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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以“情趣”为核心范畴,认为美和艺术是情趣的意象化.

他从艺术美出发,主张审美艺术人生和真善美的统一.他一方面强调艺术情趣源于人

生活动,一方面关注人生实践的情趣化艺术化,这就使“情趣”说升华成了重要的人生论

美学命题.朱光潜的“情趣”说及情趣教育观,对今天的美育实践具有重要的思想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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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趣”是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努力把审美、艺术和人生统一起来,
坚持真善美的融合统一,以实现“人生艺术化”“艺术人生化”,是朱光潜“情趣”美
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他既要求艺术以情趣的意象化所形成的美的境界为中心来

创构作品,又要求作为人生主体的人的艺术情趣的丰富,以追求和实现人生的艺

术化情趣化.这就使“情趣”说完全成为了人生论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可以将

之概括为情趣人生论美学观.〔１〕它与人生论美学主张真善美贯通、关注审美艺术

人生统一的大美观完全一致,〔２〕在当今市场经济和高科技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实

践意义,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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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朱光潜的“情趣”说和艺术的人生化

“情趣”是朱光潜情趣人生论美学的核心范畴,它与“趣味”范畴的内涵几乎

相同,主要指审美活动中特定的情感取向.以情趣为中心,他认为美是意象———
美产生于人的情趣与物的表象契合统一而形成的形象.人的审美情趣随着心境

和环境等的不同,就会产生变化.因此,审美情趣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当事物

的表象与人的情趣契合统一起来后,美就被不断地创造了出来.朱光潜的这一

美学观非常重视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中的创造性作用.以之为出发点,他通过

主张艺术的人生化和人生的艺术化,论证真善美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的“情趣”
说.

人生的艺术化、情趣化是人生实践的本质规定,我们下文会有特别的论述,
这里主要谈谈艺术的人生化.艺术美的研究是朱光潜美学研究的中心.以“美
是意象”为理论基点,他强调艺术创造就是艺术境界的创造,认为其核心就是“情
趣的意象化”.“每个诗的境界都必有‘情趣’和‘意象’两个要素.‘情趣’简称为

‘情’,‘意象’即是‘景’.”〔３〕非常明显,朱光潜是通过借鉴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中的

意境说,根据意境的“情景融合统一”这一特征来阐发自己对于“情趣的意象化”
这一见解的.朱光潜认为,情趣和意象相互依存,两者分开来无法独立存在.只

有借助于意象的表现,情趣才有了呈现的媒介;只有经过情趣的选择和浸润,意
象才成为了拥有内在灵魂的形象.情趣的意象化就是艺术境界的创造,艺术境

界就是艺术作品构成的核心,这是朱光潜对于艺术美的核心观点.
情趣的意象化或者说艺术境界的创造,作为艺术美研究的核心内容,它主要

包括艺术家的主体创作心境、客体艺术境界和两者之间的契合统一关系三个构

成要素.朱光潜借鉴西方近现代美学,特别是克罗齐“艺术直觉说”的观点对之

进行了详细的说明.“纯粹的诗的心境是凝神注视,纯粹的诗的心所观境是孤立

绝缘.心与其所观境如鱼戏水,忻合无间.”〔４〕在“凝神注视”的审美直觉中,艺术

境界形成一个独立自足的意象,其中的心理机制是情趣与意象之间的“移情作

用”或者“内摹仿作用”,这就是朱光潜对于“情趣意象化”活动的基本观点.
另外,朱光潜所说的“情趣意象化”中还有语言表现的层面.朱光潜不同意

把情感思想与语言的关系理解成实质和形式的关系;而是认为情感思想与语言

是统一的心理活动的不同侧面,它们之间是平行一致的关系.“思想情感与语言

是一个完整联贯的心理反应中的三方面.心里想,口里说;心里感动,口里说;都
是平行一致.我们天天发语言,不是天天在翻译.我们发语言,因为我们运用思

想,发生情感,是一件极自然的事,并无须经过从甲阶段转到乙阶段的麻烦.”〔５〕

朱光潜甚至认为情感思想实际上比语言的范围要大,主张它们之间准确说来是

全体与部分的关系.“凡语言都必伴有情感或思想(我们说‘或’因为诗的语言和

哲学科学的语言多有所侧重),但是情感思想之一部分有不伴着语言的可能.”〔６〕

以这一看法为思想基础,朱光潜认为“情趣意象化”的过程同时伴随着艺术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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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现活动.“每个艺术家都要用他的特殊媒介去想象,诗人在酝酿诗思时,就
要把情趣意象和语言打成一片,正犹如画家在酝酿画稿时,就要把情趣意象和形

色打成一片.这就是说,‘表现’(即直觉)和‘传达’并非先后悬隔漠不相关的两

个阶段;‘表现’中已含有一部分‘传达’,因为它已经使用‘传达’所用的媒介.”〔７〕

这样,“情趣意象化”与艺术语言表达实际上就构成了一个心理活动的整体,两者

只是这一整体的不同侧面.
朱光潜借鉴西方近现代美学对艺术情趣美的相关看法,其中值得关注的主

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朱光潜强调情趣意象化或者说艺术境界创造的灵

感性特征.在他看来,艺术家通过“凝神注视”的“直觉”活动之所以能够把情趣

和意象统一在一起是完全偶然的,也就是说两者的统一并没有必然性.由此,朱
光潜把艺术境界的创造活动与灵感活动直接等同了起来.“诗的境界的突现都

起于灵感.灵感亦并无若何神秘,它就是直觉,就是‘想象’(imagination,原谓意

象的形成),也就是禅家所谓‘悟’.”〔８〕灵感的发生具有一定的神秘性,朱光潜借

鉴西方审美心理学中的移情说和内摹仿说,认为其内在机制或者是“以人情衡物

理”的移情,或者是“以物理移人情”的内摹仿,这就把情趣意象化的内在机制清

楚地揭示了出来.总之,通过突出审美直觉的灵感性,朱光潜把情趣意象化活动

作为情感创造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所具有的非理性特征进行了强调.
另一方面,朱光潜突破了西方由康德美学所明确下来的形式主义美学传统,

强调了情趣意象化活动的情趣创造性.在康德美学中,非功利性的审美情感是

由审美对象的形式所引发的.审美主体在面对审美对象时,试图通过自由的想

象来把握其形式,而想象在这种自由的无目的的活动中却偶然契合了认识或者

伦理概念目的,这就是康德所谓的审美活动“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超验原则.
康德在从“量”的角度剖析审美鉴赏判断的特征时反复强调“判断先于情感”,这
就是说审美对象的形式所引发的自由想象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活动是审美情

感形成的根本原因.对此,朱光潜明确反驳说:“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

心与物的关系上面;但这种关系并不如康德和一般人所想象的,在物为刺激,在
心为感受;它是心借物的形象来表现情趣.”〔９〕也就是说,朱光潜认为审美活动不

是由审美对象的形式所决定的;而恰好相反,是审美情趣意象化时的创造性表现

主导着审美活动的展开.审美“直觉”偶然间灵光闪现所发现的意象恰好能够表

现审美情趣,这种“情趣意象化”创造了美的艺术境界.
概而言之,朱光潜借鉴融合西方近现代审美心理学的观点,对艺术情趣美的

创造奥秘进行了科学而深入的分析.艺术创作是情趣的意象化,朱光潜围绕这

一核心观点深入揭示了艺术境界创造的机制.但这并不是朱光潜关于艺术美的

观点的全部,“艺术的人生化”才是朱光潜更为重要的关于艺术美的主张.
首先,在朱光潜看来,艺术境界的创造虽然是由审美情趣所主导的,但审美

情趣却不是艺术创造的最初起点.“严格地说,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艺术是

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１０〕艺术家情趣的形成与发展变化,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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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生实践影响作用的结果.因此,联系着人生实践来认识艺术、审美,是朱光

潜“情趣”说对于艺术美更为重要的看法.
其次,朱光潜多次强调艺术是人生世相的返照,认为艺术与人生世相是“不

即不离”的关系.“像一般艺术一样,诗是人生世相的返照.诗与实际的人

生世相之关系,妙处惟在不即不离.惟其‘不离’,所以有真实感;惟其‘不即’,所
以新鲜有趣.”〔１１〕朱光潜以１９世纪瑞士美学家布洛的“心理距离”说为理论依

据,在艺术与人生的辩证统一关系中认识艺术美的创作和欣赏,这也是朱光潜

“情趣”说对于艺术美的重要观点.
其中,朱光潜强调人格真诚与艺术创作的本质关联,值得认真研究.朱光潜

一直主张人的审美情趣与其天性相关.“文艺趣味的偏向在大体上先天已被决

定”.〔１２〕而且他坚持认为,文艺创作在根本上是人的深情至性的表现.因此,“至
诚尽性”这一中国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理论主张,经过朱光潜的重新思考,就
构成了他理解艺术家的审美创造的核心理据.

在朱光潜看来,艺术家只有通过最高的“真诚”,把自己的天性最自然、最本

真地保持好,进而形成自己的审美情趣并进行情趣的意象化,才能创造出艺术

美.“‘修辞立其诚’是文章的要诀,一首诗或是一篇美文一定是至性深情的流

露,存于中然后形于外,不容丝毫假借.”〔１３〕艺术是至性深情的流露.朱光潜强

调,艺术家应当真诚地从自己的天性出发,努力形成自己的个性,陶养自己的审

美情趣.虽然人的个性并不等于其天性,但朱光潜深受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特别

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坚持认为从天性出发的真诚就是人形成个性的根本出发点.
客观地说,人的个性是在先天禀赋与后天生活经验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人

的先天自然禀赋与后天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以及生活阅历等等,它们共同塑造

了人相对稳定的不同于他人的人格特征.但我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内圣之学,强
调天地自然规律与人性的统一性,认为人的理想人格是由人真诚地从天性出发,
通过努力回归人性与天地自然规律的完美统一而形成的.朱光潜受儒家思想的

影响,也强调人“反身而诚”以形成自己的个性人格,进而塑造自己的审美情趣.
朱光潜认为,人的独特个性是美的创造和欣赏的出发点,人的情趣个性深刻决定

着其与意象的统一,即艺术美的创造.“物的意蕴深浅与人的性分情趣深浅成正

比例,深人所见于物者亦深,浅人所见于物者亦浅.”〔１４〕由此,朱光潜形成了自己

以“至诚尽性”为深层理据的有关艺术情趣美的观点.
最后,朱光潜的艺术情趣观也体现了人生论美学所主张的真善美贯通的思

想.他强调艺术与人生的“不即不离”,已经体现出要求“真与美”统一的主张.
朱光潜指出,在艺术与人生的“不离”中,艺术才能给人以真实感;而又因为艺术

与人生的“不即”,才保证了艺术的新鲜有趣.这就清楚地指明了“真与美”的统

一.关于艺术的“美善统一”比较复杂,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曾用大量篇幅

详细深入地剖析这一问题.概括地说,朱光潜认为艺术家的创作活动作为“无所

为而为”的自由活动,“不仅是一种善,而且是‘最高的善’了”〔１５〕.而就对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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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来说,他认为真正优秀的艺术作品是没有道德目的而有客观的道德影响的.
“凡是第一流艺术作品大半都没有道德目的而有道德影响,荷马史诗、希腊悲剧

以及中国第一流的抒情诗都可以为证.它们或是安慰情感,或是启发性灵,或是

洗涤胸襟,或是表现对于人生的深广的观照.一个人在真正欣赏过它们以后,与
在未读它们以前,思想气质不能是完全一样的.”〔１６〕因此,朱光潜也是艺术的真

善美合一论者.

二、朱光潜“情趣”说的人生论美学内涵

人生论美学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者以中国传统美学精神为基础提炼发展而

来的美学理论主张,它将审美艺术人生统一起来,倡导真善美贯通的大美观.〔１７〕

人生论美学一方面提倡审美、艺术、人生的本质关联,另一方面要求对人生境界

的艺术化、审美化提升;并且倡导以真善美贯通的大美来建构人生的理想境界.
在梁启超、宗白华、朱光潜等中国现代美学家的思想学说中,人生论美学思想已

经孕萌和初显,其不同于西方经典美学的内涵和特点,彰显出越来越强烈的社会

实践意义.
朱光潜的“情趣”说在根本上追求人生的情趣化,主张从人生整体来审视审

美、艺术、人生的融合统一关系,力证“真善美”的终极统一,与其“人生艺术化”探
索紧密联系,突出体现了其美学思想的人生论内涵.因为在朱光潜看来,“艺术

是情趣的活动,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情趣丰富的生活”,“情趣愈丰富,生活也愈美

满,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１８〕概括地说,以对艺术美的认识为

基础,朱光潜的“情趣”说倡导人生情趣化,揭示了人生艺术化的现实路径.他

说:“抓住某一时刻的新鲜景象与兴趣而给以永恒的表现,这是文艺.一个对于

文艺有修养的人决不感觉到世界的干枯或人生的苦闷.他自己有表现的能力固

然很好,纵然不能,他也有一双慧眼看世界,整个世界的动态便成为他的诗,他的

图画,他的戏剧,让他的性情在其中‘怡养’.到了这种境界,人生便经过了艺术

化,而身历其境的人,在我想,可以算得一个有‘道’之士.”〔１９〕也即,朱光潜认为

富有纯正艺术趣味的人,即使他不具有艺术创作才华,也能够达到人生情趣化的

境界,始终对人生保持浓厚的艺术化审美兴趣.如此一来,朱光潜就以“情趣的

意象化”这一美学本质论为理论基础,使“人生艺术化”增加了可实践性,标志着

“人生艺术化”理论的成熟.正如金雅所说:“朱光潜的‘人生艺术化’理论,以情

趣人生为核心,既受到梁启超趣味人生精神的影响,也吸纳了中西美学尤其是西

方现代美学的滋养.从情趣出发,朱光潜也有自己的发展和特点,对‘人生艺术

化’理论的成型、演化和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２０〕

关于朱光潜“情趣”说的人生论美学内涵,我们首先应该注意的是:朱光潜主

张人生的情趣化,此处的人生并不指狭义的实际人生,而是指由谋生、认知和审

美等统一起来所构成的整体人生.所谓狭义的实际人生是指人们通常所理解

的,主要由谋生活动所构成的日常生活.实际人生的日常功利性决定了情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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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无关;而在整体人生中,则可以因为艺术活动在整体人生中所具有的重要性而

使整体人生实现情趣化.朱光潜就是从人生的整体、全体来把握人生的情趣化

的.“人生是多方面而却相互和谐的整体,把它分析开来看,我们说某部分是实

用的活动,某部分是科学的活动,某部分是美感的活动,为正名析理起见,原应有

此分别;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完满的人生见于这三种活动的平均发展,它们虽是

可分别的而却不是互相冲突的.‘实际人生’比整个人生的意义较为窄狭.
我们把实际生活看作整个人生之中的一片段,所以在肯定艺术与实际人生的距

离时,并非肯定艺术与整个人生的隔阂.严格地说,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因
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反之,离开艺术也便无所谓人生,
因为凡是创造和欣赏都是艺术的活动,无创造、无欣赏的人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

名词.”〔２１〕从人生的整体来看,从情趣出发的艺术活动是其必不可少的重要构成

部分,人生活动本身也离不开艺术性的创造和欣赏;反过来看,艺术情趣又源自

于人生整体,即人在艺术上的情趣、爱好又源自生活中自己从个性出发与景物不

断地交感共鸣.由此,人生的情趣化是人生整体活动的必然取向.
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谋生活动可以说是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在朱光潜

看来,日常谋生活动的功利化决定了它在根本上是与艺术、审美无缘的,因此他

的情趣人生论美学思想绝对不能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来理解.局限于日常生活层

面,强调家庭环境的美化,要求生活用具的雅致精良,追求服饰妆扮的美丽漂亮,
甚至是追求生活方式的情调等等,这些都属于经验性的生活美学的内容.生活

美学在本质上主张享乐,推崇形式美,这与人生论美学追求人生境界的审美化提

升是有根本性区别的.在我国古典美学思想和西方的唯美主义思潮中,生活美

学的精致思考都不罕见.但这些与朱光潜的情趣人生论美学并不相同,且不说

朱光潜的情趣人生论美学所主张的情趣人生源于人生主体洞察生命本质后,从
生命的健康活力出发所倡导的人生实践的情趣盎然;仅就朱光潜提倡情趣人生

论美学的目标、动机来看,他的情趣人生论美学所关注的也是“以出世的精神做

入世的事业”,绝不是单纯地追求生活的精致化、享受化.
朱光潜从整体人生来理解艺术、审美与人生的统一性.这是因为认识世界、

欣赏艺术等超越谋生活动的人生内容在整体人生的构成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

位.“正如山的高度不是由山谷的高度而是由最高峰的高度所表示的那样.同

样,我们描绘生活的富有意义,用的是它的高峰而不是它的深谷.”〔２２〕因此,人生

整体的性质是由超越谋生层次的科学认识、艺术实践等人生活动决定着,而不是

相反;艺术、审美活动与人生活动的关系首先也应该从人生整体来认识.
特别是,人生离不开艺术.这主要是指人生整体中不能只有谋生活动,而没

有艺术、审美情趣的位置.艺术活动在根本上就是创造活动、欣赏活动,缺少了

创造和欣赏的人生,这是无法想象的.因为人生如果没有创造,那就只能是被动

地、机械单调地重复每天的日常生活内容,譬如机器的活动、动物的本能生存.
人的日常谋生活动如果没有了创造和发展,人还有什么资格被称作人呢? 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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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欣赏活动,那么人就不会去讲求人生表现的完美与精致.只要能够活着、
活得舒服,什么都可以去做,没有底线、没有理想,其人生境界是可以想象的.另

外,完美的人生需要艺术表现来激发、活跃生机.正如朱光潜所说:“健全的人生

理想是人性的多方面的谐和的发展,没有残废也没有臃肿.譬如草木,在风调雨

顺的环境之下,它的一般生机总是欣欣向荣,长得枝条茂畅,花叶扶疏.情感思

想便是人的生机,生来就需要宣泄生长,发芽开花.有情感思想而不能表现,生
机便遭窒塞残损,好比一株发育不完全而呈病态的花草.文艺是情感思想的表

现,也就是生机的发展,所以要完全实现人生,离开文艺决不成.”〔２３〕求真、向善

和尚美是人性和谐发展不可或缺的三个重要方面,缺少了艺术则根本谈不上人

性的和谐发展.
总之,朱光潜的情趣人生论美学从人生活动的整体来理解艺术与人生的统

一性,既深刻揭示了“艺术的人生化”性质,又指明了整体人生活动追求人生境界

提升,努力于人生情趣化的本质规定性.这对我们全面理解艺术、审美与人生的

统一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与此同时,朱光潜所力倡的情趣人生又含蕴着

真善美贯通的大美追求,很值得关注.他认为,情趣人生作为“无所为而为”的自

由人生,既是人生主体的人格的至诚至真表现,同时也是至善的活动,这就实现

了人生真善美相贯通的大美境界.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人们在以审美的态

度严肃地要求自己在人生活动中真诚地展现自己的人格本性时,这就达到了情

趣人生以自我实现为最终追求的真正自由境界.在这种情趣人生的自由生命活

动中,无论是求真,还是向善,它们都与美统一了起来,正如朱光潜所说的“不但

善与美是一体,真与美也并没有隔阂”.〔２４〕

三、朱光潜“情趣”说的美育实践启示

情趣教育是“情趣”说的实践指向,也是其人生论美学思想的重要特色.情

趣教育的实践价值,事关以情趣为中心的理想人生境界能否实现.朱光潜非常

重视这一问题.
朱光潜认为:“趣味是对于生命的彻悟和留恋,生命时时刻刻都在进展和创

化,趣味也就要时时刻刻在进展和创化.”〔２５〕生命的健康活力,决定了趣味时刻

在进展、创化的根本规定性;而从生命的本质来理解艺术情趣、审美情趣,也使朱

光潜的情趣人生论美学思想超越了一般的“生活美学”观点,变得深刻而富有理

论启示意义.针对情趣的新鲜、创化本性,他提出情趣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引导情

趣教育对象的艺术情趣从偏狭走向纯正、从陈腐僵化走向新鲜,其中通过增强学

问修养以培养纯正的艺术情趣在朱光潜看来是最为关键的.所谓情趣的纯正是

指趣味广泛,对不同流派、思潮的作品都能给予客观的价值评判,没有情趣偏见.
朱光潜的观点是人因为资禀性情、身世经历和传统习尚的影响,自然会有文艺情

趣上的不同嗜好,而且人培养纯正文艺情趣的过程也是从偏嗜某类艺术价值开

始的.不过,努力拓展自己的情趣范围,以求对不同类型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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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客观地评判,是人培养自己的艺术情趣时应该追求的目标.
在朱光潜看来,接受文学教育、提升学问修养是培养纯正文学情趣的根本路

径:“我们应该做的功夫是根据固有的资禀性情而加以磨砺陶冶,扩充身世经历

而加以细心的体验,接收多方的传统习尚而求截长取短,融会贯通.这三层功夫

就是普通所谓学问修养.纯恃天赋的趣味不足为凭,纯恃环境影响造成的趣味

也不足为凭,纯正的可凭的趣味必定是学问修养的结果.”〔２６〕我们通常认为,情
感教育应该以情感的陶冶为主要途径,朱光潜则在强调“怡情养性”之外,还把

“学问修养”看作核心,这是引人注意的.特别是关于磨砺陶冶先天性情和学习

接受各方传统习尚,他明确指出,“你玩索的作品愈多,种类愈复杂,风格愈纷歧,
你的比较资料愈丰富,透视愈正确,你的鉴别力(这就是趣味)也就愈可靠”.〔２７〕

更多地玩索作品以提升学问修养,这里的学问修养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学问修

养呢? 很自然地,朱光潜所说的学问修养主要是关于艺术技巧的学问修养.正

如他在谈到读诗时所说的,“读诗就要从此种看来虽似容易而实在不容易做出的

地方下功夫,就要学会了解此种地方的佳妙.对于这种佳妙的了解和爱好就是

所谓‘趣味’”.〔２８〕所谓“了解此种地方的佳妙”指的就是关注艺术家在艺术表现

上能够“道别人不能道”的艺术创造性所在.因此,朱光潜所要求的学问修养主

要指的也是对艺术技巧的关注.在这里,求知与审美是统一的.
朱光潜的情趣教育思想不仅对我们当下美育活动的开展有启发意义,而且

对人生论美学所主张的人们努力追求的“人生审美化”也有积极影响.概括地

说,朱光潜的情趣教育思想首先能够启发我们重视艺术美育,关注对艺术情趣的

培养.就美育实践来说,自然美育和社会生活美育固然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意

义,但它们都远不如艺术美育的价值突出,因为艺术美比自然美和社会美更为集

中地体现了人类的审美情趣.
朱光潜把艺术美育看作美育的本体,特别强调艺术美育中的情感教育、情趣

教育.他认为,人们对艺术的兴趣爱好是从偏嗜某一类作品开始的,然后在不断

的艺术欣赏和创作练习中,其审美情趣最终被引导至趣味纯正.他的这一情趣

教育思想,以纯正情趣的培养为目标,清楚地指明了艺术美育的客观规律,也为

艺术美育实践指明了具体的教育内容:我们在开展艺术美育时,必须特别重视艺

术作品的选择问题———即应该选择合适的艺术作品以更好地引导艺术欣赏者的

审美情趣的养成.施教者应该客观、准确地区分艺术价值的高低不同,有序选择

合适的艺术作品使受教育者在形成、发展艺术情趣时,能够培养起纯正的艺术情

趣.另外,艺术美育中要特别关注对艺术技巧相关知识的教育.艺术作品的艺

术性突出表现在相关艺术技巧的创新和创造性运用上,艺术美育着眼于此,有助

于艺术欣赏者审美情趣的有效培养和陶冶.
其次,朱光潜的情趣教育思想把对情趣人生的实现作为美育实践的终极目

标,这启发我们在艺术美育实践中应该具有超越单纯的艺术领域,努力关注人生

整体的宽广视野.积极引导美育对象实现对真善美相统一的大美人生境界的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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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也应该成为我们当今美育实践的重要目标.他的情趣人生理想在根本上是

一种自由人生境界.这启示我们在美育实践中也要努力引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超越仅仅满足于更好地谋生的庸俗状态,积极拓展丰富的生活情趣以展现出生

命本有的健康活力,进而谋求艺术与人生的统一、真善美融合的人生境界的实

现.
最后,朱光潜的情趣教育思想中实际上包含着努力陶冶美育对象审美人格

的目标,这启示我们应该关注美育对人格陶养的重要作用.情趣在根本上反映

着审美主体的个性,因而以培养纯正审美趣味为直接目标的情趣教育则必然影

响着对个性人格的培养.情趣教育的方法中虽然主要是相关艺术知识、美学知

识的教育,但这些知识教育是实践性的,它在根本上还是指向了“怡情养性”.因

此,所谓纯正的审美趣味实际上还是一种健康、客观的情感好恶取向.而鉴于情

感活动在人的整体心理活动中的突出重要性———它处于认识和意志之间,对人

的认识活动和意志活动都有相应的影响.这就决定了,在人的个性人格的陶冶、
培养过程中,情感活动发挥着特别突出的重要作用.由此,情趣教育的“怡情养

性”在培养人健康、客观的情感好恶取向中,也能够直接作用于人的健康和谐人

格的陶养.
总之,在当今社会工具理性大行其道的背景下,物质生活丰富充盈而精神生

活贫乏已经成为制约许多人的生活质量提升的重要问题.满足于金钱富足,而
人性尊严意识薄弱,是人文修养的缺失所造成的.朱光潜所主张的情趣教育重

视艺术美育,关注人的人生境界的提升,致力于人的人格陶冶,具有特别突出的

人文意义,对当今美育实践的创新发展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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