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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其思想精粹主要包括：中和之美、协调之美、和善之美、和合之美等和谐思 

维。“中和之美”是中华民族最高审美标准；“协调之美”是贯穿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始终的审美价值取向；“和善之美”是中华 

民族特有的审美思维方式；“和合之美”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观。研究和弘扬中国传统美学的思想精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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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是研究美的本质、标准、规律的科学 ，是从哲学中 

分离出来的一个重要分支。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形成一个 

现代意义上的完整的美学学科，但却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美学 

思想。研究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精粹，对于丰富中国现代美 

学，促进现代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  中和之美 

所谓“中和”，是指人们认识和解决问题所采取的不偏不 

倚、执中适度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的“中和”思维最早可以 

追溯到《周易》。《易传》中有关“中和”的论述不下三十处，其 

中凡带“中”的卦爻都是吉卦、吉爻。“凡吉占都是因为能‘正 

中’、‘得中’、‘中正 ’、‘黄中通理’等”。 这说明当时人们对 

“中和”、“执 中”、“尚中”已有了初步的认识。这种“执中”、 

“尚中”的中和思维在儒家学说中得到了发展，并逐步演化成 

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除了受“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外 ，中 

和思维集中体现了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中和思 

维的理论基础。“中庸之道”要求人们在为人处世方面采取 

“适度”原则 ，反对“过”与“不及”。从哲学视角看，中和思维 

是古代朴素辩证法的表现。辩证法认为，事物质和量的统一 

就是度，事物的变化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到一定程度就会 

发生质变，度两端的关节点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因 

此，凡事必须掌握“适度”的原则。中和思维正是对“度”的正 

确把握。从伦理学的视角看，“中庸”是儒家的最高道德标 

准。孔子明确提出了“中庸之德”的观点。《论语·雍也》说： 

“中庸之为德也”。在孔子的影响下，苟子也主张根据“中庸 

之道”来修身养性，培养中和思维。 

从美学的视角看 ，“中和”是儒家的最高审美标准。《礼 

记·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 

和”。孔子主张执两用中，注重对中和之美的追求。在做人 

方面，孔子认为“中和”是君子应有的美德，“文质彬彬 ，然后 

君子”。L2 在艺术创作方面，孔子评价《关睢》是“乐而不淫，哀 

而不伤”，实现了“中和之美”。《乐记》把“中和”作为音乐的 

审美标准，认为“中和”是音乐的本质，以“中和”为美 ；“乐者， 

天地之中和也”。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和之美”成了中 

国历代艺术家推崇的审美标准。与中国传统的中和思维相 

比，西方古代也有讲“中和之美”的学者 ，只不过时间稍晚于 

中国。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虽然也谈及过“中和” 

问题，但未能展开。在古希腊，对“中和”或“中庸”研究最深 

刻的人是亚里士多德。他明确指出：“过度与不及都属于恶， 

中庸才是德性”，“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他还说： 

“人们对于优秀成果的评论，习惯说增一分则过长，减一分则 

过短。这就是说过度与不及都是对优秀的破坏，只有中道才 

能保持它”。l3 可见，亚里士多德的“中道之美”与中国传统的 

“中和之美”十分相似，反映了人类审美思维方式的共性。但 

西方的中道思维未能传承下去，后来被西方近代的“对立思 

维”所取代。而中国传统的“中和思维”却一直延传到今天 

因此，可以说 ：“中和之美”是中华民族审美思维方式的显著 

特色。 

二 协调之美 

所谓“协调”是指事物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和谐统一， 

以及各种相关事物之间的和谐统一。协调或和谐是世界万 

物运行的客观规律。老子在《道德经》中说 ：“和之至也，知和 

日常，知常日明”。这就是说 ，物以和为常，协调和谐是万物 

共存的一种稳定秩序，认识了“和”，也就认识了事物的规律， 

认识了规律(常)，人就变聪明了。《苟子》说：“天行有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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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尧存，不为桀亡”；“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善以成”。 

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必须遵循和谐协调的客观规 

律而运行。协调思维也叫“和谐意识”，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重要内容。1993年第三届“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国 

际研讨会纪要指出：“源远流长的和谐意识是中国社会 自秦 

以来高度统一的重要原因之一”。_4 J张岱年强调：中国传统文 

化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即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重视人 

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 

“协调即美”、“和谐即美”，是 中西传统美学的共同观点。 

中国传统美学历来主张“和谐即美”。儒家强调“人和”即社 

会美 ，道家强调“天和”即 自然美 ，佛家强调“心和”即心灵美。 

而各家各派都主张“乐和”即艺术美。中国传统美学建立了 

自己的艺术审美标准：“和谐 即美”、“协调即美”。和谐、协调 

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共同特征，就像一幅图画的美就在于它的 

色彩、构图等方面的协调与和谐；一首歌曲的美就在于它的 

音调、音色、旋律、节奏等方面的协调与和谐。协调、和谐是 

各种不同要素的最佳组合，是各种事物的最佳状态。“和谐 

即美”、“协调即美”不是中国传统美学特有的观点，西方传统 

美学也有这样的观点。在西方传统美学里 ，“不管是古希腊 

罗马时期、中世纪 ，还是文艺复兴时期和近代，和谐都被认为 

是一个核心的美学范畴。”_6 在毕达戈拉斯看来，“一切立体 

图形中最美的是球形，一切平面图形中最美的是圆形”。 他 

认为，因为圆形是最协调和谐的，所以是最美 的。他还从 

“数”的角度探讨了形式美，认为数量的比例协调是美的典型 

表现方式；t"tg还认为“数”的比例最协调的是“黄金分割律”。 

赫拉克利特指出：一切美都是从对立面的和谐协调中产生 

的，柏拉图强调：“音乐就是和谐，和谐就是美”。|8 亚里士多 

德也有由对立面的协调统一形成“和谐之美”的思想。他说： 

“自然界喜欢矛盾，并且从矛盾中而不是从相似中逐步形成 

了和谐。⋯⋯显然，艺术在这一点上模仿了自然”。_9 可见， 

无论中国传统美学，还是西方传统美学，都赞成“和谐即美”、 

“协调即美”的观点。但仔细分析，中西传统美学还存在下列 

差别：其一，中国传统美学重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协调，而 

西方传统美学只重视形式的和谐、协调；其二，中国传统美学 

主要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来论述“和谐之美”、“协调之美”， 

而西方传统美学则主要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阐述“和谐之 

美”、“协调之美”。 

三 和善之美 

所谓“和善”是指和谐的形式与仁善的内容的有机统一。 

所谓“和善思维”，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把道德内容与艺术形式 

联系起来思考的思维方式。“和善思维”是中国传统审美思 

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色。 

何为善?善即仁。《论语》说：“克己复礼为仁”。孔子又 

说：“君子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就是说，只有 

君子才有仁善之德，小人不可能有仁善之德。什么是仁? 

《辞海》解释：仁是古代儒家的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 

《说文解字》称：“仁，亲也；从人、二”。《礼记·中庸》释：“仁者 

人也，亲亲为大”。“仁”的本意是指人与人相互亲爱，即“仁 

者爱人”。孔子所讲的“仁”，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 

忠、恕、孝、悌等道德内容。概言之，“仁”即“善”。中国儒家 

美学把道德观与审美观结合起来，认为“仁”是美 的内容， 

“和”是美的形式。“和善之美”是道德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和 

谐统一。善即仁，是内在美，和即协调，是外在美。《论语》 

说：“尽美矣，又尽善矣”。尽善尽美，至善至美，是中国传统 

美学的最高境界。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的“和善”观，具有世界性意义。日 

本学者今道有信高度评价了孔子的和善审美观。他说：“孔 

子最卓越的学说之一，是其艺术论。他劝导人们以典礼音乐 

为基础，将 日常的起居举止都予以美化 ，这种礼的思想，是世 

界的艺术与道德理论中最有兴趣的学说之一”o[1O]西方传统 

美学大多从形式方面来论述美，但也有少数学者从道德内容 

与艺术形式相统一来论述美。柏拉图热忱地追求美的表现 

与善的心灵的一致，很有点像孔子赞扬“尽善尽美”，欣赏“和 

善之美”。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写道：“艺术、工艺的美， 

都由于心灵的聪慧和善良”，“最美的境界是心灵的优美与身 

体的优美和谐一致，融为一个整体”o el1]可见，柏拉图的审美 

观与孔子的审美观具有某些相似之处。 

“和善思维”是中国传统审美思维方式的重要特征，把和 

善思维运用于艺术设计，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它要求我们 

在艺术设计中，力求道德内容与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使作 

品起到审美与教化的双重功能。要克服两种倾向：一是只讲 

道德内容，不讲艺术形式的“形式虚无主义”；二是只讲艺术 

形式，不讲道德内容的“形式主义”。 

四 和合之美 

“和合”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一大特色。程思远把中 

国传统美学思想重视和谐与统一的审美方式界定为“和合文 

化”，并认为：“中华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精髓之 
一 和主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有中国特 色的整 体系统思 

想”。_l 西方传统文化主张“主客二分”，强调天人对立；而中 

国传统文化则主张主客统一，强调天人合一。从审美思维方 

式考察，西方传统审美思维倾向于局部性、分析性、思辨性、 

对立性；而中国传统审美思维则倾向于整体性、综合性、辩证 

性、和谐性。 

“和合”审美思维的最大特点是整体性，无论是儒家、道 

家，都强调整体观点。所谓“整体观点”，就是认为世界是一 

个整体，人与物也是一个整体。整体是由许多部分、要素、方 

面构成的有机系统，要想了解各个方面、部分或要素，必须了 

解整体。《周易大传》强调：“观其会通”。也就是说，观察事 

物的整体联系，就会通晓事理。惠施宣称：“泛爱万物，天地 

一 体也”，[131他肯定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中国传统医学的 

整体观点最显著，认为天地是一个整体，人存在于天地之间， 

与天地息息相通；人的身体也是一个整体，身体与各个器官 

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汉代以后的儒家崇尚“天 

人合一”，其主要意义是肯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是自然 

界的产物，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依赖于自然，又作用于自 

然。和合审美思维的整体性观点与现代系统论的整体性观 

点是十分相似的。现代系统论认为系统的最大特点是整体 

性，整体功能往往大于各要素功能之和。可见，掌握和合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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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思维对于理解现代系统科学是有帮助的。 

和合审美思维的第二个特点是“兼收并蓄”。所谓兼收 

并蓄，是指各种文化的相互交流与相互融合，从而促进主流 

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同时吸收 

了道家、佛家、墨家等诸多学派的思想及其他外来文化而形 

成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 

“兼收并蓄”的特点。在全球化、信息化的现时代 ，中国文化 

应当发扬“兼收并蓄”的优势，批判吸收现代西方文化包括艺 

术设计中的有价值的因素，使自身不断得到繁荣和发展。 

“和合之美”也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独具特色的审美 

观。张立文指出：“和合学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中和为美 

的审美价值 的反思，以及对于审美方式、审美 结构的思 

考”。L1 J‘‘和合之美”的审美观要求审美主体从整体上观察客 

体。因为客体必须从整体上是和谐协调的，才是美的；局部 

的和谐协调并不能代表美。“和合之美”的审美观不仅要求 

客体内部各个部分之间是和谐协调的，而且要求客体与环境 

之间也是和谐协调的。“和合之美”审美观应用于艺术设计 

中，要求我们重视设计的整体效果，尤其要求注意设计品内 

部各个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统一，以及设计品与周围环境的 

协调统一。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美学的思想精粹主要包括：中和之 

美、协调之美、和善之美、和合之美等和谐思维，这四者的有 

机统一，构成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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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deological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esthetics 

ZHOU Fen—fen 

(Unhersit~’ofSouth China，Hengyang 421001，China) 

Abstract： Chinese traditional aesthetic thought is very rich in connotation．Its ideological essence mainly includes the following haliilO． 

nious thoughts：the beauty ofneutralization；the beauty of coordination；the beauty of genialness；the beauty offusion
． The beauty of neutra1． 

izationisthe highest esthetic standard oftheChinese nation．The beauty ofcoordinationistheesthetic value orientation passingthroughoutChi- 

nese traditional aesthetic thought．The beauty of genialness is the unique esthetic thinking mode ofthe Chinese nation
． Th e beauty offusion is 

the unique aesthetic outlook ofthe Chinese nation．I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and propagate the 

ideological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esthetics． 

Key words： Chinese aaditional aesthetics； ideological essence； harmonious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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