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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文化的累積、傳遞與創新，其重要的基底是美感素養的融入與內化。以往我

們重視「實利」甚於「美力」，隨著國人生活品質和文化意識的提升，以及國家

經濟產業的精緻轉型趨勢，美的學習，及其於食、衣、住、行、育、樂生活各層

面之展現，對於我國培養優質國民、豐厚人文，進而營造樂善好美的社會，日益

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教育部為推動美感教育，於 102 年 1 月委託國家教育研究院規劃「教育部

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爾後於 102 年 8 月發布「教育部美感教育第一期五年計

畫」。第一期五年計畫從103年1月至107年12月為期，以「美力國民、美化家園、

美善社會」為願景，從課程教學、教職知能、支持資源等三大推動面向著手，整

合研究、實務、政策，提出 81項具體執行項目，希望達到「美感播種、美感立基、

美感普及」的目標，全面提升臺灣國民美感素養（潘文忠、陳瓊花、范信賢、洪

詠善、丘永福、阮凱利，2013）。

前述五年計畫中，其中一項方案為成立美感教育研究室。在教育部委託下，

國家教育研究院於 103 年 1 月成立「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以「臺灣美力

基地、亞太社群網絡」為設立宗旨。研究室強調「美感從幼起、美力終身學」，

主要辦理項目包括：一、探析美感教育研究的內涵、趨勢及整體圖像；二、進行

K-12 年級美感教育實驗方案，包括聲音與身體、生活與環境等實驗方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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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析美感教育政策影響力及發展方向；四、連結美感教育研究社群網絡；五、建

立美感教育研究資源平臺並推展成果。

美感教育做為教育部施政的重點，需有其圖像與範疇來導引其發展。本文即

是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精簡其研究成果，提出美感教育的圖像與內涵，以凝

聚美感教育推展的共識及能量。

貳、美感及教育

一、美感

民國 103 年是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之元年，同時也是「美感教育年」。

隨著教育部「美感教育第一期五年計畫」的推展，許多的教育夥伴投入美感教育

的工作，無論是課程研發、教學實驗、研習增能、攜手協作、營造美感的學習環

境等等，無非希望能夠善用各式資源，提升國民美感素養與生活品質。

然而，對於「什麼是美感？」、「這樣，美嗎？」，許多參與者依然有著困

惑。在一場來自各縣市國中小學藝術與人文輔導員的研習中，筆者之一邀請夥伴

們寫出心中最富有美感的人、事、物。從眾人發表中，發現富有美感的「人」主

要來自生活世界中或與我們有關、或影響我們的人，包含了關懷、奉獻、認真、

優雅、熱情、助人等特質，如父母、孩子、外婆、特教班老師、護士、學生、老

師、德雷莎修女、某位藝術家等等。而富有美感的「事」，如假期家人的相聚、

結婚、兒女出生、心情低落時陪伴、結交新朋友、參加合唱團、在微風竹林中飲

茶、聽音樂、第三世界服務、大家協同分工完成具挑戰性的任務等等，這些事件

具有能夠引發新奇、快樂、感動與成就感的特質。最後，在富有美感的「物」方

面，如鄉間四季風景、白牆上樹影、月光、微笑、有意義的紀念品（如毛毯、明

信片）、手作品（如全家人製作的湯圓、木桌）、藝術品等等，這些美感的物件

具有自然、和諧、變化、意義、獨特、創新的特質。

「這樣，美嗎？」當人們開始發問時，其實就已經喚起了人的「美感」本能

與探問需求。在界定美感教育的意涵與範疇時，總是先追本溯源，回到「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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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源—希臘文“aisthetika”，原意係感知，意指「事物可以經由感官而知覺」（蘇

慧雅，2008）。其實，人存在於世界乃先透過身體五官而與世界交往，德國哲學

家鮑姆加敦（A. Baumgarten，1714-1762）在西元 1750 年採用並轉化“aesthetic”

此詞，認為人的「認識」分為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相對於抽象推導證成的「理

性認識」，需要發展一種關於「感性認識」的系統性學問，此即「美學」的濫觴

（范信賢，2012）。換言之，美感建立在感官認知上，是一種直觀感性存在的知

識模式。時至今日，對於美感的認識就是先返回人天生具備的身體感知能力上，

透過各種探索方法與學習途徑，恢復人們對於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與

動覺等所謂眼耳鼻舌身的覺察與甦醒。換言之，美感教育的意涵核心是從感官認

識與體驗為出發。

不過，我們必須追問，所有的感官認識及體驗的結果都是「美」嗎？「美」

是甚麼？德國哲學家康德（I. Kant，1724-1804）於 1790 年的判斷力批判中提

出：美感的判斷是由主觀感情針對個別事物產生愉快與不快的感受，然後再內省

自己的感情後判斷的結果，因此，「內省」讓雜亂的感官經驗有了意義（Kant，

2007）。承續了康德的美感判斷，1906 年蔡元培教育之宗旨的「對教育方針之

意見」一文中指出：「美感教育爲康德所創……在現象世界，凡人皆有愛惡驚懼

喜怒悲樂之情，隨離合生死禍福利害之現象而流轉。……人既脫離一切現象世界

相對之感情，而爲渾然之美感，即所謂與造物爲友。」即此而言，「美」是在人

與現象世界的交往中，超越工具性目的與利害關係，發展合於愉悅和諧的關係。

基此而言，美感涉及「主體」、「對象」和「經驗」三者之間的關係。美感

來自「人」能夠運用其感官，去體驗及知覺各種「人事物」在形式與內容中所存

有的特質，而讓人產生愉悅、幸福、舒適、激賞、嚮往、崇敬、省思等「經驗」，

甚而以符號或作品去表現其經驗與意義。美感乃為理性與感性、精神生活與物質

生活之均衡調和，而臻至身心和諧健康和全人發展。

二、美感教育

進一步追問，人為何需要美感？另一個德國哲學家席勒（F. Schiller，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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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在審美教育書簡中指出，「美感」的作用就是通過美感生活再把失去的人

性重新恢復起來，因此，美感是人的第二創造者（Schiller，1989）。「怎麼活的

像人？」是美感教育的終極關懷，或許，我們可以檢視自己的生活往往存在著如

Schiller（1989）在第 12 封信中描述的：人存在著兩種對立狀態，一是受制於現

實與物質的感性衝動，二是服從必然規律的形式衝動。因此，我們渴望美食、玩

線上遊戲或購物衝動等，但是，我們也會考量各項條件或服從家庭、學校與社會

道德的規範等等；Schiller 指出（1989），人必須透過「遊戲衝動」調和必然與

現實間的變化與恆持、接受與創造，才能成為真正的人；因此，遊戲讓人進入美

感經驗中，遊戲讓人獲得自由，將人從被動狀態轉移到主動狀態，從接受角色轉

移到創造的角色。於此，Schiller 強調唯有透過美感教育，才能使「人」不要成

為理性與欲望的奴隸，使理性與感性和諧，而能夠獲得自由，活得像「人」。換

言之，美感教育不只是感官認識的教育，美感教育不只是美的教育，美感教育是

全人教育，提醒我們不能只是算計「人的價值」，更要引導我們關心「人活著的

意義？」以及「人如何活著？」即此，美感教育是在我與自己、我與他人、我與

環境的互動中，涉及覺察、認知、情意與行動等層面的展現，是擁有並創造美感

經驗的教育歷程與結果。

美感教育的主體是一個能夠經驗美感以及建構美感的「人」，美感教育的途

徑是經由身體感官的認識，美感教育的範疇則包含自我存在的探索與實現、人存

在於社會中的多樣化互動及參與，人存在於生態環境中和諧共好關係的建立與經

營等等。所以，當父母、外婆、老師、護士等被認為是具有美感的人時，不是因

為這個角色，而是因為他們的言行舉止散發的整體感知的結果，早已經超越功利

工具的目的。記得一位老師回憶最愛摸著外婆臉上的皺紋，那是一張最美的臉，

因為紋路上佈滿了對他的愛；一位老師回憶看見一位老師運用身邊隨手可得的

資源，快速地佈置令人驚豔的展覽會場；人人得以像外婆或老師一樣，以關懷與

愛、創作與分享喚起人們的感動與共鳴，實現生命存在的意義，無論歷時多久，

總令人回味與懷念。然而，美感教育在實現生命存在意義時，同時，也實現了其

社會連結與創造的渴望與責任，如第三世界的服務或參加合唱團，在參與社群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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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人得以迎向未知與新奇，在互動合作中經驗被接納、被需要、能改變、能

創造的喜悅，美感是共創共享社群的作品。再者，當我們說「臺灣最美的風景是

人」時，我們看見臺灣人的友善、助人、熱情、真誠等美感特質，但是在《看見

臺灣》的紀錄片中，齊柏林卻感嘆：「沒有人的地方最美。」因為我們不懂得如

何與生態環境和諧共生，這不只是環境教育的問題，更是美感教育的問題，因為

先有美感而後能興發保護環境之情意與行動；例如老師能夠在鄉間的四季風景、

銀色月光下、微風竹林中擁有美感經驗，除了天地有大美外，最重要的是人們依

循著四季循環與生態演化與創化歷程，能夠充分打開五感體驗與環境（自然與人

為）融合為一的安適與喜悅，於是，在人與空間的關係中引導人們思索如何感知、

體驗、詮釋、創造各種經驗與可能性，並且進一步地運用在生活情境中，如營造

美感的家庭、社區、學校等環境。

基此而言，「美感教育」是培育美感能力或涵養的實踐作為，提供學習者能

敏銳其身心靈多元感知的學習方法、機會與環境，而能覺察美、探索美、感受美、

認識美及實踐美。

三、存在美學、公民美學與生態美學

在前述觀點下，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從「人」出發，認為美感教育內涵

應涵蓋人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自然生態等層面，透過覺察、認知、情意與行

動的教育歷程，而開展「存在美學」、「公民美學」與「生態美學」的美感教育

圖像論述。

在「存在美學」、「公民美學」、「生態美學」三大主軸中，「存在美學」

強調的是「主體自發」，是探究個人生命歷程中意義邂逅、意義創造與意義分享

的過程，透過審美與創美中獲得生命意義感，在各種邂逅與互動裡，得以自在自

得，不斷自我創化與超越；「公民美學」的重點為「社群參與」，係探究個體如

何透過公民意識、社群認同、行動參與及連結，追求和諧並同理差異，共同創造

美與實踐美；「生態美學」的核心為「天人合一」，探究人類與生活環境及生態

系統共生共好關係，以喚醒對地球公民身分的覺醒，並且透過沉浸參與式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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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美化生活環境與美善社會。此外，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同時進行從幼

兒園到高中教育階段的生活與環境、聲音與身體的課程教學研發及實驗，以使論

述與實踐得以相互辯證，更臻完善的建構臺灣美感教育的圖像與途徑。

參、存在美學

「存在美學」涵括「身體存在」與「生命存在」二重要概念。身體之存在揭

開了生命結構的層序─以自身為主體延伸的開顯，身體帶領主體去感受、認知、

實踐，將生命鑲嵌於日常活動所據以構成之週遭世界中。其次，主體因為身體

所提供之視、聽、感、思、踐等能力，在社會中與更多的他者產生互動、共感，

而對生活於其中之世界、文化或某種意識形態有所了解，進而彰顯個體存在之角

色、定位、功能的生命感知。

一、以身為知

身體是人類生存在世的基礎，歐尼爾（John O’Neill）認為人類觀看事物、

與世界互動、建構思考時，原初的基本工具也就是自己的這個「身體」，用身體

來認識、定位、建構世界。他認為每個人都有二種身體：「生理身體」與「交往

身體」，生理身體運載了人類主體的生理—物質向度，交往身體則建構了社會－

文化層面的意義（O’Neill，1985 ∕ 2001）。

梅洛龐蒂（Merleau-Ponty）在 1945 年發表「知覺現象學」，就是闡述人與

世界的知覺是以「身體」為基礎而出發，並強調身與心的交融知覺。於此，現象

學不是持著先驗主觀的論點，而是涉及到人之存在與世界、與他人、與自己的活

生生真實關係（楊大春，2003）。

科學源於知覺，然而西方哲學多將身體與心靈分開談論，梅洛龐蒂則認為身

體是天賦的自我，是知覺的主體（Merleau-Ponty，1962）。身體有知覺的功能，

以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和世界互動、遭遇而存有於世。梅洛龐蒂以痲瘋病人為例

做解釋，當病人不能看見、不能聽見、沒有任何感覺，在迷惑中醒來時，伸手觸

摸也無法斷定所碰到的為何物，不能知道說話時是否有人回應，當身體失去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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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痲瘋病人，也在同時失去了意識運作能力；身體與意識是一體兩面，透過身體

為主體去綜合能力，致使客體們得以綜合反饋給身體主體。

再者，梅洛龐蒂解釋，身體不像事物一樣靜置被動處在於空間之中，而是居

於空間、屬於空間並對周遭的人事物有所作為，所以人與世界的關係不是封閉對

立，而是交流開放。雖然梅洛龐蒂強調以身體、知覺出發，但這卻不代表他只看

重內在性，相反地，透過身體的經驗，我們領會他人的存在，並與文化世界做連

結（楊大春，2003）。可知，梅洛龐蒂藉著現象學反觀生命的本源，回到身體及

知覺做為原初出發，而感知世界及關係，進而探索主體存在的意義。

蔣勳（2008）亦認為美是立基於人之存在與身體所建構的世界，他從埃及、

希臘、印度到中國，解釋世界四大文明對生命想法不同，因而其身體的使用與表

達也有所不同：埃及凝視死亡、希臘凝視青春、印度凝視慾望、中國凝視群體；

這四大文明中，有勇於表現追尋自己的身體意識、有隱身於群眾之中、有缺乏自

我意識、享受歡愉、謹慎小心的身體意識等，身體的意識與不同文化對生命的想

法乃是息息相關的。於此，身體美學是文化的結果，不同文化會產生不同的身體，

並需要跟自然環境及文化學習（蔣勳，2008）。這樣的身體美學不講求表面形象

之美，而是「回來做自己」，深刻的覺知身體自身的呼吸、運動、行走、勞動、

擁抱、握手等，從生活過程中達到從容優美平衡的生命狀態，進而學習愛自己、

愛別人。

二、此在存有

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將藝術經驗視為真理發生的事件，藝術經

驗不是一種與對象無涉之主觀美感，或者通過一系列方法所獲得的客觀知識，

而是對在世存有狀態及意義的揭示，更是真理顯現自身的獨特方式（Gadamer，

1997）。

在近代美學氛圍中，有些人認為美是主觀經驗，它不提供我們對於這個世

界的知識，而在於供給觀賞者抽離現實的短暫安慰以及快感。然而，Gadamer

（1997）指出，藝術經驗不應被限制在無關現實的純粹美感中，相反地，藝術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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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在於使我們接觸到真實的東西。

Gadamer 對於藝術真理的觀點，深受其師海德格的影響，強調的是一種存有

的真理—除去遮蔽、恢復事物本有的面貌，使存有者的本質得以被人所覺知與察

見。於此，被觀看的藝術品或事物並非現成的存在，而是事物的意義主導著我們

對它的觀看，藝術經驗乃是欣賞者理解作品真理的事件，通過賞者的詮釋意識，

使作品自身與觀賞者的成見產生對話，因而達成兩者融合，也在這個真理發生的

經驗中，藝術作品與觀賞者都因此獲得了改變。換句話說，美感經驗不是單純、

一次的體驗，過程中包含了存有者的認知、存有者的真理、處身的世界等，相對

地，藝術作品需要人的體驗、欣賞與詮釋，它與人對它的理解共同構成了藝術經

驗整體。

此外，法國哲學家杜夫海納（Mikel Dufrenne）亦從人的存有來揭示美感經

驗對人之價值與意義，認為人透過美感經驗而找到真實存有，實現人之完整存有

的依歸。

Dufrenne（1989）認為審美的過程中，我們是和審美對象主客不分的緊密結

合在一起，對象將它自身呈現於我，讓其自行向我之主體來揭露，而獲致我與事

物共融的經驗，一種同感。換言之，是一種知覺者與被知覺者的共同行為，等同

於主客不分、共同參與才能達到的境界。當對象向我來呈現，同時我也必須開放

自己讓對象來向我呈現，美感經驗讓我確認了這個呈現。因此，美感經驗在感性

富饒的狀態下被釋放，儘管最後會經過個人的內化，美感對象除了向我的身體呈

現之外，也邀請我去加入參與其中。我們在參與美感經驗時，便感受到美感對象

向我們召喚，目光被吸引住，那便是因為我也在向它顯露，彼此之間有共感，並

在此交融中形成美感經驗。

Dufrenne（1989）認為，在主客交融的領域中，會先經過「先驗的想像」。

所謂先驗的想像即：這麼多麼材料，我選擇一個可能性，作為我獨特的存有；爾

後，我擇定某一種特定方式去理解它，即為「後驗的想像」。舉例來說，我們看

到畢卡索「亞維農的少女」描繪著五位半抽象的裸體少女和一組靜物，對我們而

言，可能發想出很多種想像去詮釋五位半抽象的裸體少女，然後選擇一種去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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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這些裸女是諷喻、也許認為這些裸女代表罪惡、也許認為這些裸女只是立體

主義表現女人裸體的方式等等。先驗的想像先展出一個空間，作為我們的存有，

而我們再選擇某個想像去落實。

當然，人的存有具有多樣性，情感先驗是先於主客兩者的溝通，因此我們能

體會多種情緒。美感經驗的發展，即是拓展自己從來沒有過的先驗。人類身為體

驗的個體，永遠都在探索自己的情感及想像先驗，並等待著被開啟。

三、自身為美

傅柯（Michel Foucault）早期思想關注「權力」與「知識」之間的關係，到

了晚期，將研究焦點轉回「自身」，轉而注意「主體化」的過程。他認同尼采的

觀點：「人們應該透過長期實踐和日常工作來創造自己的生活，賦予其特定的風

格」（Foucault，1984：351）。

自我技藝（technologies of the self）是討論傅柯生存美學的重要核心。傅柯

晚期關注如何將自身塑造成主體的過程，強調應當關懷自身、進行自身的完善

化；意即個人得以運用某些方法或藉著他人的幫助，對於自己的身體、心靈和行

為施行某些體驗、操練和關切，來尋求自我的轉變，讓自己的存在及生活成為具

有某種審美價值的一種作品（Foucault，1990）。在這主體化的過程當中，人為

了關照自身心靈，透過各種自我技藝，如沈思、良心反思、閱讀、和他人對話，

隨時隨地省思自身與關懷自我。除此之外，在關照自身心靈的條件下，對個人的

行動採取自我調適和自我節制，此「節制」並非意指壓抑、放棄欲望，而是推崇

依據自身的條件去調整自身與了解所處的情境脈絡，而以恰當合宜時機的行為來

實踐。這樣的修養功夫，便是一種在生活實踐中展現及修練自身的美。

Foucault（1984：350）提過：「我很驚訝，在我們社會中藝術變成只是和

事物有關，而不是和個人或生活有關的事。藝術變成專業化的或藝術專家所做的

事，但是人的生活難道不能成為一件藝術品？為什麼燈或房子可以成為一件藝術

品，而我們的生活卻不能？」傅柯強調的主體，便是回到關照自身，透過自我關

照的技藝，讓每個人都成為藝術品似的存在，並透過這過程來發明自我、製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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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亦即，自身的存有即是美學的對象，透過自我技藝而讓經驗可以跨域及更新，

致使個人自身即為美的存在並得以持續流變。

肆、公民美學

「公民美學」是公民對整體生活世界所做的美感投射與期待，也是希望通過

美感，柔軟而深刻的凝聚公民共同體思維。陳其南（2005）曾經從二部分來描述

臺灣的公民美學願景：首先要提昇臺灣視覺環境的生活美學品味，進而創造出美

感的氛圍，亦即環境的美適性（Amenity）；其次則是希望通過公民美學自覺意

識的提升，健全藝文生態。前者說的是「地美」，後者指的是「人美」（陳懷恩，

2008）。

現在多數人都有相同的感觸，臺灣整體環境仍然缺少美感的氛圍。我們有精

緻的劇院、一流的藝文表演，但也有令人氣結的交通與景觀；我們有一家家咖啡

館、美術館和博物館，但也有髒亂的招牌和汙濁的噪音、垃圾；再加扭曲與躁動

的人際關係，讓人們不禁懷疑，如果這樣的「地」與「人」都沒有改變，即使有

再多的場館建設、再多的藝文表演，又能帶給臺灣怎樣的美感生活呢？ 

美感生活必須要有美感氛圍，其意涵就有點類似上述的「美適性」。它所指

的是令人感到舒爽、愉快的事物或環境，當然還有不可或缺的人際互動。我們如

果生活在這樣「美適性」的環境中，五官所感知的是和諧、平衡與自由的，是循

著宜人方向前進的。一旦如此，就能提升了全民的生活素質，呈現了人們總體價

值所在，臺灣的美就能在生活中仰俯可得。

公民美學所追求的美適性有兩個重要特質：「自覺性」與「公共性」（陳其

南，2005）。也就是說，它不是個人獨力可以提供或完成的，而是每一個人都避

免不了的共同責任。我們每天所生活的氣氛與空間、所談論的事務，都與他人有

關，人人都參與在其中。「公民美學」是自己與他人所共構出來的關係領域，也

是一個以「利他」為核心精神的美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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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民美學的自覺性

我喜歡當人，因為我與別人一起從可能性中創造歷史，而非只是順服於僵化

的宿命（Freire，1998）。

在後現代複雜性的社會脈絡下，教育有很大的作用是在協助人們認識自己、

發現自己、進而獲得和諧自由的生活。以「存在主義」來看，如果教育具有人

性，它必須以某種方法喚起學習者的覺知—對於自己做為世上獨一無二主體存在

的覺知，可以自由地選擇適合自己的生活，這即是一種個人的自覺性，也是一種

生命開展的過程。海德格認為人的存在本質是詩性的，以語言向世界開放、向陌

生開放。人不僅是「存在」，重要的是能夠思索並理解「存在」的意義。公民

美學的意涵從這裡發生，因為我們所思索及理解的存在必會與他人連結而形成一

個完整人性的內在動力，若在孤立的世界中，每個人終將感到無依無親，真實

的人類生活也不可能有一個絕對的標準，主體並非窮盡在其客觀性，而是揭顯

於各種關係中。正如藝術家 M. C. Richards（1916-1999）所謂的：「我們這個時

代的真相之一，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在心裡深深渴望彼此產生關係」（Ferguson，

1987 ∕ 1993）。

關係連結的渴望，將「自覺」從獨自個體而朝向公共世界開放。我們將

如 Morin 所言，渴望參與社群、與他人互動、溝通及分享，並進而掌握命運、

創造文化、改變社會的共同創造（引自馮朝霖，2013）；我們也相信「在一

個沒什麼不會變的世界，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開展多元的觀看與對話的能力」

（Greene，1995）。

從自覺性而衍生出參與社群的連結感，互動溝通的歸屬感，以及多元接納的

認同感，是公民美學的真實內在動力。

二、公民美學的公共性

公民美學是一種集體創造的過程。

活躍於二次戰後德國的藝術家 Joseph Beuys（1921-1986）認為：「我們需要

社會藝術的精神性泥土，透過此者，讓所有的人變成創造者，能夠掌握世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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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倪再沁，2005）。公民美學的最大化是集體創造，是一種社會型塑的實踐過程。

J. Beuys 倡導「人人都是藝術家」的觀念，強調每個人都具有獨特的創造力，

能將日常生活所碰觸到的媒材，轉變為藝術化、審美化的事物。他受矚目的作品

之一即是「卡塞爾的 7000 棵橡樹」。在他的策畫下，於卡塞爾市區種下第一棵

樹後，隨即獲得廣大民眾的支持與認同，在市區內種植七千棵橡樹，直到今日仍

然有許多藝術團體延續其理念，通過修剪當年橡樹之枝枒，進行認養與種植。這

樣的藝術行動，是「社會雕刻」，以社會作為展演場，進行有意識的雕塑，在集

體創造過程中充分體現公民的美感意識。

再譬如，當前時代出現了許多生態村的創建，以自然和諧、共食共生的理念，

打造一個「社區共同體」。越南的一行禪師甚至認為「社區共同體」乃是未來佛

陀的化身：「下一個佛陀不會以個人形式出現，他將以社區共同體形式出現，一

個實踐理解與喜愛慈悲的社區，一個實踐正念生活的社區，這將是我們能為地球

餘生所貢獻的最重要事物」（馮朝霖，2013）。

生態村的形態，也體現了人們參與的、自由的共同遊戲，從自我中心主義解

放向社群開放，實踐理性與感性之間的平衡，是席勒眼中的「遊戲」。因此公民

美學的公共性將在集體創造中表達，而人們在共同的「遊戲」中，體驗到感懷共

生，彰顯友愛社群的價值，而體會來自於和諧、自由與平衡中的美。

三、公民美學影響公民思維

公民美學型塑的樣貌是在與社會對話，它的發生往往是從人跟自己的關係開

始，拓展到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群己互動。例如，一件公共藝術作品與作者，

與不同的人、空間、地方歷史及文化相互連結，在被討論、被探索後，就產生了

新的風貎。再以一個集體的創造活動為例：討論交通運輸的問題或是共同建立一

個理想城市，當其中的人學著思索如何安置、如何運作、如何解決問題、如何賦

予意義，過程中就會不斷湧現公民美學的議題，討論到自我與公共設施、與環境、

與他人的關係。

延伸這樣的想法，大家平日慣用的免洗碗、塑膠盤、塑膠袋等等，跟我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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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之間是怎樣的關係呢？現在看到水溝被塑膠品塞住了，公園裡經常有塑膠袋躺

在角落裡，能不能想一想，當初生產它們的時候，是什麼樣的公民思維？現在又

要怎麼解決它所帶來的問題？這些共生與利他之間的平衡與抉擇，將深刻考驗人

們的審美意識與公民思維。

公民美學是參與、是對話、是探索、是融入與和諧。

四、審美能力與公民美學

在近代公民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強調每一個公民要具備基

本美德（virtues）。這些基本美德之中， 第一個就是政治的能力，第二個就是知

識的能力，此外，也包含一個比較不為我們所知，但卻跟前二者三足鼎立的第三

種能力，那就是審美的能力。這三種能力必須透過公共教育循序漸進地去引導發

展，才能日漸成熟，形成一種具有自主性與自律性的完整的公民能力（廖仁義，

2010）。審美能力做為一種公民能力，強調的是一種生命態度而非一種技能；重

視的是對生命價值的認識與情感，而非只是審美對象的欣賞。所以，審美能力的

覺醒是一個從審美知覺朝向審美判斷及審美創造的開展，這修練了每個人的公民

美學涵養。

審美能力是我們將生活周遭的事物當作審美對象看待與理解的一種能力。我

們的審美能力須從沈睡之中甦醒過來，更須培養才能趨於成熟，並且還能將之擴

充到群體生活之中，成為公民社會成員可以分享的一種能力。

所以，一個具有實踐精神的美感教育，首先必須從生活周遭去發現審美對

象，鼓舞每一個人天賦具有的審美能力，並且進一步發揮出創造能力，才能將審

美能力真正落實，成為公民社會成員的基本能力。

五、「想像」—馳騁自由的心靈

Dewey（1934）認為，民主不只是一種政治型態，而是一種共同生活的模式，

一種協調溝通的經驗。由此可見，民主社群不應該是個既定的架構。Greene

（1995）指出，討論「社群」這個概念時，應特別強調「過程」的字眼，像是

促成（making）、創造（creating）、編織（weaving）與敘說（saying）等。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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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的形成，並不是仰賴計畫或命令，而是靠居民去發現他們共同承認、共同

欣賞的事物，以及尋找一種互為主體性的認知。那麼，公民美學如何達到這個

目標呢？

Greene（1995）主張，「想像力」應該可以成為一種學習知識、開啟世界的

途徑。想像力（imagination）在民主過程中的角色至為關鍵，我們應該運用想像

力，發現個人和群體的另一種可能性，追求共有的善、共同的相處方式、成員間

相互交流、建構一個理想的美感社會。唯有透過想像力，才能達成人與人之間的

同情理解，也只有在這樣的共通理解上，公民美學社群才有可能形成。

Dewey（1934）亦指出，想像是一種看見可能的能力。他說：當事物統合為

整體時，想像力是一種洞明事理，感覺世界的方式，將熟悉的舊事物轉變為新經

驗。當人類的身心與宇宙交會時，總存有某種程度的冒險，這種冒險就是想像力。

冒險是尋找可能的行動，「可能」是對萬事萬物保持開放的心，消除既定概念的

疆界，允許看見另一種可能。冒險與可能，讓公民美學充滿無限生機與動能。

透過 M. Greene 的觀點可發現，想像力的內涵應該包含三個部分：驚奇感、

跨越舊有的界限，以及在各種紛雜的經驗中找到新秩序。Greene（1995）認為，

驚奇感來自於一個人在意識上產生了轉變，或者是來自於新視野的開啟，在不受

固定經驗限制的同時，看見事物的可能性；適當的驚奇感將有助於想像力的激發。

除此之外，一個充滿想像力的人也應該具備在雜亂與秩序、可能性與確定性

之間跨越界限的能力，而這同時也是一種面對生命所做的抉擇。換言之，想像力

的開啟需要一點冒險與選擇的勇氣，才能讓人擺脫日常生活中那些「理所當然」

的框架，增加在日常經驗中體驗可能性的機會。最後，有別於混亂與失序，想像

力並非一味求「新」而已，還需要在其中發現新的秩序，才能讓想像力發揮創造

的作用。

整體而言，想像力的培養需要自由的空間。相對於那種充滿瑣碎事物、一成

不變的生活世界，想像力所需要的應該是相對自由、能夠擺脫惰性，進而開啟各

種深刻、細膩感知能力的世界。

其次，擁有想像力的人應該同時也是能夠對未來懷抱希望的人。因為保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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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世界的開放，才能維持想像力的生命。舉例而言，在教育的活動中，透過識字、

發言等主動的行動，或是接觸各種令人驚異、超越日常生活的藝術品，讓學習者

在教學者的引導下走出慣性的框架，跟隨著藝術作品發出的詢問，開始有意識地

探索世界，就是一種啟引想像力的過程。Green 也特別強調，由於藝術作品所表

達的概念與經驗多半是日常生活中見或未見的，因此審美經驗的安排將有助於激

發教育中的想像力。

想像力的活動則包含著我們對於大千世界，甚至自我內在生命的探索、發掘

與重新審視。這不僅是一種觀看視野的轉變，也是一種學習的行動，以及實踐生

命的過程相信可能、看見可能，同時也實現可能，就是想像力的展現。

想像力的激發可以讓人們從自覺邁向公共，為公民美學創造嶄新的關係。

伍、生態美學

在西方美學發展中，美學的探討常以藝術為主體，對於自然環境美感的探

討並不多，猶以英、美兩國之美學研究較為顯著（蕭振邦，2000）。然而隨著國

際綠色環保及生態永續發展的意識抬頭，生態環境議題逐漸受到重視，因此出現

「生態美學」、「環境美學」、「大地美學」、「大地倫理美學」等名詞。本研

究室以「人與環境」及「人與自然」的角度出發，探討「生態美學」的相關文獻，

期望美感教育能突破以往較狹隘的框架，拓展至更宏觀的環境生態角度與視野，

實踐天人合一的和諧觀念與人文精神。

一、天地有大美

漢寶德（2013：12）認為：「自然之美是如假包換的美，俯拾即是的美，

所需要的是打開眼睛，認真的看到它的存在」。洛斯敦（H. Rolston）亦提出「肯

定美學」的概念，他從生態系統的角度出發，認為自然皆美，自然不存在醜，

自然皆具有客觀、肯定的美感性質（Rolston，1988）。由於人類常以「自我中

心主義」看待大自然，認為只有人與人之間才存在倫理關係，人與自然沒有直

接的應然關係，缺乏生態保育觀念，因而造成許多生態失衡的問題，諸如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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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國際關切的溫室效應、聖嬰現象、霾害問題等。Rolston（1988）指出，自

然界中有許多我們認為是無價值或具負面意義的行為或現象，如掠食、殘酷、

寄生、受苦、死亡等，其實都是有價值的，例如獅子掠食弱小動物、自然荒野

中腐爛長蛆的動物屍體、經風吹雨打而殘破的樹木野花等，我們總認為是「醜

陋」而以厭惡的心態視之，然而這些事物若從長遠的角度來看，自然界中有陰

影，便也有光線的存在，生命是在無價值、負面情境與陰影中經不斷奮鬥而重

生的過程，看似陰暗面的悲劇，將產生新生的力量，如動物屍體回歸土壤，其

養分被回收，蛆變成蒼蠅而成為鳥的食物，枯枝為鳥類提供建造巢穴的材料。

如此看來，醜陋在自然循環中共生共融，它變得柔和和諧了，而成為一種美的

存在，此即「肯定美學」之主張。

國內目前中小學的課程與教學中，與生態環境教育較相關的是「自然與生活

科技」領域，然而各版本教科書較著墨的仍停留在科學知識層面的記憶與背誦，

較缺乏生態美感觀察欣賞之引導。楊忠斌（2014）提到，「美感具有自由、感動

與欣賞的特性，由美感而產生對自然生態的珍視情感，自然能促進人與自然的親

和關係」；因此與其從道德規範及法律手段來喚起的環保意識與行動，不如從小

培養對自然生態的美感欣賞能力，增強及延續對大自然的情感，便能具有生態環

境美感的素養，能主動關懷環境生態之維護，成為大地的守護者。范義彬（2009）

亦認為人類中心、主觀的美醜觀念會阻礙對大自然的認識與了解，因此，應拋開

個人主觀意識去觀察萬物、體驗自然，摒除「人定勝天」、「萬物皆為我所用」

的既有想法，才能更深入珍惜、關愛自然。

二、自然而然

東方的審美精神往往蘊藏於古老的哲學思想之中，道家哲思由老子起頭，進

而在莊子的觀念中更發揚光大。老子的道德經對純正藝術所闡釋的字句並不多，

然而道家思想即是將生命本質視作一種美學的態度，值得探討。

老子從觀察自然中體察「道」的根本特性，即是「無為而無不為」，大自然

裡一切的事物所產生的變化都是無意識、順其自然、無目的性，但卻又合乎某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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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與邏輯的，「自然」的本身並沒有刻意追求什麼或去設定目標，然而卻在無

形中成就了一切，即「自然而然」（郭世明，1999）。如果「道」是自然作用力，

那麼便沒有一件事物不是其所作為，萬物生長即順其自然；「道」利於萬物，可

是卻不與萬物相爭，不把萬物據為己有，也不以萬物之主宰而自居，自然與萬物

一切和諧共生。「道」體現了宇宙的自然生命力，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也為崇

尚自然的美學思想提供了闡述論調。

崇美自然是道家精神的基本特性，老子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老子強調「自然」是一切效法的對象，也是回歸之途、根本歸宿，老子

也說「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他所認知的德是不稍假飾、毫不造作，因為自然

是最純粹而不假飾的。老子依「道」來論美，並且不侷限於具體形式來論美、醜，

而是以「自然」為最高依止，不造假、不追求流行，因為「刻意」追求的美都是

不自然的、短暫的，真正永恆之美只有在「自然」中及「自然」的情境之下，才

能被展現出來。從道法自然之中，老子也闡釋了「德」的實踐，天道因為無私，

所以才能成就萬物的無限，因此道德經中，有很多的章節即老子奉勸為政者要

「謙虛」、「知足」、「無為而治」、「無欲」、「以民為心」及「不爭」等（王

邦雄，2010），這種美善即是人需向自然學習的一種共感。

三、天人合一

老子崇法自然，認為大自然及人類社會順其本性應是和諧的，而美就存在於

和諧之中。以「和」為美的中國古代哲學，從對立統一中去找尋「和」，再去找

尋「美」，把對立因素統一起來，達到一種沒有過與不及的思想狀態。老子思想

中有著大量相對的概念，諸如：貴賤、禍福、美醜、善惡、生死、上下、大小、

主客、先後、反正、難易、陰陽、輕重、靜躁、古今、有無、盈虛等，老子認為

這些相對概念既是對立的，卻也是相互依存、相互扶持的，在對立的狀態中達到

統一、和諧。應著自然規律去追求個體生命的自由發展是最高境界之美，達到「天

人合一、和諧共生」的美學思想。

老子思想中，為現代人提供一個「美」實踐典範，是一種無形的、道德的、



018

不與現實抽離的，而緊緊依偎於待人處世的思維當中，從「道」與「法自然」的

精神中試圖為「人之存在」找出一個可以依據的人世修養，成為審美經驗的前提

與途徑。

莊子是老子思想的繼承與發揚者，與老子並稱為「老莊」。莊子思想與美學

是相互呼應的，「道」與「存在」是最高境界，人只有據於「道」，領悟「在」

才可以通向自由（韓鴻鷹，1996）。莊子的審美對象包含了人、事、物、大自然，

小至人生，大至宇宙，其面向相當廣泛，對於美感教育來說，不受世俗扭曲價值

的影響，培養自由心靈、走向自然、與天地同遊，便可以體會到人生、生活處處

皆是美。

莊子在「逍遙遊」中談到，「遊」與心靈上自在、自適有很大的關聯。莊子

重視人在天地之間的定位與發展，「遊」是人誕生於世開始與終點間所經歷的那

段旅程，在這個歷程中，會有處世與自處之道，但若囿於功名利祿的世俗成見，

人身便不得自由。若要自適自由，就要於追求「與造化者同其逍遙」的境界，像

天地萬物般地寧靜自然、豐富自足、無所無求。

對於個人生命與自然的共感，莊子強調「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

天地、萬物與「我」並無藩籬、彼此合一，物我乃是一體並生，人若能不違自然、

不逆萬物，就能安命自由，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陸、結語

美感強調感知認識層面及經驗的圓滿狀態。一般人總誤以為美感教育即藝術

教育，藝術教育固然是美感教育的核心，但並不只限於藝術領域的學習，而與生

活經驗及學習緊密連結。Dewey（1934 ∕ 1980）即強調：美感經驗和藝術不能

從日常生活經驗中分離，而是個人在做（doing）與受（undergoing）歷程中，交

融認知與情感並專注投入地參與其中，而獲得完滿自足的「完整經驗」，此即為

美感經驗。漢寶德（2013）亦言：美感是每個人皆有的天賦禮物，但須透過教育

培養而彰顯其風華。換言之，美感學習跟其他領域的學習皆有密切關連，並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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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食衣住行育樂各層面中體驗、展現與創造，進而豐富精神生活。

美感與教育的關連，本文指出，可從「存在美學」、「公民美學」和「生態

美學」三大層面加以推衍，並加以落實。其定位與意涵如下表：

表 1　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三大主軸論述

美感三軸 存在美學 公民美學 生態美學

人類圖像 個體自主性 社群參與 人類歸屬感

美感定位 人與自己 人與他人 人與自然

意涵

存在美學是探究個

人生命成長歷程

中，如何在審美與

創美中獲得生命意

義感，在各種邂逅

與互動裡，得以自

在自得，不斷自我

創化與超越。

公民美學是探究個

體如何透過公民責

任意識、社群認同

參與及連結，追求

和諧並同理差異，

共同創造美與實

踐美。

生態美學是探究人

類與生活環境及生

態系統共生共融關

係，以喚醒地球公

民身份的覺醒，並

且透過美感行動，

以美化環境與美善

身心靈。

綜而言之，人人都有審美和創美的能力，更有在生活中享受美感的權利。美

感來自「人」能夠運用其感官，去體驗及知覺各種「人事物」在形式與內容中所

存有的特質，而讓人產生愉悅、幸福、舒適、激賞、嚮往、崇敬、省思等「經驗」，

甚而以符號或作品去表現其經驗與意義。美感乃為理性與感性、精神生活與物質

生活之均衡調和，而臻至身心和諧健康和全人發展。「美感教育」是培育美感能

力或涵養的實踐作為，提供學習者能敏銳其身心靈多元感知的學習方法、機會與

環境，而能覺察美、探索美、感受美、認識美及實踐美，以肯定個人生命的存在

價值，培養重視生活品質的尚美態度，進而開創富涵文化底蘊的美好生活、追求

樂善好美的公民社會，以及營造美適永續的生活環境。

以第一期五年美感教育計畫為基礎，國家教育研究院將與教育部協作，規劃

接續的第二期五年美感教育計畫，甚至發展跨部會的「美感教育政策綱領」，希



020

望可以從「存在美學」、「公民美學」、「生態美學」著力，做到美力國民、美

化家園、美善社會及美感續航，達到「全民美育」、「文化均富」的理想。

「實用」能滿足我們對生活的基本需求，「美感」則可以讓我們的生活變得

更為美好。美感教育無法立竿見影，但我們一定要努力走下去，因為它對於個人、

社會和國家的影響力既深且遠。相信，只要大家有心有力，我們就可以深耕、拓

展、創新，進而深化影響力，讓每吋土地裡的美感種子能夠發芽、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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