探索建构极具中国特色的艺术美学学科体系的一种新的可能性。

《艺术美学概论》是一本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引导下，集

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及现代美学理论新发展观念于一体的学科著

作。这本书不仅给予了学科专业领域关于艺术美学体系建构方面

一定的参考，在纷繁复杂的中西理论碎片中理清了框架，在涌动

的历史长河中抽丝剥茧；同时，也对业余想要了解艺术学领域的

大众敞开了学术理论的大门，以推动全民美育为己任。

其中第六章以“意境”为主题的探讨，在博取众家之长的基

础上，对意象与意境概念进行溯源，并指出近现代中西混用“意

象”之区别，同时在此背景下阐述了“意象”与“意境”概念之

间的交叉与差异。对艺术情境与艺术典型的描述也相当具有阅读

价值，通过定义、艺术特征、二者之间的比较来对情境与典型进

行了具体的说明。整个章节以作者深厚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清

晰明了的行文方式，给读者讲述了中国传统艺术思想中最为精华

的部分 —— 意象、意境理论。同时在开篇中，作者提及到的关于

中西文化交融的意象理论研究以及中国传统艺术思想的现代转化

问题，也恰是我国文艺美学理论体系中急需建设的课题，因此本

文将以意境论的现代性转换为题，对转换之必要性，以及转换方

式作出具体阐述。

二、从《艺术美学概论》看意境论的现代转换

（一）“意境”论现代转换之必要性

在本书中，对意境及意象概念作出了详细说明。从清代开

始，意境内涵多被解析为“情景交融”，逐渐与“意象”一词的

概念混淆，故在中国古典美学理论现代性阐释的道路上，现代学

者们其实最初更多的就是在重新建构“意境”与“意象”的边

界。如叶朗先生就认为，“意境”之内涵是大于“意象”的，其

本身并不是单纯的情景交融，而是一种“象外之象”，每个艺术

作品都具有“意象”，但却并不都存在着“意境”。如果说“意

象”的一般规定性被理解为一种情景交融，那么“这种象外之象

所蕴涵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的意蕴就是‘意境’的特殊的

规定性。”

意境论实则在中国传统艺术理论当中已较为完善，但事实上

在面对愈加多元化的世界艺术，“意境”之使用似被固定在传统的

框架中显得较为刻板僵硬，其似乎无法清晰阐明现在一些更加特

立独行、个性化的艺术形式，因此意境论的现代性转换仍有着亟

待解决的必要性。

首先大众艺术审美文化的嬗变，使得以前的意境理论无法完

全适应现当代艺术的发展。从艺术接受学的角度来看，艺术不仅

是艺术家的产物，更有赖于媒介的传播和艺术接受者的审美再创

造，艺术作品的群体认同性和大众观赏性使得艺术需要不断地发

展与创新。所以那种重感悟、重趣味的审美方式，正在被先锋式

审美意象所代替。那种中国传统古典美学当中的“象外之象”“天

人合一”，也无法很好地解释主张个性自我、标新立异的行为艺

术、装置艺术等现代艺术门类。那么该如何用传统古典美学的

“旧瓶”装新时代艺术的“新酒”，如何使以意境论为首的传统艺

术理论研究适应如今多元化发展的艺术，以至重新获得新的生命

力，是我们所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其次，经济全球的一体化，世界各方面的多元化网格式的交

叉发展，如果要在世界艺术理论平台上崭露头角就必须扩大和完

善自己民族的文艺理论话语视域，所以更需要具有一般艺术特性

的理论研究 —— 能够适用于现当代艺术的具有普适性的理论研究

作为支撑。而意境论是最具有这个潜能的，其作为中国从古至今

流传下来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理论研究本身具有相对稳定性，

高度的大众认可性，因此作为中国古典美学核心的意境论，更不

应该始终保持“封闭内销”的研究方式，而是要以一种大家姿态

面向世界，体现出一种世界级的包容性和普适性，即“要求意境

理论建树既要扎根于民族大地，又要拥有世界性眼光。”从这样

两个角度来思考，如何建构现代性转换的“意境”论，确是中国

文艺理论建设所必须解决的课题。

（二）论如何进行“意境”论的现代转换

要做到意境论的现代性转化，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将意境的范

畴进行重新阐释，即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拓展 —— 广度和深度

的延申。一方面，由上文可知意境在清代之后主要被定义为情景

交融，是主观情感和客观景物相融的产物，且意境论在旧时更多

是被限制在了同抒情类型的艺术作品中，所以其理论研究方向的

现代性转化不应只局限于纯粹的抒情作品，而应该更适应于研究

抒情与象征、叙事与哲理等不同种类的艺术作品，即一种深度的

挖掘；另一方面关于广度的延展，是指意境论对艺术门类研究的

扩展，即意境不应该只是针对中国传统诗文、绘画、乐舞等范围

的研究，而是需要面向世界，面向更为复杂化、多元化的艺术形

式：现代与传统，先锋与古典．.....意境论所应该具有的普适性，

持久性，要让其能够适应古往今来大多数的艺术作品和艺术类型

的研究。

其次， 意境之定义是否可以重新进行说明， 让其成为同

“美”一样的概念模式，也是可进行现代性转化的关键所在。关

于“美”的划分普遍来说会将其区分为两种含义进行理解，即为

生活中的“美”和艺术中的“美”。生活中的“美”为泛指，是

形容词前缀或者是“赞美”事物的动词形式，所谓“美”字的来

源之一就是作为“羊大为美”的口舌之美，是生活化且与人相关

的。而作为艺术研究对象的“美”是具有专业性的，且有广义狭

义之分：在艺术中狭义的“美”是指一种纯粹的范式，是古典时

期米隆的《掷铁饼者》中人体比例的和谐之美，是毕达哥拉斯学

派所倡导的黄金分割之数字比例的完美，是文艺复兴时期每个艺

术家所想要创造出来的艺术标准美，这种狭义的“美”实际上更

符合大众心中关于艺术美的定义；而另一方面关于艺术中的广义

“美”，则是“审美”的“美”，是指包括了崇高、悲剧、喜剧、

荒诞、丑等一切审美形态在内的审美对象。

同理，“意境”作为现在同样是研究一般艺术，且具有普适性

的理论概念，其定义是否也可以类同“美”进行区分。叶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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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早在其文章《说意境》的开篇中指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其实经

常也会使用“意境”这个词，大众会在欣赏完一部电影之后评价

道“这部电影很有意境”，或许也会在游玩时看到一片江南烟雨

景象赞美道“这个地方很有意境”，但这里的“意境”究竟与艺

术专业领域的“意境”含义是否相同？生活中人们所常说的“意

境”确乎是有一种艺术美的含义倾向，是既模糊又确定的。“模

糊”在于生活中人们常用的“意境”之内涵与“漂亮的”、“好看

的”、“有观赏性的”等等更为相近，是类似形容词式的表达，但

具有形容性的词汇其本身在语义上常常带有不确定性，或者说是

一种“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者的主观性。而说

其为“确定”的点又在于，生活中的“意境”也像是人们心中对

于该概念具有的一个基本范式，是普遍大众审美关乎于“意境”

这一定义的标准，似乎迈过那么一条准则或者符合一些条件，生

活中的处处景色或是事物，人工的或是自然的都可以被称之为是

有“意境”的。就像17世纪的法国画家克劳德·洛兰所绘制的自

然景象如梦如幻，几百年来一直被大家当作是自然崇高美的典范

和标准，贵族们会以他画中的景象来修整自己的庄园庭院，去达

到一种自然美的范式；旅者们也会用他的图画美来比较欣赏现实

中的自然美，以找寻到如他画中那般的美景而感到无比欣慰。

由此可以看出，人们的审美视野又总是在先验的基础上构

成，从接受美学的角度上来说，所谓期待视野总是在之前的各种

经验、审美过程中产生，因此对于生活中的“意境”一定会有一

个形而上的范式，或者说是审美预期，它可以构成我们将某些事

物、景色称之为有“意境”的理由。而这就与我们所谓“象外之

象”、“境外之境”的纯粹艺术理念中，已经被规定得比较完善的

“意境”论存在一定的差异，宗白华先生认为的“意境”是一种

包含生命内在的“动”，是中国传统生命哲学的体现；叶朗先生

则强调“意境”是一种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的意蕴，更是艺

术作品所必须揭示的某种人生意味．.....但不管哪一种学术性的说

法，其实都与生活中人们普遍使用的“意境”有所出入。因此，

如上文所述若重新定义，或者再次探讨关于生活与艺术中的关于

“意境”的边界问题，也许对“意境”论的现代性转换即是有帮

助的。

结语

《艺术美学概论》，其以艺术美学为母题，从深度上对中外

美学观念进行了溯源，甚至是对审美思维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

从广度上对艺术创造，艺术传播过程，以及审美境界等方面作出

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研究的阐述。这本书给予了我们普及

大众美学教育的范本，也给予了一般艺术理论研究走入大众视野

的契机。

中国艺术理论的研究与所谓意境论的现代性转换之境况类

似，不管是中国传统艺术精神，还是被包括在内的意境论，都具

有较长时间的文化积淀和深厚且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内容。但它

们在现代性视域下的阐释和解读仍然是不充分的，都需要在具

有相对稳定的理论体系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先走进审美特定对

象 —— 观众，读者，听众，从而再走向更广大的人民群体。同时

这样的理论转化又要立足于民族，更要面向世界，要成为普适性

和一般性都极强的理论学科并非易事，需要学者们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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