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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徐碧辉研究员

[ 作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 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 摘要 ] 徐碧辉，1963年8月出生。重庆市忠县人。1979年进入四川大学哲学系。1983年到新疆八一农学院任哲学教师；1987年进入北京大

学哲学系美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师从导师杨辛先生；1990年获美学硕士学位，同年9月继续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导师黄楠森先生。

199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室研究员。业务范围与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

中国古代美学、文艺美学等。 

[ 关键词 ]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美学

       徐碧辉，1963年8月出生。重庆市忠县人。1979年进入四川大学哲学系。1983年到新疆八一农学院任哲学教师；1987年进入北京大学哲

学系美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师从导师杨辛先生；1990年获美学硕士学位，同年9月继续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导师黄楠森先生。1993年

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室研究员。业务范围与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古

代美学、文艺美学等。主要科研成果：主要专著：《文艺主体创价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会1997年），把文艺活动作为一种精神性实

践活动，从文艺活动的主客体关系和主体性特征入手，对文艺的本质、特征和功能进行了独创性的分析，提出文艺主体创价论和文艺主客

交融论，即文艺是以象征性符号创造精神价值的精神性实践活动。文艺把握世界的方式是综合性、直觉性和象征性地；文艺的功能从低到

高有六个方面：娱乐、教育、认识、审美、规范情感、影响社会。主要论著：《文艺主体创价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会1997年），把

文艺活动作为一种精神性实践活动，从文艺活动的主客体关系和主体性特征入手，对文艺的本质、特征和功能进行了独创性的分析，提出

文艺主体创价论和文艺主客交融论，即文艺是以象征性符号创造精神价值的精神性实践活动。文艺把握世界的方式是综合性、直觉性和象

征性地；文艺的功能从低到高有六个方面：娱乐、教育、认识、审美、规范情感、影响社会。《实践中的美学——中国现代性启蒙与新世

纪美学建构》，学苑出版社2005年6月。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历史回眸，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产生和传播过程与中国

的现代性启蒙问题联系起来，把它看成是中国现代性启蒙的一个组成部分，讨论了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现代性启蒙过程中，以王国维为

代表的中国美学在现代性启蒙中曾经起过的作用，分析了作为新功利主义美学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作为超功利主义美学的中国现代美学形

态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这种新功利主义美学在中国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历史使命与历史局限性。同时还讨论了20世纪后半期中国马克思

主义美学的一个重要表现形态——实践美学，论述了实践美学在克服20世纪前半期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狭隘功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方面所

作出的贡献，同时也指出了在实践美学之中个体与群体、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内在紧张和矛盾，指出了实践美学对实践概念理解上的偏狭与

局限性。中篇，他者之镜鉴，讨论了中国传统美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对于建构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意义。对于中国传统美

学，大多数研究者只是把它作为一种过去的学说来研究，而本书的这一部分则在分析中国传统美学的哲学基础和精神实质的基础上，讨论

了中国传统美学在现代性条件下重新产生生命活力的可能性和它对于建构新世纪马克思主义美学所可能产生的思想和方法论意义。关于西

方马克思主义，本篇明确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分支，是西

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结合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的具体情况作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在美学方面，他们的许多论述是深刻而有借鉴意义

的。从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及艺术对现实的批判功能、新感性理论作为人类追求精神解放的一种理解、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等三个方面论述了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和对我们的启示。下篇，理论的建构，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进行反思总结和对中

西方美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篇提出了作者建构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设想。对实践概念进行了重新解释，认为在知识经济时

代，实践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改造世界的物质性活动，而应该被理解成人的生存方式，认为它应该包含物质性的改造世界、社会的群体性交

往和个体与对象之间的精神交往三种方式。在这样解释实践之后，本篇提出了建构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设想，认为，实践依然是

整个美学学科建立的理论基础。美学应该建立在对作为精神实践的审美活动的哲学分析基础之上，同时还应包含心理学和文化学的分析。



与此同时，审美活动作为一种与认识活动、伦理活动和宗教活动均不相同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其独特性质也应该纳入美学研究视野之中。

这样，本书提出，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至少应该包括以实践为核心的审美基础论、审美感性论、审美文化论和审美把握论四个部分。

同时，由于审美教育的特殊地位，本书设专章论述了审美教育实质、方法，对现代艺术教育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合著：《思辩的想

象》，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主要论文：论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吉林大学

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1期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世说新语》的人格审美内涵《试论中国传统美学的新生》从实践美学看“生

态美学” 美学与建设和谐社会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7月28日时间与生命的艺术也说“自然的人化”发表于广播电视大

学学报，2005年第3期《中国美学的核心——道》，提出中国美学的本体和核心是道。中国美学的最高境界不是“美”的境界，而是体

道、悟道、与道合一即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美学的最高范畴不是“美”，而是“道”或“气”；中国美学注重的是清水芙蓉的自然

之美，而不是错彩缕金的人文之美。《庄子审美哲学的思维特色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提出庄子哲学和美学的思维是一种把感性与理

性、直觉与逻辑、情感与理智融于一体的立体性思维方式，我称之为“球状思维”。《美育：一种生命和情感教育》提出审美教育的核心

是生命教育和情感教育，是春雨式的润物无声的陶冶、渗透。《先天不足的美学——对五六十年代美学讨论的哲学反思》；《后现代主义

与大众文化》《形上追求》；《看得见的思想》；《主体性的遭遇——从自然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古典的重新发掘——黑格尔美学的

主体性思想》；《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反思》；《艺术与人类解放之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启示》；《美育：疗救功

利主义的良方》；《法律的界限》诗：都市生活、黎明之幕、那些日子、未名湖的女孩、“烟”、女人、流浪者的元宵月、旅行者、生命

交响曲、生命之歌、以爱情的名义、女人的血、淡茶、黄昏主要学术经历： 1988年，撰写论文《中国美学的核心--道》，1989年，该论文

获北京大学五四科学奖论文二等奖；1993年，论文《庄子审美哲学的思维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青年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1996年，发表论文《美育：一种生命和情感教育》（哲学研究1996年第6期）；1997年，出版专著《文艺主体创价论》；1999年，

发表论文《对五六十年代美学讨论的哲学反思》（《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1998年，发表论文《主体性的遭遇》（《美学与艺

术学研究》1998年第二期）；2002年，发表论文《试论传统美学的新生》（《美与时代》2002年第6期）；2003年，发表论文《21世纪马克

思主义美学构想》（先后在《哲学动态》（6000字）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1万字）；2004年发表论文《美学与中国的现代性启蒙--

审美现代性问题》（《文艺研究》2004年第2期）。2005年，出版《实践中的美学--中国现代性启蒙与世纪美学建构》 1993年加入中华美

学学会并担任学会秘书；1999年起任中华美学学会副秘书长；2003年起任中华美学学会秘书长。主编《中华美学学会通讯》；参与组织

1993年、1999、2004第四、第五、第六届全国美学会议。主要学术兴趣：哲学美学问题；文艺美学；中国传统美学，特别是以庄子为代表

的道家美学思想；审美教育问题等等。社会工作： 1993年加入中华美学学会并担任学会秘书；1999年起任中华美学学会副秘书长；2003

年起任中华美学学会秘书长。主编《中华美学学会通讯》；参与组织1993年、1999、2004第四、第五、第六届全国美学大会、2002年“美

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年“实践美学的反思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中华美学学会主办的其它学术会议，

并作大会发方或主题发言。承担每年《哲学年鉴》美学部分撰稿工作。主要学术兴趣：哲学美学问题；文艺美学；中国传统美学，特别是

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审美教育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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