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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美经艺术美到哲学美 
——黑格尔美学思想的逻辑路径 

朱长兵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从形式与内容统一角度，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自然美由于只有感性形式而无内容，因而自然 

美不算真正的美；艺术美在古典类型中虽然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但由于在艺术中，形式毕竟是有限的，因 

而艺术所表达的内容也只能是有限的，艺术无法显现无限的绝对理念；无限的绝对理念只有哲学才能表达，尽管 

哲学是逻辑体系，但逻辑与感性是不可分的，哲学具有间接的感性形式，因而也可视哲学为理念的感性显现，从 

而哲学是一种美——哲学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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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美学思想是和他整个哲学体系联系在一起 

的。众所周知，《哲学全书》由三部分组成：《逻辑学》 
(指的是《小逻辑》)《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逻 

辑学》是纯粹研究理念自身的，《自然哲学》是研究理 

念外化的，而《精神哲学》则研究精神，精神是“知着 

自己本身的、现实的理念”。 [1](6)  “精神的实体是自 

由”， [1](20) 作为自由的精神本身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即主 

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前两个阶段精神由于 

分别受到主观内在性和客观外在性限制而得不到真正 

自由。绝对精神是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的统一，绝对 

精神自觉以自身为对象和显现自身，没有别的目的和 

限制，因而是自由的。绝对精神自身也经历三个阶段： 

艺术、宗教和哲学，它们分别通过感性、表象和概念 

方式来认识和显示绝对精神。 

黑格尔美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来研究艺术的。美 

学实际上就是以哲学方式对艺术进行研究，所以黑格 

尔把他的美学称为“艺术哲学”，一方面表明美学研究 

领域是艺术，另一方面表明美学是对艺术进行哲学上 ．．． 

研究。正由于此，黑格尔在美学中特别强调艺术美， 

似乎在黑格尔那里，美就只意味着艺术美。尽管艺术 

美在黑格尔美学里有突出位置，但黑格尔在一定意义 

上也是承认自然美的，这可以直接找到文本依据。同 

时，尽管黑格尔没有直接提到哲学美——以概念形式 

表达的绝对的美，甚至还明确强调用概念形式表达绝 

对不能产生艺术美，但通过分析，可以合理得出黑格 

尔是承认哲学美的(这点也许黑格尔自己没有意识 

到)。不止如此，本文还认为，从自然美经艺术美到哲 

学美是黑格尔美学思想的必然发展。 

一、自然美 

与哲学体系相一致， 黑格尔认为“美就是理念的感 

性显现 ．． ”。 [2](142) 因为美学研究艺术哲学的，而艺术在 

黑格尔那里是表现绝对精神的一个手段，因而黑格尔 

实际上认为，美应是绝对理念的感性显现。绝对理念 

是一种无限自由，这种无限自由能在对立面中看到自 

己，能在差异中看到统一。黑格尔认为自然只是“理念 

的最浅近的存在”， [2](149) 它并不适合显现理念，因而 

自然本身并不存在美，要说自然有美，那这种美也只 

是“为我们 ．．． ，为审美的意识 ．． 而美”。 [2](160) 正因为此，黑 

格尔一方面在自然不能显现理念的意义上否认自然 

美，另一方面又在自然为我们的意识而美的意义上承 

认自然美。 

在讨论自然美时，黑格尔实际上从较低自然物、 

较高自然物、生命、人、社会五个方面来考察的。在 

较低自然物如金属物中，见不着理念对它灌注生气和 

统一作用， 较低自然物各部分的“差异只是一种抽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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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多”， [2](150) 在这个阶段，看不出精神性的理念存在， 

物质的因素完全压倒精神的因素。在较高自然物如太 

阳系中，太阳、彗星、月球和行星虽各自独立存在， 

但它们却统一成系统。不过这种统一却是有缺陷的， 

一方面是因为这种统一还受物理关系的制约，这里还 

看不出理念的自由；另一方面，作为太阳系灵魂的太 

阳，仍是与彗星、月亮和行星这些差异物相对立。因 

此这种统一还只是自在的， “概念究竟还是沉没在它的 

实存里，还没有显现为这种实在的观念性和内在的自 

为存在。它的存在的基本形式还是它的各差异面的各 

自独立，互相外在”。 [2](151) 黑格尔认为，如果说这些 

自然物是美的话，那也只是一种外在美，或是美在抽 

象的形式，如整齐一律、平衡对称、符合规律等；或 

是美在感性材料的抽象统一，但“由于它们的抽象性， 

这两种统一都还是无生命的不真实的统一”， [2](183) 因 

而它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 

在生命阶段，开始出现了灵魂。一方面，灵魂灌 

注生气于身体， 它把“外现为形式和肢体的东西作为内 

在的和观念的东西包含在它本身里”， [2](157) 这样身体 

作为外在感性的东西就显现了灵魂。另外，作为灵魂 

和身体统一的生命个体固然独立于外在世界，但它却 

通过认识和实践把“外在世界变成为它自己 ．．．． 而存在 

的”。 [2](159) 这样，可以说，生命理念(这里就是灵魂) 

通过身体和外面世界而显现出来，从而生命是美的。 

但生命毕竟还只是一种浅近的自然形式，动物生命只 

是一种欲念的生命，同时它被限定在一定的自然坏境 

中，它本身并不是自由的，它并不能显现理念(不是生 

命理念，而是绝对理念)。如果说生命能显现绝对理念 

的话，那也只是我们思考得来的结果，但美却要求有 

感性显现，因而生命由于自身不能显现美而否定了生 

命美的存在。黑格尔虽然否认真正意义上的生命美的 

存在，但他并不否认其它意义上的生命美存在，他认 

为其它意义上的生命美或者是抽象形式美，或者是思 

考的结果，或者是通过“敏感”(Sinn)得来的等等，这些 

都算不上真正的美， 因为“抽象的形式并不是固有的内 

在性和起生气灌注作用的形象，而是外在的定性和从 

外因来的统一”， [2](173) 因而抽象的形式并不能显现绝 

对理念，从而抽象形式美不是真正的美；至于思考的 

结果，也算不上真正的美，因为如果对对象进行思考， 

就不能说“我们是把对象作为美 ． 的对象来对待，我们 

只能说主观思考的观察方式是美 ． 的”； [2](166) 至于“敏 

感”，它“只能产生一种概念的朦胧预感”， [2](167) 也就是 

说， 生命并不能把绝对理念显现出来， 因而通过“敏感” 

得到的美并不是真正的美。 

到了个人的阶段，人当然比动物较高一级，人的 

身上到处都显现出受到生气灌注，但人的身体仍有欠 

缺， “灵魂和它的内在生活也还没有通过全部形体的实 

在而显现出来”。 [2](188) 同时，在个人身上仍显现不出 

自由(绝对理念)，如人的身体要受到自然的限制、肉 

体与心灵之间的矛盾等，这些都说明个人实际上并不 

自由，《精神现象学》中有一段话特别能说明个人这种 

不自由状况，“每个个体性都自欺也欺人，都欺骗别人 

也受人欺骗”， [3](276) 因而在个人身上并不能显现绝对 

理念，从而个人也不能算上真正美。个人不能实现自 

由，黑格尔认为在社会中也不能完全实现个人自由， 

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都存在矛盾， 只是在社会中， 

个人实际上并不能实项无限的自由， “这种联系的单一 ．． 

的 ． 内在灵魂，即单一目的的自由性和理性，却不在实 

在中显现为这种单一的自由完整内在的生气灌注作 

用，不是在每一部分都可以见出”。 [2](189) 因而社会本 

身也不能显现出绝对理念，社会本身也算不上真正的 

美。和前面一样，黑格尔认为，如果说有人体美和社 

会美的话，那也不是在它们本身能显现绝对理念的意 

义上说的。 

由以上可知，由于自然不能显现绝对理念，不能 

显现真正的自由，所以在真正美的意义上来看并不存 

在自然美。要想能显现绝对理念，显现真正的自由， 

就“必然要在另一较高的领域才能实现。 这个领域就是 

艺术”， [2](195) 这就从自然美过渡到艺术美。 

二、艺术美 

关于什么是艺术，美学史上有不同的看法，如苏 

珊∙朗格认为：“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 

造”。 [4](51) 黑格尔对艺术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艺术应 

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艺术的内容就是理念，艺术的 

形式就是诉诸感官的形象”。 [2](87) 根据理念和用来显现 

它的形象之间关系不同，黑格尔把艺术分为三种类 

型：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和浪漫型艺术。 

在象征性艺术中，理念还在开始阶段， 很不确定， 

还很含糊，理念还找不到正确的艺术形式，理念和形 

式互不符合， 理念只能借用客观事物进行暗示和象征， 

象征也需要观照感性事物，但这种观照并不是针对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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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事物本身，而是观照感性事物所暗示的普遍意义。 

所以“象征首先是一种符号 ．． ”， [5](10) 这种符号又不同于 

单纯的符号，形象和意义之间有着部分的一致，如“狮 

子象征刚强，狐狸象征狡猾，圆形象征永恒”。 [5](11) 

既然是象征，形象和意义之间也只能部分的，在某一 

个特点上一致，形象和意义并不能完全协调，象征的 

形象还有许多和意义不相干的性质。因而，在象征型 

艺术中，形式和内容还不能具体的统一。象征型艺术 

的典型代表是印度、埃及、波斯等东方民族的艺术。 

严格说，象征型艺术还不算真正艺术，只应看做“艺术 

前的艺术”， [5](9) 因而在象征性艺术中，也不存在真正 

的艺术美。由于象征型艺术不能充分显现理念，到了 

一定阶段就要解体，过渡到古典型艺术。 

古典型艺术克服了象征型艺术的缺陷，形式和内 

容在这里完全达到统一。古典型艺术成为了真正的艺 

术，最完美的艺术。古典型艺术的典型代表是古希腊 

的雕塑，它把有关人类的理念显现为人体形状、事迹 

等。但是，古典型艺术也只是在形式与内容统一的意 

义上是完美的。如果追究艺术所显现的内容是什么， 

就会发现艺术并不完美，因为艺术的形式还只是有限 

的，它所显现的内容也只能是有限的，“外在形象，就 

其为外在的而言，一般是受到定性的特殊的形象，它 

只能把本身也是一种受到定性的因而也是有局限的内 

容表现得完全吻合”。 [5](5−6) 艺术形式，作为外在的感 

性事物，并不能显现绝对理念，“如果美的理念被理解 

为绝对 ．． 精神，也就是独立自由的精神，它就不再能完 

满地实现于外在界”。 [5](6) 绝对精神必须在自己本身上 

存在，它要打破古典型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离 

开外面世界而回到自身，这就过渡到浪漫型艺术。 

古典型艺术由于有限的形式限制了它的内容，浪 

漫型艺术干脆打破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外在的感性形 

式变得无足轻重，“精神离开它与肉体的和解(统一)， 

而回到精神与精神本身的和解”， [5](274) 在浪漫型艺术 

阶段，精神认识到自身的真实不在于渗透到外在感性 

中，恰恰相反，它只有在离开外在世界而返回到自己 

的内心，把外在世界看做不能充分显现自己时，精神 

才认识到自身的真实。艺术本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但 

浪漫型艺术的内容主要是自由的内心生活，并不完全 

由感性形象显现出来，所以黑格尔说：“浪漫型艺术虽 

然还属于艺术的领域，还保留艺术的形式，却是艺术 

超越了艺术本身。” [2](101) 但既然浪漫型艺术还属于艺 

术的领域，它仍要用外在东西来表现，而凡是要依赖 

于有限的外在形式来显现的内容，这内容本身也是有 

限的，有限的形式只能显现有限的内容，“无论是就内 

容还是就形式来说，艺术都还不是心灵认识到它的真 

正旨趣的最高的绝对的方式。按照艺术的形式来说， 

艺术不免要局限于某一定确定的内容。只有一定范围 

和一定程度的真实才能体现于艺术作品”， [2](13) 艺术不 

能表达绝对理念。艺术确实能显现某种理念，在这个 

意义上，可以说，艺术是美的。但是艺术由于它有限 

的外在形式并不能显现绝对理念， 因而在这个意义上， 

艺术又不是美的。要想表达绝对理念，还须过渡到宗 

教和哲学，这就过渡到哲学，过渡到哲学美。 

三、哲学美 

黑格尔在其美学著作中，重点在讨论艺术美，也 

用了较长篇幅讨论了自然美，唯独没有提到哲学美。 

据笔者有限阅读，在其它著作中，黑格尔也没有提到 

哲学美。在这里，重要的不是黑格尔有没有直接提到 

哲学美，而是通过分析，是否能够合理的得出黑格尔 

实际上是承认哲学美(这里的哲学当然特指黑格尔的 

哲学)。 

黑格尔的确一再认为美有两个方面，一是内容， 

一是显现内容的感性形式，这似乎就否定了哲学美， 

因为在一般人看来，哲学固然有其内容，但却没有显 

现内容的感性形式，因而哲学算不上美。我们知道， 

黑格尔认为，艺术、宗教和哲学是表达绝对精神的三 

种形式，前两种由于自身的局限性都不能真正能够表 

达绝对精神，只有哲学这种形式才能充分完善的表达 

绝对精神。换句话说，只有哲学表达的内容才真正是 

绝对精神，因为艺术和宗教不能充分完善的表达绝对 

精神，这样，严格说来，哲学所表达的内容就比艺术 

和宗教高。在黑格尔著作中，我们能否分析出哲学美 

的存在呢？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是直接 

从文本中找到证据分析出黑格尔有意无意的暗示了哲 

学美的存在； 二是也按照黑格尔本人的标准“美是理念 

的感性显现”来分析出哲学美也符合这个定义。有这 

两点，就有理由说黑格尔承认哲学美的存在。 

先看第一点。我们知道，黑格尔认为艺术应是内 

容和形式的统一。但在浪漫型艺术中，内容地位越来 

越突出，形式地位越来越不足为重，实际上内容和形 

式在这里并没有达到很好的统一，以致艺术最终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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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内容和形式统一”的限制。黑格尔指出了艺术发展 

到现在时代时，由于艺术受到现时代的自由意识的影 

响，已变成了自由的艺术，这种自由的艺术已经不在 

受感性形式约束了，黑格尔说：“在过去时代，艺术家 

由于他所隶属的民族和时代，他所要表现的实体性的 

内容势必局限在一定的世界观以及其内容和表现形式 

的范围之内，现在我们发见到一种与此相反的局面， 

这种局面在最近才达到完满的发展，才获得它的重要 

性。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各民族都获得了思考和批判的 

教养，而在我们德国人中间，连艺术家们也受到自由 

思想的影响，这就使得这些艺术家们在创作时发现材 

料(内容)和形式都变成‘一张白纸’(tabula rasa)， 特别是 

在浪漫型艺术所必有的各阶段都已走完了之后。限制 

在一种特殊的内容和一种适合于这内容的表现形式上 

面的作法对于今天的艺术家们是已经过去的事了，艺 

术因此变成一种自由的工具了，不管是哪一种内容， 

艺术都一样可以按照创作主体方面的技能娴熟的程度 

来处理。这样，艺术家就可以超然站在一些既定的受 

到崇敬的形式和表现方式之上，自由独立地行动，不 

受过去意识所奉为神圣永恒的那些内容意蕴和观照方 

式的约束。” [5](377−378) 这段表明黑格尔认为艺术越来越 

不注重外在的形式，而只注重自由本身，而在黑格尔 

那里，哲学实际上也就是自由，哲学也不注重外在感 

性形式(无直接的感性形式)，这里我们可以合理的推 

出黑格尔无意中是承认哲学美的存在，尽管他没有正 

面承认。黑格尔在论述浪漫型艺术阶段是，提到精神 

美这个概念，这种精神美很类似于哲学美，它们都注 

重内在的内容而不注重外在形式(当然前者还是有直 

接的感性形式，而后者却没有)，黑格尔说：“在浪漫 

型艺术阶段，精神……只有在离开外在界而返回到它 

自己的内心世界，把外在现实看作不能充分显示自己 

的实际存在时，才认识到自己的真实。如果要根据这 

种新内容来形成美 ． ，那么，前此所说的美只能处于次 

要的地位，现在的美却要变成精神的 ．．． 美，即自在自为 

的内心世界作为本身无限的精神的主体性的美”， [5](275) 

这里可以看出黑格尔有承认哲学美的迹象；在论诗 

时， 黑格尔认为诗的外在客观因素是“内心中的观念和 

观感本身”， [6](9) 这也表现出黑格尔承认美可通过间接 

感性形式表现出来，据此我们也能合理推出黑格尔承 

认哲学美的存在。 

再从黑格尔自己对美的理解来分析一下哲学美存 

在。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美有两个要素， 

一是作为内容的理念，一是表现内容的感性形式。我 

们知道，艺术、宗教和哲学是表现绝对精神的三种形 

式，只有在哲学这个形式中，绝对精神才得到最适合 

的表达，因而，从内容上看，哲学具有绝对理念的内 

容。从表现内容的感性形式上看，黑格尔哲学由于是 

一种逻辑体系，不具有直接的感性形式。但是任何一 

种逻辑不可能完全离开感性形式，尽管这感性形式不 

是直接的，在进行逻辑活动中，大脑中总会有具有感 

性形式的意识呈现物，也就是说，具有逻辑形式的哲 

学也会具有感性形式，只不过这种感性形式不如艺术 

中的感性形式那么直接，在艺术如画中，图画就是一 

个直接的感性形式。细究一些，艺术家在创作和欣赏 

者在欣赏图画时，本质上并不是在创作和欣赏图画所 

具有的直接的感性形式，而是通过图画直接的感性形 

式来表达和欣赏画中的意象、境界，这种意象和境界 

虽通过图画直接形式的触发，但已不是图画的直接感 

性形式了，而是通过想象力的作用而达到了一种间接 

的感性形式，这种感性形式才真正表达意象、境界， 

所以黑格尔说： “在音乐里艺术已不再让精神性的东西 

淹没在一种感性的可以眼见的就在目前的形象 ．． 里去 

(像在绘画里那样)。” [6](8) 艺术实际上也是通过间接的 

感性形式来表现内容的，具有逻辑形式的哲学也具有 

间接的感性形式，这就意味着可以合理地认为哲学有 

可能成为一门具有感性形式的美。 

上面只指出的可能性，要分析黑格尔哲学是否是 

一种美，关键要去分析哲学所具有的间接感性形式的 

特点。这就涉及到黑格尔哲学的本质问题。黑格尔哲 

学的精髓是他的逻辑学，逻辑学的实质就是辩证法， 

就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 [7](101) 逻辑 

学是研究纯粹概念的，它从“纯有”开始经过一系列的 

环节最后进展到绝对理念，而绝对理念是扬弃了内容 

的形式，或者说在绝对理念中，形式就是内容，绝对 

理念的实质就是方法， 黑格尔说“理念的真正内容不是 

别的，只是我们前此曾经研究过的整个体系”， [8](422) 

而这种体系就是全体的开展，“这种全体的开展，我们 

就称之为方法”。 [8](424) 这种方法是分析和综合的统一， 

它发展为他物是综合，但这个他物又是自己，因而又 

是分析， 这个在他物之中看到自己的方法就是辩证法， 

“这个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判断的环节，通过它， 

那开始的普遍的东西从自身中把自身规定为自己的他 

物，它应该叫做辩证法的环节”。 [9](537) 辩证法的灵魂 

就是上面所说的作为推动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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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性是自身的否定关系的单纯之点，是一切活动 

——生命的和精神的自身活动——最内在的源泉，是 

辩证法的灵魂”。 [9](543) 这种否定是自身的否定，是在 

他物中能看到自己，这就是说，黑格尔哲学能给人万 

物一体的间接的感性形式，到底黑格尔哲学能给人什 

么样的间接感性形式，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间 

接感性形式的性质是万物一体，人们能够通过这个大 

脑中产生的间接感性之物体验到万物一体的美感。这 

样，黑格尔哲学不仅能够产生间接的感性形式，而且 

这种感性形式具有万物一体的性质，从而能让人体验 

到美感。可见，从黑格尔的自己标准“美是理念的感性 

显现”看，也能合理推出黑格尔哲学美的存在，因为哲 

学既具有绝对理念的内容，也具有表现这内容的间接 

感性形式。 

结之，从自然美经艺术美最后到哲学美，这就是 

黑格尔美学思想的逻辑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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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natural beauty, to artistic beauty, to the philosophic beauty 
——the logical path of Hegel’s esthetics 

ZHU Changbing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ty of form and content Hegel thinks that beauty is perceptual appearance of ideal. 
Natural  beauty  is  not  genuine  beauty  since  it  has  only  perceptual  form  without  the  content.  Artistic  beauty  in  the 
classical type achieves the unity of content and form. The form in art, however, is limited, so artistic the content is, thus 
art  is  unable  to  show  the  infinite  absolute  idea;  The  infinite  absolute  idea  is  expressed  only  through  philosophy. 
Although Hegel’s philosophy is a logical system, the logic and perception are inseparable, thus the philosophy has an 
indirect  perceptual  form.  Therefore,  Hegel’s  philosophy  is  seen  as  perceptual  appearance  of  ideal.  Thus,  Hegel’s 
philosophy is a kind of beauty——philosophic beauty 
Key Words: Hegel; natural beauty; artistic beauty; philosophic beauty; absolute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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