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学 名词解释

自律性： 指审美活动本身就是一个自身完满的世界，它不是手段，而直接的就是目的本身。

审美体验： 就是主体在具体审美活动中被具有某种独特性质的客体对象所吸引，情不自禁地对之进行

领悟、体味、咀嚼，以至于陶醉其中，心灵受到摇荡和震撼的一种独特的精神状态。

原型理论： 荣格舍弃弗洛伊德的泛性欲主义，并将个体无意识进行改造而成为集体无意识，由此提出

原型理论。原型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从早期人类在生存环境中产生，然后由人类群体通过遗传机制进行传

承。

抽象： 是指创作主体经过自己的头脑加工，将客体提炼、升华，舍弃具象而代用一些纯粹的形式符号

来唤起读者审美情感的一种意象。

意境： 主要是指运用艺术意象，在主客体交融、物我两忘的的基础上，将接受者引向一个超越现实时

空，富有形上本体意味的境界中。

娱乐说： 可分为“自娱”和“娱人”两个方面。艺术家是借助于创作中的想象，在幻想世界中实现自

己虽向往但在现实中却不能实现的愿望、追求、希冀和理想，从而达到自娱。同时一切艺术都能使人产生

快乐，都有“娱乐”的功能。

美学关系： 是指从属于人与世界的存在论关系，是人与世界的一种特殊的精神性关系，是人对世界借

助感性形式建构起来的自由的情感体验关系。

美：指审美活动建构起来的、能激发主体美感的审美对象及其所呈现出来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它

是人与世界一体圆融、有限与无限和谐统一的自由人生境界的对象化和感性显现。

丑：源于人类丑感的形成，是一种不和谐，以反常、混乱、给人以恶性的刺激等形式，揭示的是现实

生活中非人性的一面，体现的是一种负面的生存实践，在这种否定性的审美呈现中，肯定正面的生存价值

和审美意义。

焦虑说： 是克尔凯戈尔提出的观点，他认为焦虑是一种否定性的精神，面对的是未来的虚无，这种焦

虑处境是悲剧情绪的源泉。

化育： 主张美育对人性情的陶冶、情感的净化，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通过不断的熏陶和浸染，审

美主体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发生着微小的变化，渐渐形成一种心理结构，持久地影响精神生活。

类似联想： 是由两件事物在性质和特征上的相似而引起的。我们常用的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本质

上都建立在类似联想的基础上。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中的比、兴等表现方法也与此相关。



接近联想： 是指由于两件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上比较接近，人们在有关经验中经常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因而很自然地会从其中的一个联想到另一个。所谓“睹物思人”、“爱屋及乌”等说的正是这种现象。

对比联想： 是指由对于某一事物的感知和回忆，而引起与其具有相反特点的其他事物的联想形式。

这种联想主要建立在两种事物的性质和特征的对比关系的基础之上，其功能不在于强化对于某一事物的感

受，而在于强化对这两种事物所具有的对立关系的理解和感受。

表现说： 强调艺术必须以表现主体情感为主，其代表人物有西方美学家德拉克洛瓦、克罗齐，中国的

言志说、心生说和缘情说大体上亦可划入表现说。表现说把艺术本质同艺术家主体情感的表现联系起来，

突破了把艺术归结为模仿、认识外在世界的局限性，突出了艺术的审美特性，比模仿说更接近真理，在美

学史上是一大进步。但表现说完全回避艺术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无视主体情感的客观根源，因而是片面的。

符号说： 由美国的苏珊。朗格提出，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是一种非逻辑非抽象的符号，具有

表现情感的功能 ;艺术符号所表现的情感应是一种人类的普遍情感。这种学说理论上达到了列高的层次，但

仍不能正确地解决艺术本质问题。

荒诞： 源于荒诞派戏剧，是指不合情理与不和谐，其形式是怪诞、变形，其内容是荒谬不真，使人产

生荒诞感，是对人生的无意义的虚无性的审美感悟。

意象： 是一种心理存在，一个审美的表象系统，包括意与象两个方面。“意”指主体在审美时的意向、

意图、意志、意念、意欲，表达的思想情感、人生体验、审美理想、艺术追求等：“象”则指由想象创造

出来，能体现主体之“意”，并能为感官所直接感受、知觉、体验到非现实的表象。

意境： 主要是指运用艺术意象，在主客体交融、物我两忘的的基础上，将接受者引向一个超越现实时

空，富有形上本体意味的境界中。

艺术的认识作用： 是指人们通过艺术品的欣赏，能从虚拟的意象世界背后获得对世界和历史的认识，

可以了解到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事物，从而增长见识，开阔眼界。

崇高： 作为审美形态，它主要指对象以其粗犷、博大的感性形态，劲健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雄伟

的气势，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使人惊心动魄、心潮澎湃，进而受到强烈的鼓舞和激越，引起人们产生敬仰

和赞叹的情怀，从而提升和扩大了人的精神境界。在审美意象的形式构成上，崇高往往具有粗犷博大的感

性形态。

审美需要： 指人作为一种有生命、有意识的社会存在物所内在具有的，渴望在对象化的活动中能动地

实现自己、肯定自己，并按照他的人生理想去自由而完整地发展自己的精神需求，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

新的充实和新的显现。



人本主义美学： 与科学主义美学相对，是现代西方美学的两大类型之一。它把美学建立在人文科学或

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上，其中包括直观主义和解释学两大传统。代表人物有柏格森、海德格尔等。

完美的人： 是既有物质生活又有精神生活，既有理智又有情感，既有工作能力又善于生活和娱乐。人

不是机器，最忌僵化和片面化，应该是有血有肉，有独立的价值，有对于欢笑和幸福的追求。一句话，他

应该热爱美。审美教育要培养人们对于美的热爱，从而感到生活的乐趣，提高生活的情趣，培养对生活的

崇高目标。

游戏说： 席勒系统地提出游戏理论。他认为，游戏不仅是审美活动的根本特征，而是人摆脱动物状态

达到人性的一种主要标志，它摆脱物质欲望的束缚和道德必然性的强制之后所从事的一种真正自由的活动，

其显著特征在于，它只是对事物的纯粹外观产生兴趣，也就是只对事物的形象本身无所作为而为地进行观

赏和玩味，他根本上是一种想象力的游戏，因此，所谓游戏，也就是一种审美活动。

有意味的形式说： 上世纪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于“有意味的形式”。所谓“形

式”，就视觉艺术而言，指由线条和色彩以某特定方式排列而组合起来的纯粹的关系 ;所谓“意味”，贝尔

认为乃是这种纯形式背后表现或隐藏着的艺术家的独特的审美情感。艺术就是艺术家创造的、能激发观赏

者审美情感的纯形式，是美的结构，也即“有意味的形式”。“有意味的形式”说突出了艺术的审美本质

方面，比表现说列进一步，但它把“意味”及“审美纯形式”与一切现实完全切断，脱离人类社会历史，

陷入形式主义和神秘主义。

模仿说： 认为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在西方影响极大。它的合理性在于，始终把艺术与现实世界

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艺术看成是再现和认识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它的缺陷在于忽视了艺术自身的审美特

质，忽视了艺术创造的主体性和表现性，因而未能全面揭示艺术的本质。

寓教于乐 (贺拉斯的美育观 )： 是古罗马的贺拉斯在谈到文艺的功能时提出的一项原则。这项原则实际

上是美育和道德教育相结合，同时又符合文艺的规律，要有魅力，直接给人以感动。

美育：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美育，泛指自觉和非自觉的一切审美活动本身所具有的感染人、影

响人、陶冶人的教育功能，以及社会、学校或家庭有意识地利用审美的特点对人进行塑造的种种教育活动;

狭义的美育则专指与智育、德育、体育并列的一种独特的教育方式。

罪孽说： 是克尔凯戈尔提出的观点，他认为真正的悲剧的悲痛都需要一个“罪孽”的要素，悲剧的情

节和主旨也围绕着这个要素展开和推进。

焦虑说： 是克尔凯戈尔提出的观点，他认为焦虑是一种否定性的精神，面对的是未来的虚无，这种焦

虑处境是悲剧情绪的源泉。

怡情养性： 美育的功能之一，指美的形象以情感为中介感化人、影响人，使人们的修养达到理想的境

界。



化性起伪： 是荀子在解释人性和文化的生成时所提出的，体现了美育的功能，即美育以情感的方式陶

冶人的情性，从而改造人性自身的弱点，使其健康发展。

喜剧： 作为一种审美形态经历了从一种艺术类型到审美形态的历史发展过程，喜剧以笑为载体，笑及

其原因的探讨是戏剧理论的核心，其主要特点是形式与内容的悖离，它包含着快乐机制，同时又是一种挑

衅性的发展，其中也存在着滑稽因素。喜剧感的笑包含着人类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对真与善的肯定，是一

种严肃性的笑。

优美： 是理想人生境界与人生存在实践完满统一的现实呈现和展示，是和谐化一的人生存在至境。

《论崇高》： 是朗吉弩斯的美学著作，第一次明确地把崇高和优美作为并列对举的美来加以讨论，在

书里面，对崇高的风格有探讨，并提出了“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

崇高： 作为审美形态，它主要指对象以其粗犷、博大的感性形态，劲健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雄伟

的气势，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使人惊心动魄、心潮澎湃，进而受到强烈的鼓舞和激越，引起人们产生敬仰

和赞叹的情怀，从而提升和扩大了人的精神境界。在审美意象的形式构成上，崇高往往具有粗犷博大的感

性形态。

集体无意识说： 是由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是由由遗传保存下来的一种具有人类普遍

性的潜藏于意识深层的朦胧精神。艺术家正在它的驱动下进行艺术创作的，艺术起源于集体无意识。这种

学说只是一种心理学的假设，没有足够的科学根据，也抹杀了艺术家的个性。

喻象： 是创作主体以“自我”为体，以“世界”为自我的延伸，并根据主体心灵来创造新的世界。主

体在客观世界的摄取象征物，赋予其一定的象征意义，以此种方式形式的意象便的喻象，它带有极明显的

人工痕迹。

艺术品： 是人工制品中的一种审美的精神产品，它以创造非现实的意象世界来传达人类的审美经验。

仿象： 是主体通过模仿对象世界的形态创造出的意象，它在感性形态、具象上与对象相似，甚至非常

逼真，这里“主体”有意退居幕后，其创造性仿佛就体现在意象的仿真性上。

兴象： 是主体以客观世界的物像为引导，给接受者提供借以触发情感、启动想象而完成意象世界的契

机，物像使“感兴”得以发生，联想得以展开，在此基础上生成的“象”便是兴象。

审美教育： 是以艺术和各种美的形态作为具体的媒介手段，通过审美活动展示审美对象丰富的价值意

味，直接作用于受教育的情感世界，从而潜移默化地塑造和优化人的心理结构、铸造完美人性，提升人生

境界的一种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定向教育方式。



审美态度： 是指主体在摆脱了日常的功利和实用态度之后，所产生的一种观照、欣赏的态度，是主体

能否与对象建立审美关系并进入审美活动的关键。

审美距离： 是瑞士心理学家布洛提出的一个审美心理学概念，指的是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必须与对象保

持一定的心理距离。

艺术的审美功能： 是指凭借艺术意象、意境的感染力、诱发力、震撼力来使接受主体在获得美感的同

时获得审美愉悦，从而提高艺术素养，改善审美文化心理结构，拓展艺术鉴赏视野，增强艺术的想象力和

敏感性。

亚里士多德的美育观： 他认为悲剧有一种净化作用，这种借怜悯与恐惧使情感得到净化的作用也是一

种情感的陶冶。他强调艺术净化心灵的教育功能，并将艺术的审美功能与净化心灵的教育功能有机地统一

起来，这对贺拉斯的“寓教于乐”有一定的影响。

柏拉图的美育观： 柏拉图是从培养理想国合格公民的角度看待美育的。认为艺术起源于模仿，也会导

致欣赏者的模仿，淫秽内容会把人们教坏，艺术作品应模仿一切好的人物和行为。他特别强调音乐的感化

作用。

马克思的美育观： 马克思是从异化现实的批判出发，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终极目的确立美育的基本

任务。他认为“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他还指出，审美教育也是需要基本条件

的，在不能解决基本温饱的条件下奢谈审美教育是不现实的。同时，没有能力获得基本艺术修养的人，对

于艺术的教育作用也是难以接受的。

席勒的美育观： 1975年席勒发表《美育书简》，在书中，他第一次提出了“审美教育”的概念，并对

美育的性质、特征和社会作用作了系统的阐述，这是第一部系统的美育著作。他认为，审美教育是实现人

自由的唯一途径，明确揭示审美教育的价值是完满人性。

利奥塔德： 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并将自己的整个美学建立在对崇高的论述上，对崇高进行了崭新的

阐发。

悲剧： 是在人的生存的实践中，由于人生与现实的矛盾而引起的冲突，从而体现出人的存在的力量、

斗争、勇气等情感的艺术表现。

审美意识： 是指人对自身审美需要的和外在对象的审美意义，以及二者之间所构成的审美价值关系的

心理反映形式。它主要包括人的审美愿望、审美趣味、审美观念、审美理想等内容。

审美形态： 指在审美活动中展现出来，以复杂的人生样态、自由的人生境界为核心的审美情趣、审美

风格等感性显现的对象化的形态，以及人们对不同形态的逻辑分类。要准确理解审美形态的内涵，就必须

对人生样态、人生境界、审美情趣、审美风格等概念的内涵有所理解。



审美理想： 是主体心目中关于完善的美的观念，是主体通过想象在头脑中构造出来的理想形态的美。

审美趣味： 是个人在审美活动和审美评价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爱好和倾向。能力或鉴赏力是审美趣味

的内在方面，而兴趣和品位则是审美趣味的外在表现。

《悲剧的诞生》： 是尼采的美学作品，在书中他提出了悲剧起源于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并对其各自

特征展开论述。

罪孽说： 是克尔凯戈尔提出的观点，他认为真正的悲剧的悲痛都需要一个“罪孽”的要素，悲剧的情

节和主旨也围绕着这个要素展开和推进。

审美活动的二重性： 主要指审美形态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

优美： 是理想人生境界与人生存在实践完满统一的现实呈现和展示，是和谐化一的人生存在至境。

审美活动无功利： 是说审美活动并不以某一有限目的为目的，相反它还必须以摆脱直接功利目的为前

提，审美活动指向一种整体的、根本的功利性，这就是它把人向着完整的自由存在状态提升。

劳动说： 作为一种艺术和审美发生理论，也有很多信奉者与支持者，尤其在 20世纪我国美学和文艺学

领域曾一度占据优势地位。这一理论的主旨是认为艺术和审美起源于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

灵感： 所谓灵感，是艺术家在意象创造中，由于各种心理机制、功能处于高度协调的自由状态而突然

生成的精神昂奋、注意集中、情绪激动、想象力空前活跃的一种思维活动的境界。这种“突然”出现的灵

感往往像火花一样给艺术家照亮了另一个艺术的世界。

艺术敏感： 主要是指主体感受生活、欣赏艺术、体验和孕育意象的敏锐性和悟性；艺术敏感是艺术家

感受、体验世界；孕育审美意象的基础与起点；它是艺术家生产意象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以美育代宗教说： 美育具有对人的终极关怀的功能，所以蔡元培先生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说。宗

教也是诉诸人的心灵，追求完满与解脱，但主要是减少人们现实的痛苦，鼓励他们对来世充满希望。而美

育则是受审美对象感发，拓展人的精神境界，完善人的个性，追寻真实现世的幸福，不是虚无飘渺的来生。

悟：悟是主体对艺术品的意象品鉴渐入佳境后，终于升华为对意境的感悟。

无我之境： 所谓“无我之境”，指创作主体的完全消失，隐在艺术意象的后面。在艺术品中，“有我”

与“无我”，以各自独立又相互渗透的方式，创造着各种各样的艺术意境。



鉴赏过程中的“品”： “品”是指接受者根据各自的审美文化心理结构和经验，凝神观照，发挥想象

力，细致地体味作品，充实、丰富、发展意象，使意象更具接受者的个性。可以说“品”就是意象的重建

过程。接受主体进一步把握了形式符号的深层意义，在把握过程中把意象建立起来，丰富起来，完满起来。

生物本能说： 生物本能说从人的自然天性来说明审美发生的，认为审美的发生导源于人的某种本能，

人类的审美活动在其本源处就是一种本能的需要。这种学说的缺点主要在于：第一，混淆和抹杀了动物的

本能活动与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之间质的区别，以至于把动物的快感等同于人的美感。第二，由于忽视

了人的审美活动中所包含的社会性内容，从而也就忽视了对审美活动赖以发生的社会根源的探讨。

空间艺术 ：一般来说，空间艺术是直接诉诸人们的视觉的。这是因为，空间艺术的首要特点就在于它

总是由一定的物质材料按照一定的形式规范在空间之中排列而成的。人们在欣赏这种艺术的时候，当然就

必须首先通过自己的视觉活动，把握作品的空间特征。就这个意义上说，空间艺术的形式特征就显得十分

重要。因此，我们在把握空间艺术的审美特征的时候，首先就必须弄清其形式规律。然而另一方面，任何

艺术都必然要塑造一定的审美意象并表达一定的意蕴和内涵，空间艺术自然也不例外。

净化说： 是西方美学理论之一。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认为悲剧可以唤起人们悲悯和畏惧之情，并

使这类情感得以净化，获得无害的快感，从而达到某种道德教育的目的。

艺术品的他律性： 艺术品就其中介功能而言不是独立自足、自在自为的，而是为他者存在，受他者制

约的。首先艺术品是为接受、欣赏者而存在的。离开了接受主体，艺术品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其次，艺术

品的意象是创作主体审美经验和心理创造的结果，其基本特质决定于创作主体；同时，艺术品中凝定的艺

术家创造的意象只是潜在的，只有通过接受主体的欣赏活动，才能重新被激活，所以它也受制于接受主体。

就此而言，艺术品为接受主体而存在，又同时为两个主体所决定、制约，因此艺术品具有“他律性”。

趣味教育： 是以人的心理情趣为主导，以全面发展人的心理素质和提高人的学习乐趣为目的，以受教

育者的个体心理特征为基础，在教育者有针对性地启发和引导下，让受教育者自主性地，创造性地、有规

律性地、不断地探索和发现新的知识、理论和真理。从而最充分地满足每一个受教育者的求知欲、创造欲

和幸福欲的一种全新的教育和学习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