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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人类学的兴起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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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审美人类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是近年来在国内当代美学、文艺学以

及人类学领域中值得关注的动态之一。从现代知识体系不断互渗和融通

的学术背景来看，审美人类学作为一门复合型交叉性学科，是在新的文

化语境中有效整合美学与人类学并超越其各自的局限性，激扬学科新质

的有力 尝试，同时也是深入探讨审美与现实生活以及历史进步之间关

系的必然要求。  

  在学理上，审美人类学尝试理清审美现象与其他文化现象之间错综

复杂的联系，将对审美和艺术进行考察的重点聚集在特定的审美感知和

活动得以形成的社会文化机制上，亦即探讨人们在关于“什么是美”以

及“如何审美”方面所形成的观念和实践是如何被建构和规范起来

的，“美”又是如何在这种建构中被遮蔽和显现的。这就必然要求在寻找

美学与人类学之间深层契合点的基础上，研究当今的文化事实，探

讨“美”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不同表现形态、特征、功能以及造成“美”的

复杂性和特殊性的深层原因，并将关于异质文化或“他者”的研究与当代

文化危机的思考结合起来，从而建构一种更加富于平衡感的审美文化观

念。  

  从严格意义上说，审美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国外大约从20世

纪70年代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在西方，关于美学与人类学交叉研究主

要形成了以“人类学美学”、“美学人类学”、“审美人类学”名称出现的研究

群体，一些围绕以人类学研究方法开拓新的研究艺术的方向以及关注非

西方族群的审美偏好等问题的相关著述相继问世，并引发了一系列关于

人类学与美学交叉研究的前沿论题。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者在

深入理解国内外美学与人类学著述，了解并反思当代美学与人类学前沿

问题的基础上，努力发掘这两门学科的深层契合点，并通过理论与实践

的互动激发其生长性，审美人类学在国内才得以形成。  

  近年来，国内审美人类学建构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深入开展：一是

研究美学与人类学的关系问题，整合二者的思想资源和研究成果；二是

在学理上对审美人类学的学术渊源、学科定位、主要任务、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学科意义及其发展向度等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三是发掘

和阐释国内外人类学与美学著述中的审美人类学思想；关注过去被忽略

的或未被充分重视的文化现象和审美经验，激活其理论生长空间，并通

过选择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区域族群文化以及能够充分体现当代审美文

化新质的个案，运用田野调查和理论阐释的方法探讨审美现象的复杂性



 

及其深层的社会根源；四是在一些院系开设“审美人类学研究”课程，初

步形成大学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的审美人类学人才培养序列，并

将“审美人类学”切实纳入学科形态的现代转型之中。从国内近几年发表

的著述来看，审美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学术理念和田野实践在

国内学术界已获得了较广泛的支持和响应，充分显现了审美人类学可观

的学术发展前景。  

二  

  从根本上而言，在国内学界提出建设审美人类学，与传统美学和中

国美学研究中出现危机这一事实直接相关，如何为美学所面临的种种困

境寻找出路便成为当代美学研究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美学

的概念体系需要更新，美学研究要向实证的方向发展，要解决现实生活

中的审美问题，这已经成为一部分美学研究者的共识。学者们在探讨美

学发展的出路时，愈益发现美学与人类学的交叉互渗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口，两者的结合不仅具有深厚的学理基础，而且首先是现实提出的要

求。  

  美学与人类学之间存在着漫长的历史联系。尽管人类学作为一门学

科其产生比美学晚了将近一个世纪，但美学诞生伊始就天然地潜藏着浓

厚的人类学性质。早在18世纪上半叶，维柯就通过对原始思维的研究提

出了“诗性的智慧”，并指出它是实现人与人之间深刻交流的媒介；康德

在完成批判哲学体系和回答了“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做什么”和“我可以

希望什么”这三大问题之后补充了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 —“人是

什么”，并以人类学研究作为三大批判的某种总结；席勒在对美和艺术的

人类学基础、人类学属性、人类学结构、人类学功能和人类学特征等问

题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进而探讨人如何通过审美的方式才能成为人性完整

的、真正的、自由的人。黑格尔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格罗塞具体考察

了原始民族的人体装饰、装潢、造型艺术、舞蹈、诗歌、音乐等艺术类

型，有力地揭示了审美和艺术的人类性和社会性；马克思通过人类学批

判将三种主要的社会形态进行严格的区分，同时把握它们之间的分离和

连续性等等。无论是在美学体系的建构还是具体的审美问题研究中，人

类学都不只是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而是以一种根本性的精神在其中发挥

作用，为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重要思路。尤其是到了20世

纪，美学与人类学都经历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后现代形态的转变，即

从对先验性、普遍性、同一性、绝对性的宏大叙事转向对文化的具体

性、差异性、多样性、特殊性等方面的关注和发掘。这使得美学与人类

学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和频繁，二者在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相互融合的

倾向。在此过程中,审美人类学以其高度的学科际属性和不断磨练的敏锐

的田野洞察力，为探讨美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来自何处、美学基本范畴的

合法性、西方美学普适性神话何以走向衰微等问题提供了独特的批判视

角和广阔的经验解读空间。  

  第一，美学是关于“美”的学科，然而，“美”意指什么，“美”是如何被

建构的，“美”从何处寻等问题不是单凭对“美”的抽象玄思就可以解决

的。“美”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是一个首先应当被追问的问题。审美人类学

要求深入到对审美和艺术存在于其中并发挥作用的文化脉络和意义系统

 



之中，以来源于日常生活的细腻观察和叙事代替社会与文化的宏大理

论，强调语境研究胜于对艺术风格的分析和分类，注重事实材料与理论

推导的结合，使美学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找到新的观察视角和阐释基础，

在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及边界上提出问题，对于传统美学和艺术哲学的形

而上学本质主义的局限性具有重要的纠偏作用，并将为关于艺术的起

源、审美现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审美偏好的变化及其原因等问题的分

析和阐释提供重要的现实依据。  

  第二，西方传统美学将美学研究局囿于对“美”的本质主义探讨，尤

其是到了19世纪中叶，aesthetic作为“美”的定义已经非常普遍，通常与艺

术有紧密的关联。然而，审美人类学研究表明，对“美”和艺术的宗教式

态度是美学话语自身萎缩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将审美等同于“美

的”，那么，就会有大部分的审美生产和接受会被排斥在我们的研究领域

之外。而只要我们把对艺术作品的审美经验等同于对美的感知，那么，

将“审美”这个词语运用于民族学研究领域以及一般社会学中则会很困难

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美学应当为各种感知的经验和审美的领域留有

一定的研究空间，这种感知经验不仅包括“美的”事物，而且包括丑陋艺

术、喜剧、悲剧及其他。于此，对“美”与“艺术”概念和范畴合法性的考

察，从根本上说就是关于文化书写如何向文本书写转化的问题。  

  第三，人类学研究表明，在人们“以什么为美”以及“如何表现美”的

方式上存在着很大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是以语言和文字等文本

的方式书写，而且也是以政治经济体制、习俗、惯例、亲属制度、宗

教、神话、艺术、禁忌、伦理、世界观、天文历法、祭礼仪式等社会生

活中可观察的和不可观察的地方性知识的文化书写方式写成的。如果没

有对这些地方性知识的了解和考察，我们如何能够理解那些与我们在日

常生活中长期习得的信仰十分相异的审美和艺术现象？然而，大部分西

方美学话语和理论模式在被移植到非西方文化研究的过程中，由于还没

有经过语境的具体转化，理论的架空往往造成对非西方社会想象和阐释

的混乱，这种混乱不仅无益于对日渐丰富、复杂的现实问题作出合理的

解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非西方文化自身的问题及其独特的审美

及其表达方式。审美人类学通过借鉴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跨文化比

较、主位客位转换、动态演化与文化相对论视角等研究理念和方法对非

西方族群的审美文化现象进行的深度描绘，极大地挑战了西方美学原有

的意识形态，即以二元对立为潜在逻辑，以抽象思辨为思维特征，以建

构形而上的宏大叙事为目标的西方传统美学代表美学发展的方向和基本

模式这一神话将在“他者的目光”中被质询。  

三  

  审美是人类文化活动中最精妙的部分，人类学研究侧重分析文化的

存在样态及其基本运作机制，美学善于从文化批判的角度把握这些文化

事实之间的微妙联系，两者具有天然互补性：一方面，由于人类学的产

生和发展有其特殊而复杂的政治、历史、文化原因，走向文化批判的人

类学尽管将意识形态作为其反思和批判的对象，但如何真正消除意识形

态幻象的遮蔽性仅仅依靠人类学自身是无法完成的；另一方面，尽管美

学可以细致地描述一种审美状态，但它却无法想象自身赖以存在的物质

基础。至此，问题的关键和难点在于，审美人类学如何在美学与人类学



的深层契合处发掘其理论生长点，而美学的现代性也将获致于此。  

  尽管目前国内审美人类学建设尚处于初步摸索阶段，但审美人类学

具有的开阔的理论视野，丰富的学术和田野资源以及它作为一种在新的

文化语境中借鉴现代人类学研究方法和成果，努力恢复和激活美学对现

实问题的思考和批判从而真正发挥美学将人们引向未来的能力的重要尝

试，这些无疑都在召唤着更多面向社会现实的学者的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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