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下）2018.12

应该承认，在中国当代美学中，除了老一辈的广义“实

践美学”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产生的“新实践美学”和“实

践存在论美学”以外，“生命美学”肯定是影响很大的一种当

代“美学”思想，即使在“后实践美学”（“生命美学”、主体

间性的“生存-超越”美学和“存在美学”）也是如此。所以，

刘士林博士早在 2000 年就撰文指出：“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

就 20 世纪出现的以蔡仪为代表的认识美学、以李泽厚和刘纲

纪为代表的实践美学、以潘知常为代表的生命美学这三大美

学构想而言，只有以潘知常为代表的生命美学的构想，才真

正与中、西方美学实践以及当代审美实践一脉相承、相得益

彰。至于认识美学、实践美学，则无论从中、西审美实践来看，

还是从当代审美实践来看，应该说都彼此格格不入。因此，

其理论构想堪称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 十年后，潘知常先

生出版的美学教材《没有美万万不能：美学导论》时，该书

封底上赫然印着这样的广告，昭示天下与历史：

随着朱光潜、蔡仪、吕荧等老一辈美学家的去世，

随着美学探讨的发展，美坛上也由老四派发展为自由说、

和谐说、生命说新三派。

     ——著名美学家 山东大学教授 博导  周来祥

潘知常的生命美学坚实地奠定在生命本体论的基础

上，全部立论都是围绕审美是一种最高的生命活动这一

命题展开的，因此保持了理论自身的一贯性与严格性。

比较实践美学，他更有资格被称之为一个逻辑体系。

     ——著名美学家 北京大学教授 博导  阎国忠

潘知常先生更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直观的美学“大数

据”作为立论论据：“借助四川文理学院范藻教授登陆国家图

书馆的查询结果，可窥其概貌：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生

命美学在国内已经有众多学者参与讨论，一共出版了 58本书，

发表了 2200 篇论文（2014 年林早副教授在《学术月刊》也曾

经撰文做过类似的介绍），对比一下实践美学的 29本书、3300

篇论文，实践存在论的 8 本书和 450 篇论文，新实践美学的 8

本书、450 篇论文，和谐美学的 12 本书、1900 篇论文；再查

一下百度的相关搜索结果：实践美学 5280000 条；生命美学，

2790000条；实践存在论美学，49600条；新实践美学，17300条。

我觉得，应该说，这是生命美学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的一个

不错的成绩。”[2] 的确“这是生命美学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的

一个不错的成绩。”既然著名美学家山东大学的周来祥先生和

北京大学的阎国忠先生都对“生命美学”作了如此高调的评

价，既然有如此辉煌的“大数据”作支撑，在一般人心目中，

这应该是可以信任的。最近，潘知常教授撰文介绍，陈政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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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2018 年中华美学年会交流论文《改革开放 40 年美学热点

的定量研究——基于 Citespace 以 CNKI 数据库为中心的可视

化分析》中说：“以‘美学’及其相关标注为关键词，……到

2000 年‘美学、实践美学、美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美学、生

命美学、美学范畴’的高频出现，……2010 年，‘美学、生态

美学、美学思想、中国美学、实践美学、生命美学、美的本质’

一直作为高频词汇，形成美学研究的热点的传承与延续。”最

后，潘知常教授“总结”说：“从美学流派的角度，这 40年中，

实践美学、生命美学的影响居于榜首。”①这样看来，“生命美学”

的确是中国当代美学的“热点”、关注点。

准确地说，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就特别关注潘知

常先生的“生命美学”的著作和论文，一方面，由于我对“四

大派”广义“实践美学”的美学论述既“不可爱”也“不可

信”，没有令人信服的中国当代美学思想供我们向往、崇拜；

另一方面，由于潘知常先生重新拈出“生命美学”的全新概念，

新颖刺激，给人们指出一个全新的美学方向，并且他的散文

诗般的诗意化学术语言给我们带来了“诗化美学”语言美感。

因此，潘知常先生有关“生命美学”的所有著作我都慨然购买，

对他在“生命美学”领域辛勤耕耘，一本又一本的出版论著，

肃然起敬。所以，一直以来，我总是从感情上感性地固执认为：

潘知常先生的“生命美学”将美学的研究对象转向人的“生命”

状态，应该是老一辈的广义“实践美学”之后最接近审美状

态和美的本质的当代美学思想。但是，潘知常“生命美学”

给我的强烈印象是“可爱而不可信”，很难从学理上真正接受

它，虽然我很想他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学理论述。

潘知常“生命美学”让我觉得“可爱”的原因在于，我

对潘知常“生命美学”感到十分亲切，因为我总期待在他的

“生命美学”中应该有我所共鸣的东西。因为，我和潘知常

先生在“生命美学”的理念上有一定的认识基础和共鸣，所以，

我一直把潘知常先生引为美学同道，惺惺相惜。

我认为，在当代美学史上，潘知常先生的“生命美学”

有三个无法否定的学术亮点、学术贡献：第一，对“实践哲学”

的客体性、社会性对生命的忽视的批判，从而将“美学视界”

由认识论的主客对立的四大派的广义“实践活动”方向、视界，

转向“生命活动”研究的方向、视界。第二，对 20 世纪美学

发展史的基本评价是准确的：从王国维“忧生”的生命美学

转向“忧世”的反映论实践美学，这是一种“倒戈而退”。也

就是说，自王国维的生命美学以后，中国当代美学基本是一

种“倒退”。因此，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生命美学”其实

就是一种回归的“接着讲”。第三，“生命美学”对文学创作

中的生命存在的关注是具有深度，是有重要意义的。这是我

对潘知常先生的“生命美学”的正面的积极评价，这个评价

在当时是十分真诚的，直到现在仍然如此。所以，潘知常“生

命美学”令我觉得“可爱”。

但是，我又真正感觉到潘知常生命美学的论述是基本上

是“不可信”的。因为，正如美学史家章启群在 2004 年 9 月

在北京召开的有李泽厚先生参加的“实践美学的反思与展望”

高级别学术研讨会上尖锐地指出的那样，在20世纪，“以蔡仪、

朱光潜、李泽厚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中，以李泽厚

等人的实践美学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是 20 世纪下半叶中国

美学界的主流理论。……从 20 世纪到目前为止，中国美学还

没有真正的其他理论形态。一些所谓的后实践美学、生命美

学，等等，由于缺乏一种真正的理论所必需具备的学术品格，

实际上，还不能成为一种美学理论，而它们对实践美学所谓

的批评也不能成为理论的批判。”[3]

 2018 年 2 月 20 日，潘知常先生在《中华美学学会》会

员微信群这个学术交流平台上，推出王世德先生《潘知常生

命美学体系试论》一文。当时我就用“手写”法写下了一条

很长的“微信”。虽然，由于我的微信是针对王世德先生的《潘

知常生命美学体系试论》一文而进行的美学争鸣、批评，自

然也是针对潘知常先生的“生命美学”理论体系而言的。应

该说，我这个微信评论，虽然是“微论”，但还是旗帜鲜明，

十分尖锐的。没有想到，潘知常先生还是心胸开阔、虚怀若谷、

愿听真话，于是，他和我之间进行了热情的微信交流，热情

邀请我参加由他在《美与时代》上主持的“生命美学大讨论”。

但上面我对潘知常“生命美学”的批评主要是总体的、印象

式的“不可信”的简要论述，真正要参加《美与时代》上的“生

命美学大讨论”则要对潘知常先生的整个思想的体系与他的

生命美学的学术史进行深入分析、评论。于是，我投入到他

的全部著作的整体阅读当中。

潘知常先生 2104 年发表的《重要的不是美学的问题，而

是美学问题—关于生命美学的思考》一文是他自离开美学 10

多年重返生命美学研究后发表的第一篇生命美学方法论的重

要文章。从字面上看，我们很难分辨“美学的问题”和“美学

问题”的区别究竟在哪里。但是，潘先生是有具体内涵规定

的。在他看来，所谓“美学的问题”是指当代直觉论、移情论、

快乐说、表现说、距离说、格式塔、精神分析论入手去讨论

美感，或者转而从“形式”入手去讨论艺术的美学研究，即“美

学”中的“问题”，而不是“美学问题”。他认为后者是指审

美活动的“意义”“价值”问题，不是原来的美和审美的“本

质”的“美学问题”的研究。简单地说，在他看来，美学研

究最为重要的是对审美活动的“意义”“价值”的思考，既不

是美和审美活动的“本质”问题，也不是当代直觉论、移情论、

快乐说、表现说、距离学、格式塔、精神分析论入手去讨论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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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转而从“形式”入手去讨论艺术的“美学的问题”的研究。

其实这个观点，不就是他1991年出版的《生命美学》导论《生

命活动：美学的现代视界》的基本观点吗？

当时他就认为，当代以实践美学为代表的美学是一种“冷

美学”因为，这种“冷美学”是“研究内容的失误”，因为“忽

略了内在的生命活动，忽略了体验，忽略了有限与无限的关系，

忽略了作为生命意义的秘密”[4]3。在他看来，“生命美学”这种“热

美学”与“冷美学”相比，“在后者，更多地关注于审美的单

方面的意义或外在有效性，而审美的本体意义、存在意义、

生命意义却被疏忽了。在前者，却正是关注于审美的本体意

义、存在意义、生命意义。这也就是说从这视界出发，审美

活动与人类生存的生命攸关的那些方面受到了高度重视。”[4]7

总之，“从人类自身的生命活动来说，所谓本体的角度，是指

的‘生命如何可能’或‘生命的存在与超越如何可能’，即指

的生命的终极追问、终极意义、终极价值。”[4]8 这样说来，潘

知常 35 年前的“生命美学”的基本理念、观点与研究方法论

和 35 年后的“生命美学”的基本理念、观点与研究方法论没

有任何区别。虽然，潘知常先后出版了《生命美学》的 5 个

不同版本②。

我以为，潘知常强调生命“体验”是令人感到生命美学

“可爱”的地方，这应该是现象学的“热美学”，但是，如果

“生命美学”所“体验”的不是审美体验中的审美“现象”，

而是文学艺术创作中的存在思考、追问，而去追问、思考“生

命意义”“本体意义”“存在意义”，这样的美学，同样是思考、

追问的理性的批判性的“冷美学”，这一点是潘知常始料未及

的。因此，我对“生命美学”的基本观点是：生命美学：应

从意义、价值重回本质、现象。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潘知常先生的“生命美学”，我发现

除了具有前面我说的几个贡献以外，也还存在一些明显的问

题，这些问题是这样几点：

第一，对“本质”论美学的“本质”的理解很陈旧，因

而主张当代美学视界“从‘本质’转向‘意义’维度”缺乏

逻辑上的说服力，即使对人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现

实功利维度转向“价值”“意义”维度的论证也缺乏逻辑说服力，

因为，美学不是审美活动的“意义”“价值”之学，而应该是“美”

和“审美规律”“审美原理”“范畴本质”之学。

第二，意义、价值（作为形容词的“美”）是从初始对象

上产生出来的东西（作为名词的“美”）产生出来，因此，生

命美学转向意义、价值后而不讨论它产生的基体，这种理性

的批判美学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第三，对“审美活动”的内涵理解有误。因为，审美活

动不是文学或艺术的创作活动，而是对“美”是什么和“‘审

美活动’‘审美范畴’是什么”的学问；另一方面，审美活动

也不具有哲学本体论，不是“本体论的先锋”，更不是“第一

哲学”。审美活动的所有目的就是生成美，欣赏美，陶醉于美，

让生命感到生机与自由。

第四，对“美本身”理解有误。美既不是具象性的“自

由的境界”（即形象、意象的感性造型、形式、意义世界），

也不是人类自身的价值属性。

第五，潘知常先生的生命美学最根本的问题，既缺乏对

“美”的直观经验，也缺乏思维现象学的思维方式对“美”和“审

美活动”的描述。

这五点才是我觉得潘知常“生命美学”之所以“可爱而

不可信”的具体论述纲要。

注释：

①潘知常 . 从量化的实证研究看，四十年中，美学研究的热点究

竟是什么 . 载微信公众号“知常美学堂”2018 年 10 月 15 日 .

②潘知常的生命美学著作主要四部：《生命美学》（河南人民出版

社，1991 年）、《诗与思的对话——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及其现代阐

释》（上海三联书店 , 1997 年）、《生命美学论稿：在阐释中理解当代

生命美学》（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 年）、《没有美万万不能——美学

导论》（人民出版社，2012 年）。由于 33 年来潘知常先生的生命美学

的基本思想的论述变化不大，因此，本文主要对其生命美学的奠基性

著作《生命美学》（1991）和收官性著作《美学导论》（2012）中的基

本思想进行对话与商榷，引文也多出于此。因为这些思想才是潘知常

生命美学主要和重要的思想，具有高度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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