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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与牟宗三美学思想的源流关系①

张海燕
（长沙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００）

摘　要：牟宗三美学思想的发生发展、充实完善都与康德美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康德美学的特殊地位决定了牟宗三

美学思想的发生由来，康德美学的精神义理直接影响了牟宗三早期对审美问题的关注和道德论美学的定位，康德将美视

为沟通自然与自由二界的“中介说”又引发了牟宗三晚年对审美、道德“合一说”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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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思想是牟宗三道德哲学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于审美的分析与概括却并非他着力最深、最重

的部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道德哲学问题不得不涉及审美、对康德哲学的全面定位不得不了解审

美判断之时，他才将审美问题纳入自身的视野。牟宗三对于美的论述都是围绕着康德美学的概念、体系

和结构而来，或者说，是在阐释康德美学思想的过程中产生了其自身的美学观念，康德美学就是他论述、

思考审美问题的直接原因和最初动力。这使得他的美学研究形成了以儒家的道德理想作为先验设定，

通过对康德美学思想中的观点进行批判与发展，最终将审美也纳入道德理想境界中来的研究习惯。具

体来看，康德美学对牟宗三美学思想的影响与奠基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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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康德对美学的定位决定了牟宗三美学思想的发生由来
牟宗三在翻译康德《判断力批判》的时候说道：“吾原无意译此书，平生亦从未讲过美学。处此苦难

时代，家国多故之秋，何来闲情逸致讲此美学？故多用力于建体立极之学……世之讲美学者大抵皆然，

以为懂一点文学，即可讲美学，故多浮词滥调，焉能望其契入康德之义理……如是，遂取Ｍｅｒｅｄｉｔｈ之英译
本逐句细读，据之以译成中文。”［１］６据此可知，正是康德美学特殊的精神价值和理论地位影响了牟宗三

关注美、讨论美的过程，这种影响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牟宗三对康德“第三批判”在当时汉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状况并不满意。他认为“对此《第

三批判》，讲之者少，固知之亦少，尤其在中国，直同陌生”；即使是对通达德文和美学的宗白华先生的译

本他也表示出强烈的不满，认为它“全无句法，无一句能达”［１］６。在此，我们姑且不论宗译本的文法是

否能够通达康德的义理，单从牟宗三的论述中就可见：第三批判中的美学观是康德哲学这个整体的有机

构成部分，对于全面理解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哲学的逻辑思辨传统的确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几十年

的学术生涯中，牟宗三不断流转于康德哲学和传统儒学之间，这也使得理解、消化康德哲学的方法成为

一个相对稳定的过程存在于他的精神世界里，当他发现《判断力批判》这部要作的介绍和接受情况不尽

人意时，就萌发了讲解和分析它的念头。因此，“美学”这个他本无闲情逸致来涉足的领域，伴随着自身

学术进程的推进和研究兴趣的转移而进入了牟宗三的视界，康德美学思想集中的《判断力批判》就是这

一转向的直接动因。

另一方面，康德美学与牟宗三毕生努力所建构的“道德形而上学”之间的密切关联，也影响了牟宗

三美学观念的形成。康德在完成以“自然”为核心的认识论和以“自由”为核心的道德论的梳理后，又以

“人”自身的需要和目的出发，认定审美判断具备了在无外在目的的形式下又暗合道德目的的实质（“无

目的的合目的性”）。可以说，美沟通自然与自由二界的本质与特性在康德哲学中是经过独立分析、层

层推进才推导出的结论。而牟宗三尽管在分析《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之时就形成了“良

知”是本体与现象之合一的观点，自然与自由同以“道德良知”为思想原点、已经达到全然不隔且相互融

合的状态，不必另辟一个独立的中介来作沟通，这其实是现代新儒家“体用不二”观点借助康德哲学而

开出的新阐释。但是，他也充分意识到审美判断在康德哲学中的独立性及重要性不可能通过简单的论

说予以消解，在传统儒学中如何安顿“审美”这一新的范畴、后者该循着何种途径归于道德本体是他所

面临的新问题。尽管在认识论中他论证了“智的直觉”可以为主体所掌握，在道德论中又论证了“圆满

的善”在生命历程中可能实现，但“美”这个相对独立的世界所具有的性质与品格却又无法自动消解且

统一在“智的直觉”或“圆满的善”中。因为“美与美感只对人类，即‘既有动物性又有理性性’的人类而

言”，它是“纯睿智的存有”，是“一特种的智慧”［１］６７。正是由于审美不仅诉诸于主体的真情实感，而且

是意志自由的主体所特有的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行为，牟宗三就在完成《圆善论》的分析之后通过翻译

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来发表自身对美的看法，就成为了学理上的必然迈进。应当说，当认识论和道德

理想主义的论证完成后，牟宗三毕生所努力建构的“道德形而上学”的义理尽管已经逐渐明晰但并不完

整。只有针对“美”这种依据主体的妙慧之心所凸显的睿智世界所具有的特性进行系统化分析，才意味

着消化、理解康德哲学步骤的完成和重建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努力的实现。

二　康德美学的精神义理与早期牟宗三美学思想
康德美学以尊重审美的独立自存性为前提条件并表现出深刻的道德精神和宗教精神，这对牟宗三

看待美学问题时的层层推进和充实完善有着直接的影响。可以说，康德美学的道德精神为牟宗三思考

以儒家“道德良知”为本体的美学思想所具有的超越品格、伦理色彩以及价值引导提供了重要参照；而

康德美学具有的宗教精神则成为牟宗三从西方传统的理路中跳转出来的契机，通过坚持儒家的基本核

心“道德良知”而赋予审美步入现实、走向生命的品格，也依此展现了以儒家义理为基础的审美活动具

有的不同于西方传统美学，能够在经验与超验之间表现出巨大张力的无限超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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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年代表作《认识心之批判》中，尽管当时的牟宗三还未能详细厘清康德美学在道德精神的外在

形式下渗透的宗教倾向和神学色彩，但是针对康德“审美论”与“目的论”的关系却发表了自身的看法。

他首先论述了康德美学的一个局限：“康德开始是想建立一个超越原则。但因他不能将此超越原则归

于道德目的或神，所以他又不能真实地建立之”［１］７２４，即康德赋予审美判断一种超越品格，但由于这种超

越品格没有以一个实存的“目的论”作基础，而造成了审美判断的超越性无法在现实中、逻辑中真正落

实。进而牟宗三指出只有依据儒家的本体或天心才能将审美判断从虚显的位置转变为现实：“审美判

断必须从其媒介地位转出去而为一最后之圆成，因而其超越原则必须是一实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

“道德天心能下贯，则美的判断必转出去而为最后之圆成”［１］７２８。这即是说，审美判断必须以高于主体

的感悟、理解等一般“认识之心”的“道德天心”或“形上的心”为基础方能成立，而“道德天心”就是与目

的界、本体界相对应的主体超越性认识能力，它的“决定性”表现在以贯注、生成的方式落实在主体的生

命历程之中，成为增强生命力量、巩固万物之理的基石。其决定性地位也必然向主体的审美判断力进行

渗透和扩展，使得审美判断超越了感性个别的层面而达到当主客观和谐、统一之后的轻快和愉悦。审美

判断与道德天心的合一，意味着审美活动与道德目的并不矛盾，审美论与目的论在“良知”这个关节点

上同时具备了无限超越的意义和现实呈现的可能。正是由于牟宗三对康德美学所涉及的“美”与“道

德”“审美论”与“目的论”等问题上的不满，为后期思考以“美善合一”为进路的道德论美学打下了

根基。

三　康德美学的道德精神与后期牟宗三美学思想
牟宗三后期美学思想则针对康德以审美判断来沟通自然与自由二界的中介论，以及将审美判断的

原则归纳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观点，依据儒家道德本体的“良知”来予以全面消化和吸收。牟宗三

在翻译《判断力批判》时说明了自己的意图：

以此，遂就审美判断之超越的原则，即“合目的性之原则”，作一详细的疏导与商榷，盖以

康德之述此原则实有不谛处故。疏释已，遂就审美判断之四相重述审美判断之本性，然后依中

国儒家之传统智慧再作真善美之分别说与合一说，以期达至最后之消化与谐一，此则已消化了

康德，且已超越了康德，而为康德所不及［１］７。

具体说来，后期牟宗三美学思想克服了前期局部论说、简要分析的局限，注意从“点”与“面”两个方

面分别进行一次拉动和充实。就“点”而言，牟宗三首先从康德美学的关节点“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原则

出发，详细剖析了审美判断作为一种自然对象与主体想象力、知解力相契合的过程，其实难以实然、确证

地通达道德目的。由此目的世界的意义如何落实在审美判断中，审美判断怎样负担起沟通二界的媒介

之责就成为一个困扰而被提出。接着牟宗三从康德美学的立场跳转而出，依据儒家的智慧提出以“无

相原则”作为审美判断超越原则的看法。“无相原则”体现了牟宗三直接以“道德良知”为本体、直接以

目的世界为出发点来看待、分析和规定美的实质。以此为进路，他论证了审美判断的“四个契机”不仅

可以保留，而且更由于道德目的这个超越层面的义理成为了审美活动的直接基础和本源，而使得审美的

超功利性、普遍性、必然性以及审美共同感能够落到实处。可见，经过这次立场的跳转和视角的变换，牟

宗三将康德美学的义理与儒家的心性观念结合起来，实现了自身美学思想的第一次拉动和充实。

就“面”的方面来看，牟宗三努力从“道德”与“审美”两个领域来进行相互的分析和印证。从道德

立场来看，他通过比较儒家道德的本体“良知”与康德道德的核心“自由意志”之间的差异，指出儒家的

道德良知是世间万物的本源和基石、是本体与呈现的统一，其直贯而下的作用方式和涵盖一切的本质力

量必然渗透在美的领域里，并成为赋予审美活动超越品格的本体性力量。这就是说，道德的特性决定了

它具有向审美进行渗透和贯注的必然。从审美的立场上说，牟宗三认为“美”特有的感性色彩和主观形

式能够带来精神的愉悦放松，但由于“美”不同于“善”，任何的目的和意义都无法以绝对命令或外在强

加的方式来给予；而美又无法摒弃目的或意义而独立存在，因为这将会造成主体生命力量的一味沉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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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的结果。因此他提出：“把天地万物通通隶属到一个客观而绝对的从道体而发的一个目的上，就是

统属到‘天命不已’上去”［２］，即将审美论直接建立在目的论的基础上，并强调这种目的只能以自然落实

而非外在强加的方式与美发生关联。如此看来，就只有儒家的“道德良知”这一本体才符合作为审美终

极目的的要求，因为它不是外在强加的，而是通过反观内心、不断保存的方式将自身本有的特质体现出

来而已。由此，他从审美的独立性和必然需求出发也论证了审美向道德推进、甚至消融于道德的必然。

牟宗三通过分析审美与道德关系时的视角转移以及二界相互融合的特质，将“美善合一”的可行性与必

要性进行了论证，由此带来了自身美学思想的又一次拉动和充实。

四　结　语
牟宗三的美学思想主要是通过对康德美学的译介、批判以及寻求它与中国传统儒家的道德哲学、美

学的会通之处而形成的，他曾经说：

中国哲学是否有未来，除了挺显其自身的义理纲维之外，还要看吾人能否如当初之消化佛

教而亦能消化西方哲学。能消化即有未来之发展，否则，便没有未来之可言。凡消化，必须从

消化其高峰著手。西方哲学之高峰是康德。消化西方哲学必须从消化康德入手。在西方，亦

实只有康德方是通中西文化之邮的最佳桥梁，而且是唯一的正途［１］４４。

在牟宗三看来，康德的学术思想代表了西方哲学的最高水准，是我们消化西方哲学、实现中西文化

会通的必要手段之一。因而译介康德的第三批判、研究康德的美学思想成为了他晚年的重要工作。牟

宗三晚年的这些作为，不仅被其弟子蔡仁厚等誉为“针对第三批判之审美判断，试图说明康德之说穿凿

之处，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论说精辟透析，妙趣洋溢”［３］，而且在他自己看来也是历经“步步学思，步步

纠正，步步比对，步步参透”［１］４２之后的顺适和洒然。

概括地说，牟宗三的美学思想就是在与康德美学的对话和论争中不断成长起来的。康德美学的特

殊地位决定了牟宗三美学思想的发生由来，康德美学的精神义理带来了牟宗三美学思想的充实完善，康

德美学的道德精神决定了牟宗三美学思想的核心“道德良知”的构成及内涵。如若缺乏或者弱化了康

德与牟宗三美学思想的源流关系分析，那么我们对牟宗三美学、哲学思想的理解是难以做到全面客

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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