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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访谈录

【作者】王庆璠

(1989年五月初，王庆璠就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向蔡仪同志请教。蔡仪同志兴致勃勃地发

表了自己的意见。旋将谈话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哲学是美学的根本前提 

    王：您在《新美学》原书中、又在以后的美学论著中，批评了现代西方流行的美学各派

和我国当前的主要的美学论点：无论是前一时期的心理学的美学和艺术学的美学或近一时期的

现象学的美学和存在主义美学等，以至于我国近年流行的“主客观统一”论和“自然人化”说

的美学等。我们认为这些美学的所以错误，是因为他们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的，我们不断地

批评它，有的也依然流行。这确是一个麻烦问题。 

    蔡：是的，是麻烦的问题。不过，它的所以麻烦的原因也可以研究，可以理解，还是可

以解决的。因为那些说法究竟不可能建立科学的美学。既不能正确说明自然美的事物的所以美

的原因，也没有切实论证过艺术的所以美的理由。它们根本上都是由美感经验去规定美，或由

艺术创作去制造美，也就是人的主观去产生客观事物(包括艺术品)的美。因为它们的哲学观点

都是唯心主义的，它们的美学论点显然是错误的。 

    王：这是不是说，只有唯物主义哲学观点为基础，才能有正确的美学观点呢? 

    蔡：我认为基本上是如此。虽然从西方哲学史上看，唯物主义哲学家，论到美学问题的

很少，但如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大家狄德罗，就曾说到美是由于事物引起我们的关系的观念才是

美的，即认为美是在于事物的一种关系。我们也知道马克思论到美的规律。他们的这种说法，

才是正确的，只是前者比较笼统些，而后者则更为正确些。我们本着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也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艺术理论中的强调典型创造，在四十多年前出版的拙著《新艺术论》

中，就认为艺术的美即在于艺术的典型。由此得出所谓美的规律就是典型的规律的设想。随后

还以这个设想为基本论点写出《新美学》。最后这四十年间，除了一般的美学论著外，还《新

美学》(改写本)第一卷和第二卷先后陆续出版，还有第三卷正在编写中。我拟用充分的自然事

物和社会事物的美加以论证；而且要使所论既有逻辑性、又有现实性，使它得以成为一部比较

系统的唯物主义美学的初胚。 

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 

    王：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所讲的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身现在面临一个“坚持”与“发展”的问题。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蔡：我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发展”与“坚持”的争论，最先是围绕整个马克思主义进

行的。有些理论家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没有发展就不能坚持”。他们提倡“马克

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异化”，把这些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内容，认为是发展

了的马克思主义，抛弃了它的基本原则。另外一些理论家又提出没有坚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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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争论至今似乎还没有完结。其实，“坚持”与“发展”两方面都不能否定。它们并不

矛盾，是辩证统一的。 

    诚然，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大家都熟悉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十九

世纪中叶，马克思曾预言，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西欧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才能

取得革命的胜利。而到1917年，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实际发展，大胆地在俄国这样一个原是

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单独发动了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国共产党更是在一个半封建、

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里，领导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建立了新的人民共和国。苏联十月革命与

中国革命的胜利，都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创造人，从来就主张他

们的学说、思想，应该随着实际的发展而发展。他们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

就曾经写道：“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

史条件为转移……”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关于结合历史实际的革命方针、路线和

策略等，都是随时随地要变化发展的。 

    但发展是有条件、有原则的，不能发展到马克思主义之外去，或发展成为非马克思主义

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坚持与发

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主要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在的争论，主要也是围绕马克思主义的

哲学而进行的。譬如“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异化”，都是关系着哲学思想

的。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其核心是抽象的人性论。无论中外，人性论是早就有的东西了。中

国的孟子、荀子的性善、性恶论，就是很早的人性论观点。人道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或政策术

语，是可以要的，是有意义的，在历史上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也是有

积极意义的。但作为哲学术语，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有矛盾，是背离了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社会主义的异化”，其错误也在这里。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中的原意来说，异化就是走向对立面。“劳动异化”就是说的人的劳动造成器物，在资

本主义的生产中工人付出劳动造成商品，却无所得，即“劳动异化”为资本，“异化”为工人

的对立面，它不是辩证的发展，那么，“社会主义异化”呢?是不是说社会主义异化为对立面

的什么东西呢?或是“恢复到资本主义”吗?所以，这种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异化”学

说，其实质也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只有善于结合实际，坚持贯彻并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

则，就可能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王：那么，什么是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呢? 

    蔡：确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它之所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或基本原则。总

的来说，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其中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唯物主义世界观表现在认识论上就是反映论和客观真理论。

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具体表现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理论。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基本原则。 

    王：能不能请您解释一下? 

    蔡：好的。不知你是否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不止一次说明，他们的哲学就是认

识论。一般的哲学论著中常常谈到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习以为常，不以为怪。我认

为，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意。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就没有所谓本体论。恩格斯本人

曾两次谈到这一点。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论》中即已写道：“现代唯物主义(按：马克思恩格

斯称呼他们自己的哲学世界观的用语)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

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

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

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

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1]《反杜林论》的大部分虽然是恩格斯执笔写的，但如恩格斯

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中所说：“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所确立和阐

发的，而只有极小部分是属于我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2]恩

格斯甚至还说，“这部著作如果没有他的同意就不会完成[3]”。这表明，《反杜林论》的意

见，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一致看法。而正是在这种看法中明显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否认



本体论，他们的“现代唯物主义”就是认识论，就是关于思维的根源及其规律的学说，也就是

认识论的学说。意思几乎完全相同的话，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还说过一

次。其中主要的一句是说，“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

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

法。”[4]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法，和马克思、恩格斯是完全一致的。列宁在《唯物主

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前三章，详细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对照驳斥经验批判主义，其

标题就全部都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列宁的这种标题的提法，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高度概括的最好的说明。现在一般不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这个说法，而是提马克思主义

的辩证唯物主义。 

    反映论和客观真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两个重要内容，也可以说是它的两个基本

原则。反映论，是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到认识的根源方面的；客观真理论，是规定认识的成果、

认识的内容的。这两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认识论中的基本原则。 

    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主义历史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其表现就是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理论。其他的原理原则就不去详谈了。背离了这些基本原则，是很难

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更谈不上什么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了。 

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王：现在理论界出现了一些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解，象“实践唯物主义”哲学、

“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的哲学”等等。 

    蔡：是的，我也注意到这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了。 

    王：您是否有些什么想法? 

    蔡：你刚才提到那两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解。按顺序，早一点的是“历史唯物主

义一体化的哲学”。它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和基础，而“唯物论、辩

证法、认识法是在这个基础上统一起来的”[5]。并且说：“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不是

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发展的最普遍规律以及这三大领域各自特有的一般规律。”[6] 

    自称为“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说这种哲学，“一

方面是高度强调实践的作用……又始终坚持唯物主义”。[7]并且提出，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把“实践”归属于认识论，但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

意义，首先在于把实践引进了本体论，把实践提升到世界本原的行列中去。”[8] 

    这两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名称不同，立论也不尽相同。但反对从来认为马克思主

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却是相同的。其立论的根据也有相近的一面，都以《关于费尔巴哈

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某些词句为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涉及的是第一卷

第一章《费尔巴哈》。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都是手稿。前者是马克思1845年春天

写的。后者是1845年9月至第二年初夏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估计第一卷第一章当是写得

早的。这两份文件都是为着要批评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历史观，清除它对他们自己的影响以建

立新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因为是手稿，词句都有特殊理解、特殊用法。即以《关于费尔巴哈

的提纲》来说，如它的第一条第一句，那是“新哲学”论者引来作为主要根据的，所谓应该

“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应该“从主观方面去理解”的“事物、现实、感

性”[9]，原来说的是社会的事物、社会的现实、人的感性。决不是，也不能把自然事物本

身，天上的红霞明月、地上的高山大海，都要看作是“人的感性活动”、看作是“实践”。而

且在《提纲》中多次说明：“革命的实践”、“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在实践中受到革命

的改造”。此外还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0]。联系《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

章来看，这一点就更清楚了。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要批评、清算费尔巴哈的思想影响，费

尔巴哈不太关心社会革命实践。这也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的不可避免的缺

点。马克思当时正在积极探索共产主义，要划清与费尔巴哈的界限，他当然不能不特别批评他



的这种缺点。早在《德法年鉴》上刊载的马克思与卢格的通信中，他就批评费尔巴哈缺少政

治，也就是不关心社会革命实践。如果“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者，只是说明《关于费尔巴哈

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所论述的，主要是社会革命实践，因而表明了马

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这是对的；然而，这样的说法，也是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

的通常看法，根本没有什么新的意义。但现在“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的哲学”的论者，却据此

而说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都在它的基础上统

一起来”。这种说法，无论是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史实上说，还是从理论逻辑上说，都是说不

过去的。在马克思还是一个青年黑格尔派时，即已信奉辩证法了；读到费尔巴哈的著作后，他

首先就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最后才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历史观，批判了

赫斯的人道主义，同时并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在后，如何能把那先已形成

了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统一在它的基础上呢?从理论逻辑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本是

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发展的最普遍的规律的学说，大于历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只是

其中的一个部分，它是绝不可能包含整个世界观的。而现在“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的哲学”的

论者，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这样表述完整的世界观，分割为“唯物论、辩证论、认识

论”三个部分，然后把这三者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统一起来”，根本否认它对“自然、

社会、思维运动发展的最普遍规律”的揭示。这在理论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显然，这种“新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幻想。 

    “实践唯物主义”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错误。上面我已说

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的“实践”，是

革命实践，并不包含自然事物，把它“提升到世界本原的行列中去”，这不是把人的“实践”

作为“世界本原”吗?这不可能是唯物主义!而且，究竟什么是“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得非常明白，其中有一句写道：“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

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11]。由此自

然不难明白，能把“实践唯物主义”用来称谓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吗?引证马克思主义创造人著

作中的一句话或几个字，不作全面的理解，就用来作为根据，这种论证方法本身，就是不妥当

的。再说，我在上面已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就没有所谓本体论，又如何把实践引入本

体论呢?最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中，从来都认为实践既是认识的前提，又是检验真

理的标准。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批评休谟和康德的不可知论时早

就说过：‘‘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

业。”[12]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也曾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说过，人

类的实践证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正确性”[13]；又说：“生活、实践的观点应当是认识论的

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14]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最好的继

承者的这些论述，都非常明确。现在主张“实践唯物主义”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者，

却否定实践与认识论的关系，又要把它引入本体论，提升到世界本原的行列中去，这不是明显

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述相背离的吗? 

    显然，在我看来，这两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是搞乱

了马克思主义。 

推进唯物主义美学的发展 

    王：听了您的谈话，我感到在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建设唯物主义的新美

学，任务实在艰巨得很!而且，在整个美学思想发展史上，唯物主义美学的传统较为薄弱，系

统的唯物主义美学著作，更是罕见。情况是这样的吗? 

    蔡：谈到唯物主义美学的发展，确实如你所说，比较有理论系统的唯物主义美学著作还

未见过，唯物主义美学思想较为薄弱，但唯物主义的美学思想却是从来就有的。《文心雕龙·

原道》篇中说：“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

耳。”谈的就是自然美的客观存在，很明确很果断。过去人们一论到美，谈的就是美感，把美

与美感混为一谈，由此当然很难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去论美。    ． 

    王：您对于未来，还有些什么设想呢?包括您自己的打算、以及对当代中国美学的发展的

希望。可以谈谈吗? 



    蔡：我自己想做的事当然很多。《新美学》的改写本尽管将有三卷的篇幅，但有些问题

仍然难以展开来谈。如形象思维问题，就不可能详谈；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想进一步研究形

象思维。但究竟年纪大了，有些事做起来时也会力不从心。我希望我的同伴们、同学们，对于

唯物主义美学的一些关键问题，还能继续努力，并搞好美学丛书、《美学论丛》的出版。 

    说到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形势是好的，令人欣慰。把美学作为课程，出版教材，一年

出版好几十本美学著作，这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四十年代在中国，搞美学的只是寥寥可数的

几个人；五十年代的美学论辩，也是数十个人，《美学问题讨论集》六册。论文执笔者就是那

么三四十个人；现在全国有好几百人，一开会济济一堂。全世界都没有这么好的形势。当然，

观点、学派有分歧，这是正常的，是一件好事。我相信各派美学家都会尽量发挥自己的美学观

点，写成系统的美学著作，建立真正的学派。只有在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情况下，中国

美学才能更进一步丰富发展。这十多年来我虽然努力做了些工作，但比之应当做的、比之别的

才学兼优的美学家，我做得实在是很不够的。“东隅已逝，桑榆非晚”，我愿与一切有志于发

展当代中国美学事业的学者、专家，共同奋斗，为推进当代中国美学事业的发展，贡献出自己

的最后一点余热。 

    王：您以八十三岁高龄，作了这样长时间的谈话，实在非常感谢。 

    蔡：不要客气。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此文原载于《文艺研究》1989年5月号，发表后曾由蔡仪同志作了修改补充，现为经过修改补

充的新稿。访问纪录及整理者是王庆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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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师大文学院的前身是中国语

言文学系，是省内同类院系中历

史最久、实力最强的院系之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于2003年9

月设立，其前身为1977年秋建立

的安庆师范学院中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素有“陇上

毓苑”之美称，有着悠久的历史

和深厚的人文传统。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