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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治美学是将政治和美学融合的学科，从美学的角度来分析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工作，政治和美学并非是相互矛盾的个体，从源头

看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时代内涵。结合马克思哲学的内容和马尔库塞的审美形式，能更为深入的分析审

美形式的功能，展现出政治美学的魅力，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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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马尔库塞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融合多种理论内容，丰富了政治美

学的理论研究，理解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能为政治哲学的研究提供一

个全新的思路，更好的应对公共事件。马尔库塞的审美形式对于目前西

方的形式美学理论完善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批判传统美学中的狭隘之处，

也和西方形式主义美学完全不同，在其审美形式中，重点强调审美形式

的功用性。 
1 秩序审美形式概述 
从马尔库塞的观点中可以看出，对于审美形式的定义和一般的观念

并不相同，这是一种将艺术和其他活动区分开来，能体现艺术特点的内

容，改变现实或者历史中的既定内容，让艺术作品具有自身风格，内容

和形式可以相互转化。在传统美学中，审美形式占据次要位置，主要是

受到审美内容的影响，而在马尔库塞的观点中，审美形式超过内容，占

据审美的中心地位，和审美内容相互结合，都是整体总不可分割的重要

部分。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了全新的时代背景

下，这也明确了我国历史发展的全新方向，从政治美学的角度来看，公

共事件的处理呈现出了鲜明的审美特征，需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在全新

的时代，美学需要重新融入到公共空间中去，展现美学的政治属性，国

内外对此的研究成果非常多，但没有形成系统的规划，尤其是国外的研

究理论内容，在国内公共事件问题中应用，还需要批判吸收，方能适应

实际要求。 
2 政治美学的内涵 
政治美学简单来说就是从美学角度对政治理论与实践工作进行例行

思考，尤其是审美如何参与到公共事件中去，分析公共事件的美学观照。

目前政治美学的理论仍然在不断的完善之中，政治和美学本身的含义就

纪委丰富，相应的二者相互融合，更是让政治美学更是进入到了一个全

新的阶段中，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政治美学也呈现出了不同的时代内

涵。政治美学是在近代学科分化之后，人们有了更为特殊的学科意识，

之前人们对政治美学的理解还过于片面，没有明确指出政治美学这一理

论内容，但是政治美学却以自身的特点融入了人类发展过程中去。从政

治美学的角度来分析公共事件，用马克思哲学发现公共事件的秩序之美，

可以清晰的认识到，美学一直都在政治理论和实践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呈现了政治与美学相互结合的可能性。政治美学主要关注艺术的政治内

涵以及艺术如何促进政治的发展，同时还有政治本身的审美特点，这一

审美特点在公共事件中的具体体现。从人类的发展历史来看，每一次民

族的变革和发展都有美学元素的参与，例如延安文艺座谈会明确了文艺

救国的方向，这就是政治和美学融合的直接证据。随着社会的发展，艺

术和政治不在是融合成为一个整体，而是用独立的状态去参与到政治中

去，社会也赋予了艺术更为严峻的任务，也就是审美救赎，这一带着理

想色彩的使命，政治美学也正是以此作为工具，将美学与政治紧密的联

系到了一起，让马克思哲学在公共事件中呈现出鲜明的美学特点。 
3 公共事件的美学写照 
3.1 观念层面 

马克思哲学中认为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这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反之也能作用于经济基础，主要包括政治法律、哲学、艺术等层面。从

内部结构来看，意识形态的核心为政治法律思想，其中也包含了深刻的

价值和情感认同的目标。从政治美学的角度来看，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可

以暂时不考虑，重点来分析政治的美学内涵。结合马克思哲学理论，意

识形态具有政治和法律属性，也具有美学属性，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

对于美学属性的关注还有待提升。意识形态中呈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未来

的发展设计，这也是意识形态的美学特征体现。意识形态只有在具体的

社会实践中采油所意义，引领人们朝着目标勇往直前，可以说意识形态

是政治美学的灵魂所在。公共事件是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现

实问题，以政治美学来解决人们的日常问题，赢得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

认可。意识形态问题从公共事件出发，遵循人们的审美要求，总结实践

经验，引领社会进步。 
3.2 制度层面 

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组织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政治制度对

其他制度有着总体的制约效果，政治美学从制度的角度来分析究是制度

是否具有审美特点。制度是规范性的内容，政治制度代表国家的强制规

定，给人们的第一印象旺旺是不近人情，和审美并没有关系，但是政治

美学从制度层面还是能发现其中包含的美学内涵。制度的出现并非是对

人性的禁锢，而是保护真善美，不会由于制度的存在而影响到其对美学

的追求。马克思哲学是公共事件实践的指引，政治团体在活动中需要满

足美学要求，政治制度的设计和行为规范要求都展现了深刻的美学追求。 
3.3 人物层面 

从人物层面来看，政治美学关注的是政治本身的魅力和人民的政治

情感难问题，政治和权力息息相关，在如今的社会中，政治魅力展现的

方向都是从领袖身上加一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都重视政党行动中

的统一作用。在面对公共事件时，不能用冷冰冰的政治制度来约束，而

是要用政治情感来感化，情感并非是非理性的因素，也不是干扰政治，

情感本身的认知功能不容忽视。政治情感是公共情感的重要内容，能推

动政治目标的实现。马克思哲学应对公共事件呈现出了鲜明的美学特征，

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人们对于美好未来的祈愿，政治美学在推动

社会进度中的价值突出，应对现实问题。 
4 结语 
综上所述，马克思哲学中对于公共事件的美学写照明确提出了政治

美学的特色，马尔库塞在此基础上，结合二十世纪的其他理论研究者的

成果，对于时代发展方向的了解更为深刻，进一步分析其理论渊源，能

用开放的眼光来看待政治美学，充分吸收政治哲学思想，结合如今的社

会现实，形成政治美学研究的全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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