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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夹 摘要： 分析了美的主观性、美与丑的相对性并试图对当

代建筑美学的发展趋势及其内在根源做出分析。 关键词： 主

观性 美与丑 解构主义 非理性的美 「文本1」： 寓言 阳子之

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

者贵而美者贱。阳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其美者自美

，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 《庄子 . 

外篇 . 山木第二十》 「文本2」： 讲谈 “我们在讲到关于正

确的问题，一位好的裁缝常常用”太长“和”正好“（关于

准确）这些话而不用其它的话，（但是）我们在谈到贝多芬

的交响曲时，我们不能说关于它是否正确的话。（在这个场

合）完全是别的东西登场。人对那么不得了的艺术，对他（

关于正确）的评价是不能用语言来说的。在涉及到样式的建

筑，我们可以说那个门正确（能说）。在这里的问题是你可

以评价门。但是在谈到哥特式大教堂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情

是，完全不是发现那个大教堂是否正确而那个大教堂对于我

们来说扮演着完全不同的角色。（关于这个问题，利斯有”

不存在程度的问题“这样一句名言）（这种情况）全部的游

戏都相异。那种相异的状况，根据个人来判断，有人会说”

它真棒“，其他的人会说”他给我以巨大的印象“类似的评

语”。 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 「解读」： 美究竟是主观

的还是客观的，从古至今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这个

问题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因为只有弄清楚这个问题，才



有资格去谈论美的定义，否则，对美的任何论断都是枉然。 

我认为美是纯主观的，美根本就不具有客观性。我国儒家经

典之一《礼记》里说：“美恶皆在心中。”柳宗元说：“夫

美不美，因人而彰。”18世纪英国唯心主义经验美学的代表

休谟说：“美并不是事物本身里的一种性质，它只存在观赏

者的心里，每一个人心里见出一种不同的美。” 有人曾举了

个例子来说明美的主观性：大自然给予蛤蟆的，比之给予黄

莺和蝴蝶的，并不少什么，但是蛤蟆并没有黄莺和蝴蝶所具

有的那种“美”，是人觉得它不美。在这个例子中，美的主

观性充分显现出来了。 通俗一点说，美是人们的一种感觉，

那种认为“美是事物的本质属性”的观点是再荒谬不过了。

不管是日夜星辰、山川河流、天鹅、蛤蟆，还是卢浮宫的立

面，他们的存在只是一种状态，这种存在的状态可并不添加

上天的主观色彩，只是感觉这种存在状态的人，才自作主张

地认为是美是丑，对于这种美与丑，人类在某些方面取得一

致，就毫不犹豫地认为这种一致是事物的固有特性。蝴蝶鲜

艳，又能翩翩起舞，所以人类就认为它美；而蛤蟆皮肤色暗

，粗糙，还有可怕的毒腺，所以就是丑。人类是自私的，竟

忘了从蛤蟆的角度去审定它是否为美，如果是这样，蛤蟆的

肤色及毒腺对它来说是再美不过了。 也许人们会认为卢浮宫

的修建有人为的主观色彩，是人类追求美的杰作。这话不错

，对于人类，确实能把自己认为是美的形状、色彩、声响通

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来。人们把卢浮宫的立面按自己认为是

美的形状修建，这种形状的存在只是一种状态，它不能说明

卢浮宫立面的美就是它的自然属性。上天是公平的，在上天

眼里，这种人类劳动创造与乌鸦搭巢可毫无二分（都是一种



存在的状态），那种美是人类的自我陶醉。大自然所呈现的

外貌与美没有必然的联系，河流、原野、旭日、牛羊成群相

互融合在一起，这画面你见着了是那样，没见着也是那样，

它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你可以说，这些画面我见着了

我感到了美，没见着就没感到美。无可否认，美的载体是客

观的，就是说这种人类的感觉是以卢浮宫的存在为物质基础

，是它的存在刺激了人的大脑做出美与丑的判断。换句话说

，卢浮宫的存在与卢浮宫是否为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卢浮

宫立面的存在是客观实在，它的形状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

，然而它形状的美丑则是人类的主观感觉。由此可见，卢浮

宫的存在与人感觉到的美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在有的人

眼中，卢浮宫不美也不丑，或者是丑的”（狄得罗语）。存

在是存在了，是美是丑则是另外一回事。 「文本3」： 神话 

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

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

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

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

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美丑。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

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

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

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

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 《圣经。旧约。创世纪》 「文

本4」： 语录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

斯不善已。 老子《道德经。第二章》 「解读」： 《圣经》中

记载，伊甸园中的亚当、夏娃本来认为赤身露体是美的，吃



了禁果之后便感觉自己裸体是丑陋的、是需要遮盖的。由此

我们可以知道当人的意念偏离上帝的意念后，丑随之产生。

也就是说，当人有了独立于上帝之外的意念后，人的审美标

准就不同于上帝的标准了。上帝以为美的，人可能以为丑；

上帝以为丑的，人可能以为美。可知丑最初不是相对外观而

言的，而是指一种与上帝的意念不同的意念，及其结果。当

亚当、夏娃认为自己的赤身丑陋时，真正丑陋的不是他们的

赤着的身子，而是他们自己的罪恶的意念，即不同于上帝的

意念。他们的罪恶的意念导致了第一件丑的事物他们拿无花

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制的裙子（创世纪 3：7）。 上帝认为他

们所编的裙子丑，因此自己为他们用皮子作衣服给他们穿（

创世纪 3：21）。上帝之所以认为他们作的裙子丑是因为他们

的裙子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同样，挪亚的赤身和任何别人

的赤身一样本不丑，因为是按上帝的形状造的，但他们以为

是丑的、不能显露的。 在这里丑是一切与上帝的旨意或标准

不相一致的事物。丑的根源则是人的私欲邪念、是与上帝旨

意的偏离、是罪恶。而人的私欲邪念的产生是由于人的思想

受制于空间。上帝本希望人在超越空间的时间里得享安息，

这样人就可以享有上帝赐给的生命，从而可以保持永新和完

美，人的思想则可以是圣洁的、慈爱的、有盼望的。然而，

人却要自作聪明，要与上帝争竞。人不听上帝的话，不以超

越空间的安息为美，却要受制于空间。空间的有限决定了受

制于空间的思想必是自私的、狭隘的、短见的。夏娃偷吃禁

果是因为受到了蛇的引诱，又看见了悦人眼目的果子。她要

吃果子的欲望就产生于该特定的暂时性的空间。若夏娃可以

不受空间的限制，超越现定的空间，进入到比空间更大的时



间里，她就不会违背上帝的旨意犯罪了，因为上帝很清楚地

说了不可吃那果子，而且上帝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 然

而中世纪人们从“上帝一切皆美”的神谕里洞察自身时，发

现整个社会都是丑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儿子”；文艺复兴

时期，人类在洞察到自身虚假时发觉“人是天神，人是自己

的上帝”；当代人在洞察自身时却说：“人是自己的地狱”

。老子也说，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美与善的成立

是因为有丑恶的存在。由此可以说，现实的美丑间关系是相

对的，而且美丑是可以转化的，所以，人们对丑的接纳是人

类发展自我的必然。 「接纳与消解」： 回顾西方美学历程，

我们可以看到丑在传统美学中被拒之门外。古希腊人曾自豪

地宣称：“我们是爱美的人！”无疑他们排斥了丑。因此，

他们不惜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不准表现丑！”。而中国似

乎一开始就重视丑：诗词中有“老树”“枯藤”“昏鸦”之

意象；书法中有“苍劲”“老气”“古拙”之话语。显见，

艺术又接纳了丑。而西方传统美学对现实丑的不接纳根本原

因是理性主义在拒绝，到了康德《论崇高》时可算“丑”在

萌芽，至尼采时代美学领域中宣布了“美之死”时，“丑”

从此诞生了。二十世纪上叶“丑”进入艺术殿堂已成为美学

发展的必然。美学的首要任务，艺术的最高理想已不再是传

统美学中机构的和谐、均衡、统一、完满⋯⋯，艺术家们往

往无所顾忌地展现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 描写人们的

低级情绪和病态的异化意识，美与奇，美与丑是平等的。当

述及某一事物具有“表现力”时，并不一定表明它是和谐的

，而很可能是光怪陆离或粗陋不堪的。虽然如此，但只要合

乎“口味”，它便具有审美价值。当建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同世界流行的消费观念相结合，美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便

更为广泛，审美也越来越丧失了统一的标准而趋于多元化。 

考察当代世界建筑的发展趋势， 我们便不难发现，时下一股

所谓“新世纪风格”（NewAgeStyle）的设计思想潮流正在冲

击着这个多元化的世界。这表现为一种综合的趋势，一种由

不同的设计手法揉合形成的折衷主义状态。这种冲击来自于

三个方面：后现代主义对象征形式的怀念，对符号学系统的

认知和理解；来自于晚期现代主义的高新科技的发挥；来自

于新乡土主义的影响。通过对当代文化和人的行为以及与空

间结构互动的研究，人们对传统的空间观念产生怀疑，进而

产生“解构主义” （Deconstruction）的革命性想法，将希望

寄托于建筑乌托邦的理想，力图建立起新的理论框架，重新

诠释“建筑环境人”的关系。而在这股潮流背后悄然进行的

，却是建筑观念和美学观念的巨大而深刻的变革。 解构主义

不仅褒扬了思想比形式重要这样一种价值，同时也从反造型

和反美学角度张扬了另一些反价值，比如错置比秩序重要，

差异比同质重要，残破比完整重要，丑陋狂怪比优美和谐重

要，过程比结局重要等。从此意义上看，解构主义建筑对西

方当代美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它使非理性的

审美意识大举进入到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理性意识统治的

区域。建筑的本质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既有的文化价值受到

怀疑。 库哈斯说：“我们合并的智慧是滑稽的，根据德里达

的观点。我们不可能是”整一的“，根据鲍据拉德的观点，

我们不可能是”真实的“，根据维里利奥的观点，我们不可

能是”存在的“。没有整一，没有真实，没有存在，那么我

们还有什么呢？其实解构主义不可能真的”解构“的如此彻



底，只不过找到了另一种看待人生，艺术和审美的方式而已

，找到了另一种表达这种方式的方式而已。解构主义建筑师

的目的是要对建筑的本质重新定义，对整个建筑的美学的审

美体系进行重新整备。埃森曼对展览建筑功能的问难，摩弗

西斯对餐馆功能的消解，都是来源于一种重新定义一切的冲

动。例如它在阐述解构主义对”完整，和谐的形式系统的解

构“时提到：”无论是古典建筑时代还是现代主义建筑时代

，几乎没有一个建筑师会动摇对和谐，秩序，逻辑和完美的

信念，即使是在当代新古典主义，新乡土主义，新理性主义

建筑师中，也没有一个人会新潮到跟建筑的美国不屈的程度

。然而解构主义出现后，一切都改变了，建筑的古典魅力不

必说连起码的完整性都不存在了“。 以李伯斯金的柏林犹太

人博物馆扩建工程设计为例，建筑物本身呈现著凝缩著生命

的苦难形态，象被积压歪曲的铁棍一样，有著冷灰色金属外

壁，然而造型是从被扭曲的犹太六角星标志而来。那象炸裂

的裂痕一样的线型窗户，好似无声的呐喊，暗示著战争给犹

太人带来的创伤。与建筑外观相反，室内很暗，只有不太高

的天顶线型交叉的光，给人带来速度、极酷和神秘的感觉。

在" 两线之间"一文中，李伯斯金就明确告诉我们，他在设计

柏林博物馆扩建工程时，非理性思维起到了关键作用。他说

："要讨论建筑，就得讨论非理性的典范之作。在我看来，当

代最好的作品就是来自于非理性的美，虽然当它流行于世界

，统治并摧毁什么时，总是以理性的名义。非理性的美⋯⋯

是我设计的起点。" 而李伯斯金之所以将非理性的美作为设计

的起点，究其根源，我认为应该来自于一种打破秩序和惯性

，挑战平庸，拆解中心、建构充满自由精神、富有个性色彩



的另类（otherness）美学的冲动。而要达此目的，首先就必

须打破现有的规则，动摇理性赖以存在的精神根基。诚如被

丹尼尔。贝尔称为在非理性主义运动中"声音最响亮的代言

人"的西阿尔多。罗斯扎克说的，"目前最要紧的是推翻那种

深受自我中心和理智型意识束缚的科学世界观。要取而代之

，就必须要有一种新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个性的非理性能

力从幻想的光彩和人类交流的经验中燃起烈火的能力将成为

真善美的主宰者。" 柏林犹太人博物馆扩建工程（李伯斯金）

解构主义引起了人们对传统美学观念的反思！我们也有必要

进行反思：是否只存在单极化的美学观念？还是原本世界就

朝着多极化的美学观念发展？在传统美学观教育下成长起来

的我们，总是喜欢否定那些异质的东西。套用一句先生的话

：“世上原本没有美丑，只因为说的人多了，也就有了美丑

！” 相关推荐：浅谈现浇混凝土结构中后浇带施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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