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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康德美学中认为美是一种纯粹愉悦,美的本源既不是客观的形式或神的理念,是出自居于人的理性能力与知性能力

之间的审美判断力。本文即从康德的美学视角出发,反观中国自 21 世纪以来的审美消费主义,对社会中于消费、媒体等方面出

现过的审美消费主义浪潮进行批判、反思,在总结其浮躁社会消费审美主义背后的深层原因上,对正向引导、树立社会消费审

美主义提出一己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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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真、善、美的具体定义,哲学界和美学界一直充斥

着经久不衰的争议。 

有人认为,“真者智力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美者感

情之理想”,将真善美分属认识、意志、情感三个领域；有

人认为,“真、善、美分别是知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

值,属于精神价值”,并未将所有价值都包含在真善美的内涵

之中；有人认为,“真是指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善是指善行,

是指人的行为对群体的价值；美是客体作用于主体,使主体

产生一种精神上愉悦的体验”,将真、善、美的内涵分属于

真理事实、行为价值、精神体验三个不同的主观与客观的哲

学范畴。 

在康德的思想中,真、善、美被加以割裂,美成为一种纯

粹的愉悦,既不涉及利害(善)也不涉及认知(真)。康德认为,

美的本源既不是客观的形式或神的理念,也不是主观的感觉

或心理的快感。美的本源出自居于人的理性能力与知性能力

之间的审美判断力,它既非主观的,也非客观的,它是主体

的。而美的本质并非美的本源。美的本质居于由审美判断力

的合目的性、想象力、由特殊找寻普遍及其只与对象形式联

系的特征而在判断中生成的审美过程中。 

同时,康德对于美和真、善的区分并不是认为美与真、

善无关。纵观康德的美学思想,如果一言以蔽之,那么可以表

达成“瞩望道德之美”。康德的美的理想,因着人的德性境界

的无止境,必然表现为一个虚灵的而不迟滞的、真切的而不

空洞的一种追求。“正如他曾说：“有两样东西, 人们越是经

常持久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

惊奇与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这句话体

现了他对于美和善的孜孜不倦的仰望与追求。 

美的本质不涉及善,但是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通过审美

过程中美与美感共生一体的关系,建构起审美判断力的普遍

性,从而树立起为每个人所认同的道德律,以达到实现对整个

社会的善的追求。可以说,社会发展只有达到了真善美及其统

—即自由,才真正实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境界。美作为真

和善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其中重之又重的一环。 

然而反观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加

快,中国的社会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个人自身独立

解放意识不断觉醒,个人财富的增加使得个人欲望也在不断

膨胀,个人享乐主义思想开始蔓延。 

千禧年初,审美消费主义开始在中国正式引起关注”,

彻底打破了非功利的审美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陶东风在

《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新文化媒介人的关系》、《日常生活审美

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等文章中谈到,大众文化生活的中

心已经从经典文学艺术门类变成了感官视象的时装、电视连

续剧、房屋装修、流行歌曲等等。康德所说的一次性的不可

重复的天才式艺术创作在大量的机器复制面前失去了光环。 

人们对于审美消费的狂热追求颠覆了美学一贯以来高

岭之花的形象。 

由此观之,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审美

消费主义的确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思

想值得提倡,相反,它应该受到批判。因为它是对美的庸俗

化、复制化,缺乏创造性,更缺乏对善的倡导。 

康德认为,美是真正将人和动物区别开的东西,因为它

并非生理感官上的快感。而审美消费主义就是将美直接等同

于感官上的享乐与满足,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审美消费主义

所言的美,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美,只能算是一种欲望的快乐。

这样一种美,中国社会消费不起。 

如今,国人的审美已变得越来越物质化,视象快感成为

新的审美原则,所谓的艺术走进生活,让人们能更轻易地获

取娱乐和享受。然而美的商品化、娱乐化、感观消费化最终

带给人们的是什么呢？ 

人的审美需要不是一般的物质产品所能满足的,这种消

费也不是物质层面的消费,而是精神层面的消费,需要蕴含

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或能激起对宇宙、人生与社会整体的

思考的精神性的产品来满足。许多商家注意到了人们这个层

面的审美需要,于是诸如“长城砖”“柏林墙”之类的产品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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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而生,它们像名贵的画作一样被嵌框起来并像真正的艺术

品一样用锦缎盒包装。它们的价值因其文化的蕴含而形成。

这类产品的不断出现并增多,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产业形

态,即审美文化产业。 

“审美经济”这一概念的提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消

费的审美化和审美文化产业的崛起来看,“审美经济”的提

法是合理的。审美与经济联姻是消费审美化的必然结果,同

时也是审美文化产业崛起的前提。然而,审美与经济的联姻

也给人带来不少疑问：超功利的审美活动何以进入创造功利

的行列？难道审美已不再纯洁并且掉了价吗？ 

通俗常理,任何一样东西,一旦商品化,就必然引发无视

道德的利润追逐,美亦如此。将美商品化,当作人人都可可复

制、交易的商品进行贩卖流通,自然也就使得商人们为了追求

最大的利润,不顾道德律的约束,将美改头换面,甚至公然以

丑为美,迎合大众的喜好。诚然,优秀的文化商品值得鼓励,但

是纵观当下,显而易见,偏颇的“审美”观念渐渐“走红”。 

看看越裸露越走红的干露露,武汉车展上搔首弄姿的比

基尼小车模,网上大热的价值二十万的钞票裙...这些情景,

美吗?当各类相亲节目红遍大江南北,陌生男女第一次见面

就被牵走,海誓山盟、真心相爱变成取悦观众、博取收视率

的工具...这种感情,美吗?这样的一幕幕,能带给社会积极

向善的正能量吗?人们对于美的理解越来越世俗,对于真善

美的追求也正逐渐遭受着欲望的侵蚀。当不惜代价搏出位成

为一种社会常态,当追名逐利、自甘堕落成为炫耀而非羞耻,

当隐私和真情成为娱乐他人的谈资,都在显示着审美的倾向

在逐渐偏颇。 

真正的美应当能对社会民众起到正面的教化作用,而不

是扭曲民众的观念,救民众妍媸不分是非不辨。后者不仅与

康德的美学相性,与以“比德”“緣情” 美学也相去甚远。

因此,国人须反思：我们的美被丢在了哪里？中国社会追求

真善美的道路将何去何从？唯有当我们重拾真善美的正确

衡量标准,我们才能在抬头仰望时,重见那一片无垠无尽的

璀璨星空,并铭记我们内心崇高不朽的道德律。 

《审美判断力的分析》是康德美学的主要部分,其中又

包括《美的分析》和《崇高的分析》两个部分。康德对美的

分析是从审美判断入手的。康德认为,判断力是一一种把特

殊包含在普遍之中来思维的能力。判断有两种,一种是先有

普遍,在找特殊,这就是通常意义上说的“规定判断”或“科

学判断”；另一种是先有特殊,再找普遍,这才是“审美判断”

或“反思判断”。经过形式逻辑的质、量、关系、方式的分

析,康德提出了“审美判断四契机说”。首先,审美判断的第

一契机。从质的方面来说,美是主观的,无厉害的快感。具有

一种超功利性,感性实用性逐渐减弱,感性形式性逐渐增强,

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其次,审美判断的第二契机。丛量

的方面来看,审美判断是无概念而又有普遍性的。“先天综合

判断”,具有共同的心理机制、心理形式,是一种主观感受、

心意状态。再次,审美判断的第三契机。从关系上看,审美判

断没有目的又有合目的性。最后,审美判断的第四契机。从

方式上来看,即从判断的可能性、现实性和必然性上来看,

审美判断不但是可能性、现实性,而且要求必然性。 

综上所述与反观对比,我们不难总结出当下大众最求的

偏颇,唯利至上的浮躁的审美观,都是与康德所提倡的真正

的美是不相符的,浮躁的金钱利益观不是正确的审美判断,

也是功力。其次,只有时代的包容,能造就个性的英雄,审美

观念的多样,然而时至今日的社会,盲目从众,随大流,一窝

蜂,媒体舆论倡导的偏误,都没有体现出社会对多样,个性,

正确价值观念的引导。 

因而,中国之复兴中国梦的多样,积极,正面的审美观,

想要形成,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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