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建筑大师汉宝德晚年在《明道

文艺》上开始谈美，集成了《汉宝德谈

美》、《美学漫步》（台版书名为《谈美

感》），而后又有《如何培养美感》一书，

详谈如何增进美感，这本书可看作他为

贯彻其美育观念编写的美育教材。（1）汉

宝德虽专攻于建筑，但他对美学理论也

颇有研究。从他书中的话语看，他读过

很多美学家的书，远有席勒、康德，近

有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

等等。与美学家谈美不同，汉宝德谈美

是“把美当成一个独立事件来讨论”“与

作为一门学问的美学划分清楚”[1]172，

即他不是在美学框架下谈美，他只是在

纯粹地谈美，谈独立的美，他的书也只

是为大众写的普及性读物。笔者将汉宝

德谈美方面的内容统称为他的美育方

案，即通过形式美中心的美感教育提高

大众的美感素养。由于其社会政策性意

义大于思想深度，所以是方案而非思想，

而且是美学之外的美育方案。它以其独

特的视角启发了大众美育，具有一定社

会意义。

一、何为美育？形式美中心的

大众美感教育

美育即美感教育，它以形式美为中

心，面向大众，旨在提高大众的美感素

养。这是笔者从汉宝德书中总结出的他

对美育的定义。美作为美育的核心，对

它的界定决定着美育的内容和走向。

汉宝德首先仔细分辨了美与艺术，

认为“艺术与美不尽相同”[2]10，谈美

不能等同于谈艺术，美育也不等于艺术

教育。因为“文学与艺术的价值不限

于美，而美的存在又不限于文学与艺

术”[2]10，美与艺术的关系就像两个相

交的圆，既有相叠的地方，亦有不重合

之处 ：艺术之外亦有美的存在，譬如自

然美；同时，艺术也不总是美，譬如与

美分家的现代艺术。汉宝德认为现代艺

术表现精神而不表现美，它以个性的前

卫代替对美感的追求，把美感抛弃了，

因此，现代艺术与美无关。厘清艺术与

美之间关系对二者都是一种解放，以便

自由发展。美既不限于艺术，美育也应

避免限于纯艺术教育，避免走入丢失美

感的现代艺术中。

其次，美育基于对美的共识——美

是形式的美。所谓美的共识，是指普遍

认可的对美的定义。美学对美存在多种

定义，即“美学对美没有共识”[2]118，

故无助于美育。因为如果没有普遍认同

的美，便没有美育的存在基础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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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育是台湾建筑大师汉宝德关注的重点之一，汉宝德曾撰文谈论台湾美育的现状、问题及解决办法，笔者将其一套内容称为汉宝德的美

育方案。本文首先介绍其美育方案的主要内容，将其概括为形式美中心的大众美感教育，并阐述其美育的出发点以及美育实施办法。笔者认为，这

是一套基于社会文化批评的美育改革方案，其社会政策意义大于思想深度，但即便如此，还是发挥出批判台湾美育现状的作用，给人以警醒，使

美育在反思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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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之外的美育视角
——汉宝德美育方案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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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必须建立在对“美是什么”的统一回答上，汉宝德认为美“并不是复杂的问题，

不过是单纯的感官愉悦而已。所以当其始，思想家只担心美感与快感之间的分际，

只要考虑视觉与听觉的愉悦就好了。为了避免与欲望纠结在一起，才走上形式主义

的途径，因此美感的核心就是形式的美”[2]118。于是，汉宝德以形式美为中心建构

了一个美的同心圆，用以讲明美的内涵和外延，后改进为表格式的，并称之为“美

与人文素养的梯阶”（图表 1）[1]96。

的存在，而不是与现实人生的距离。所

以，美不需要距离，“保持距离不但不

能使人体会深刻的美感，而且会使美的

感受表面化，无法产生真切的感应⋯⋯

美感经验是只有把自己卷入其中，才能

体会得到的”[2]126-127。笔者认为，能够

控制距离的远近是最高境界，即既能深

入其中，又能静观其外，进出自如、深

浅亦自如。此外，汉宝德又补充道，“美

的判断才需要距离”[2]124，美的判断是

一种理性判断，需要尽量摒除个人偏见、

尽量公正地进行判断，它依靠“主观的

普遍性”形成大家共识的美。举例来说，

我们公认西施很美，但“情人眼里”的“西

施”就未必是公认的美人了。汉宝德对

距离的观点暗含了美感的产生不需要美

的判断之意，即美感不同于美的判断，

也不依附于美的判断，即使不进行需要

距离的美感判断，也可以感受到美。

美既“不过是单纯的感官愉悦”[2]118，

又与日常生活没有距离，美育似乎没有

必要。其实不然，因为我们多数情况下

处在不美的环境中；也因为没有审美素

养，没有美感，对美视而不见。虽然“美

感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但需要培养才

能广泛地利用在生活中”[4] 我们可能对

美有所“感觉”，但不能言说美感产生

的原因，不能对美物加以分析，因此无

法感受到深刻的美，毋论运用美的原则

美化我们的环境。而美育便是教我们寻

找美、发现美、分析鉴赏美，最后把美

运用到生活中，创造出美的生活环境。

二、为什么要美育？扫除美盲，

提升美感素养

可能是出于建筑师的职业习惯，汉

宝德关注周身的建筑、留心日常生活。

然而，他发现周围的生活环境没有美感、

民众“普遍有美盲的问题”[2]3。而西方

“在环境与日常器物上的美感是普遍的，

其水平为我们所遥不可及”[2]4。美感水

平存在的差距，造成的不仅是个体生活

精神性的差别，更是经济、文化发展的

障碍。何以见得？汉宝德有一篇题目看

起来极为夸张的文章，名为《艺术教育

救国论》，但是，读过此文的人都必定

会认同他在开头所坦诚的话，这“绝对

表格说明：1. 各种艺术的特质不同，但其美质均来自形式。

2. 各种艺术均亦兼有五种属性，但其特质互异，呈梯阶排列。

图表1  美与人文素养之梯阶 

音乐 建筑（含工艺） 舞蹈 诗画 文哲

思辨 心性

情性 意境

风姿 情趣

功能 情理

形式 美感

形式美是美的基础 , 一切艺术都是以形式为基础的。席勒曾在《美育书简》中

谈到“在真正美的艺术作品中不能依靠内容，而要靠形式完成一切”[3]114，审美是

“对外观的喜悦，对装饰和游戏的爱好”[3]133，把握形式是人获得审美自由的途径。

故形式是美的根本要素，在汉宝德美的同心圆中，形式美是同心圆的中心，即美的

核心。音乐最主要的属性在形式美感。其上一层是功能之美，属于理性层面，是建

筑和工艺品的主要方面。功能之上是生命的风姿之美，舞蹈的特质即在此；再向上

是情性之美，譬如诗情画意，譬如文学与诗歌的意境。最上一层是思辨之美，哲理

性的思想往往表现出思辨之美。正如表格名称所显示的那样，这是“美与人文素养

的梯阶”，而不只是“美的梯阶”。这里的美是狭义的美，放开来说，表格中的种种

门类都是美的一种，这里只是暂作区分，使美感素养培养可以由低到高、层层递升。

从美感到心性是一层层的累积发展，美感是奠基之石，由此突显出形式美感教育的

基础性。汉宝德谈美重在形式之美，他说：“艺术的性质中，只有形式美为真正的美，

其它均是心性的反应，称其为美固无不可 ；不称其为美，也无损其价值。”[1]96 他把

诗文放到梯阶的最高处，可见他并不是不重视内容、文化或是思想内涵，而是想要

从基础之处着手、从简单之处着手、从核心要素着手，避免其它异质的干扰，单纯

而又实在地把握美。

最后，美育是面向大众的美感教育，是美感的普及性教育。汉宝德有文题为“穷

人才需要培养美感”[1]140，文章阐明了美感作为人的修养而与财富无关的观点，美

不是物质，而是精神，物质匮乏可以用精神加以弥补，穷人没有贵族生在美的环境

中自然养成的美感品味，也无法像有钱人一样咨询设计师，必须要通过培养才能形

成素养。在中产阶级为社会主流的今天，大众平民是有充分机会追求美的，所以美

感才需要普及化的教育。

汉宝德同时提出美不需要“与现实人生的距离”[2]29“美与现实生活同在”[2]32，

拉进美与大众的距离。汉宝德称自己“喜欢谈的美是入世的美，也就是现实生活中

的美”[2]30。他认为美不需要距离。汉宝德具体地分析了宗白华和朱光潜说明“距离说”

时举出的例子，他认为宗白华的“女诗人远处看家发现家在画中”说明的是空间距

离，朱光潜的“新奇的地方比熟悉的地方美”说明的是新奇距离、“倒影美”说明

的是虚幻距离，三个例子中距离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物本身美质的存在。他说，

“距离本身不是美，而是使美在我心里呈现的条件”[2]28，美感的产生在于原物美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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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故作惊人之语，而是经过近二十年

的深思熟虑，深信艺术教育的重要性才

落笔的”[2]3。第一，美感水平之低已经

影响到了国家的发展。他发现西方的产

品有一种我们做不到的内在的质量——

美感，使得他们的产品无可争议地具有

竞争力。第二，在今天科技发达的时代，

“感性的需求也大幅提高”[2]8，创意产

业需要美感的助力。第三，艺术教育（并

非专业艺术教育）可以提高民众的审美

能力，继而提高产品的美感，增强其竞

争力。这一点有英国和美国的例子为证：

它们都曾因产品鄙陋而进行艺术与技艺

运动，之后有工业产品的长足进步。大

众艺术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其实，从王国维、蔡元培倡导美育

以来，美育早已成为中国教育活动中不

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但美育“一百年来

没有走上正道”[1]2。汉宝德曾批判蔡元

培的美育主张，认为他“美、善不分”[1]70，

用美达到善，把美作为道德教化的工具，

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办法，只是空谈。汉

宝德认为台湾美育的失败在于“既无观

念，又无方法，只会喊口号而已”[2]82。

观念上，将大众美育等同于专业艺术教

育；实践中，艺术课一周一次，也没有

相应的考核，被视为游戏的一种，而后

“艺术与人文”的课程取代了美术与音

乐两科，宽泛的教学内容使课程内容变

成艺术常识，汉宝德称台湾的美育由此

从误区走向消失。

除了没有成效的美育，美盲还有

文化上原因，提升美感必须破除文化的

蔽障。所谓文化的蔽障，是指传统中

美感即罪恶的认识。“中国文化重礼抑

美”[2]132，用礼约束人的行为。美，尤

其是女体之美被认为是礼潜在的破坏力

量，她是祸乱之源，“红颜祸水”是也。

如此畏惧，毋论欣赏人体之美，有的只

是衣装服饰之美，对压抑的美感进行掩

饰、转移，发展出器物的装饰艺术、掩

饰美感于功能中的明清家具，等等。此

外，在真、善、美三种价值中，“善字挂帅，

真与美都是善的脚注”[2]53。善，是道德

层面的，“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就是把

玉与君子联系起来，以美玉来称赞君子

的温良恭谦。美在这里是道德行为的注

点努力。

美盲的存在、文化的蔽障以及美育

带来的产业意义，使得美育需要迫切施

行，即美育需要落实。

三、怎样美育，如何培养美感

汉宝德不仅为美育正名，还拿出了

切实可行的美育落实方案。他认为，美

育既分属教育、文化两个领域，美育便

可以从这两方面入手。教育，即学校教

育；文化，即社会教育，具体来说，就

是美术馆与类美术馆的教育。教育可以

借鉴西方大众美育的经验，早在 19 世

纪西欧各国就以“图画”教学培养民众

的审美能力。据汉宝德介绍，“图画”

教育的内容类似于建筑专业教育的入门

课程，教读图、画图，教设计、技巧与

构图，教和谐产生的原则，等等。西方

用“图画”教育，结合工业与美术，生

产具有美感的产品，培养生活化的美。

参考西方的大众美育，汉宝德主张正规

教育按学生年龄分三步以循序渐进，小

学“以动手、创作、描绘为主要内容”[1]4，

激发兴趣 ；初中以平面设计、工艺制作

为主要内容，训练手、眼；高中以创作、

艺术史和艺术评论为主要内容，由欣赏

艺术步入认识艺术。在社会教育方面，

重视生活艺术，设立生活美术馆，将具

有美感的生活器物以生态式、交互式展

出，使民众可以近距离接触、体验，从

中受到启发，提高自己生活的美感。寥

寥数语只是汉宝德大众美育构想的轮

廓，以之落实，美育并不难。

美育一方面要向西方学习，一方面

要扬弃已有的美学传统。上文已阐述了

汉宝德对传统美学的批判，但汉宝德认

为虽然如此，中国亦有美学，他称之为

“情、境美学”[1]136，文人用情感代替

了美感，尤以诗歌对纯洁友情的描写为

代表 ；文人在诗歌中描写环境、感怀生

命，创造意境之美。基于美感传统，我

们既不能丢弃已有的装饰美感（因其装

饰的文化内涵、美好寓意而具有美感）、

文人创造出的情、境美感，也要努力发

展古来不足的视觉美感（纯粹形式带来

的美感）。而视觉美正是西方历来美的

重要内容，譬如人体雕塑（特别是裸体

解，是品质的象征。比德的例子，俯拾

皆是。物固然有其美质，人对其美质亦

有所感知，然必加以转化才能接受，这

对美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包袱，是今天

美育必须注意并加以丢弃的文化包袱。

笔者认为，“视‘快感’为畏途”[1]97，

是美感即罪恶的残余之物。这里的快感

是指广泛意义上的官能愉悦感。读过朱

光潜《谈美》的人都知道他把一般人所

认为的美——看了以后赏心悦目的称为

享乐主义的美学，认为这是混淆了美感

与快感，他以实用及欲望的满足为别区

分了美感与快感。对此，汉宝德称自己

实在不能赞同。他认为“美感和快感是

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2]19，快感是非

常强的本能欲望得到满足时产生的感

觉，是“痛快”，而美感是愉悦，这种

感受与实用并没有关系，怎么能说带来

愉悦的好看不是美呢？认为血色艳丽的

英国姑娘比雕像更美，难道是因为观赏

者对英国姑娘有占有甚至是性的企图

吗？显然不是，我们不必违背着自己实

在的内心感受或是对自己所愉悦的美感

到羞惭并加以抛弃。当然这里的快感不

同于笔者上面所说的快感，二者定义完

全不同，在讨论美感与快感之间的关系

时，首先要做的就是给二者进行定义，

究竟是快感和美感完全不同 , 还是说美

感是快感的一种，这些问题都有赖于二

者的定义。而汉宝德在对美感和快感进

行讨论时，就没有说清过这点，他的话

中存在明显的矛盾：在《汉宝德谈美》

一书中，他称“美感与快感是风马牛不

相及的”[2]21，是无需区分的不同东西；

而在《美学漫步》中，他又说美感与快

感难以划分清楚，没有分辨的可能，很

难从美感中排除快感。笔者认为，虽然

这两本书有写作先后之差别，但其矛盾

并非发展变化产生的，而是因为汉宝德

在谈美上并没有美学家的严谨，他既没

有说清美感与快感的关系，也没有意识

到前后所说的快感定义完全不同：前者

定义前文已有引用，后者则是宽泛意义

上官能的愉悦。无论哪种说法，汉宝德

都只是迫切地想要说明愉悦是美感体验

的重要部分，用来使美的定义符合人的

实际感受。这也算是破除文化蔽障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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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这是汉宝德的写作成书顺序，出版顺序

与之不同，因引进有先后之差：台湾原版书

按顺序依次是：《汉宝德谈美》（2004）、《谈

美感》（2007）、《如何培养美感》（2010）；

而大陆出版的顺序与之颠倒，即《如何培养

美感》（2011）、《美学漫步》（即《谈美感》，

2012）、《汉宝德谈美》（2013）。笔者认为最

先引进《如何培养美感》侧面反映了此类书

的缺乏以及本书的价值。另，笔者在本文中

引用的均是大陆出版的。

像）。西方对美没有恐惧，并将美与爱

相结合，对美充满崇敬之心。这与把美

与性或是生理需求相联系的中国传统有

很大不同，值得我们加以借鉴、学习。

另外，美育并不只是政府政策之事，

因其目的在于民众美感素养的提高，所

以，民众自身亦需有所行动。笔者认为 ,

或许可以从汉宝德《如何培养美感》一

书开始。全书分两辑，辑一讲学习美感

要从零开始，扫除错误认识形成的障碍，

恢复美感本能，要对美的要素有基本的

了解，如书中介绍的秩序、比例、色彩、

质感，等等；辑二举例说明，以一些作

者所认为的合乎美学原则的作品为例，

同时加以分析，利用比较法说明作品美

的程度，即美、更美，并说明作品中美

的要素。汉宝德所举的例子就是他所说

的“美的经典资料”[4]，经典资料作为

美感判断的标准，时常翻阅，并运用美

学原则分析其美感要素，由此，美感素

养就可以慢慢得到提升。汉宝德写作此

书就是以此教民众培养美感。书的前一

半讲美感分析的原则，可视作方法指导；

后一半运用理论方法进行美感分析，给

读者以示范，整本书图文并茂、讲解清

晰、讲述亲切，给人以美的享受与美感

的提升。

四、基于社会文化批评的美育

改革方案

从《汉宝德谈美》到《美学漫步》，

汉宝德都是在杂志上讨论美感教育，发

表他多年来对美感的思考以及美感的自

身体验，用以消除社会对美感的误解，

进而改革陷入误区的美感教育。他严格

地界定了美、美育的范畴，认为谈美育

不能采用宽泛的定义，西方美育的成功

就是建立在把美定义为形式美的基础上

的。笔者认为，因形式美是美的基础、

美的核心，从此出发，美育必然会较为

容易地走上正道，可以说，时下，汉宝

德的美育方案有实质性的开山之功；而

这只是开始，进行一段时间后，必然需

要新的、基于此且更高一层的美育，同

时，形式美的美感教育作为美育的基本

路线应长久存在，不可忽视、背离。正

如汉宝德所说：“形式美的基本原则是

很简单的，它的难处不在于深奥，而在

于素养。如同围棋，其原则简单到不能

再简单，可是要掌握到精神，成为棋士，

可能是终生的志学，而且永无止境。”[1]164

笔者注意到，汉宝德改良的美育落

实方案与他所推崇的西方“图画”教育，

从涉及内容上讲，都仅仅限于美术，而

没有以韵律形式作为表达手段的音乐。

汉宝德曾在“美与人文素养的梯阶”中，

指出音乐的主要性格是形式，可是在他

以形式美中心的大众美育落实方案中却

没有音乐的存在。虽然从音乐只是形式

美的一种表现的角度看，形式美中心的

美育无需以音乐为中心，但其对音乐的

忽视，使形式美等同于视觉美，这不能

不说是偏颇而不全面的。究其原因，笔

者认为，汉宝德的建筑师出身使他对视

觉美格外关注，他的美感经验也大多在

此，他在谈美与感官时曾说 ：“听觉的

器官极少使用在生命的存续上，大多是

闲置的。因此，我们自听觉得到的舒畅

感，应该多属美感。”[2]95 汉宝德对音乐

只有体验的感受，并没有专业的研究，

更无法去谈音乐教育。这是他的不足，

也是笔者的苛求。

此外，如果加上音乐，这样美育便

成了美术与音乐的叠加，而这不正是当

下的美育吗？汉宝德不同意将美育等同

于艺术教育，而他的美育方案不也是在

用艺术进行美感教育吗？进一步说，美

育如果不通过艺术教育又怎么进行呢？

用现代艺术不表现美、与美无关作为艺

术与美等同的反例，可以废弃以艺术教

育进行美育的行为吗？似乎不可以，应

该没有用现代艺术进行美育的吧，美育

中的艺术教育大多还是集中在表现美的

艺术中，而且艺术作为美最为凸显之处、

美学原则运用最多、最精妙之处应是美

育的必经之路。在讨论美育与艺术教育

时，汉宝德想要极力避免的是纯艺术教

育，但他没有意识到美育离不开艺术教

育、美育必须依靠艺术教育，而且如果

不是艺术教育，美育又是什么呢？

笔者将汉宝德的文章称为社会文化

批评，他的美育方案以此为基。因此，

其社会意义大于思想深度，从根本上讲

汉宝德并不懂美学，他只是在谈美育，

很少谈概念，谈美学范畴时也不够严

谨。当然，他并不否认这一点，而且始

终强调他的外行身份，他声称自己“谈

美，是与读者分享我对美的体验，不是

讨论学问”[1]148。他也不理解美学家所

做的工作，认为那是“极费心神却毫无

意义的事，对人类社会的福祉无所贡献

⋯⋯，无谓的美学思辨”[1]148，而这并

不公正。笔者将汉宝德所提倡的称为方

案而非思想，正是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

笔者认为，汉宝德在美学之外谈美

育，虽然谈了很多，但似乎仍旧回到当

下美术与音乐相叠加的美育上，兜了一

大圈又回来了。但他的谈论使人们注意、

重视到美育，关注美育，启发人们思考

美育与艺术教育的关系、美育与美学的

关系，而这就是其社会意义。另外，他

提出的美育方案及提倡的西方美育，如

19 世纪西方为了提高工业品美感进行的

“图画”教育，与美学家席勒 18 世纪末

为追求完整人性和自由的理性所提出的

审美教育似乎相差太远。不过，这并不

矛盾，因为席勒的审美教育是美育的最

高层次、最高阶段，而汉宝德的审美教

育只是美育的初级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