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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西林：《心体与时间——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与现代性》，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283 页 

 

“慢点走，苏格拉底，等着大热气过去再走。你没有注意到现在已快到正午

了吗？正午太阳停在天中央，紧晒着咧。我们且留在这里，谈一谈刚才所说的话。

等天气凉爽了，我们再回去。”（《斐德若篇》242a）读尤西林的《心体与时间》

也要这般“等一等”的闲适与从容，慢慢地谈一谈刚刚说的话，细致地梳理一遍

刚刚经历的历史迷狂，“等天气凉爽了”再走。 

中国人自开眼看世界以来，马不停蹄地掀起一波又一波西学热潮，迅速地被

卷入现代性的洪流，从师夷长技到新文化运动，从马克思主义到当代新儒家，从

科玄论战（Controversy of Science and Metaphysics）到中国施派（Chinese 

Straussians），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和实验，一波接一波地引进思想潮流，尚来

不及停一停，想一想。我们从迷狂的二十世纪走向迷狂的二十一世纪，朝向未来

的现代性时间压迫和各种现代及后现代思潮的引进，使得现当代中国思想史宛若

一锅沸水。于是，某一天午后，不妨找一树荫庇，抽身而出，好好地思考一下中

国的现代性。 

《心体与时间》的副标题是“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与现代性”，正好就是这一

类回顾、梳理中国现当代思想史的专著。时间与现代性关联紧密，几乎任何一位

现代思想家都不得不面对时间的问题。因为古今的分野是现代性的当然主题之

一，从某方面来说，现代性的时间观直接肇始于犹太—基督宗教的线性时间观念，

古今之间是有实质性的差异的，对于古代而言，现代是有真正的新异之处，而相

对于现代，未来会是真正全新的，前所未有的，是值得欲求的，是进步的。而现

代时间的加速特性的动力就在于这个进步的和全新的“未来”，无休止地追求未

来也就造成对现在和过去的否定，尤西林强调：“‘现在’的意义是未来”（18 页）。 

“心体”（Ontology mind）则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紧密相关，甚至，可以

扩大一点说，同中国思想史的变迁相关：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想文化占据主流

意识形态，传统思想资源的合法性逐步丧失，原先作为政治制度与实践规范的传

统宗法伦理淡出实践领域，而退缩为个体心性的诉求和修养。中国哲学由政治哲

学和道德哲学蜕变为个体的心性哲学。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也与它的思想史背景

一样，将审美内化为心体的升华性经验，“审美机制的特性与其说是感性的，毋

宁说是心灵性的”（51 页）。 

心体与时间的矛盾是现代性的深层结构，也是尤西林反思中国美学的切入

点。现代性的时间观用未来消融当下，面向未来才能取得当下的意义。而心体的

审美一方面以当下的“刹那”统摄“永恒”；另一方面，心体也会以“未来”为

自己的价值抉择融入现代性。心体与时间从两种相互对立的关系开展出现代中国

美学的两个方向。本书的前三章梳理现代性、时间与审美的关系，指出二十世纪

中国美学的心体论走向，由李泽厚的“工具本体”走向高尔泰、朱光潜的“情本

体”。并且提出当代美学心体论建设的总方向：基于物质实践而又超越物质实践。

剩下的八章可以视为关于现代性与二十世纪中国美学思潮的专题研究。这八个专

题虽然独立成章，但又相互关联。第四章反思现代性阅读的时间结构：一方面追

求快速而流于肤浅，另一方面又长时间地沉溺其中。第五章由中国审美时尚与“维

布仑—齐美尔”模式（即社会地位衍生审美时尚，审美时尚反映社会地位，见

104 页）相悖的问题入手，反思中国审美时尚背后的政治哲学意涵。第六章梳理

文艺大众化思潮，认为这一思潮是现代性时间压抑生命的结果，并且这种压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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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共通感（Aesthetic Communion）相结合，形成现代大众审美文化。第七章探

讨二十世纪关于形象思维论的争论，实质上是反思意识形态与审美的关系，第八

章则接着讨论这一主题，反思文革对“风格”的专政。第九章和第十章处理文革

后的美学思潮，第九章探讨朱光潜的人道主义美学的历史意义，第十章回顾八十

年代美学热，并反思其背后的重建意识形态诉求。最后一章介绍牟宗三的心体论，

也是全书的总结和理论立场，认为牟宗三的心体论可以针对现代性的弊病，在现

代性条件下回归古代心性之学，具有超越现代性并指向未来的精神气质。 

要读懂尤西林的《心体与时间》并不容易，这本书并非简单的思想史介绍，

而是默认读者已经对现代性理论和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史有所了解，或者说，这

本书的目的之一是与同行专家切磋交流，是一部纯粹的思想史研究专著。探讨二

十世纪中国美学思想史背后的现代性结构，不仅是反思美学史，更是反思现代性。

因而这本书的意义又不止于美学史，不止于学术旨趣，而是对整个现代性观念与

文化的反思。 

可以看出作者学识非常渊博，对于现代思想家、相关的术语、概念随手拈来，

使用自如而不加解释。因而也对一般读者造成不少的困扰，若非与作者具有同样

的领域背景和语境，难以细致地理解本书。另外一个不足之处在于章节之间的关

联太弱，使得本书看上去更像一部专题论文集，而非系统的著述。作者在后记里

面交代说此书思路绵延二十余年尚无定论，因而希望保持思想的开放性，这也就

对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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