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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张法，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美学学科点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生张
军：简要谈谈你近年来的美学人思方式和历程。
张法：自1999年以来，因各种因缘，如教学需要，出版社约稿，申请项目需要，等等，我对美学原理
、中国美学史、西方当代美学、比较美学、中国现代文艺、佛教艺术，都进行了思考，出了专著，而
且在不断地进行修订。
从现象上呈现为一种跨学科游走，这样做的好处是，你写某一个领域，往往会被局限在一个领域内，
看不见一些由于学科划分而带来的思考盲点，当你从一个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自然会使你从新的角
度去看待原有的领域，由不断地变换领域而不断地进行着多方向的互看，构成了我近年的主要。
工作，《美学导论》、《20世纪西方美学史》、《佛教艺术》、《中国美学史》都出了新版。
可以说，我至今还没有从这一团团转的迷宫里走出来，2006年底，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中西美
学原理比较研究》也已完成，还是在这一迷宫之中，正因为身在此中，因此，对这一多视角的互看，
更多的是一些感性上的苦乐，但如果非要自己强行归纳出什么“入思方式”来，我想，是否可以这样
说，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在自己的现代化历程中，第一次正式地和全方位地汇进了全球一
体化的进程之中，而中国学界在研究视野上还远未正式地立在一个世界性的眼界上。
我于1995年去美国，特别是在哈佛大学，深刻地感到了在学术视野上的差距，因此，如何从中国自身
的研究和中西比较的双边互看选人到一种全球性的多方互看，是我在“入思”中努力想达到的一个方
向。
在我近年出版的著作中，都或多或少地呈现出一些对这一方向的努力，相对来说，两本专著《走向全
球化时代的文艺理论》(2005)、《佛教艺术》(2004)和两篇论文《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使命的转变》、《
现代汉语与中国美学史的写作》，把这一方向体现得明确一些。
张军：从你说的最后一篇文章《现代汉语与中国美学史的写作》，我想到一种现象。
美学自西方传人中国以来，中国美学学者一直致力于以西方学术规范摄取中国美学文献。
不是说，这种做学方式必定就是东方主义的，而是我们不得不如此，除此之外，我们不可能有其他的
书写中国美学史的方式。
这里的问题是，如何站在今天的角度书写古人？
这种书写是否必定只是中国人在现代化生存处境中对传统文化的想象性构造？
在近百年来的中国美学史书写中，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曲折？
你撰写中国美学史的立意何在？
文艺学界的古代文论转型提了好多年，中国古典美学也存在一个转型的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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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上中下三篇，选取了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比较美学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是力图凸显一种
汉语美学的精神。
自美学从西方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的美学学人除了介绍西方美学和其他文化（比如苏俄、印度、日本
等）的美学以外，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以什么方式写具有普适性的美学原理；第二，以什么境
界写具有千年传统的中国美学史；第三，以一种什么样的框架去写具有世界胸怀的比较美学。
这三方面的探索，可以说，较能够代表汉语美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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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审判现象描述1．美，从何谈起从柏拉图始，西方美学把给出一个有关美的本质的定义看成是解释审
美现象追求的前提。
但什么是正确的美的定义，两千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难以解决。
西方美学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磨难后，悟出了用追求美的本质方式去获得解释审美现象，去展开审美
之学是错误的。
美的本质的问题属于分析美学认为的形而上学问题。
如果哭的本质存在而又可以定义出来，那么，其定义必然是可以而且终将被证伪的；如果美的本质存
在而又不可言说，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另外一种寻秀的方式，像老子对于“道”，孔子对于“仁”，禅
宗对于“佛境”，海德格尔对于“存在”，明知其不可说而用了一种智慧的方式去说。
然而，去“说”不可说，说与所说之物的不相等性，使其“说”必然呈现出一种思辨、智慧、玄学形
式。
因此，对其“说”，听者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说者从不强求人人皆信。
因此，在信奉最高之道不言说的中国古代，两千年来，智者哲人的一句常言就是：“此难与俗人道也
。
”然而，美作为现代之“学”，一个起码的要求就是：说出来大家都能懂。
既然不能从美的本质谈，美从何谈起？
从审美现象谈起，从人面对一朵花、一棵松、一幅画、一首诗谈起。
也许人们要说，在没有获得美的本质之前，你怎么可以断定这花、松、画、诗是美呢？
你怎么能够担保你认为的它们为美和解说它们所以美时没有个人、阶级、时代、民族、文化的偏见和
局限而是错的呢？
从理论上说，既然美的本质是永恒的，适合于一切时空，那么，它也应该适合于我所处的时空的美，
如果它不适合我的时空的美，那么，它就不是美的本质，是我证伪了美的本质。
人不可能永恒，只能是具体的人，只存在于具体的时空中，而美的本质作为一个抽象，则来源于对所
有具体的美的沉思。
因此，每一具体的有限美中都包含了美的永恒性和无限性。
从现实上看，人面对花、松、画、诗，这些具体的美，之所以要追问美的本质，并不是为了美的本质
本身，而是想通过得到美的本质来更深刻地理解具体的美。
既然理论史已经表明不可能得到美的本质，我们为什么不重新回到我面对美这一现象本身，通过这一
现象重新思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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