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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的新发展——“2008审美文化拓展论坛”学术研讨会综
述

【作者】毕会娜

  由中国传媒大学文艺研究所主办的“新形势下的新发展：2008审美文化拓展论坛”于2008年10月

24日至25日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解放军艺术学院、

北方工业大学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该次会议。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冬应邀出席。  

  与会发言者围绕审美文化当代发展的基础原理研究、审美文化与传媒艺术融合共通的机遇与挑

战、审美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拓展的可能性与实践问题、审美文化与当代大众文化的关系等四个议题

展开，探讨了审美文化这一前沿学科在学理建设和功用实践上的新发展与新问题。与会者认为，作为

当代人文学科研究的前沿领域，审美文化研究不仅仅致力于美学原理的普适性探讨，更要将审美视为

一种地域性的、语境性的现象加以理解和阐释，从具体现象的把握入手，揭示感性审美活动中所体现

出的人的本质力量。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促进世界文化对话与交流历史语境的进一步形成，面对中国当代审美文化向消

费文化的转型以及电子媒介推动文艺产业化的进程中，新时代向人类提出的多角度、多方位的挑战，

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审美文化学学科内容和学科体系，以更加切近现实的方式介入人的现代性进程，

使美学研究更具审美活力和实践性品格，打造审美文化研究的开放性格局成为关注的焦点。  

“新形势下的新发展”是这次会议总的主题。针对审美文化当代发展的基础原理研究问题，蒲震元教

授作了题为《互动与融通——关于深化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浅见》的发言。他首先指出当前中国

审美文化研究面临着“多元景观中的困惑”，包括“概念界定的困难”、 “适用范围的分歧”、 

“研究方向的殊异”等 ，进而指出当前的任务不是执着于从“学科建构”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代审美文

化研究，而是应该直接肯定它所带来的那样一种直面现实、关怀现实、介入现实以求得美学的更大价

值实现的立场和态度，从而使美学真正获得新的生存能力和前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点建议：重视

学科基础理论研究；注意从学理（学术精神）上促进当前审美文化研究中两大研究趋势的互动与融

通；重视研究方法方面的互补与有机统一，高度重视“历史还原”、“现代阐释”与“理论创新”的

有机统一。张法教授认为“审美文化”的提出是对传统美学现代性的挑战，审美从“超功利”到“美

是功利的”的转化、交叉学科的出现使我们必须思考审美文化着重在“审美”还是“文化”，文化中

的任何现象是否都可以用审美的眼光来看。他以广场文化为例，指出由以往的政治仪式向花园式的转

变就突出了审美因素。所以审美文化中有很多矛盾对立的因素，但在实质上又是统一的。并且每种文

化都有其自身的形式，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审美文化要突出地方性、民族性。张永清教授则是从接受者

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和审美文化论著中的两个突出的问题，即我国审美文化方面的相关著述原创

性少、描述性多；现实性、实践性差。所以有三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审美文化如何定位的问题，

审美文化作为一门学科必须有自己的聚焦点；二是审美文化应该突破现有的知识框架，弥补知识结构

的欠缺，从经济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汲取养分；三是理论与实践要紧密结合。  

  在现代文化产业中，大规模的文化复制行为，使审美的非功利的文化创造走向功利的为市场诉求

而进行的文化生产，使文化的接受由侧重审美价值、膜拜价值走向市场的展示价值和交换价值，二者

同时演进。这就为审美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拓展提供了可能性。范周教授在题为《文化产业视野中的

审美文化反思》的发言中以“798艺术区”和“大芬村”为例说明文化创意产业的“文化”属性和“创

意”属性，都是本质属性。文化产业是介于文化性和产业性之间的一种间性存在。如果从主客体两方

面的辩证关系来论述，审美文化的本质特征可以被认为是一切体现了人类审美理想、审美观念、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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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从而具有审美性质，可供人们审美观照、情感体验和审美感悟，并可使人们从中得到一种审美

愉快的文化 。耿波博士的题目正好与范周教授的相反，名为《审美文化视野中的文化产业反思》，以

“超级女生运用了大量的叙事因素的创意策划”和“《功夫熊猫》中形式化的规律组合的中国元素”

为例说明文化产业的创意灵感来自于审美形式感。从审美的角度看，文化产业即是文化创造主体与产

业逻辑客体之间保持审美张力的产业形态，所创造的就是霍金斯所说的“想像与现实的交汇点”。  

  北京师范大学的赵勇教授从审美文化与消费文化关系的角度探讨审美审美文化的变迁。他指出上

世纪80年代的发展势头，已经预示着审美文化将会有进一步走向昌盛的可能性。然而，从1990年代开

始，审美文化却进入到一个衰退期和终结期，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文化形式——消费文化。审美意识

形态主要从精神层面为人们输送一种非功利的价值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引领下，人们更注重心灵世界

的内部建设，更愿意关注和讨论种种形而上的命题。  

论坛最后由张晶教授总结，他提出今后将整合更多学术资源，在审美文化基础理论、中国传统文化、

审美文化的实践性、文化产业等方向进行探索，引导当下社会审美风尚、各种形式的审美批评向着更

为合理的方向发展，为建立良好的文化秩序和社会道德、价值取向尽一份力量。 

【原载】 《文艺报》2008-11-29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

新研究中心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

研究中心为校级研究中心，由中

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西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前身是

1956年9月建立的绍兴中等师范学

校的语文教研室，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