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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的整理分析，本文深入挖掘了文化产品设计存在的

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在万里茶道的大背景下探讨了京

张铁路文创IP设计的思路与方法。这些文创IP产品不仅是

茶道文化传播的媒介，更展现了张家口铁路文化的独特

魅力。产品不仅为当地市民和外来游客提供了一个重新

认识茶文化和铁道历史的契机，也使得历经百年历史的

京张铁路在万里茶道的推动下焕发新的辉煌。在万里茶

道申遗的背景下，京张铁路文创IP产品的设计需充分考

虑茶道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为此，需要深入挖掘张家口

铁路文化的历史底蕴，并结合现代审美和市场需求，创

造出既有传统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的文创产品。同时，还

应注重产品的实用性和趣味性，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

求。不仅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文化内涵，还能促进当

地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京张铁路文创IP设计，应

深挖张家口铁路文化的独特魅力，精准对接市场需求，

融入现代审美，打造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感的文创产品。

此举不仅有助于启发本地市民及外来游客重新审视茶文

化与铁道历史，同时也能为未来的文创设计者提供新颖

的设计理念与方向。通过与地方手工艺人、设计师、艺

术家等的深度合作，进一步推动地方经济的繁荣与文化

的传承。在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传承的进程中，应持续

挖掘并塑造城市的历史文化，运用多元化的艺术手法，

充分展现京张铁路的特色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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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万里茶道背景下京张铁路文创
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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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朱谦之的“唯情论”“宇宙美育”思想为当代

中国艺术家提供了深邃而有启发性的思想体系。本文以

朱谦之的“唯情论”和“宇宙美育”思想为理论核心，

讨论了“真情之流”蕴含的“真情”与“直觉”、“宇

宙即我，我即宇宙”蕴含的“人和于天”与“以美为本

体”的自我修养，对当代中国油画创作思想的借鉴启示。

结论提出，当代中国油画家们应以朱谦之美学思想为鉴，

通过对创作的深入思考和对审美观念的深入研究，建立

起明晰的审美认知体系，开启自己的创作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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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ularly the “Theory of Sole Sentiment” and the “Universal 

Aesthetics Education”, offers a profound and inspiring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ists. 

This study takes Zhu Qianzhi’s “emotionalism” and “cosmic 

aesthetic education” as the theoretical core, discussing the 

notions of True Emotion and Mystic Intuition within the 

“flow of true feelings”, as well as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found in “The universe is me, and I am the 

universe” and the heavens. Additionally, it explores the self-

cultivation aspect of “The essence based on beaut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ontemporary Chinese oil painting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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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Chinese painters must engage in thoughtful 

reflections on their creative endeavors and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aesthetic concepts. Establishing a clear aesthetic 

cognitive system is crucial for unlocking their creative 

inspi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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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朱谦之（1899—1972）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

哲学家和东方学家。他在美学思想方面有很多建树，比

如“唯情论”“宇宙美育”等的提出，尤其是他的“无

元哲学”中的“直觉”思想、“唯情论”中的“真情之

流”思想，哲学思想为美育思想提供了最为原初的、最

为根本的视野与要点，尤其是朱谦之对“直觉”之中“进

化”“创化”“理想性”等意义与价值的情调，以及在

“真情之流”中对周易哲学时间性思想的卓越分析，对

中国当代美学、美育领域影响重大［1］。

油画，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它在中国扎根与发展

必然受到中国美学与哲学精神的影响。这种文化的混合

与碰撞使得审美认知变得更为复杂，艺术家需要在多元

文化的交汇点找到自己独特的审美表达。中国诸多油画

家在多年的创作实践中，力图充分体现这种中国文化精

神，如颜文梁、常书鸿、潘玉良、常玉、朱德群、董希

文、潘世勋、赵友萍、赵无极、吴冠中等。当代中国油

画创作展现出多元化和生机勃勃的一面，艺术家们在追

求创新、表达个性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困扰和挑

战。首先，市场的崛起对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一些艺术家可能在迎合市场需求的压力下，过度关

注商业成功而放弃了对艺术深度的追求。市场导向使得

一些作品更倾向于流行趋势，而非深思熟虑的表达，这

对油画创作的原创性和深度提出了考验。其次，文化认

［1］  刘彦顺：《中国美育思想通史》，曾繁

仁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第

476 页。

［2］   谢麟：《当代中国油画的现状与思考——

从第 10 届全国美展看中国油画的价值

取向》，《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5

年第 3 期，第 38—41 页。

同问题也让艺术家感到困扰。在全球化的大潮中，艺术

家们需要在传承中华文化的同时，迎接外来文化的冲击。

一些创作者或许陷入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之间的

文化焦虑中，导致作品在文化认同上显得摇摆不定。同

时，社会和政治因素的介入也为油画创作带来了不确定

性。在这种多元化的背景下，艺术家可能感到难以明确

自己的审美立场和价值取向，当代艺术家可能感到审美

认知的边界变得模糊，难以判断何为美、何为艺术的本

质。因此，中国油画如果不从文化本质上去思考，就不

能确立自己的价值标准和审美取向，就不可能构建起真

正有中国“文化特征”和“审美特点”的独立体系［2］。

朱谦之的美学思想为当代中国油画家艺术创作提供

了投入真情、保持直觉、调和人与自然，注重“以美为

本体”的人生修养的重要指导，他的美学理论为当代中

国艺术家提供了深邃而有启发性的思想体系。本研究以

朱谦之美学思想的两部分重要内容即“唯情论”和“宇

宙美育”为理论核心，首先探析其“真情之流”蕴含的

“真情”与“直觉”，“宇宙即我，我即宇宙”蕴含的

“人和于天”与“以美为本体”的思想体系，然后进一

步探讨“真情”与“直觉”“人和于天”与“以美为本

体”对当代中国油画创作思想的借鉴启示。

二、朱谦之美学思想

（一）朱谦之的“唯情论”美学思想

朱谦之的“唯情论”是他美学思想的核心，体现了

他美学理念的哲学高度。唯情哲学主要宣扬“真情之

流”。朱谦之在《周易哲学》一书中说真情之流有六个

特点：自然而然，真实无妄，变动不息，绝对不二，本

有不无，稳静平衡。他说：“我立‘真情之流’以为宇

宙根本的原理，是完全本于《周易》，并非杜撰出来。”

他说：“艺术的泉源就是真情之流。”他分明透露了唯

情哲学主要本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柏格森称真情之流

为生命之流，他认为生命之流是“生之冲动”。使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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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奋斗和绵延。这种观点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很有

市场，朱谦之把它和周易哲学糅合起来，作为自己的

理论［3］。朱谦之“唯情”美学的核心思想即“真情之

流”，这一理念强调作品中的情感表达应该真实、真挚，

而非空洞或刻意迎合。他主张作家应该直接倾注“真情”

和“直觉”，通过“真情”和“直觉”来打动读者。他

认为，艺术创作的价值在于表达人类内心真实的感受，

因此强调作品应该展现作者真实的情感和思想，而非刻

意迎合艺术规范或权势。	

朱谦之的“真情之流”即是本体的“真情”。朱谦

之的“唯情论”把“情”推上了至尊宝座，凸显和深掘

了“情”在宇宙人生中的丰富内涵与重要意义。他进而

指出，任何真理都是普遍的、唯一的，他以“情”来契

接古今，打通中西，其“唯情论”不仅揭示了儒家思想

的主旨，本质上也是所有生命哲学的归宗［4］。朱谦之的

“唯情论”将“情”置于至尊的地位，将其视为宇宙和

人生中的核心。他深刻地挖掘了“情”的内涵和意义，

强调其在人类存在中的重要性。在他的理论中，“情”

不仅仅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普适的真理，是连接古今

中西的纽带。通过“情”，朱谦之试图超越时空的限制，

将古代儒家思想与现代世界联系起来。他认为，“情”

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力量，不受时间、地域或文化的限制。

“本体不是别的，就是人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一点‘真

情’，就是《周易》书中屡屡提起而从未经人注意的

‘情’字。宇宙万物无一不为‘真情’所摄。故此大宇

宙的真相，就是浑一的真情之流。”［5］

“真情之流”是发自本体的直觉，这种直觉是一种

近乎本能的冲动，“根于情感的直觉，为有生俱来不学

而能的东西”［6］。“直觉”是朱谦之“无元哲学”的思

想核心，朱谦之将伯格森的“直觉”与中国传统哲学及

文艺美学思想中的直觉思维对比关联，从唯情论哲学体

系的视角赋予了“直觉”概念以学理的地位，即从一个

与理智对抗的工具性概念演变成“情”本体的认识方式，

成为一种带有审美经验性质的生命认知语词［7］。朱谦之

［3］  姚全兴：《审美教育的历程》，上海社

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第 217 页。

［4］  方 用：《20 世 纪 中 国 哲 学 建 构 中 的

“情”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第 83 页。

［5］  朱谦之：《唯情哲学发端》，《民铎杂

志》1922 年第 3 期，第 1—11 页。

［6］   姜智慧：《从生命意识到审美观念：论

“直觉”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流变与融通》，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

第 23 卷第６期，第 114—122 页。

［7］  同上。

在将伯格森的“直觉”与中国传统哲学及文艺美学思想

中的直觉思维进行对比关联时，从唯情论哲学体系的角

度赋予了“直觉”概念以学理的地位。他将“直觉”从

一个简单的工具性概念演变成了“情”的本体认知方式，

强调了其在生命认知中的重要性，并赋予了一种带有审

美经验性质的意义。在朱谦之的理论中，他认为“情”

不仅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普适的真理和生命的本质。

通过将伯格森的“直觉”与中国传统哲学及文艺美学思

想中的直觉思维相对比，他试图探究“直觉”在不同文

化和思想体系中的内涵和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他将“直

觉”从简单的感知和理解上升到了一种深刻的生命认知

方式，与“情”的概念相联系。在朱谦之的唯情论哲学

体系中，“直觉”被赋予了审美经验性质，意味着它不

仅仅是一种认知工具，更是一种艺术的体验和生命的领

悟。这种转变使得“直觉”不再局限于理性和分析，而

是融合了情感、审美和生命的维度，成为一种更为丰富

和全面的认知方式。

因此，朱谦之的“唯情论”不仅仅是儒家思想的阐

释，更是一种生命哲学的终极归宿。朱谦之的理论引导

我们审视人类存在的根本问题，探究情感在我们生活中

的作用和意义。他的思想唤起了我们对情感世界的深刻

思考，以及情感对于我们自身认知和生活意义的重要性。

在“唯情论”的指引下，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人类情

感的力量，以及情感与智慧之间的紧密联系，这对我们

探索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具有重要启示。

（二）朱谦之的“宇宙美育”思想

所谓“宇宙美育”，是指“宇宙即我，我即宇宙”。

其“宇宙美育”思想蕴含了两方面指向，一是指向“人

和于天”的美育思想，二是指向“以美为本体”的一种

人生修养。朱谦之在一封信中说：“天空海阔，月白风

清，鸢飞鱼跃，无非此体，千紫万红，可句可觞，正是

充塞宇宙内，都入一声歌，这就是我心中自创的宗教，

也许是爱美的人的宗教罢！因为美在宇宙是无处不寄托

的。所以美是本体，便是工夫，而‘美育隐寓德智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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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育’，诚如来论。”确实，宇宙美育的宗教色彩很浓

重。实际上，它是以泛神论为理论核心、调和了唯情哲

学的产物，看来光怪陆离并不能真正起到美育的作用。

这说明宇宙美育和唯情哲学一样，虽然颇有新意，但只

是哲学家制作的精美的工艺品而已，实用价值是谈不上

的［8］。“宇宙美育”是朱谦之提出的一种人与自然的关

系哲学，也是中国传统道家思想“人和于天”的宇宙观。

这个理念是基于一种宇宙观，认为人与宇宙之间存在着

深刻的联系，个体的生命与整个宇宙有着内在的统一。

朱谦之的“人和于天”宇宙美育思想反映了由

“天”到“命”，再到	“性”，由“性”之“情”，再

到“道”，保持了天人的感通性，天对人的根源性以及

人合于天的观念［9］。这一思想体系旨在保持天人之间的

感通性，强调了天对人的根源性以及人与天的和谐共生

关系。首先，朱谦之将注意力置于“天”，将其视作宇

宙秩序和人类存在的根源。在他的理论中，“天”代表

着宇宙的整体性和宏观秩序，是自然法则的体现，也是

人类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通过“天”的观念，朱谦之强

调了人类与宇宙的紧密联系，认识到人类生活与自然环

境的密切关联。其次，朱谦之关注“命”，强调了个体

的生命力和生命的本质。在他的视角下，“命”是个体

存在的基础，是生命的本源和驱动力。通过对“命”的

思考，朱谦之探究了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强调了每

个人都是宇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着，朱谦之关注

“性”，特指人性的本质和特征。他将“性”与“情”

联系在一起，强调了情感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在他

看来，人性的核心是情感，情感是人类行为和思维的基

础，也是人类与人类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纽带。最

后，朱谦之将关注点延伸至“道”，认为“道”是宇宙

间最高的法则和真理。在他的理论中，“道”代表着宇

宙的本质和生命的最高境界，是人类生活的指导原则和

目标。通过追求“道”，人类可以实现与宇宙的和谐共

生，体验到生命的最高意义和价值。

朱谦之提出的“以美为本体”自我修养是他宇宙美

［8］  姚全兴：《审美教育的历程》，第 218 页。

［9］  赵涛：《朱谦之“唯情哲学”的美育价

值》，《艺术教育》2013 年第 6 期，

第 34—36 页。

育思想的深刻理解和升华。“以美为本体”结合“人和

于天”的宇宙观，才能达到一种超越个体的境界，进而

实现人生的真正修养。强调个体与宇宙之间的统一。通

过深入思考宇宙的存在，个体能够找到自身在宇宙中的

位置，认识到自己是宇宙的一部分。反过来，宇宙也体

现在个体之中。每个人都是宇宙的具体表现，拥有宇宙

的一部分元素和力量。以美为本体，美在这里被看作是

宇宙的本质。通过欣赏、感悟美的存在，个体能够更深

刻地理解宇宙的奥秘，从而提升个体的人生境界。其次

是以世界观为基础。宇宙美育的思想建立在一种积极的

世界观基础上，强调人生应该追求高尚的、美好的境界，

通过对宇宙的深入思考来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这种宇

宙美育的思想不仅在艺术上体现，也渗透到个体的日常

生活和道德修养中。它强调了人与自然、宇宙的紧密联

系，倡导通过对美的感悟来提升个体的人生品质。

三、朱谦之美学思想对当代中国油画创作的启示

油画作为具有科学主义的西方舶来品，在中国这片

土壤上如何扎根散枝，那就要处理好其创作与中国美学

思想的融合问题。朱谦之认为：“哲学的艺术含着想象

与梦的意味，科学的艺术则多系由模仿自然而来；哲学

的艺术以表现情绪为主，结果倾于写意一方面，科学的

艺术以描写自然为主，结果倾于写实一方面。”［10］朱谦

之精准地解释了艺术创作与哲学的关系，他的“唯情”

美学与“宇宙美育”对中国当代油画艺术家具有很大的

启示价值。

（一）“唯情”美学思想的启示

朱谦之的“唯情”美学思想强调在艺术表达时注重

“真情之流”，即“真情”和“直觉”，这对当代油画

艺术家是一种重要的启示。这一思想不仅在艺术创作的

理念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对当代社会中追求真实

性、情感共鸣的审美趋势产生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1.“真情”与油画创作
［10］  黎红雷主编《朱谦之文集》，中山大

学出版社，2004，第 2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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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谦之的“真情之流”理念强调在艺术创作中追求

真实情感的表达，“艺术的泉源就是真情之流”，即“真

情”。朱谦之强调艺术家直接倾注真实的情感，而非空

洞或刻意迎合，不拘泥于形式和规范。这种对“唯情论”

的强调有助于创作者在创作中更加自由、更加个性化地

表达内心的情感。

在当代社会，人们面临着各种社会压力和快速变化

的环境，艺术家们通过作品表达自己真实的情感，成为

一种对内心世界的探索和释放。这种强调真实情感的思

想，使得当代油画作品更加贴近生活，更能触动观众的

情感共鸣。在当代油画中，一些艺术家通过对颜色、形

状、线条的直觉运用，试图打破传统的技法束缚，创造

出更具个性和独创性的作品。朱谦之的思想也对当代社

会中追求真实性和情感共鸣的审美趋势产生了积极的引

导作用。在信息时代，人们对于真实和情感的渴求日益

增强。在这个背景下，艺术家们通过作品表达真实的情

感，能够更好地引起观众的共鸣。一些油画作品通过对

人物、风景、日常生活的真实描绘，使观众在欣赏的过

程中能够感受到更为深刻的情感共鸣，从而提升作品的

艺术价值。此外，朱谦之的“真情之流”理念也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当代社会对于自我表达和个体声音的追求。

在一个注重多元文化、强调个体独特性的时代，艺术家

们通过真实情感的表达，可以更好地表现个体在社会中

的定位和存在感。这有助于打破传统审美的固有框架，

为油画艺术注入更为丰富、更富有个性的元素。在当代

社会，许多艺术作品受到商业、市场需求以及各种社会

因素的影响，有时候真情的表达被边缘化。朱谦之的唯

情美学思想提醒艺术家，作品应该真实地反映艺术家内

心的情感和思想，而非为了满足某种审美标准或市场需

求而刻意迎合。其次，朱谦之的宇宙美育理念也为当代

油画创作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在油画作品中融入宇宙观

念，通过对自然和宇宙的思考，创作出具有更深层次、

更宏观视角的作品。以中国当代油画艺术家忻东旺为例，

他在对待自己的创作时说过，“无论怎样，我认为艺术

图 1.  忻东旺，《朝阳》，油画，260cm 

×190cm，2013 年

是发掘自然中的‘天机’，同时也更是我们心中的‘天

机’，使现实成为永恒，使生命成为永恒。”［11］在忻东

旺语境中，“心中的‘天机’”可以理解为艺术家内心

深处的灵感、直觉或者说是对生命、自然、宇宙等深层

次事物的真情和感悟。这种“天机”是艺术家灵感的源

泉，也是艺术家内心深处真挚的情感或者情绪的表达。

忻东旺讲“我们需要明确一点，中国的造型不是从‘理’

入手，而是从‘情’入手。如果仅仅专注于技法层面的

模仿，忽略了对情感的掌握，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只能

称之为‘形似’而非‘神似’”［12］。我们分析忻东旺油

画作品即可发现艺术家赋予作品的真情实感（见图1《朝

阳》）。艺术家通过对自己内心最真的感受、情感和对

世界的观察、体验，通过绘画来表达自己对生命、自然、

人性等深层次问题的思考和理解。

2 .“直觉”与油画创作

“真情之流”对油画艺术家的“直觉”感性创作提

供了引导。“形而上学的方法，一定要求一种神秘的

直觉（mystic	 intuituion），以神的智慧作自己的智慧，

大开真情之眼，以与绝对无比不可言状的‘神’融合为

一。”［13］在油画创作中，直觉与文化以及个体经验的交

融呈现出一个深刻而丰富的创作维度。艺术家的直觉不

仅是一种感性的认知，更是对于周围文化氛围和个体历

程的理解和回应。这种交织在创作中体现为主题的选择、

符号的运用、色彩的表达、表现方式的塑造，以及对传

统的反思与突破。

朱谦之的“直觉”理念涉及“进化”“创化”和“理

想性”等概念，这些观念对当代中国油画创作具有重要

的意义与价值。“进化”在朱谦之的“直觉”理念中意

味着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在当代中国油画创作中，传

统与现代之间的对话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通过对传

统绘画技法、题材和形式的理解与吸收，艺术家能够在

创作中实现进化，使作品更具历史深度和文化底蕴。朱

谦之的“进化”理念提醒艺术家不仅要继承传统，更要

通过个人的直觉和理解，将其演绎为当代人的语言，使

［11］  忻东旺：《细节》，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9，第 189 页。

［12］  赵孟：《金字塔 大家经典传承工程（忻

东旺卷）》，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9，第 2 页。

［13］  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

第１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第

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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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油画作品在传承中焕发新的生命力。“创化”是朱谦

之关注的另一关键概念。这意味着艺术家应该具有创造

性的直觉，勇于突破传统边界，以创新的方式表达个体

的情感和思想。在当代中国油画创作中，社会、文化和

技术的变革使得创新成为迫切的需求。通过“创化”，

艺术家能够在作品中呈现出独特的审美风格，挑战观众

对油画的传统认知，引导观者进入新的思维空间。这种

创造性的直觉对于推动当代中国油画艺术的发展至关重

要。“理想性”是朱谦之强调的另一个观念，指的是艺

术家在创作中要追求一种理念上的纯粹和完美。在当代

社会，各种现实的压力和影响可能使得艺术家在创作中

迷失方向，忽视了艺术的本质。朱谦之的“理想性”观

念提醒艺术家要保持对艺术理想的执着，通过直觉寻找

内心深处的表达，不受市场、潮流等外部因素的过度干

扰。这种理想性的追求使得油画作品能够超越纯粹的技

术表现，更具有精神上的深邃和丰富。

“东方的艺术具有一种沉思的形式，这种艺术使思

想平静下来，从理性的意识转移到意识的直觉状态。

直觉状态会产生一种特别的意识，能以一种直接的方

式体会到周围的一切，而不必对概念性的思维进行清

理。”［14］在当代中国油画创作中，朱谦之的“直觉”

理念引导艺术家在创作中注重个体的表达力与独特性。

通过对进化、创化和理想性的关注，艺术家能够在油画

作品中表达个人的直觉和情感，赋予作品更为丰富的内

涵和独特的艺术语言。这种追求直觉的创作方式有助于

油画艺术在当代中国保持创新性，同时保持与传统的有

机联系，为观众呈现出更为丰富和深刻的艺术体验。因

此，朱谦之的“直觉”理念对当代中国油画创作的价值

在于促使艺术家在创作中保持对个体直觉和内心深处的

敏感，为油画创作注入新的活力与可能性。

（二）“宇宙美育”思想的启示

朱谦之的宇宙美育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学家、文学评

论家的一种独特的人生观和艺术理念。他主张“宇宙即

我，我即宇宙”，强调个体与宇宙的内在联系。这一思

［14］  殷双喜：《观看：殷双喜艺术批评文集

（二）》，河北美术出版社，2014，第

239 页。

想在中国当代油画创作中，尤其在表达主题、情感传递、

审美观念等方面，提供了深刻的哲学启示与创作灵感。

1.“宇宙即我，我即宇宙”的“人和于天”与油画创作

宇宙美育思想强调“宇宙即我，我即宇宙”，呼

应了当代油画中一些艺术家对个体与环境、社会的关

系的思考。“宇宙即我，我即宇宙”首先表现为“人

和于天”。“人和于天”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哲学思

想，强调人与自然、天地的和谐关系。朱谦之认为，

艺术创作应该是一种哲学表达，而非对自然的描摹。

这一理念在当代油画创作中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反

映在主题、表现方式，以及对现代社会和环境的思考

上。在当代油画创作中，“人和于天”的思想常常体现

在对自然与人类关系的探讨。艺术家通过直觉捕捉自

然景观，将其融入作品中，表达出对天地间和谐共生

的向往。这可能体现为对自然元素的写实描绘，也可能

是对自然形象的抽象演绎。通过对天空、大地、水流等

自然元素的艺术表达，艺术家试图传递出一种与自然相

融合的心灵状态，以唤起人们对生命和宇宙的敬畏之

情。“人和于天”在当代油画中还体现在对人类与社会

的深刻思考。艺术家通过对人类活动、社会问题的观

察，表达对社会现状的关切和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

思。这可能表现为对城市景观、日常生活场景的描绘，

或者是通过人物形象来传达对当代社会挑战和人际关系

的理解。通过油画，艺术家试图呈现出人类在当代社会

中与自然、与他人的相互作用，反映“人和于天”的思

想在当代社会背景下的新诠释。在表现方式上，“人和

于天”的思想在当代油画中促使艺术家追求一种更具内

涵和抽象性的艺术表达。直觉引导艺术家使用丰富的

色彩、独特的笔触和形式，以传递出一种超越物质世

界的精神层面。通过抽象的表达方式，艺术家试图突

破传统的表现手法，使观者在欣赏作品时能够超越表

面形态，感知到更深层次的情感和智慧。这种表达方

式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对当代艺术语境的挑

战，使得作品具有独特的审美魅力。“人和于天”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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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油画创作中还常常体现在对时间与空间的思考。艺术

家通过对光影、虚实、形状和质感的处理，创造出一种

超越现实的空间感和时间感。这种对时间与空间的处理

既是对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念的传承，同时也是对当

代社会快节奏生活的一种反思。在这样的创作中，艺术

家通过直觉表达出对于时间流逝和生命轨迹的思考，引

导观者在审美的同时思考人生的深层意义。纵观艺术家

赵无极的油画作品，即可发现艺术家对“人和于天”的

思想境界（图2）。艺术家赵无极认为，正是东方人自然

朴素的宇宙观，充满禅理的审美观，太极乾坤抽象运动

的韵律，以及生生不息的生命理念，凝结成华夏独特的

民族气质、审美心理及审美思想［15］。

总体而言，“人和于天”的哲学思想在当代油画创

作中展现出丰富的内涵和灵感。通过对自然、社会、表

现方式、时间与空间的探讨，艺术家通过油画作品传递

出一种对人类存在和与宇宙相融合的追求。由“天”到

“命”，再到“性”，由“性”之“情”，再到“道”，

保持天人的感通性，由“性”之“情”延伸至“道”，

艺术家通过审慎的直觉和深入的哲学思考，追求道德与

美学的完美结合。在这个创作的循环中，艺术家力求保

持天人感通的性灵联系，使作品不仅传达情感的深度，

更寄托对生命本质和人类存在的深邃思索，为当代油画

注入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哲学内涵。

2.“以美为本体”的自我修养与油画创作

“宇宙美育”是一种哲学观念，强调通过对宇宙的

深刻理解和审美体验，来实现“以美为本体”的个体的

自我修养与提升。在当代中国油画创作中，这一理念可

以为艺术家提供灵感和创作方向，引导其在作品中表达

对宇宙、自然和人类存在的深层思考。

首先，“以美为本体”的“宇宙美育”在油画创作

中可以激发艺术家对宇宙的美感的感知和表达。通过对

宇宙中星辰、自然景象、生命循环等元素的深入观察和

体验，艺术家可以用直觉捕捉到宇宙中蕴含的美。这样

的美感不仅体现在画面的形式上，也表达了艺术家对宇
［15］  朱晴：《赵无极传》，花山文艺出版

社，1999，第 129 页。

宙普遍法则和生命力量的敬畏和理解。油画作品通过对

宇宙美的表达，呈现出一种高远、宏伟的氛围，唤起观

者对宇宙浩瀚与奇迹的思考。其次，“以美为本体”的

“宇宙美育”在自我修养方面通过油画创作提供了一种

深度的心灵体验。在油画的创作过程中，艺术家通过对

宇宙的思考和感悟，在个体的心灵与宇宙之间建立联系。

这种连接不仅使艺术家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自身存在的

意义，也带领观者进入到一种超越日常经验的心灵共鸣。

通过油画作品，艺术家通过直觉和艺术语言传达对宇宙

美的领悟，为个体的心灵提供了一次深刻的修行。此外，

“以美为本体”的“宇宙美育”还能够启迪当代中国油

画创作的审美取向。在表现方式上，艺术家可能受到宇

宙的无限辽阔和多元复杂性的启发，通过创造性的手法

和形式来表达这种复杂而丰富的美感。这可能体现为对

色彩、形状和结构的独特处理，使得作品具有一种与宇

宙相通的审美风格。“以美为本体”引导油画创作者追

求更深层次的审美体验，超越传统审美标准，创造出更

具个性和深度的作品。最后，“以美为本体”的“宇宙

美育”对于当代中国油画创作者来说，也是一种对传统

文化的回归与传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宇宙观念一直

都有着深刻的根基。通过“以美为本体”的“宇宙美育”

引导，油画创作者可以汲取传统宇宙观念中的哲学思考，

将其融入当代油画创作之中。这不仅有助于传承传统文

化，还能够赋予油画作品更为丰富和深远的内涵。油画

家杨飞云说：“我们必须去使用绘画原理，掌握自然规

律，主动地书写与表现心灵感动，传递审美体验，升华

内在境界。”［16］

总体而言，朱谦之的宇宙美育思想对中国当代油画

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强调“人和于天”、个体与

宇宙的内在联系、“以美为本体”的审美修养观念，为

当代艺术家提供了独特的哲学启示。在宇宙美育的指导

下，当代油画创作者在创作中更注重表达个体情感，追

求更广阔的主题，关注审美的追求，以及通过艺术修养

来提升个体的人生境界。这种继承与发扬，使得中国当
［16］  忻东旺：《中国写实画派》，吉林美

术出版社，2009，第 4 页。 

图 2.  赵无极，《06.10.68》，油画，

97cm×107cm，196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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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油画在国际舞台上更加丰富多彩。

四、结论

朱谦之的“唯情论”美学与“宇宙美育”思想，作为近现代的哲学思考，对当代中国油

画创作具有深远的借鉴与启示价值。

朱谦之的“唯情”美学思想强调在艺术表达时注重“真情之流”，即“真情”和“直

觉”。朱谦之的“唯情”美学思想提醒艺术家们，作品应当是个体内心深处“真情”的抒发，

而非对外界期望的迎合；“真情之流”是发自本体的“直觉”，这种“直觉”是一种近乎本能

的冲动。朱谦之的“真情之流”理念引导艺术家在创作中注重个体的表达力与独特性。

朱谦之的“宇宙美育”思想是一种独特人生观和艺术理念，“宇宙即我，我即宇宙”这

一思想在中国当代油画创作中，提供了深刻的哲学启示与创作灵感。“人和于天”的哲学思

想在当代油画创作中能帮助展现出丰富的内涵和灵感；“以美为本体”的“宇宙美育”理念

能引导当代油画创作者更为注重自身的审美体验。

当代中国油画家们可以此为鉴，通过对创作深入思考和对审美观念的深入研究，建立起

更为明晰的审美认知体系，开启自己的创作灵感，走自己独特的艺术之路。

中国行为艺术研究综述
A Review of Chinese Performance Art Research

朱亚铮  ZHU Yazheng

摘　要　中国行为艺术自诞生至今已近 40 年，出现了许

多代表性的艺术作品，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持续

讨论。国内学界对其研究在伦理分析、学理探索、美学

考察、史料收集、跨界比较几个层面展开，其成果丰富

了行为艺术研究论题，拓宽了其学理边界。同时，我国

学界对行为艺术的研究也存在某些不足，这为后来者的

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空间。

关键词　行为艺术，道德，伦理，美学，跨学科

Abstract: It has been nearly 40 years since the birth 

of Chinese performance art, and many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art have appeared, which have also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and continuous discussion in academic circles.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have carried out research 

at the levels of ethical analysis, academic exploration, 

aesthetic investigation, historical data collection, and cross-

border comparison, and their achievements have enriched 

the research topics of performance art and broadened its 

academic boundarie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research of performance art in China’s 

academic circles, which provid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later generation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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