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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审美主体的无意识积淀

作者：陈肯  来源：拙风文化网

  绘画作品从它的产生开始就意味着要接受被欣赏这样的“挑战”，即使是出于合目

的性的或非功利性的个人情感或思想意识的自然表达流露的。作为一种视觉艺术的绘

画，自然而然，作品本身含有的内容和形式都要受到当代或后代人的关注。  

  主体和客体，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两者既对立又互为依存，离开了主体就无所谓客

体，离开了客体就无所谓主体，主体和客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绘画作品

作为被鉴赏的客体，它的各种合成因素的优劣就只能靠鉴赏者这一主体的合成因素的滑

动而产生不同的艺术效应。  

  针对一件绘画艺术作品，除了作品自身能被人感知的形象和技法外，或作为鉴赏者

的人们基本达到一致的共识外，不同的主体的人们还有它不同的反差。历史学家自然会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欣赏或鉴定作品的优劣，看它是在社会那个历史时期产生的，

当时有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产生，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而理学家便会从作品的合

结构性去入手，即作品的比例、透视、黄金分割点、光和线等合逻辑性去讨论。当然，

美学家会从他们的审美角度出发，是优美的，是崇高的，是喜剧性的，是悲剧性的，还

是丑和荒诞的。就拿“阿Ｑ”的人物形象来说，历史学家认为阿Ｑ是中国半殖民半封建

性社会下产生的一代人的代表，是有历史局限性的；而文学家则认为阿Ｑ是鲁迅文学作

品中的重点描绘对象，他的妙笔是人物形象刻画还是语言刻画或是人物心理刻画；可美

学家则从他的外貌形象入手，首先阿Ｑ的形象是丑的，再一度进入他的其它分析。  

  以上我们不难看出，作为审美主体的人们，我们不能说是某种职业或学科性的限

制，而是说这种职业或学科性正是他们自身的优点即他们在他们本身的职业或学科里

（相对别的职业或学科）是占有绝对的优势，他们才有可能用他们独特的、超出常人的

眼光去欣赏或鉴别一件艺术作品，从而发出不同的感慨、议论和艺术享受。或许在艺术

家看来，一件在他们创作过程中未曾想到的艺术特点及价值，可在欣赏中，被主体得到

了发挥和证实。这是鉴赏者主体内部的知识结构的不同而出现的反差，是一种文化内涵

的积淀。 

  同样一件作品，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同样会有不同的感觉，就潘鹤先生的雕塑作品

《艰苦的岁月》，如果是一位经历战争或国内政变的沧桑老人去欣赏该作品，一定会老

泪纵横，在他的灵魂里那两位战士已不是具象的艺术品，而是一批批抽象的驰骋疆场的

华夏儿女，他看到的是血和泪，看到的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因为他亲临战场，经历了硝

烟弥漫的炮火岁月；而七八十年代的青年在欣赏此作品时，他们的那种一见作品激动不

已，浮想联翩的冲动劲与那些老人相比就逊色了许多，他们只能靠间接的方法，依据历

史资料或长辈的言谈来想象作品的艺术思维，同样小朋友会眼睁睁的盯着小红军腰间的

那支驳壳枪和老红军手中的笛子，至于其它的艺术思维和艺术语言也就只能靠后辈的教

化和自我体悟了。当然作者潘鹤先生当时可能还未曾注意到竟有人会对驳壳枪和笛子那

么感兴趣。这是审美主体自身差异性造成的。  

  也就是在绘画艺术的审美过程中，审美客体作为既定的目标被锁定的情况下，审美

 热点文章

什么是中国画的艺术美 

沈括关于中国山水画的四个美.. 

论石涛画论的美学思想 

禅艺合流与石涛画论的禅美学 

谈中国画的“气” 

宋元山水意境“有我之境” 

关于美及美的本质的初步探讨 

中国古典山水画美学侧记 

关于齐白石花鸟画和莫兰迪静.. 

中国画有自己独到的美学理念 

 推荐文章

“虚静”论及其在文人画中的.. 

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 

禅与诗画——中国美学之一章.. 

论石涛画论的美学思想 

宋元山水意境“有我之境” 

笔墨迹化的东方意象 

无“情”不成美术 



 

主体是一个弹动性非常大的橡皮筏子。  

  在鉴赏中发挥主宰作用的主体的人，个人的生活阅历、社会实践、知识结构（修

养）以及必要的专业素质与审美客体紧密相关，是审美客体对主体综合实力积淀的考

验。高尔基说：“欣赏者要从自己的经验印象和知识结构中去补充作品中的描写，使艺

术的作品形象更丰富起来，才能获得真正的艺术享受。”①主体如果没有在农村炎热的

烈日下感受农民的“汗滴禾下土”的真切生活感受，怎么有“粒粒皆辛苦”的佳句呢。

同样，要得到艺术享受，我们自身必须具备一定的审美鉴赏能力和有一定的绘画基础，

我们可以从作品的艺术思维去做宏观的把握，运用自己的理论做主导去领略作品的艺术

语言，有了一定的绘画基础后我们可以从艺术语言方面去感受。马克思说：“如果你想

得到艺术享受，你本身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②艺术修养是一个综合性的概

念，一般情况下包括艺术作品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作者创作时的政治、经济、人

文历史等背景以及对艺术理论、技法和文学等边缘学科方面的学习和感悟。王朝闻先生

说：“我们面对把握了光和色的微妙变化的绘画，能够觉得光和色的变化是微妙的，除

了它画得很好，也因为我们自己对现实生活中光和色的变化不是心中无数的。如果我们

自己心目中本身没有光和色的变化，那么这种光和色的变化表现得多么奥妙的绘画，对

我们来说也觉察不到，甚至可以说相当于不存在。”③道理也在于此。  

  事实上，个人的职业（学科）、性别、生活阅历、社会实践、知识结构和专业素质

等等，这种自身的因素和并非专为审美活动而构成的因素，是审美主体在社会活动中相

对于审美客体来说是一种无意识的审美积淀，这种无意识的审美积淀将是我们能进一步

欣赏作品最好不过的良师益友了。在此情形之下，我们就要主动的发挥主体的有意识活

动，让主体接触审美客体，在客体中让主体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这样，主体在客体的

簇拥下获得了丰富的审美经验。有了丰富的审美经验，审美主体才能得到不断的发挥、

判断审美客体的艺术价值，进而创造艺术价值。  

  审美经验包括感性经验和理性经验。一般情况下，欣赏者是处于感性经验下的，他

们没有把无意识的审美经验扩散、发展，没有进行有意识的诱导，那么，他们的这种无

意识的审美积淀便会在得不到审美客体的刺激和“撩拨”下自生自灭，或处于萌芽状

态。我们观赏一件绘画作品或画展，有１／３的人摇头看不懂，有１／３的人则大谈作

品如此逼真或如此乏味，这两种审美现象属于审美主体的无意识积淀的滞后性现象，这

种无意识的滞后现象表现在主体与客体、主体与创作者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差距上。我

们初次欣赏毕加索的绘画作品，惊诧于那奇特的构图，不明白为什么侧脸的人竟被画出

两只眼睛，遮住的那半边鼻子和嘴象翻开的书，封底和封面进了同一个平面。这就是审

美主体的无意识积淀中审美主体的审美经验仍处于审美的初级阶段或原型阶段。这时，

如果一位内行朋友告诉你，这是一种艺术追求，要在绘画中表现物体的四度空间，让你

从许多角度去欣赏对象，这样，你就由惊愕转为去发现，按照那四维空间的不同角度到

画面中去欣赏，于是，你时而发现了一个侧面的眉毛，时而又发现了一个侧面的耳朵，

甚至发现了背面的后脑勺，此时，你已经由审美的原型阶段进入了审美的感性阶段，但

还是滞后于客体（毕加索的画），滞后于创作者的有意识或无意识上，仍处于感性认识

上。如果你要得到更进一步的审美愉悦，就必须有意识的尽力调动你的无意识积淀：通

过你的艺术理论知识，知道了毕加索是抽象派的典型代表，而抽象跟具象有何区别，与

再现和一般的表现又有何不同，与当时的人文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又如何挂钩。这

样，经过审美主体的无意识积淀的一次“刺激诱导”，你就看出了毕加索绘画的情势，

看出了象征，看出了意蕴。那画就不再是僵死的，剥皮似的四维空间的平面铺开，而是

获得了生命和魅力，捕获了画家情感的奥妙。最后，也就是这种滞后性变为平行性，即

主体与客体和创作者“站在同一艘船上看日出”，不再是看不懂或如此乏味了。同时也

为你的审美无意识积淀起了奠基搭架的作用。  

  高楠先生说：感性经验当单独地用于欣赏时（所谓初通门路），它是低能蹩脚的，

   



但当它获得了理性依据后，它就成为深入欣赏的工具，生动具体的再造出感性形象来，

以供心灵去拥抱。④  

  审美主体的无意识积淀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审美主体的审

美能力才能得到不断的提高，才能获得艺术的愉悦，达到忘我的境界，即所谓“物化自

我”和“我化自然”，交相呼应，也就是审美主体和客体产生了共鸣，达到各自的目

的。  

  珂勒惠支的《被捕》、《农民战争》和现在某位作者的《斗鸡》作品，前两幅作品

是世界名作，我们对它的艺术价值不言而喻是肯定的，但就是我们自身如何去发现美，

欣赏美，如何去创造作品的艺术价值。不同的审美主体似乎都不同程度的调动了各自的

无意识审美积淀，对作品的构图、造型、人物表情、场面和当时的人文历史背景等均做

出了很透彻的掌握，可谓是把握了作品的全貌。可是后来理解了王朝闻先生的《接近高

潮》：“预示突变的新局面即将出现的时机，最引人关心，也更耐人寻味。”“……为

了获得经久的观赏效果，单幅画或非连续性的雕塑，要把事件的进行寓于相对停顿的形

象之中。虽然这停顿不等于事件的中断，而是来踪去迹的凝聚，却要使接近解决的矛盾

在画幅中被挽住。⑤”运用此美学观点再去欣赏此作品，那时，你觉得作品的真正灵魂

和作者的有意识性至此才得到升华。有了这种审美经验后，我们再去欣赏《斗鸡》，我

们就不再被它表面的技巧或其它不足而觉乏味了，而是说作者也在做有意识的表达：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农家小院，大人小孩在忙碌的收获间隙，屏息在观望一场激烈的

斗鸡场面，好象每个人在自持着自己已成型的动作，整个画面如此宁静，两只并非专业

的公鸡，他们并非为赢取主人的欢欣，也并非为押赌者赚回金币，它们似是为争取一粒

食物或一只昆虫而要展开一场生死搏斗。你看那威风凛凛竖起的羽毛，咄咄逼人将扇倒

一切的翅膀，那用足了劲的双腿和弓形的脖子，那要刺穿对方的双眼和啄倒对方的尖

嘴，它们各自在蓄谋以待，寻找自己的进攻点。可是，这又都是如此沉静，静的让人窒

息，让人感到阵阵杀机。至于精彩的斗鸡过程和残酷的斗争结果就只能靠欣赏者去想象

和联想了，这就是画面留给我们的悬念和疑问，我们由此可以想到现实中的人们又何尝

不是在为了一点小事或小惠小利而争斗得不可开交。这就是矛盾即将解决而尚未解决，

即将接近高潮而未达到高潮的解释，也是对人性的一次诠释。 

  总之，只要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审美主体的无意识积淀，有了正确的、进步的、健康

的审美观和艺术观，在审美活动中针对审美客体，审美主体才能得到艺术的陶冶、愉悦

和享受，发现和创造出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也可以进行艺术批评，指教。

否则，那种片面的、狭隘的、个人的评析既得不到人们的承认也得不到艺术的真正陶冶

和享受。故审美主体的无意识积淀是一项终生的具有挑战性和可持续性的学习和完善的

过程。它将关乎审美客体生命的诞生，审美主体灵魂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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