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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美学在美学教材中的地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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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传统的美学教材相对集中地关注到艺术美学$把艺术看作是探讨美学各种问题的核心领域甚至唯一领域$自然美学

则比较少&自然美学的推进虽然一定程度上改变着这种状况$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美学教材中自然美学的地位&这两种美

学形态存在着重大的区别$我们应该将自然美学融入审美知觉论'审美体验论'审美形态论和审美教育论等美学基础理论的

各个方面$从而构建相对合理的美学教材体系&

关键词!自然美学#艺术美学#美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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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美学史中$存在着一个把美学界定为艺

术哲学的传统&受其影响$我们之前的美学课程中$

相对集中地关注到艺术美学$把艺术看作是探讨美

学各种问题的核心领域甚至唯一领域$自然美学相

对来说比较少&这种情况具体表现则是各个时期的

美学教材中艺术美学占据了绝对的地位$自然美学

很少有独立的地位&我们有必要对主要美学教材中

的自然美与自然美学进行系统的梳理$发现其不足$

并提出相关的改进意见&

一"自然美学在美学教材中的演变与局限

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
#L%#

"

在
%"

年代前是中国高校文学科的主要甚至是唯一

一本美学教材$一度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它一共包

含六章$前两章是审美对象和审美意识&后面的四

章都是艺术美学$包括.艺术家/'.艺术创作活动/'

艺术作品和.艺术的欣赏和批评/&自然美学只在第

一章.审美对象/中美的形态部分概述现实美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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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现实美中有自然事物一小部分&教材认为$美

的本质存在于各种具体的审美对象中$具有丰富的'

生动的形态&根据美的不同性质$可以分为现实美

与艺术美$现实美包括社会生活'社会事物的美和自

然事物的美$而现实美的主要方面是社会生活的美&

自然美的对象包括日月星云'山水花鸟'草木鱼虫$

园林田野等等&美的自然对象分为经过当前人们直

接改造加工'利用的对象!如土地'园林"和未经直接

改造的自然!如星空'大海"两种&在这本教材中$美

的形态基本上等同于美的对象&

虽然自然美只占据了极少部分$但却开辟了将

自然美置于.美的形态/部分进行论述的传统$以后

的教材大多都是如此布置结构&比如刘叔成等著的

,美学基本原理-!第四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年"

也是根据美的不同性质$将美分为现实美与艺术美$

现实美包括社会生活'社会事物的美和自然事物的

美&董学文主编的,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

年"在第三章.美的形态论/中认为美的形态包

括美的存在形态和表现形态两种&存在形态是从审

美客体的存在领域的角度对美进行分类&根据美在

不同存在领域性质的不同$美的存在形态有自然美'

社会美'艺术美'科学美和技术美等&基本上与王朝

闻主编的,美学概论-一致$未有新的突破&只是有

的美学教材在表述上有了一些变化$从.美的形态/

转变为.审美领域/或.美的生活类型/等$自然美是

平行于社会美'艺术美的特定的审美领域或类型&

杨辛'甘霖合著的,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

!""&

年"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美的存在形式有%社会

美'自然美'形式美和艺术美&这些美的存在形式都

是根源于实践&教材第八章在论述自然美时认为$

自然美是一定社会实践的产物&随着社会生活的发

展$人与自然的联系愈来愈扩大$自然对于人$一方

面作为物质生活的对象$范围在不断扩大#另一方面

自然作为精神生活的对象也在不断扩展$如动物'植

物'山水甚至狂风暴雨'惊涛骇浪都可以成为审美对

象&此教材同样将自然美分为经过劳动改造的自然

景物和未经改造的自然$但是与前面的教材不同的

是$它充分肯定了自然属性对自然美的重要意义$包

括色彩'形状和质感等各个方面&而且$它比较早地

提出了自然美在美育上的意义$认为对自然美的欣

赏是进行美育的一个重要方面&

叶朗的,美学原理-出版于
!""L

年!北京大学出

版社"$此时西方环境美学已经引入中国$而且作者

也关注到了这股美学思潮$但是叶朗并不认为西方

环境美学能够给自然美带来新的视角$相反$他更多

从中国古代美学中去寻找启发$认为自然美的意蕴

是在审美活动中产生的$是人与自然物互相沟通'互

相契合产生的意象$它受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的影

响$也受到社会文化环境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同样$

与大部分的同时代教材一样$作者认为存在着自然

美'社会美'艺术美'科学美和技术美等审美领域$也

就是说$自然美只是诸多审美领域中的其中一个$并

没有特别的意义&

西方环境美学的兴起以及传入对我们自然美的

认识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表现在美学教材中最

为明显的是彭锋著的美学教材,美学导论-!复旦大

学出版社
!"##

"&教材第三章在介绍审美经验就突

破以往教材单纯强调审美距离的模式$认为审美经

验包含分离式的审美经验和介入式的审美经验&在

第十一章.审美与自然/中$作者认为传统审美经验

的分离模式是现代美学参照艺术的审美模式的结

果$事实上存在着审美经验的不同模式&教材着重

介绍了西方环境美学对于审美模式的最新进展$包

括柏林特的介入式模式'卡尔松的环境模式!自然环

境模式"和卡罗尔的唤起模式!自然物唤起我们心中

的某种情感"$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显现模式%.环境的

美不在于环境的形式'功用或物理特征$而在于环境

在与观察者遭遇时刹那现起的6象)&/

0

#

1

!#L教材还谈

到了自然美对于美学的启示$特别是提出审美活动

中.寓居的观看方式/$无疑是对传统美学理论的

突破&

彭锋的美学教材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环

境美学的影响下产生的$这种发展对于美学理论的

构建来说意义重大$它重视审美经验的多种可能模

式$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传统美学理论基本

只关注艺术美学的局面&但是$它也有其局限性$表

现为只是简单地介绍各种审美模式$不同的审美模

式并没有真正渗透到基础理论的构建中来&从根本

上说$传统的美学教材只存在着.自然美/$而没有

.自然美学/&自然美学的推进并没有根本上影响美

学基本理论的构建$也没有实质上推进以美学教材

为基础的美学课程的教学&

二"自然美学与艺术美学的基本区别

传统的美学教材在面对自然美学时$只是把自

然美看作是与艺术美'社会美'艺术美'科学美和技

术美等平行的一个审美领域$自然美只在介绍审美

形态或审美领域时得以论述&美学基础理论一般都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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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艺术美学作为范本$极少考虑到自然美学的独

立存在&但是$环境美学已经显示$自然美学不仅仅

是与艺术美学平行的一个领域$自然美学更是一种

新的思维方式的变化&事实上$不仅是环境美学$现

象学美学等众多美学流派也同样涉及了自然美学与

艺术美学在本质上的区别&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吸

收西方各种美学理论$并结合中国古典美学的相关

理论$对自然美学与艺术美学进行系统地区分$以此

来为美学基础理论的构建提供新的视角$从而为美

学教材的写作提供新的方式&

从审美知觉的角度来看$视觉和听觉被看作是

艺术审美知觉的全部$但是在自然审美活动中$所有

的知觉方式都参与其中&按照传统的美学观点$审

美知觉只由视觉和听觉构成$这种观念开始于柏拉

图的,大西庇阿斯篇-$其中提到对美的描述%.美就

是由视觉和听觉产生的快感/明确把美定义在了视

觉和听觉之内&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中世纪的普洛

丁'阿奎那等人都明确继承了柏拉图的基本看法&

美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说%.艺术的感性事物只涉及

视听两个认识性的感觉$至于嗅觉'味觉和触觉则完

全与审美欣赏无关55因此$这三种感觉与艺术品

无关$艺术品应保持它的实际独立存在&/

0

!

1

B%ABL他

明确把审美当作是认识性活动$目的是通向理念的

世界$视听在他看来是认识性的$其他的则不是$审

美欣赏只存在于视觉与听觉活动之中&这种观点直

到现在也不乏追随者$贝尔说%.音响和画面!特别是

后者"$构成了美学$指导着观众&在大众社会里$几

乎不可能有其他情形&/

0

&

1

#"L

自然环境的审美感知与艺术感知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到一片树林中$感觉到树林的宁静$这种宁静

不仅仅是我们的耳朵没有接受到嘈杂的声音$同时

也来自于鼻子闻到的青草和绿树的芬芳'眼睛看见

树林中错落有致的光线'皮肤感觉到的清爽的空气

和脚踩在草和枯叶上的柔软&表面上看起来只是听

觉$事实上听觉'嗅觉'视觉和触觉全都参与其中&

环境体验.调动了所有的感知器官$不光要看'听'嗅

和触$而且用手'脚去感受它们$在呼吸中品尝他们$

甚至改变姿势以平衡身体去适应地势的起伏和土质

的变化55这种意识超出了简单的合并意义$而成

为知觉的持续生成与一体化&这才是真正的联觉$

是感觉样式的全面统一&/

0

B

1

!%在于世界打交道的时

候$各种感官自然地结合在了一起$为了更好聆听树

林的宁静$我们的耳朵'鼻子'眼睛$乃至整个身体都

自然地协同起来&.当我们栖居其内抑或活动于其

中$我们对它目有凝视'耳有聆听'肤有所感$鼻有所

嗅$甚至或许还舌有所尝&简而言之$对于鉴赏环境

对象的体验一开始就是亲密$整体而包容的&/

0

G

1

G

为什么自然审美知觉中各种知觉在传统的美学

理论中无法得到承认$只有视听知觉才被接受呢4

我们需要回到把视听知觉当作审美知觉的理论逻

辑&把这二者看作审美知觉$根本的理由就是距离

性&布洛认为$.一切艺术都要求一种距离极限和审

美距离$只有在极限之外和距离之内审美欣赏才有

可能%这是艺术的一个普遍特征的心理概括&/

0

$

1

&%B这就要求审美主体与对象必须有一个合适的心

理距离&可以说$视觉的距离性与审美距离不谋而

合&约纳斯把视觉的独特性归为三个方面%

#?

观看

在意象或者时间方面具有同时性$即视觉是一瞬间

完成的$无赖于时间的连续过程就能展示在空间中

的共同存在#

!?

动态的中立$即观看时无需卷入与对

象的关系中#

&?

空间距离$即它不需要与对象接触$

是理想的距离性感官&

0

H

1视觉不需要卷入与视觉对

象物理性的亲密接触关系$这就保持了空间上的距

离&当然$这种距离与布洛的心理距离并不一致$但

是这种实际的空间距离因为隔离了视觉与听觉的对

象与主体$所以更能凸出其独特优势$也有助于审美

距离的形成&审美距离的存在使得审美知觉得以脱

离自身$投向外在的对象&.视觉和听觉的活动有赖

于对象与知觉器官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因而它们

能将人的注意力从知觉主体的身体引向外在于身体

的知觉对象&味觉'触觉和嗅觉器官是在肉体中被

感觉到的/&

0

%

1

!B

.在美学意义上$视觉体验与触觉体

验之间的区别$所相关的并不是下述一个从心理学

角度来说错误的观念$即认为视见只给我们一个对

象的意象$而触摸则给了我们对象6本身)!其实一切

知觉都是意象"&毋宁说$所相关的是对象与人之间

所感知到的相互作用之不同程度以及与此相应的

6实在呈现)的程度&/

0

L

1

L$视听觉能够将知觉从身体

引向外在的知觉对象$而其它知觉则被身体所囚禁$

没有知觉对象&

与艺术审美要求的审美距离相反$自然审美要

求我们介入!

4+

>

,

>

4

"到自然环境中去$消弭审美主

体与审美对象的距离&对环境的欣赏并不只是看着

美丽的风景$而应该深入其中$包括在蜿蜒的乡间小

路上骑车$在幽静的小道上行走$在可爱的溪流中戏

水$以及在所有的这些活动中感受到声音'气味'太

阳与风'颜色与外形的细微差别&也就是说$自然审

美要求我们与自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要求我们身

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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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参与$距离形成了阻隔艺术审美活动的一个重

要因素&.我们能体会到当自己的身体与环境深深

地融为一体时$那种虽然短暂却活生生的感觉&这

正是审美的参与$而环境体验恰好能鲜明'突出地证

明它&/

0

B

1

!%

从审美体验的角度来看$自然审美体验突破了

艺术审美带来的视觉'听觉体验$我们获得的是审美

的通感体验&这里所说的通感涉及到人类的各种感

官知觉之间的相互沟通$一种感觉能够引发另一种

感觉$从而超越感官之间的决然分离&在自然环境

中$我们获得的感觉也就不仅仅是视觉'听觉$我们

同时还见闻了树林的芳香'阳光穿过树枝和草地的

柔软$听到了整个树林和我们说话&.在环境感知

中$通感更为强烈$因为我们投入了全部的感官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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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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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自然美到自然美学

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美学与艺

术美学之间的巨大差别&这种差别在传统的美学教

材里基本未得到关注&如果说$以往的美学教材中

关注到自然美学$那也只是关注到.自然美/$一种自

然的美学从未融入到美学的基础理论中去&因此$

在美学教材的体系建构中$有必要将自然美学作为

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将自然美学的各方面理论纳

入到美学基础理论的各个方面中去$这样我们的美

学理论就不会只有艺术的声音$也能吸收当前美学

在环境美学方面的最新进展&具体来说$我们可以

从审美知觉论'审美体验论'审美形态论和审美教育

论等方面展开$亦可在传统的艺术美学主要篇幅之

外$增加自然美学的章节&

在审美知觉论上$传统美学较多认为审美知觉

必须是基于心理距离的视觉和听觉$现在的美学教

材应该更加重视其他的感觉在审美活动中的作用$

同时也要重视审美知觉中经常出现的联觉&因为自

然审美不仅仅是视听活动$嗅觉'味觉'触觉等一直

被认为与审美无关的知觉也应参与其中&.环境包

含的知觉类别比艺术领域内的更多更广泛&没有哪

一种感觉能支配环境$实际上所有的感觉模式都被

涉及到了&在环境体验中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和

味觉都很活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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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在自然审美中$嗅觉'触觉等知

觉的参与使得现代美学的审美距离观念受到挑战$

审美主体介入到对象之中$与对象紧密地接触&这

种知觉模式必然对传统的知觉理论提出挑战$而美

学教材必须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对其做出解释&

因此在介绍审美知觉时$既要允许传统的移情模式

的存在$也要关注现代美学的静观模式$也应将当前

自然美学的参与或介入模式纳入其中&

在审美体验论上$着重突出通感体验的重要性&

在自然审美活动中$由于各种知觉都参与其中$而且

一种知觉体验经常能够触发其他知觉体验的发生$

促成审美通感体验的发生&与艺术体验相比$自然

审美的通感尤其的明显与普遍&在人类纷繁复杂的

知觉中$通感是体验更本源的状态$它揭示了人最为

原初的完整的生存状态&一般认为$先有各种不同

感觉的分化$然后才有感觉的相通&由此出发$通感

只是衍生性的&事实却是$通感先于感觉的分化$原

初的感觉就是通感$各种感觉都是在通感的基础上

获得的&审美经验实现了现象学的还原$在其中我

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原初的通感感受本身&通过自然

审美$我们获得了圆融性的通感体验$由此获得对我

们自身以及生存活动的全新认识&

在审美范畴论上$要充分注意到与自然美学相

关的美学范畴$比如如画'空灵等$同时也要充分挖

掘一些重要美学范畴中的自然维度&一直以来$美

学教材的审美范畴比较多的涉及到与艺术相关的美

学范畴$比如悲剧与喜剧$荒诞与丑$中和与神妙等

等$比较少涉及像西方的.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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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的.空灵/.远/这一类与自然美学相关的范畴&如画

产生于
#%

世纪的英国$是对一直以来自然审美寓言

化的反拨$它将自然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使得自然的

审美特性得以呈现&空灵虽然是中国古代的艺术美

学范畴$但是它描绘的是自然在艺术中的特殊呈现&

意境范畴在几乎所有的教材的美学范畴中占有很重

要的地位$甚至提升到了中国美学至高范畴的地位&

但是在对意境范畴的阐释时$却往往忽略了它与自

然的联系&意境究竟是如何生成的$这个问题一直

很少有研究者深入思考&事实上$意境的形成与中

国艺术对自然的关注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的意

境诗歌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6道枢)的$人与自然

的关系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意境诗歌的生成与流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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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论可谓一语中的&意境涉及的并不是无

所不包的内容$它所揭示的是宇宙自然的气化与氤

氲以及蕴含的精神内涵&

在审美教育论上$要强调自然在审美教育中不

可或缺的地位&按照鲍姆嘉滕的看法$美学在其最

原初的意义上就是感性学$其对象包括感觉与情感&

与之相应$审美教育也应该在感觉与情感的两个维

度上展开&但是一直以来$情感在审美教育中的地

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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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被研究者广泛关注$感觉的问题却往往被人们忽

视&在现象学的奠基层次中$感觉与知觉处在最为

基础的地位&在审美活动中$它的作用也是最为基

础却又极其重要的&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身体和完

整而敏锐的感知能力$那么审美情感的产生以及审

美自由的实现都是不可能的&人在面对自然时$能

够充分调动各种知觉$人的各种感觉都参与到审美

体验中$人的感觉能够得到充分的锻炼&而且$自然

的普及性使得其更能发挥美育的作用&山川江河'

星空大海等自然现象存在于世界的每个角落$它们

不像艺术那样珍稀$也不需要艺术所要求的人文修

养&因此$它在审美教育中理应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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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隐喻映射.负面性/$而.

F-,SUP*2T,

<

/根据会计

制度中黑字表示盈余$赤字表示亏损而来&又如$股

市金融中的隐喻也体现了文化差异$中国股市涨势

好隐喻为.

*4T

!红"/$美国股市涨势好隐喻为.

>

*44+

!绿色"/$而.

*4T

!红色"/是.下降/的意思&又如$军

事语言中$汉语的军事隐喻比英语的多$与中美政治

文化差异相关$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五千年的

军事史!如$三十六计中的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

杀人'趁火打劫'声东击西等"以及受到.十月革命/

影响的斗争说和政治运动导致汉语的军事隐喻较

多0

H

1

&文化差异影响的军事隐喻也影响到语言翻译

中$例如$.

J)*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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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0(-4:;,..2+;04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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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萧条期间$汤姆汽

车销售取得骄人佳绩$鼓舞了整个公司的士气&"/&

.

4+S()*,

>

4;04X0(-4:;,..

/的字面意义翻译为.鼓

舞全体员工/$而从汉语军事隐喻角度翻译为.鼓舞

士气/$后者更适合汉语表达习惯&

四"结语

教师对将要从事科技外语工作的学生讲授认知

隐喻理论和语法隐喻理论$科技外语工作者加强认

知隐喻理论和语法隐喻理论的学习$应用到科技外

语实践中$提高科研技术人员的科研能力和科技人

文精神的认识$促进了公众科普知识的普及$推进了

科技信息简明和准确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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