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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價值是一切價值之美 

 盧仁傑 

壹、前言 

本書「漢寶德談美」是漢寶德先生以一位建築專業投入美學領域，在歷

時數十載之後，所提出對美學的精闢見解，同時也憂心國內教育長期不重視

美育，導致國民缺少美的素養，進而影響國家整體素質的深厚關懷。漢寶德

先生非但是繼美學大師朱光潛之後談美的一位傑出學者，也是大力提倡重視

美育的人。從本書中可瞭解漢寶德先生，時刻憂心著台灣教育中美育的不足：

儘管台灣社會富裕，國民所得提高，追逐時尚，但我們的社會文化卻因為缺

少對於『美』的重視，而呈現在房舍建築、生活方式與品質的思考上，那無

法再隱藏的匱乏的一面。於本書中，漢寶德先生苦心為我們開啟，一直被曲

解、被忽略的美的世界。在今天政府提倡優質生活環境與結合藝術人文，發

展文化創意產業等政策下，美育顯得更形重要，公務人員更是扮演社會改造

的重要領導角色，能夠影響社會風氣與發展至鉅，因此，政府鼓勵公務人員

進修，除了期望在專業知能的成長外，同時也能提升人文素養。尤其，本書

「漢寶德談美」作者漢寶德先生是建築界享有盛名的大師，由於自古以來建

築是表現每個年代的文化與美學，長期在建築專業累積的豐富美學素養，讓

漢寶德先生曾感嘆的說：今生最大的遺憾是沒有從事大眾美育工作。其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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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救國論一文，不但轟動文壇，更道出對國人對「美」體認不足的憂心。

如今他更以真摯、懇切的文字，結集成此部談美巨著，藉由一篇篇生動、啟

發人心的散文書寫，替我們點亮一盞燈，並引導我們敞開美的大門，學習如

何張開雙眼，欣賞美的世界。 

所謂美育即是培育「美的素養」與「對美的敏銳觀察力」，本書中以多元

時空與面向，細膩的提供各種對美的觀察與認知，闡揚美育的概念與美學知

識，漢寶德先生說：「我要與讀者朋友討論的第一個觀念，就是分辨藝術與美

的關係，我認為在美育的推廣上，最大的障礙不是別的，正是一般人認為美

是美的化身的藝術。由於把美與藝術混為一談，美育受藝術的拖累，才一直

找不到正確的途徑」。因此，由是可知，美育並非培育美學專家或藝術家，而

是推廣對美學的認知，應用在生活中，提升全民文化與素養。 

貳、書中內容重點之探討 

首先我們就漢寶德先生對美的詮釋與比喻，將書中代序與五篇輯要等六

大內容之重點，提出重點與大家共同學習、欣賞與探討，相信以漢寶德先生

對美的專業與美育的重視，有助於大家提高對美育的認知與美學素養。 

一、藝術救國論（代序） 

在藝術救國論一文發表時，曾經揚起一陣軒然輿論，造成社會轟動與藝

術教育界的重視，文中漢寶德先生自信的表示，由於他在自己領域的專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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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投入，因為認真才會自重，也由於從業者角度對工作的嚴肅態度都落實

到對人生、社會的使命感，才使的各個領域成長進步。其次，因為認真的從

業者往往過於專注於自己的行業，故謙卑而擔心自己坐井觀天，看不到國家、

社會的全面性。經由漢寶德先生的觀察，發現西方國家長期的美學教育，如

早期歐洲的圖畫教育推行（美國 1870 年也開始推廣），是為了培育出全方位

領域的全民美學素養，使西方產品的內在品質在於美感，並感受到他們在環

境與日常器物上的美感是普遍的，其水準是我們遙不可及的。漢寶德先生因

而產生深刻的心靈衝擊，面對國內產業多年的困境，與亟需提昇競爭力，發

出對國內藝術教育成效的質疑，更體會到國內全民普遍的美感水準過低，已

經影響到國家的發展。 

漢寶德先生主張推動大眾藝術教育，但藝術教育不是專業藝術教育，而

是一個全民藝術教育的工作，也就是美育，將基礎建立在全民美育上，藉藝

術教育使國民擁有審美能力，是希望以全民美育的教育手段接上西方文明的

精神生活品質。因此藝術救國論一文，對台灣面對全球化產業的競爭、產業

界工商業界的發展、必須跳脫傳統機械式的代工品質……等等，提出鞭辟入

裡的見解，漢寶德先生認為，可以建立在創造與美感之基礎上，重新再創經

濟商機及產品品質新價值。這些是以藉由大眾藝術教育，美育推行的有效途

徑，提高國民審美的動機，感染到美的氣息，使長期的潛移默化，讓美育的

推行，並運用到各行業，以提升社會全民競爭力及拯救國家另一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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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輯一：為什麼要談美 

漢寶德先生認為在台灣數十年來「美」字一直沒有有效執行，使得我國

國民普遍有[美盲]的問題。他認為「美」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氣質，並深刻的

體悟到一個文明的國家，是建立在擁有美感的國民身上。在國內許多人把美

當作表面的素質，認為美是膚淺；但相反的其實美是文明的基石。能感受到

美的力量，才能使美的崇高力量，創造人類的文明。在此漢寶德先生提到早

期歐洲美學發展，令人深深的心嚮神往。 

人類創造燦爛文明的動力究竟何在？那就是心靈的呼喚，藉由宗教信仰

帶來的力量，把生命的價值放進去，使「美」表現在各種宗教殿堂及設施，

雖然西方國家信奉的上帝，沒有要他們建造的如此精美，但在人們的內心裡

深信，有一種美的標準高懸著，把美的精神與宗教融為一體了，於是尚美的

心靈就成為人們的生活品味，這是西方國家藉由宗教厚實美學推廣，又由於

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早就把品味視為中產階級的註冊商標，歐洲知識分子

幾乎無不把品味視為心靈的支柱。文藝復興是一個文化階段的名稱，亦是西

洋人心靈解放的大時代，改革的靈魂是以尚美的精神領導的。文藝復興的藝

術時代，由追求美，發現了真，進而成為西方科學的基礎。漢寶德先生認為

從古希臘追求人體之美，發現了人體科學；追求自然之美，開啟了自然科學；

「美」實在是時代理性的內在動力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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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是人類尊嚴之所繫，是內在生命的動力，美是想像力的泉源，過去

的文明也是立基在美感之上的。而在傳統中國的知識分子都是愛美的人，甚

至以美為生命的，但是傳統的中國不乏美感卻沒有把美感轉變為一種文化的

力量，只將美視為生活的點綴，沒有真正認識美的修養及創造美的能力，如

同沒有見過美的大千世界。所以，美是一種思想的習慣，但國內所知的美當

成是一種外在的品質，大都無法體會美是一種思想習慣。一切學習都應該自

美的體會開始，家長們以為美育就是要孩子們學著塗鴉與跳舞唱歌，不但一

般的教師沒有受過美育訓練，即使藝術專業教師也不十分知道美育是怎麼回

事？美有一種文化的力量，美的力量的存在，應該成為國民教育的全人教育，

不應認為美的認識是一種天賦，這就是為什麼要談美的主要原因。 

（一）藝術與美之間 

藝術的原義是精巧的技藝，藝術的本義，是以熟練的技巧為主體，卻也

不表示藝術必然與美無關，當藝術達到某一水準以後，美的品質就會自然的

流露出來，美反而是必然的結果。也就是說美學是一門社會科學，適用於所

有範圍，藝術性是其旗下的一個分支有其限制性，藝術性是人們基於美學企

圖所創作的藝術作品，然而美是藝術主要內涵。愛美是人類的天性，在文藝

復興時期的雕刻與建築，藝術主題是以表達神權為主要目的，西方古典時代，

這種以美為精神內涵的藝術，又因古典文明之消失而沉寂，西方人重新發現

了美的人文價值，就把他轉接到基督教藝術上，使其悲苦之情，轉變為令人



T&D 飛訊第 47 期           發行日期：95 年 7 月 10 日 
                       第 6 頁，共 29 頁 

      

 6

開懷的美感、品格的修養與審美的能力。所以美是貼近人們的自我，不需要

距離，漢寶德先生提到一位女詩人住在家裡，一點也沒有感覺自己的家有什

麼美，可是當離家外出，從遠處的江上回頭看，才發現自己的家像圖畫一樣

的美，這就是美，可以存在於自然、鳥鳴或山嵐之間。 

美與現實生活同在，所以好看就是美，「實用是一件東西的本來價值，好

看是一件東西的附加價值」，也就是精神價值，其精神就是美。這種精神價值

存在的目的是使我們愉快。芬蘭大學美學教授赫恩（Yrjo Hirn）在藝術的起

源研究中指出：人類原始的感情狀態，在本能上就有向外表現的傾向，這種

表現的結果在生活與精神裡，有增加快樂，減少痛苦的效果（虞君質 藝術概

論 p5）。這也說明了美是充滿在我們的生活需求中。 

(二)生命的美感 

美是來自於生命，沒有生命就沒有美的存在。所以美是基於生命的需要，

人體的各種感官所產生的感覺，初始都是人類生命的直接反應，因此對美感

的體會是一種生命本能。人類為自己所創造的社會化中，為維持生命的各種

價值，必須以美來鼓舞生命、以美來迎接生命，使生命在生活的過程中，得

以用美來支撐，相對的如同漢寶德先生提到，因為認真投入，所以自重，這

些如果仔細想想，都是生命動力創造出來的生命美感，所以常聽說「認真的

女人最美麗」，每一次當我在國家音樂廳的音樂演奏會上或是其他戲劇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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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總是專注的看著演奏者或表演者專注的精神，那種無法言喻之美，是生命

美感的最高境界，雖然美來自生命，但在這時候，我幾乎忘了生命的存在，

此時卻也是生命的最高價值。 

三、輯二：先學著張開眼睛 

(一)什麼是古典美 

古典美是完美的、是理想主義的、是超乎感情的、是平凡而高貴的也是

通俗的。漢寶德先生對古典美的敘述，他說古希臘主要的藝術形式是雕刻，

美是古希臘人的民族精神，他們偏愛以和諧、均衡為原則的美感。由於古希

臘藝術家的心中把美與神合而為一，美中有神格，是高貴、肅穆、寧靜的氣

質，呈現的是平靜、安詳的美。 

自蘇格拉底、柏拉圖以來，都把美理論化為一種客觀存在，永恆不變的

理念，而美有大眾性，只要藝術家心存眾人之心，美自然就客觀化了。只有

在平常中突出的美感才是真正的美，所表現出的美才是真美，才是古典美。

我們知道在今天的藝術界，大多數的作品喜歡出奇制勝，以奇與險來動人心

弦，因此，漢寶德先生對古典美的兩點讚賞：第一點美得沒有瑕疵。第二點

美得超乎感情。古典美平凡且實質的存在，高貴且和諧美的存在，使得古典

美是天真無邪的；這就是依古典的原則創造的美感人人喜愛的原因，也就是

為什麼古典藝術復興之後的歐洲，成為貴族的象徵，到了資本主義發達，為



T&D 飛訊第 47 期           發行日期：95 年 7 月 10 日 
                       第 8 頁，共 29 頁 

      

 8

農、工階級利益存在的社會主義國家如蘇俄，居然也主張古典寫實，反對前

衛性的藝術。因為古典的也就是通俗的。古典美感中具有大眾性與平常性。

有了這樣的性格，古典美的價值歷久彌新，而且以不同的樣貌出現，成為審

美活動的基礎。 

(二)美是精神，不是物質 

漢寶德先生認為美是用來描述一種理想狀態，美就是至善，就是令人滿

意的，在真、善、美三大價值當中，美就是「真」與「善」完成的結果，美

本身不存在，只要達到「真與善」的境界，美就自然存在，這是對美的最高

肯定。在此順便提到俄國哲學家尼古拉.別爾嘉耶夫在其著作「精神與實在」

一書（p29-30）中指出：精神是物質的真理，物質是精神的形式。所以藉由

精神來認知物質，物質只是傳達精神的意涵和符碼語言形式。試想如果您進

入一家裝潢精美與氣氛大方高雅的咖啡廳，置身其間喝咖啡，那種感覺，在

精神與物質之間，追求的都是精神之美，對精神之最高認識同時就是自我認

識，因此，精神是意識，不是生命的副現象，精神有能力賦予意義，所以，

精神是物質的真理，而美代表著精神的最高層次，不是物質低範疇的消費現

象。 

(三)美育的有效途徑 

要使大家都有鑑賞「美」的能力真有這麼難嗎？這點漢寶德先生有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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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第一點：美感是天賦的本能，人人都有認識美的潛能。第二點：美感

的本能需要培養才能發揚光大。漢寶德先生認為培養美的敏銳度，才是重點，

正如他雖然是從事建築專業，但實際上就是美學，也就是說怎麼做出美的建

築而已，而這兩點體會，必須是智力與美感的兩條軌道同時進行。美感教育

的任務在激發審美能力，漢寶德先生並對美感教育的長久困境提出三點事實： 

1.國內美術的教學自作品創作入手（意指培育藝術創作家而非推廣美感教

育），因此課程沒有美感的培養。 

2.目前美感察覺能力低落，就連社會上有影響力的人或決策者階層等，都

不辨美醜。 

3.美育的推動，需規劃類似設計學科課程，且每週需半天以上課程。 

(四)先學著張開眼睛 

美感教育的第一步是張開眼睛。改變視而不見的睜眼瞎子的習慣，眼睛

的能力很強，但它的首要功能只是尋找之用。眼睛的第二個重要功能是判別

其意義。所以美感教育與其他學習一樣，必須恢復觀察力，培養注意力與好

奇心，眼睛必須與心連在一起，才能真正有看的作用，要培養對環境的注意

力，必須先培養好奇心，好奇心是一切學習行為的起點，並且隨時隨地心眼

合一，發掘好奇心於平常的生活景象，而後放大眼界，見樹、見林、還得見

山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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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西方國民的美育經驗 

由於漢寶德先生體會到英國的藝術教育與工業發展的經驗，1850 年代英

國即將藝術教育列為重要學科，在其教育目標中，圖畫能力被視為基本修養，

利用圖畫課程養成敏銳的眼力，辨別線條與形狀的特點，以能識讀設計圖與

增加設計能力，最後藉由美感的培育，在幾何圖的課程中，使孩子領悟對比、

韻律、形式等和諧的原則，從觀察物體的眼力，知所辨認，以掌握審美的判

斷力，西方國家的美學教育，也大大的提高國民審美能力，運用在工業產品

的設計能力，也具備高價值之產品，所以漢寶德先生提到國民的審美能力與

國家的競爭力息息相關。 

漢寶德先生還提到美國、德國等西方國家例子，這些證明美感培育是藝

術教育的目的，但是美育不是藝術教育的唯一目的。漢寶德先生主張教育要

通過藝術完成，今天國內教育界主張要把人文與藝術放在一起教育，漢寶德

先生認為是可行的，但要有觀念，有方法。他認為在人生的素養中佔有重要

地位的美感培育，仍然應該是藝術教育的重要目的。美育是國民教育中一個

環節，國內教育學者楊國賜先生認為教育的主要目的有三：1.潛能發展 2.生

活準備 3.公民培育（楊國賜 新世紀的教育學概論 p15），最終是以培育具有

世界公民水準的人民為教育的最高目的，而美育是可以成就教育的最終目的

性，從過去西方國民美育經驗，對照今日的西方國民表現，可以得到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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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脈相承的審美觀 

西方美學是以古典美為基礎。古典美學的核心準則是和諧與勻稱，其理

論是比例（或稱為權衡），其實比例就是線段長短的比例。以比例來定義美，

是強調對稱的觀念。只要對稱就必須是一種排列的方法，以最為「適當」的

觀念併合目的性條件。這是與對象的繁雜性相關的，而排列時必須在合乎比

例的秩序下進行。秩序這個字是很抽象的，最簡單的解釋是整齊，這個觀念

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功能」，因此他們把比例的美與功能的美並列，主要是

美的基礎是秩序與排列，需合起來才完美。 

美學上的比例的發源，漢寶德先生舉例提到，畢達格拉斯發現了琴弦的

比例是琴音是否悅耳的原因。由於比例和美的關係是自音樂開始的，以至於

大自然的奧秘、和諧和勻稱是科學也是美。所以西方人在比例的美學上也頗

有爭議。可是爭議的要點不是否決比例的重要性，而是比例是不是唯一的原

則，現代人有了功能主義的觀念，美的意義就更清楚了。功能主義者也把美

感歸之於自然，因此，美可以堂而皇之的與比例美相提並論；後現代主義的

一些設計師的作品不在乎美感，但是，古典美仍然是一脈相承的審美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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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輯三：美感不是美學 

(一)美與感官 

美感有一個「感」字，便表示美是由感覺中得來的，凡感覺必通過感官。

因此欲瞭解美，先從感官瞭解起是很合理，且是精神所必需的。人類身體的

各部位皆有感覺，因其功能之不同，而有敏銳與遲鈍之分。漢寶德先生以為

感官接受刺激所產生的舒暢感，屬於快感抑或美感，完全決定於感官與生命

延續之相關度，與生存相關性越高，則以快感為主，反之，則以美感為主。

聽覺與視覺，在人類感官中，可說最與生存性較無關，因此二者對美感的需

求，便產生了藝術的慨念：音樂與美術。這些卻增加生命的怡悅感。 

(二)品味與美感 

今日我們所理解的「品味」是始自 18 世紀，歐洲中產階級興起之時；因

為美是品味的核心，所以把品味當作審美的眼光。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品

味的標準卻不斷在改變；貴族時代到資產階級，為了標示他們的金錢與權力，

因此喜歡精緻的手工；但是經濟情況改變，貴族及資本家逐漸消逝後，繁飾

精巧的器物美便不再是品味之標的。中產階級的簡單、實用美於焉誕生。20

世紀初，指的是能品賞簡潔的現代感，20 世紀中，抽象藝術則成為品味之表

徵。 

然除了經濟因素，品味亦與精神生活相關聯，例如日本的茶道與花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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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就是特別需要高度精神化的細緻品味來教養。 

(三)合目的性之美 

「合目的性」在建築上又稱功能，意指美除了具外表的形式外，還要有

功能性的考量。漢寶德在本節中舉了諸多例子作佐證，例如：我國諺云：「良

弓不雕」，是因為弓若為了美觀而加以刻飾，會消減弓的斷面，使其用力時易

斲斷；因此過度的形式美，反而會以美害事。而一只三條腿的椅子，即使它

合乎形式美，但其架構沒有符合安全舒適之功能，仍會讓人因感到不安而忽

略其美。因此對一物件的功能有所理解，可知其目的性，才能創造合目的性

之美，並有助於體會它的美感。 

(四)美感不是美學 

在古代，美術與技藝是分不開的，傳統美術從技藝基礎上出發，藝術一

定是相當成熟的技藝的產物，而美術則需要特別高超的技藝；除此之外還要

有深度的心靈素養。但現代藝術重視情思，而非美的存在；認為藝術是個人

想像力的發揮，與個人對外在事物的闡釋，而美是一種裝飾的品質，與藝術

無關；因此現代以來的藝術基本上與美感分家，已稱不上美術。然不論是學

校教育或非學校教育，美育卻掩蔽在藝術教育之後，誤以為藝術教育就是美

感教育。而今日美學不再談美，亦無助於美育，便是因為美學對美並無共識。

為瞭解、解決這個問題，漢寶德先生使用同心圓的方法來解析美，共畫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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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的同心圓詮釋美，以同心圓之最內第一圈之核心是形式之美，也就是抽象

的，應合於感官的和諧之美。第二圈為功能之美，也就是較具象的，應合於

自然的邏輯之美。兩者加起來便是美的感性與理性的本質。這是自古以來所

公認的美的範疇。第三圈為風姿之美，他是一種動態的形式美,如舞蹈等比較

不易掌握的，結合了心情的抽象美感，第四圈就是溶入詩情與個性的廣大情

性世界，是戲劇與文學的界域，是情性之美，兩者加起來是風情之美。第五

圈即最外圈是理論之美，也就是美學家們討論的美，是思辨之美，屬美的哲

理。 

漢寶德先生認為今天美育所面臨的困境，正是美感同心圓邊緣的暴風

圈，形成的認知混淆所造成的。在本書中已得到相當的觀念釐清。 

(五)美的判斷才需要距離 

漢寶德先生對美需要距離的看法，是集幾十年的自我親身感受的，有些

是思辨的結論。我認為美是一種價值判斷，不自生命中實證得來，憑空口議

論是沒有意義的。科學是客觀理性的產物，對科學現象的判斷是依演繹推理

的方式得來，但鑑別美卻是需要瞭解、靜觀，藝術創造的過程通過靜觀，在

腦海中形成，幫助你做價值判斷，因此，漢寶德先生說：距離不是美的必要

條件，而是判斷美的必要條件。距離是時間與空間的距離，康德觀念中的距

離不一定因為距離而產生美感，而是因為保持距離，才能使自己保持超然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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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六)自然美與大自然的美 

漢寶德先生解釋自然就是合乎常理，率真與本然的意思，自然美是人在

造物中呈現的一種自然特質，自然包含在人造物中的擬自然事物與行為。事

物本性的自然，也就是常說的理所當然，一件事物有其本性，能呈現本性即

是自然美。 

大自然之美在中國始於六朝，中國六朝美學興起，就成為愛好自然的民

族，把心靈寄託於自然，中國的自然文化有大眾性的本質，而西方自然文化

認為大地是神的造物，這部分與美學相違背，因為美學是研究人造物與藝術

的學問，大自然按自然之理生成，因此大自然之美與自然之理合而為一即形

成，也因此觸動生命的自然景觀。依人類生存的條件，大自然是氣候溫和、

山明水秀及鳥語花香等等，才是理想的自然之美。但險惡的生存環境，也孕

育出扣人心弦與驚心動魄的自然奇觀之美，所以無論大自然的景物是以什麼

形態呈現，其背後都有一種自然的力量孕育而生，這種自然的原理可契合到

我們的生命感覺，這是人工美無法辦到的，也由於自然美有時會與人工美相

對立，加上 20 世紀後期藝術家觀念改變，藝術家常常希望超越一般的常理，

甚至對抗常理，來突顯其個人意志，使今天的前衛藝術家只表現藝術家個人

的理念，難再有發揚自然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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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恬適生活之美 

漢寶德先生談美，有一個西洋的古典美學的觀念在心理，未觸及以道家

思想為主軸的美感觀念。中國的隱逸思想以及對自然的態度，實際的關係是

中國特有的隱逸思想。這些隱逸之士，後來醉心於大自然之美，確實不是崇

尚美而決定的行為。早年中國知識分子都是在心不甘情不願的情形下退居山

林的，他們心中離不開廟堂。逐漸就受道家消極的人生觀，而漸能自大自然

中體會自然的真義。追求精神的恬靜，他們所嚮往的，在物質生活上的舒適：

夏日之涼，冬日之暖、飢而食、渴而飲，是達到精神平衡的基本條件。只是

他們並沒有「美」之感覺而已。以中國傳統的詩畫來說，形式美並不是創作

的目的。只是勾勒理想境界讓心靈遨遊而已，國畫之缺乏美感乃因畫家志不

在此，他們並不是描寫自然之美，而是希望書寫心中的天地，與詩一樣，描

述個人的心境不能引人同情，只有通過大自然的美而勾畫的心靈境界，才是

俟萬世而不惑。 

恬適生活以靜觀、覺察美。漢寶德先生舉例說一個黃花梨的提盒或鏡架，

也美不勝收。自這些器物之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對美的態度極度敏感，

是不落後於古希臘人的，而他們的生活中，自士大夫的悠閒、恬靜所自然發

展靜觀的心境，是美感的泉源。感官的愉悅與恬適的生活有關，身體不舒適，

就無法體會美感的道理與快樂。藝術的意義不在於美，其目的與宗教一樣，

漢寶德先生說是要幫助我們「恢復新鮮的視覺，富於感情的吸引力，和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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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健全的人生意識」。因而就能破除社會凡俗的蔽障，保持樸質的、永遠新鮮

的自然情思，也就是在這種情形下，恬適的生活才能體察大自然之美，超越

美感的美。 

五、輯四：美要從茶杯開始 

(一)美要從茶杯開始 

美育需從最接近生活的美感談起，讓人人看到一個無處不美的是世界，

漢寶德先生說每次走到歐洲古老的、美的出奇的小鎮都不想離去；如果我們

的整個世界都是這樣美，生命就非常充實。現實主義者認為創造這樣美的世

界是人力所可及的。然而我是理想主義者，我仍然認為塑造一個人間天堂，

不是不可能的夢想，從人人都會為美陶醉開始，這三年來，政府提倡文化創

意產業，卻少談美，所謂文化創意產業就是產品的美質化，政府提出文化創

意產業後，適逢藝術教育委員會開會，漢寶德先生有幾個提案如下： 

1.提倡文化創意產業須賦予藝術教育重任 

2.藝術教育包括創意的純藝術教育，與國民美育(兩者互不相通)，對國家

產業密切相關的是視覺審美教育。 

3.對審美教育訂定計畫，擺脫藝術教育完成美育的觀念 

對九年一貫的「藝術與人文」過去的教法，漢寶德先生認為，其實在美

育上，過去的方法如果確實推行，教的實在，也是會有很具體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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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時髦與美感 

時髦是在某一個時期，大家都喜歡同樣的東西。她是人類商業社會的產

物，一個真正有創造力的藝術家最需要防範時尚的迷惑，時尚只是群體的模

仿行為所產生，比較容易被接受，然有些設計師誤以為時髦就是創作，設計

師跟著時尚而設計的產物易為消費對象接受，就個體而言，如何辨別時尚中

有價值的美感，與時尚產物的美感存在價值，今天時代多變、常變價值也多

元，但適合自己品性與品味及合目的性，時髦一樣可襯托出有很深品味的美

感。  

(三)裝飾是美嗎？ 

這裡漢寶德先生提到，愛美是人類的天性，人類自遠古時代的紋身到文

明時代的美麗服飾都證明裝飾是人類不可或缺的東西，也是社會階級的象

徵，所以人類有愛好裝飾的本性。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由於發現了自然

的美感，產生人文精神，排除了裝飾的純美。 

古希臘人經過啟蒙發現人體的本身就是美的典範，不需要再加任何裝

飾，甚至不需要華麗的衣服，人體美感的表現方式，無關性的誘惑，而是脫

離動物性本能之美的真美，所以裝飾不一定是美，歐洲古典建築與雕塑，是

以人為本體的原則而創造的美術，精神上是完全脫離了裝飾，因此美術與裝

飾是兩個不同的層面，但 19 世紀工業革命時代以後，美的理念就會被裝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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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20 世紀美能脫離裝飾而成為更高的目標，80 年代之後，新的裝飾年代

又來臨，發自人類本能的愛好，以尋找純性靈的裝飾美，為下一個努力的目

標。 

(四)素樸之美 

人類愛美的天性發展出的美感文化，首先是裝飾之美，其次是古典之美，

古典之美的要旨就是精緻，漢寶德先生說古希臘的文化馴化了人類對美的渴

望，可分為兩個層面去看，上層是美的秩序，也就是以和諧為貴，這是形式

美感的普遍原則，因此，使古典美擁有高尚的文化內涵，且與真善的價值結

為一體，古典美的下層是精緻與完美，追求完美使古典美具有理想主義的色

彩，因為世上完美的東西極少完美的，理想鼓舞了藝術的創造，以藝術來彌

補真實世界的缺憾，如果自人文主義傳統中看美感，毫無疑問的素樸是原始

的狀態，原始是自然的，而精緻是文明的狀態，改造自然走向以人為中心的

創造，素樸之美是形狀與質地的自然美。 

(五)奇與美 

奇與美這點漢寶德先生舉台南奇美博物館引述，奇指的是稀有的收藏

品，奇美指的是珍奇藏品的美，也解釋為非常美之意，漢寶德先生並以稀、

奇、古、怪四字，作為美的經驗習慣，自然追求稀有未見過之美及驚奇之美，

古是以有時代性具古代脈絡之美的特性，怪是具有違背常理，讓人有不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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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迷濛之美，總之奇美有跳脫普通性之美。 

六、輯五：抽象美的世界 

(一)抽象美的世界 

抽象之美是美感教育的基礎，自古以來就存在，但由於我國美感教育的

不足，對一般普通大眾，乃至於高級知識份子，仍然是個謎，漢寶德先生從

自身建築專長談起，認為建築是一種古老的抽象美術，建築是藝術之母，建

築之美在於如何恰當的協調這些藝術品與結構及空間的關係，從巴洛克時代

建築少不了美術，建築體簡直就是繪畫與雕塑的美術品，音樂聲音本身沒有

形象，悅耳的聲音須有聯想，本身是抽象的，所以音樂才是最古老的抽象藝

術，而建築層被哥德稱為「凝固的音樂」，因為建築的抽象美的原則與音樂相

似，遵循古典審美原則的和諧，一切古典美學的其他要件，都是因達成和諧

發展出來的，這點漢寶德先生提到中國的書法藝術，中國的文字形式篆、隸、

真、草等書法的表現，是抽象畫的表徵，抽象的表現是形與色，形就是把美

的事與物抽象為幾何的要素，也就是點、線、面、體，色就是把眼睛所見到

的簡化為幾種彩色，這些點、現、面、體與原色的組合都有音樂性，是用秩

序來表現和諧美感，所以抽象美的世界是很寬廣，抽離了具體的形象，形與

色的美感，表現在純粹美的形式或感情表現，都是悅目悅耳的美，所以漢寶

德先生說：抽象的美感才是美感的基礎，就像數學是科學的基礎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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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境之美 

美是自形式與感官反應開始，它是基本素養，大部分的美學家都認為意

境，是主觀的「意」，與客觀的「境」揉合而成，漢寶德先生認為意，可以解

釋為情意，境是一種物與物在空間中的關係，是三度空間的組合，是一種空

間塑造的藝術，所以意境都有其時代性，意境之美在詩畫之美有兩個層次：

1.形式的層次，詩有格局音韻之美，畫也有格局，視覺之美，2.意境的層次，

這點漢寶德先生用中國六朝宗炳所提的「澄懷觀道」來解釋，情境之塑造乃

使心情得到舒暢，「澄懷」就是使心中之積塊得到澄清，而生爽快之意，精神

振奮， 「觀道」即理念通達，思想上的鬱結，通過情境的塑造，意念突顯暢

通，所以意境之美，都是虛擬的，是進入不真實的想像世界，是需要欣賞者

不同程度的運用想像力，才能受到心靈感動，這就是意境之美。 

叁、對本書之評論 

對「漢寶德談美」這本書的評論，首先談到漢寶德先生整體思想對「美」

的深入與美感經驗，自古至今，以淺顯且口語化的表達方式，行諸於文字間，

字行字句，皆表現於生活化，使讀者容易引起身歷其境，對美的身心共鳴，

是一部自我教育與美學成長的好書，很適合於公務人員及一般民眾，進修與

推廣的閱讀優良書籍，也是今天物慾充滿社會的精神糧食，閱讀本書之後，

綜合整體概列有下面十大項優點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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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詮釋美對國家與民族發展的重要性。 

二、美在社會與人文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與價值。 

三、推行美育對國家競爭力的助益及長遠影響。 

四、釐清美與藝術的諸多混淆觀念，分析美術、藝術教育與美育推廣之差異。 

五、瞭解美的內涵與實踐，藉重西方國家的美學推廣與美育在教育的實踐。 

六、有助於生活中對提高美的觀察力與提昇美感經驗，進而具有美學素養。 

七、從古典美到現代美學，瞭解美的起源與延續。 

八、提昇個人精神與心靈層次，促進人與環境的和諧。 

九、提供藝術教育與美育教育之政策思考。 

十、完美的提供學美的心路歷程，以及對美育推廣的重要性呼籲。 

肆、研讀本書產生之感想與公務人員美學的實踐 

公務人員是社會的中堅，歷經多年的苦讀，再經由層層應試，能脫穎而

出，可說是身經百戰，去蕪除菁，都是一時之選，具社會指標性作用，且工

作穩定更有時間與精神，追求美感經驗與體現生活價值，讀完本書反覆思考，

提供一些公務人員在工作上、生活上及思想上的美學實踐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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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揮環境美的感染力 

環境就是人文的呈現，是組成元素的型態與氣氛，使環境孕育情緒也主

導心境，漢寶德先生在擔任自然科學博物館籌劃時，以讓來館參觀的民眾感

染到美的氣息，進而提高她們的審美動機為目的，這就是一種環境美的感染

力之實踐。常聽說人在公衙好修行，因為，公家機構或單位，幾乎皆是公共

場所，是與民眾接觸的地方，都具有引導民眾觀感與環境教育的功能。除此

之外，在現實生活及工作環境中重視視覺美的設計，以發揮環境美的感染力，

影響週遭同仁的美學認知為目標，發現同仁之美感設計，應即配合與學習，

進而互相討論與推廣，或由自己主導美化環境。 

二、美感經驗與分享 

記得我 1993 年第一次公派出國赴德國時，先到荷蘭的阿姆斯特丹，第一

次讓我感到驚艷，歐洲就是那麼美，一眼望去，到處都是那麼美，映入眼簾

所見，到處都如同一幅幅美麗的畫，再轉到德國法蘭克福時，也是一樣，四

處都呈現著無盡的美，後來問當地人對美的看法時，得知歐洲人對美的感覺

相當敏感，且相當重視，他們認為處在不美的環境裡下的人，是一種恥辱，

也就是說人格是不高尚且低水平的，創造環境之美，才是高雅的，荷蘭人甚

至說：沒有花的日子不知怎麼過。這些在在顯示美的教育在歐洲，已有相當

的全民基礎，因此，讀完漢寶德談美對美育的認知，讓我產生公務人員更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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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發揮環境美的感染力，以推廣大眾美育。 

除了上班場所之辦公室美化以外，居家處所亦應於公餘之暇，充分美化

環境影響鄰居，共同推行美化環境工作，也配合政府政策建立社區總體營造，

經營社區社群的觀念，以凝聚人文關懷，是美感經驗與分享的很好機會。 

三、精神美的自我教育 

美學是在追求真實與神性之間的理性東西，我們稱為人的精神美。精神

美是一種自我教育的心靈層次，由於人是身、心、靈的整合體，精神造就人

的肉體意志，必須真實存在。近代哲學之父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Ren`e 

Descartes.1596~1650），所以，意志是主導人的一切，人必須深入瞭解自我，

才能發揮潛能，而唯有開發自我潛能，使個體身心靈均衡，且處在最佳狀態，

也才會有美的哲學思考能力。傅佩榮教授在「管理自我的潛能」（傅佩榮 管

理自我的潛能 P7）一書當中，指出，自我的結構包括「身」、「心」、「靈」三

個層面，而且具有知、情、意三個潛能：1.知的潛能，稱之為 IQ（Intelligence 

Quotient）是學習、理解、判斷方面的能力。2.情的潛能，稱之為 EQ（Emotion 

Quotient）指以個人瞭解與主導自己的情緒，以及與他人協調溝通互動的能

力。3.意的潛能，稱之為 AQ（Adversity Quotient）是指個人面對挫折逆境

時的處理能力。因此，人的潛能是沒有限制的，只要重視他願意努力，許多

原先沒有察覺的潛在能力都可以開發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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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認為美的教育是要靠美感經驗與自我教育，正如漢寶德先生要讀者

學會張開眼睛，對美的視而不見，是由於在精神對美毫無敏感度，所以要能

對「自我」的瞭解，從自我與環境的精神思考，才有可能在理性與神性之間，

進入精神美的領域，找到精神指向與美學需求的著力點。 

四、人格美的實踐  

藝術及藝術教育是把樹立人格美作為目的，因此對於美進行思考，就必

須把美放入加以評價，把人格美、自然美、藝術美、技藝美等，加以比較及

思索人格美的課題。人們把真、善、美作為理想。真是邏輯學的課題，善是

倫理學的課題，美是美學的課題（今道友信 關於愛與美的哲學思考

p290-291）。處在現今的社會變遷、政黨輪替與各階級的流動，對外在權威的

否定與懷疑，化為對內在人格的覺醒與追求（李銘宗 六朝美學點描 p13）。

這是很重要的自我教育的問題，在建構主義的教育過程裡，稱之為調適與同

化的過程，善可直接轉化為審美對象，社會美與人格美即屬此美的範疇（李

銘宗 六朝美學點描 p165）。 

在物質豐盛的今天，資本主義造成物質架空人的靈魂，人格美是內在的

永恆價值，這價值就是美的價值。美是今天的文明向上攀升的目標，但假若

一個民族不知美為何物，要如何提升呢？在台灣，我們對於自己的未來，沒

有精神的目標，就尋求宗教寄託。但西洋人由於在宗教環境中充斥了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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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結合了美感與宗教的力量，他們才能經由宗教信仰至宗教回饋到自己的

人格美。西方的美術與音樂，莫不是自教堂中發展出來的，可是在台灣，宗

教環境中沒有美，只有寄託，受大眾尊敬的宗教特質只是慈善，消極的消除

人間的痛苦。我們無法在宗教中，得到創造人格美的積極正面的力量。 

人只要存在，便在思想，有思想才有人的存在（笛卡兒 我思故我在 p95），

隨著人的生命的成長，使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更為頻繁，必須從自然人成為文

明人及社會人，不得不學習更多社會化的一些知識，人格美是尚美的精神，

人格美是高尚美感的源頭，追求人格美，使人置身在身心靈的調和當中，使

人生更順暢，更能發揮生命價值與社會意義，而「人」必須是能體現社會價

值的人，才是「人」（余瀟楓 哲學人格 p16）。尤其是身為公務人員，人格美

的自我提升，是人我之間很重要的努力方向。 

五、人際關係美學 

公務人員工作型態上，具有社會主義的特色，時有科層制度的鬥爭現象，

以致外界羨慕認為最穩定最高尚的工作或說公家單位，只是外表的表象而

已，在此不諱言，每年為了考績或為了工作上的利益或工作勞逸不均，每每

抱怨連連，此時不滿與雜念充滿心思，談什麼美，談什麼美感，不僅同仁間

的人際關係，甚至行政倫理，有時也蕩然無存，若為個人利益計，兩者皆可

拋，因此我在這裡特別提到人際關係美學，並不是我要提供人際關係美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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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而是藉由本書談美的心得，讓大家在人際關係中也注入美學的概念，

進而以美學思維，實踐在人際關係的精神上，如果說公務生涯是追求如漢寶

德先生在自然之美中提到恬適生活，在生活哲學上看就是追求悠閒生活。要

使日子過得閒適安靜，首要的條件是去煩惱。正如林語堂的生活藝術中不討

論美，談的是快樂。懂得生活的人樣樣都不計較，自然就減少煩惱，才會悠

然自得過生活，在工作上與同事充分溝通協調，相處自然融洽有共識，上班

工作自然怡悅，美所以令人人喜愛，何嘗不也是為追求美的怡悅。 

六、犧牲奉獻的生命價值 

愛與美的同時存在，是生命的另一哲學思考，生命處處充滿愛；就處處

都是美，公務人員有時面對服務民眾，是必須有更大的愛與犧牲奉獻的精神

來應對，生命中充滿愛就充滿美，相對的充滿美學思想的人也必是有愛心的，

愛是一種犧牲奉獻的生命價值，有愛的人是懂得審美觀照的人，美雖是人類

有史以來，始終潛藏或呈現在我們的生活中，但是當現實生活過於以功能取

向時，往往被忽略美的存在，但當滿足了功能需求的之後，又回到人類的精

神面追求美，因此，人們生活的精神性與實在性，是人的基本生活形式，共

棲在生命價值中，如果沒有以「愛和美」做基礎，那是很難圓融或提昇生命

價值的，「美」帶來的有形與無形的動力，是相當強大的，而有愛凡事才能以

美學的觀念為起點出發，在生命中對任何事物，才有審美觀照，審美觀照的

概念是在特殊的思維活動中，直觀到的一般思維機制，如此，才有可能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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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現實人生中，找到個體的身、心、靈之間的契合，進而有社會責任感，成

為犧牲奉獻為國為民服務的優良公務人員，為社會樹立典範。 

伍、結語 

本書讓我們從認識美，瞭解美的範疇與藝術的分際，美與美育的推廣，

美感發掘與美的體驗，以及重視美的影響，以漢寶德先生幾十年對美的體驗

與深厚素養，讓我們突然覺得，美就是那麼美，原來美就是那麼美，一時頓

悟「美的價值是一切價值之美」。所以，美是人生的最高價值，從生活的目的、

生命的價值、人生的意義等三面向來思維，各面向無非是追求美的協調與平

衡；然而人的存在是生命價值，而美是生活形式與精神的一種共通價值，也

是人生一切價值的最高境界，本書從認識美到提升美的感知能力，以及美的

實踐，都使讀者有相當清晰的觀念與做法，唯有美，才是一切追求的最高價

值之美。用心感覺不用說，看完本書您我都知道，美就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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