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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说李泽厚的“积淀说”
文/张雨点

摘要：李泽厚的“积淀说”理论更像是一种思想和文化纵向延伸的结果，表达了时间上纵向积淀的结果。

故此，本文旨在通过解析李泽厚的美学三书，解读李泽厚的美学思想特征——“积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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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由王国维及宗白华相继开辟了一系

列美学研究的著作后，中国自此正式开启了对美学的

研究和思考，终结了中国“有美无学”的空白状态，

逐渐走向了补充“中国美学原理”概念和体系的研究

道路。中国现代哲学家李泽厚在补充“中国美学原

理”的研究道路上为中国的美学思想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他著有经典的美学三书《美的历程》《华夏

美学》《美学四讲》，较全面地讲述了中国的美学发

展，揭示了美学本质及根源是“人化的自然”，他强

调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从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去理解美

这一概念，追溯美的根源，指出美应该是在“人类制

造和使用工具的劳动产生……”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创

造了美。而何为“人化的自然”？可以理解为“美”

是在利用工具产生物质的实践过程当中，自然而然所

产生的一种感受。美在产生的过程中是需要经历中介

环节的，而这个中介环节，就是“积淀”，“积淀”

也就是“人化的自然”的基础。

李泽厚的“积淀说”理论更像是一种思想和文化

纵向延伸的结果，表达了时间上纵向积淀的结果。故

此，本文旨在通过解析李泽厚的美学三书，解读李泽

厚的美学思想特征——“积淀说”。

一、内在的“自然的人化”

虽然李泽厚没有单独详细地去解释阐述“积淀”

这个词，但是从他的美学三书中已明显渗透了这个词

的含义。

在解读何为“美”时，李泽厚首先就运用了词源

说来解释“美”在中国人心里面的意识形态。

从“羊大为美”这两个象形字的组合，就可

以看得出中国人心中的美首先与愉悦感受相关。在

《说文解字》中有“羊大则美”一说，羊大之所以为

“美”，是因为好吃的缘故，令人觉得饱腹并且满足

口欲，食物从制熟的基本要求上升到了对“色香味”

俱全的追求，故中国人会称赞其“美”（好吃）。

板桥先生叹曰：“夜半酣酒江月下，美⼈纤手炙鱼

头。”符曾曰：“桂花香馅裹胡桃，江米如珠井水

淘。”无不在诗句中描写食物的做法。从前只需要煮

熟的白萝卜可以经过精雕细琢变成一只装饰餐盘的仙

鹤。而这些就是将食物经过“自然的人化”后衍生出

的餐桌艺术。现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逢年过节，各

大饭店推出各种特色菜式。这些特色菜式既有新鲜

的、寓意吉祥的菜名，又有着独特的烹饪方式，还有

点缀精致造型的摆盘。而这些都源于天然食材经过

“自然的人化”的积淀，以及饮食文化衍变的美的自

然属性。此外，比如红、黄，可能来源于这些色彩对

视觉的冲击力，令人心潮澎湃或感到格外兴奋；当闻

到花香，人本能地陶醉其中，并不是因为有人告诉闻

花者，这是一种好的味道，而是人不自觉地被气味吸

引，享受其中。凡此种种都体现了美的自然属性。

当然，词源说对美字还有另外一种解释，“美”

字的形象像是一个头上戴着羊骨装饰物的人，像是在

表现一种乐舞的过程。人类的意识随着这些行为活动

有了积极的、美的感受，这种具有意义的集体活动也

代表了美的社会属性。

我们回过头再去分析这个过程：人因为本能的

追求愉悦的感受（自然性），所以创造了追求精神宣

泄、精神支撑的行为（社会性），从而达到精神情感

宣泄的目的，所以，这种自然性与社会性相互作用，

即李泽厚所说的“理性存积在非理性（感性）中；感

性中有超感性（理性）”。这个过程逐渐形成了“文

化心理结构”，也就是通过“积淀”的过程形成了人

的内在的“自然的人化”。这里的积淀是人类审美情

感衍生走出的重要的一步，但只是基础的一步。上面

提到的一些观念，是从生理欲求、社会、文化（文

字）方面解读了“美”的含义和存在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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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在的“自然的人化”

“外在自然”即山河大地、日月星空的人化。

这里分为两个部分来阐述，即客观现实和发展关系。

客观现实下的外在自然可以视为人们因为不满生存的

环境现状，而对所处的环境自然界进行的改造。原始

社会时期，人类学会将火转化成了热用于烤熟食物、

打击猎物，并利用火带来的光亮照明黑暗，这种能力

就是对工具的二次生产利用。制造和使用工具就是狭

义的自然人化的基础，也是人类超生物性生存的首要

特征。到了工业时期，人类为了改善生存条件，二次

生产能力被用在发明风能转换电能等一系列能量转换

中，人类的生存环境得到改善，并不断进步，因而

“外在自然人化”的历史也就是人类科技发明和物质

文明不断进化的历史。

发展关系中的“外在自然”就是在人类制造和

使用工具对自然界改造的过程中，自然与人相互关系

的重要变化，即“广义的自然的人化”，这是具有人

类本体存在性的，即自然与人的关系，经过时间的变

迁，自然成了人类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姑且可

以这样理解，山川河泊等自然物质最初带给原始人类

或是恐怖或无关自身的印象，到石器时代以后，人类

学会制作和使用工具与自然建立最初的紧密联系，山

川河泊等自然物质变成了人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再

随着历史的演变，衍生为风景画、山水诗、花鸟画等

人类主观意识的“自然的人化”的根本客观基础。

从物质生产“自然的人化”到经过积淀而产生

的“有意味的形式”，这是外在的“自然的人化”转

变为内在的“自然的人化”的必然结果。比如传统的

中国节日端午节，人们为了追思屈原，自发地泛舟游

荡在江上，因为担心江里的鱼吃掉屈原的身体而烹饪

家中的粮食，包裹成米团投入江中喂食鱼虾，也由此

诞生了现今的节日美食“粽子”；比如端午节举行赛

龙舟的活动，由各色形似龙的船在江面穿行，除了进

行激烈的竞技，更注重龙舟外观与划船船员动作协调

的美；船只和粽子原本作为交通工具和果腹的食材，

却因为纪念屈原，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意义，这刚好是

“自然的人化”从原始的制造生产到与人产生关系的

过渡。所以在李泽厚的积淀理论中，“自然的人化”

主要包括外在自然界与内部自然界，前者使客观自然

界变成了美的现实；后者则是对主体心灵的审美情

感。因为前者就是人类美的根源，而后者便是人类审

美的根源。

三、美是“有意味的形式”

而谈及“美”，也一定与艺术脱不了干系，比

如在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中所提及的陶器纹饰，最

早是对动物形象或图腾的写实，而后由这些动物形象

逐渐演变为相关的抽象化的几何纹，比如古越族对蛇

图腾的崇拜，就产生了如漩涡纹——像蛇一样的盘曲

状、水波纹——像蛇爬行的状态等，还有很多陶器上

有类似三角形的几何图案均来源于鱼、鸟的形态演变

或简化。以我们现在的目光来看，这些图案图腾，似

乎只是单纯形式的几何线条构成，但其背后的意义，

是通过漫长的时间，从写实形象逐渐演化而来的。这

些线条的内容、意义已经“积淀”在它的形式中了。

所以，它才不同于一般的线条，人们对其有天然的特

殊的审美感情，这些都是从远祖那时起，经历了漫长

时光演变、继承、“积淀”来的情感，虽然大部分的

人都不会清晰地认知到这一点。李泽厚认为，在这里

提到的“积淀说”恰好补充发展了克莱夫·贝尔所提

到的，美是“有意味的形式”。换句话来理解，即李

泽厚提到的积淀过程，给予了“有意味的形式”一个

合理的解释和来源补充，由此可见“积淀说”重要的

意义。

以青铜器为例。从夏代到隋唐时期，青铜器上从

抽象的符文几何到狞厉之美的兽面纹——饕餮，从活

泼愉快的风格走向沉重神秘的造型，这都与不同时期

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这同样来源于历史的社会性积

淀，正如李泽厚所说：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

道主义牧歌声中进展，人们随着精神文明的更迭，再

到后来，青铜器的样式已由原先的厚重庞大演变为轻

巧实用，而其上的图纹样式也变得更多样更精巧。以

上这些都说明，人类的工具和装饰品，都在生活（物

质生产）的过程中，随着历史发展（精神文明的发

展）而经历积淀的过程，逐渐变成适应时代的产物。

四、“积淀说”——纵向延伸的思考

中国的汉字，这种积淀过程是与陶器或青铜器上

的图案演变有相似经历的。比如中国最早的文字，是

从象形文字开始，到后期的形声、会意的组字法，有

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构字原理。这就好比最

开始原始部落的人类先在洞穴墙壁或器皿上画出一天

的行为或记录某种生产活动或过程，之后随着需要记

录的事物越来越多便简化成了某种符号，即最初汉字

（甲骨文）的形成，就像陶器上的鱼、鸟等形象后来

简化成了几何符纹一样，再随着后期社会发展，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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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丰富，所用到的字、词和形容的感受需要更多了，

便有了依据各种元素所产生的汉字。在李泽厚看来，

汉字与绘画的不同之处在于汉字具有符号所特有的抽

象意义，却比彩陶纹饰的几何纹更为自由，在曲直运

动和空间构造层面也更为多样。而书法又是人类把生

活灵感沉积进了汉字的结构布局中，或轻或重，或密

或疏，成为“有意味的形式”，这同时也是人类审美

意识真正的诞生。

中国古话说：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拥有了汉字

后，古人们开始用高度凝练的语言，生动形象地来表

达丰富情感，也就是诗歌。

诗对人类情感的表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国

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颂”这一部分，

大部分都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谈起中国诗歌艺术的

发展，从先秦诗歌的浪漫瑰丽、绚丽雄伟；到汉乐府

诗歌古风的言语朴素、现实犀利，抒情讽咏，格律自

由；再到盛唐时期诗歌的形式布局固定，音韵格律严

谨，词语平仄相对，对字词语句精雕细琢，极尽推

敲，意境内涵具有的含蓄凝练，韵律优美，再加上唐

朝鼎盛时期开明，物质富庶，文化繁荣，因此唐诗就

成了中华诗歌的最高成就，也成了世界文化发展史上

文采斐然的一座巍峨耸立的高峰。自唐后，尽管宋代

诗歌的发展总不及唐朝的巅峰，但宋代的词却成为极

具时代特色的文学体裁。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的喜怒

哀乐，悲欢离合，家国山河，竭尽所能地沉积在这些

诗词中。通过研究这些诗歌，就可以追溯得到历史的

痕迹和历朝历代的特点。

当然，“诗言志，乐咏怀”，在抒情咏怀上，相

比较于诗，乐更加的得天独厚。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

之……”，从这里可以得知，歌的表达比言语更容易

让人淋漓尽致地抒发情感。

值得一提的是，从词源说来讲，汉字“乐”

（yue）和“乐”（le），虽然使用了不同的发音，

并且有着不同的意思，但是却共用着同一个字。而古

文中的“乐”字确实是通用于“悦”字。郭沫若曾提

到“所谓乐者，乐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得

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但它以音乐

为其代表，是毫无问题的”。也许这也是可以解释汉

字“乐”具有两个读音的区别却又有共同的深刻意义

的原因之一了。在李泽厚主张的“乐从和”中，也就

是把人的情感与音乐的节奏韵律以及自然界事物的运

动融合起来，方可达到美的效果，这既是“人化的自

然”，也是“自然的人化”。

所以，无论从原始积淀、艺术积淀还是生活积

淀来看，一切均随着时间和历史事件推移向前。由此

可以感受到积淀是有时间要素的，是不可逆的。故此

“积淀说”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纵向延伸的思考。

五、结论

总结来说，李泽厚所谓的“积淀说”，就是以

历史的、纵向的视角去看待时间沉淀的结果。在历史

的长河中凝练出美的精华，凝结出美的本质。从“自

然的人化”来讲，四季轮回、万物更替，经过人们不

断的活动和实践，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有意味的形

式”，它们无不融入在自然中和生活中，它们无不衍

生出更丰富更多彩的姿态。所以，这种纵向的积累与

沉淀是必然结果。李泽厚的美学三书包含着更多更有

深度的，对美的思考和哲学意义。其中对美的解读，

如：美从何而来，如何去看待美等都非本文作者只言

片语可以道清的。希望读者可以偷得浮日亲身去领略

一番。除此之外，李泽厚还在美学三书中对中国未来

的美学发展提出了问题及一定的建设性意见。这些观

点无论在总结过去，还是开拓未来的美学道路上，都

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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