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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感对美感的消解性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审美主体越是熟悉审美客体，不但不能增加美感，有时反而能够

产生对美感的消解性。

　　熟悉感对审美主体的心理影响

　　熟悉感是指主体对比较熟悉的事物所产生的心理感受。从审美主体的角度来看，审美

主体对审美对象熟悉的程度直接影响主体的审美感受。一般而言，主体对审美对象越熟

悉，美感程度有时越低；主体对审美对象越陌生，美感程度有可能反而越高。

　　在审美过程中，我们第一次看到浩瀚的大海、茫茫的雪原或千里戈壁时，这些特殊的

审美客体给我们强烈的视觉刺激，使我们产生特殊的心理感受，比如突兀感、惊奇感、震

惊感等美感。但是，人们如果生活在这些环境，就不再会产生这么强烈的感受，就会逐渐

习以为常，甚至熟视无睹。渔民在浩瀚的大海捕鱼，习惯了大海的波涛，面对辽阔的海

洋，未必产生对大海的美感；而内陆地区的人们第一次看到大海时，大多非常欣喜、激

动，甚至产生美感。东北地区的居民适应了冬天的严寒，面对茫茫的林海雪原也未必产生

美感；而热带地区的人们第一次看到茫茫的林海雪原，就会被冰天雪地的情景所折服，在

惊奇中产生特定的美感。

　　关于熟悉感对美感的消解性，苏联文学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在1914年的论文《词语的

复活》中，阐述了对语言自动化现象的观察与思考。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如果我们注意观

察一下人类心理感受的一般规律的话，就会发现，一件事物被感受若干次后感受过程便开

始进入无意识的“自动化”领域，这时候事物就会“枯萎”，也就是说不能引起人们足够

的注意力。他提出了艺术陌生化的观点，并影响了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布莱希特为了增

加戏剧艺术的陌生化效果，主张增加戏剧内容对观众的新鲜感。在剧本创作上，他善于运

用异国模糊的时空背景，以达到观众与剧情间的疏离效果。杨向荣认为，“布莱希特确实

是在 1935 年的莫斯科之行后才提出陌生化的，而什克洛夫斯基早在1919 年就已有此提

法。布莱希特与什克洛夫斯基的理论在美学内涵上有着许多相似处，什克洛夫斯基的理论

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影响了布莱希特，而不仅仅只是一种巧合”。由此可见，在戏剧欣赏

过程中，熟悉感也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观众的美感程度。

　　熟悉感消解美感的原因

　　熟悉感对美感的消解性，是指审美主体在审美的时候，主体越是熟悉审美的对象，就

越会降低对事物的美感，即对美的事物的熟悉程度客观上对美感的产生具有较大的影响。

审美主体对美的事物越是陌生，越会产生美感；审美主体对美的事物越是熟悉，反而越会

降低美感，即审美主体对美的事物的熟悉感对美感的产生具有一定的消解性。这种消解性

并非完全的消解，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审美主体对美的事物所产生的美感程度。

　　熟悉感与陌生感相对而言。在欣赏美的过程中，阐释学中的“前理解”自觉不自觉地

对审美主体产生重要的影响。审美主体在“前理解”中，如果不熟悉美的事物，一旦进入

审美境界，马上就会被美的事物所吸引，在赏心悦目中产生特定的美感；相反，从“前理

解”的角度来看审美心理，审美主体如果比较熟悉审美对象，就难以产生浓郁的美感，所

谓见怪不怪，见美不美，已有的审美经验也会冲淡甚至抑制主体对美感的产生。

　　为了避免熟悉感对美感的消解性，审美主体要更多地欣赏新的美的事物，不要反复欣

赏同一个或同一类美的事物。如果欣赏同一类美的事物，可以适当延长欣赏的间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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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降低熟悉感对美感的消解性。适当延长间隔时间，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增加对美的事

物的陌生感，有利于产生美感。

　　社会心理学视角的解读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首因效应的内在机制也会从心理上说明熟悉感能够对美感

产生一定的消解作用。首因效应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洛钦斯首先提出的，也叫首次效应、优

先效应或第一印象效应，指交往双方形成的第一次印象对今后交往关系的影响，也是“先

入为主”带来的效果。

　　从首因效应来看，第一印象能够给人们产生较深刻的印象，而熟悉感客观上恰恰与首

因效应正好相反。与首因效应相反，我们如果非常熟悉这个对象，这个对象的信息就不再

像第一次那样给视觉产生很大的新刺激，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美感产生消解作用。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既“见怪不怪”，又会见美不美。其内在心理机制就是人

的视觉如果经常见到某类对象，人的神经系统通过这类对象的反复刺激，就会降低对该事

物的敏感度。在社会心理层面，所谓见美不美，是指审美主体经常接触到同一类审美的对

象，就会从视觉和心理两个层面在适应审美的对象的基础上，可能弱化对美的事物的欣

赏，甚至产生审美疲劳。

　　从审美促进人才开发的角度来看，为了避免熟悉感对审美作用的消解性，施教者应该

尽量用丰富多彩的审美对象熏陶和感染受教者，不要经常用相同的审美对象和审美手段进

行施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对教育效果的消解性。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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