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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卢梭的自然主义美育思想反映了启蒙时代精神，他崇尚“自然”，强调只有通过自然主义美育才能培育

出心灵纯洁、情感淳朴的“自然人”，人性本真由此才能得到真正复归。本文首先揭示了卢梭自然主义

美育观的基本内涵，又指出了其美育观与政治哲学的关联，最后论述了自然主义观多元化的内容。可见，

卢梭的自然主义美育思想独特多元又与其政治理念相呼应，能够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同时也能从根本解

决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对以生态哲学为理论指导的生态美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深刻诠释卢梭自然

主义美育观有着十分突出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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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ousseau’s naturalistic aesthetic education reflects the spirit of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He ad-
vocates “nature” and emphasizes that only through naturalistic aesthetic education can cultivate a 
“natural person” with pure heart and simple emotion, and the true nature of humanity can be tru-
ly restored. This paper first reveals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Rousseau’s naturalistic aesthetic 
education view, then points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usseau’s aesthetic education view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finally discusses the pluralistic content of naturalism. It can be seen that 
Rousseau’s naturalistic aesthetic education thought is unique and diversified and correspond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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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political ideas, which can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solve some 
problems in society fundamentally, and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ecological aesthetic education 
guided by ecological philosophy. Therefore, the profound interpretation of Rousseau’s naturalistic 
aesthetic education concept has a very prominent value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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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育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命题，从发展历程上来看，美育的产生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柏拉图时代就十分注重艺术作品对青少年的教育意义，试图通过艺术陶冶心灵，强调音乐的感化作用，

他在《理想国》中提出的艺术审查制度仍沿用至今[1]。然而被基督教思想所禁锢的中世纪，美学思想被

注入了神学色彩，失去了其本身的活力。随着启蒙时代的到来，思想开放多元，十八世纪末席勒第一次

在《美育书简》中明确提出了“美育”一词，又将美育称作审美教育或者美感教育[2]。启蒙时期思想进

步多元，哲学家们思想交融碰撞迸发出新的火花，卢梭的自然主义美育观就此产生，同为启蒙阵营的他

虽未明确提出“美育”的概念，但他的自然主义美育思想却为美学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所有命

题皆围绕着“自然”展开，观点新颖独特且全面，他在《爱弥儿》中为美育注入了“自然”色彩，深刻

阐释了自然主义美育观。 

2. 从自然到自然主义教育——卢梭自然主义美育的基本内涵 

2.1. 自然 

“自然”是卢梭思想核心，也是理解卢梭美育思想的关键。本节将通过剖析“自然”概念，来探讨

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自然”的原初释义是指自然界的山川草木江河湖海，即整个物质世界。人类从

降生之日起就十分重视自然，随着对自然探索的日益加深、人们认知也不断发展，“自然”一词也由最

初的物质概念衍生出其他释义。实际上，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哲学家们对“自然”的思考便赋予了更深层

的精神内涵，“自然”由最原初的客观物质存在也逐渐演化为诸多概念的抽象个体。自然是运动变化的

本源，宇宙又是个有机生命体，世间万物运动皆随自然而变。可见，“自然”的第二层释义是指世界中

事物存在与运动的本因，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符合事物运动发展的规律。此外，“自然”还被增添了“灵

魂”属性，赫西俄德在《神谱》中将自然与神联系在一起，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神的象征。中世纪基督教

又将单一的至高无上的神取名为上帝，《创世纪》中描述天地万物是按照上帝的意志进行创造而成的，

因此对于自然的阐释，简单来说就是上帝的意志，上帝的意志也成为了自然万物的生存法则。这一教义

的诞生开启了人们对自然探索的欲望，将造物主与造物分割开来，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重新解读，为后

世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奠定了基础。“自然”的第三层释义可以从人性论层面理解，自然又指人的

本性、天性。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们都把人性当作自然的一部分，认为人性无论善恶都是由自然赋予。卢

梭也十分崇尚自然，宣扬“自然人”的观点，指出人只有在自然状态下才能得到自由发展，可见卢梭宣

扬自然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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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自然主义美育 

“我们所受的教育或来自自然，或来自人，或来自事物。”([3], p. 60)卢梭提出了影响教育的三种因

素，分别为“自然、人、事物”。卢梭指出，一定要把这三种教育完美地协调起来，追随脱离人类控制

并超越人类的自然，可见，卢梭十分重视自然教育。一旦涉及教育，“自然”便取第三层释义，解释为

儿童的天性。卢梭在培育孩子时，必须要在“造就一个人”和“造就一个公民”之间作出选择。卢梭注

重自然教育，更倾向造就“自然人”。但这里的“自然人”并不是指脱离社会的孤立个体，而是指不受

外在束缚、依据自身价值去感受体验的人。那么，自然主义教育就可以理解为尊重孩子天性，遵循孩子

成长规律，遵循人心自然发展规律，对人自然完美天性保持与培养的教育。因此，自然教育对健全完美

人格有着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其自然主义教育观旨在通过顺应孩子自然本性，以此培育健全人格，最终实现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人的感性与理性相和谐的终极目标。又因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处处渗透着审美精神，所以卢

梭的美育不仅是感性教育、情感教育、更是自然主义审美教育。 

3. 政治哲学与自然主义美育的关联 

卢梭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著名领袖提出很多建设性意义的观点，与当时法国社会情况密切相关，深

刻反映了启蒙的时代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在人性论方面，卢梭认为人之本性源于自然、归于自然，

且又因自然如上帝一般至善至美，可见卢梭认为人性天赋、人性至善。在政治哲学方面，卢梭的美育思

想实际上与其政治思维密切相关的，他曾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对第戎科学院征文“科学与艺术是否能

敦风化俗？”这一问题展开分析，并秉持否定态度，认为二者的进步并没有使得人类的道德水平提升，

反而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普遍的堕落和罪恶，同时又将自然与文明设置为对立面。他把自然状态看作健康、

理想的状态。文明不仅扼制了自然本性，也导致了文化矫饰，使人类走向堕落。“我们的灵魂正是随着

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艺术之臻于完美而越发的腐败。”([4], p. 11)在较原始的状态中，人类生活条件虽艰

苦，但他们纯朴的道德风尚、真诚的待人方式、自然的生活状态却值得借鉴。《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

基础》中，进一步深化了自然与文明对立的观念。“自然状态”实际上是剔除了社会性的人的本性，是

悠闲且易于满足的，自然状态下所有行动都是由内心本性驱使，而非受理性支配。可见，其思想之独特，

展露了现代性思维，移动了启蒙运动的核心。他又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了“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却

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悖论，“人生来就是自由的”表明在自然状态下人生来自由平等，“却无往不在

枷锁之中”表明进入社会后人被“枷锁”束缚逐渐失去了自由，随着文明进程的发展才造成了社会不平

等。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每前进一步，精神枷锁就会进一步加固，被裹挟的

情绪会使人丧志斗志，自由本性也会随之扭曲，自然状态由此走向终结。主体不再按照情感良知去活动，

不再遵从自然赋予的本性生活，不再遵从内心是非标准去评判他人，而是活在了枷锁里，被舆论、习俗、

偏见裹挟着，败坏了自然赋予的同情心和怜悯心，人变成了豺狼虎豹勾心斗角、弱肉强食，行为都陷入

了被奴役的模式。为了从根本解决上述问题，卢梭在 1762 年写下了《爱弥尔》设想通过教育教化的方式

创造出新的合乎自然、合乎人性的新环境，使人性得以在更高的文明进程上复归，他遵循自然规律，主

张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教育方式，通过对社会个体教化的方式达到社会道德水平的整体提高，进而形成

自由、平等、幸福的社会环境，接下来将介绍卢梭笔中多元化的自然主义美育观。 

4. 形态多元化的自然主义美育 

卢梭描绘了一个顺应天性、具有完美人格的“自然人”——爱弥尔。他漫步于村间小路，吮吸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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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万物赋予的能量，自由翱翔不受任何外在力量束缚，翱立人群与昏沉机械的奴役们形成了鲜明对比。

卢梭按照生长周期描述了爱弥尔不同生长阶段，又将审美教育贯穿教育始终，下文分别从五个维度来探

讨卢梭自然主义美育的主要内容。 

4.1. 增强体育锻炼，培育强健体魄 

从体育健康维度来看，卢梭认为身体健康是幸福生活的重要前提，健康的体魄是快乐、幸福、审美

生活的重要保障，因此他十分注重体育锻炼。在《爱弥尔》他中强调婴儿时期和儿童时期的教育任务都

应将体育锻炼纳入到重要环节。婴儿时期的孩子只有身体需求，他将裹在襁褓里的婴儿与未被襁褓束缚

的婴儿长大后的身体形态差异进行对比，未被襁褓束缚的婴儿粗壮的手臂、强壮的身体、灵活的爬行动

作都足以说明对待婴儿应采取放松身体、褪去襁褓的方式。不限制他感受空气中的温度，让他在安全的

摇篮里随意活动，最大程度地使用自然赋予的一切力量，才会使得他在成长过程中保持身体强壮。 
儿童时期，主张进行接受感官教育与体育教育，大多感官教育都以游戏方式进行，游戏本身就包含

着体育锻炼。儿童时期的孩子只能发挥感官作用，理性处于休眠期，所以健康的身体是孩子整个童年最

大的财富。“要增强孩子的意志，你必须让他的肌肉变得强健，通过训练孩子，劳其筋骨，你才能苦其

心志，训练他承受苦难。”([3], p. 175)这也是卢梭强调体育锻炼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体育训练中经受

各种痛苦，才能让他做好面对生活苦难的准备。强健的体格、经受磨难后增强的意志，都能让孩子成人

后适应周围环境，经受得住生活带来的打击。实际上，卢梭在进行各个阶段的教育时都十分注重体育锻

炼。青年期教育的主要目的虽然是培养理性能力，但他主张在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迈开腿感受自

然，观察自然，拥抱自然。他主张应教会孩子如何利用体力，如何感知身体与周围物体的关系，如何利

用与感官相适应的天然工具。可以说，体育训练是卢梭美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进行一切自然主

义审美教育的前提。 

4.2. 注重感官训练，丰富感性能力 

从感官感觉维度来看，美学与感性有直接内在关联性，鲍姆加通曾指出美学是研究感性认识的学科，

也就是“感性学”。感性包括人的欲望、本能、感受和情感，是人成之为人的重要因素，也是人性的重

要方面。因此，美育也可看作与感性密切相关的教育，对理性教育进行了补充，强调通过解放和提升人

的感性能力塑造完美人格。卢梭的美育强调培养感性与理性相协调的人，“理性是由其他所有才能组成

的，最难也是最后才发展形成的一种才能”([3], p. 101)卢梭认为如果在儿童时期就用理性手段去培育孩

子就属于本末倒置，儿童时期的孩子正处于未明事理的年纪，还未对处理人际关系与理解人类行为形成

任何道德观念，更不具备理性判断力。因此，卢梭重视感官教育，强调对感性能力的培养，要运用他们

的肢体、力量、感官，尽可能让他们的思想保持闲散状态，“自然赋予了孩子大脑可塑性，让他们能接

受各种各样的印象。”([3], p. 114)感官训练不仅能提高敏锐的洞察力，也可以促进理性能力的发展。 
在感官训练中，卢梭特别重视游戏的作用，游戏能带来快乐，同时也能使感官变得敏锐。卢梭提倡

要充分调动孩子的五种感官，比如在黑暗的环境里做游戏、布置迷宫屏障让他们寻找东西、通过弹琴训

练手指的灵敏度，触觉是所有感觉中最牢靠的也是日常训练最频繁的一种感官，经过训练触觉甚至可以

在黑暗中代替视觉，也可以代替听觉。视觉屈服于触觉，是所有感官中最不可靠的，因为视觉的范围最

广，运转仓促，以至于其他感官都无法纠正它的错误。为了训练视觉，卢梭强调，通过赛跑的方式来训

练孩子的视觉，目的并不是要赢得比赛，而是希望通过亲身实践体验的方式对长度有清晰的认知；通过

培养孩子清淡的口味训练孩子味觉，陶冶孩子温和闲适的性情，长大后才不至于凶狠残暴；通过感官训

练成长起来的儿童，朝气蓬勃，心情舒畅，对生活充满热爱与激情，充分发挥自然赋予的感官作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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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丰富的感性能力。 

4.3. 重视实践体验，丰富理性能力 

从实践体验维度来看，健全的个体既要具备丰富的感性能力，又要具备缜密的理性能力。少年时期，

孩子相对的体力达到了最大值，但身体器官仍然处于不明强烈欲念的阶段，欲望并未超越能力，因此旺

盛的体力不仅满足了其必要的需求还使他具备了剩余的体力。当然，思想的力量能够加强引导身体的力

量，“当我们处于有能力、有力量的状态时，我们就渴望延展我们的生命和存在，促使我们不断超越自

己，并将我们推入尽可能遥远的地方”([3], p. 225)，由于好奇心的驱使促使他们好奇自然界的一切现象，

虽然他们的思想并未超越他们的眼界，理解力也只是刚能抵达它能测量到的地方，但卢梭还是鼓励和培

养孩子的好奇心。他认为，应引导孩子留意自然的各种现象，要以世界为书本，并不是说教，而是要以

事实进行教育，即引导孩子去亲身体验。 
卢梭主张直观教学，“大自然的景象奇观存在于人的心灵深处，一个人要看到它，就必须接受它。”

([3], p. 257)让学生对自然现象进行自觉的实践探索，通过直接观察和亲身实践体验来学习知识。在教授

宇宙学时，不赞成把原理直接教授给学生，而应该培养他亲手制作工具的习惯，让他认识到自己的力量

不随意寻求他人帮助，不知不觉中就教会了他们反思与默想。卢梭希望学生通过对日出、日落和日食等

天文现象的观察学会自己思考，从而具备判断推理的理性能力。引导孩子亲身体验的教育实际上就是审

美教育，既满足了主体鉴赏自然美的需求，又陶冶了学生情操，同时训练了孩子的动手能力和理性思考

能力。此类寓教于乐的方式无疑达到了教育的理想水平，通过以上方法教育出的年轻人，不仅具备了健

全的四肢也具备了完备的才能，终究会成为一个思维活跃且懂得思考的成年人。 

4.4. 加强情感沟通，培养道德美感 

从道德情感维度来看，卢梭认为德育教育能够培养学生的道德美，美好的情感沟通使得学生成为内

心温柔且通情达理的人，理性不断臻于完善，终使得学生成为德才兼备的人，审美教育的德育意义就在

于此。此外，情感和欲念都是天生的、自然的，想要毁灭欲念无异于要掌控自然，篡改上帝作品。“我

们与生俱来的欲念非常有限，它们是我们实现自由的工具，它们往往会保护我们。”([3], p. 341)他指出，

人最根本的欲念就是自我保存，最原始、与生俱来的基本欲念就是爱，其他欲念都是经由爱的基本欲念

变形得来。“为了保存自己，我们必须爱我们自己，而且同样是这种感情还会直接导致我们爱那些保存

我们的人。”自爱始终与自然秩序保持一致。人类被自然赋予的第一种情感永远是爱自己，第二种情感

才是爱他身边亲近的、喜欢帮助他的人，由第二种情感才会慢慢延展出其他感情，才能养成温和敦厚的

性情。孩子对乳母的情感就属于第二种情感，教育最初有“养育”的内涵，所以好的教育应该从婴儿状

态开始，由母亲担当乳母与老师的角色，母亲给婴儿哺乳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情感交流，也是孩子最初的

情感教育。随着年龄增长，师生情感占据了孩子整个童年，师生的情感沟通是建立良好关系的根本保证，

良好的情感沟通能够推进审美体验，这属于培养道德美的一种方式。 
真爱，应该得到尊重。“爱远非源于自然，爱是法则，是自然倾向和欲望的勒马绳。”([3], p. 341)

爱可以看到我们用理性的眼睛看不到的信息，能够纠正盲目与偏颇，还能限制自然欲望的发展。想要造

就健全的人，必须要培养出健康的情感，使其成为爱永存于心的人。卢梭还主张以爱情促美德，认为爱

情与婚姻是完美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姻应建立在自然情感的基础上，建立在男女双方两情相悦的基

础上。他为爱弥尔挑选了一位美丽的妻子，以美德巩固爱情是情感教育的另一种方式。一方面，情感教

育试图让主体通过心灵活动听到良心的呼喊，从爱与恨的情感中区分善恶观念；另一方面，情感教育能

够让仁爱之心付诸行动，将自爱之心扩大到泛爱之心，由此社会个体终成富有同情心、富有正义感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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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义上的完美的人。 

4.5. 体验审美活动，提高审美鉴赏 

从审美鉴赏维度来看，卢梭指出审美是对琐碎事物的鉴赏，人生的乐趣就源于此，对美的鉴赏的活

动可称作审美活动，体验审美活动的过程也充实了我们的生活。卢梭崇尚自然，在审美鉴赏中他以自然

作为最高标准，注重审美力的形成又有很大影响，所以他主张广泛涉猎各种活动、主动贴近自然，把各

种美的样子都观察一遍，才能细腻地体会美、鉴赏美。主张自然美高于社会美、人工美，认为人类生活

的方方面面都要贴近自然。例如穿着要以宽松长衫为主，保障身体的宽适自由；烹饪时尽量少放佐料以

蒸煮为主，保持自然新鲜的味道；沉浸每一种环境，体验每一种风味，享受每一个季节；阅读有趣的书

籍，欣赏文章措辞之美；翻阅报刊典籍，享受文字带来的力量；动手做木工活，体验自然赋予的物质财

富。卢梭认为，应将孩子的日常生活和兴趣爱好灌注于美，亲身体验审美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审美鉴赏力，

又能防止其“自然口味”改变，以免将谋求财富作为实现幸福的手段。人活着应当享受现世幸福，幸福

并不能用金钱衡量，衡量幸福的最高标准应该是自由，是自然赋予我们的自由。通过对审美鉴赏力的培

养让孩子知道自然美才是衡量美的最高标准，也是卢梭培养审美力的最终目的。 
卢梭呼吁教育者应保证自然赋予孩子的自由，婴儿时期，褪去襁褓保持四肢自由舒展；儿童时期，

充分调动感官，享受童年快乐；少年时期，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亲身实践，体验自然魅力；青年时期，

发挥自然赋予的道德本能。教育不应抑制孩子天性，应让孩子充分享有自然力量，使其充分发挥天赋。

因此培育自由的、符合自然本性的人便成为了卢梭自然美育的终极目标。 
结论：18 世纪处于新旧更迭的时代，卢梭深刻认识到了当时社会的腐朽，意识到了社会变革的重要

性，提出了改变当时社会现状的根本方法，强调以“回归自然”为导向，并未向未来开路而使得历史倒

退。同为启蒙运动倡导者的伏尔泰就曾写信嘲笑卢梭，指出他的理念过于强调自然状态，反人类的同时

也会让人类退回到四条腿走路的野蛮时代。可见，同属启蒙阵营的理性倡导者思想上也并未得到统一，

卡西尔曾在《启蒙哲学》中指出卢梭是以分裂的形式存在于启蒙阵营，卡西尔认为卢梭才是启蒙运动的

真正产儿，虽未推翻启蒙运动的重心但却移动了启蒙的核心，并为康德乃至德国古典美学都开辟了新道

路。从客观角度来讲，卢梭的观念确为后世提供了新视角，埃利斯曾在《卢梭的苏格拉底式爱弥尔神话》

中指出，卢梭的自然观念是一种理想主义观，描绘的是对个体生命和社会生活的理想状态。此外，其崇

尚自然的观念也引起了近现代哲学家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重视，威廉·莫里斯提出的“人归属于

自然”就与卢梭的自然观有异曲同工之处，莫里斯强调自然美，赞赏自然的生命力，憧憬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场景，以上关于自然的观念都成为了莫里斯审美思想和艺术创作的主要来源，可见卢梭的自然观

念的确影响深远。卢梭虽崇尚自然，对理性与文明进行了无差别攻击，但始终未脱离社会空谈美，他的

美学观不光是自然主义意义上更是是实践论意义上的。试图呼吁个体以积极豁达的心态来面对纷繁复杂

的环境，强调以熏陶审美情感来铸造坚韧品格，对盛行于 18 世纪欧洲大陆的封建主义教育无疑进行了强

有力的驳斥，同时开启了以实用主义为原则的教育模式。阿兰·布鲁姆曾在《卢梭与现代性》一文中指

出《爱弥儿》开启了个体渴求回归自我以及仇视异化的现代性思维，这种现代性思维确成为了近现代社

会的主流思想，同时这也引起了席勒、马克思等人的重视。可见，卢梭的自然主义美学观深刻复杂，强

调自然的同时贯穿着现代性思维，对浪漫主义思潮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卢梭在美学史中起到了

承上启下的作用，梳理卢梭的自然主义美学观也成为了能更好地把握西方美学思想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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