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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理性沉思(节选)—略论程丛林的主题性油画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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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邓平祥 

     一种带批判意味的思考。是新时代艺术对人思考的第一步。 

    多年来，特别是“十年浩劫”中对人性和人格的蔑视和否定，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

践踏，以及由此造成的人性迷失和疯狂，人的愚昧和变态，使艺术家陷于痛苦而深刻的

理性反思之中。 

    面对人的现实，艺术的责任和良知是什么?于是他们从社会历史的，政治经济的文

化意识的层次来思考人的问题。这种对人的理华思考是几十年所未有过的(“五四”时

代曾有过)。这是人的孕史性思考，是艺术家对时代和人的一种忧患意识。它标志着中

国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它说明中国悄悄地开始了一个思想启蒙的理性历史进程。 

    “伤痕文艺”、“批判现实主义文艺”是这种思考的开始。大量出现的文学、戏

剧、电影等作品，开始了对“人”的不同角度、层次的理性思考，也出现很多产生了广

泛社会影响的作品。 

    人性美和人格美的赞颂 

    人性美(人的本性，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性)和人格美(人的特质和品格)是人

所具有和应有的特性和特质，是人区别于动物和其他物种的根本，它是客观存在的。欧

洲的文艺复兴和我国的“五四运动”以人的个性解放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曾经是反封建、

反专制和实现人的解放的思想旗帜(文艺复兴和“五四”形式上有所区别，但实质意义

相近似)。 

    人类只有高扬人性美，人类才能和平，才能公正，人类才能发展。在人性迷失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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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人类社会容易发生疯狂、罪孽和残杀。没有人性也就没有社会正义和人类进步。人格

美是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体现和确立，是一种充满魅力的人格力量，人只有具有主体和独

立的人格，才能实现自身的自由解放和完美，才能释放人自己的无穷力量和智慧。 

    “十年浩劫”和“左”的时期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否定，对人格的粗暴践踏所造成

的全民族灾难性后果使人铭心刻骨。于是人们倍觉人性美和人格美的珍贵。在这时代的

趋势中艺术反映出人民的善良的内心渴求，推出了一批赞颂人性美和人格美的作品。 

    这类作品以真实自然的人物形象，以可辩的性格内省，揭不人们对人、对人性和人

格进行思考和再认识。“生活流”、“哲理意味”的创作倾向给人们提供了不少闪耀人

性魅力和人格光辉的作品。这些富有艺术感染力的艺术形象与“十年浩劫”和“左”的

时期虚伪、矫饰、变态的人物形象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面对这样富于艺术魅力的人，人们可以萌发出一种情感力量去净化和洗涤多年的阶

级斗争在自己心灵中所形成的非人性非人道的心理意识污垢。 

    人体美的表现 

    人体艺术表现在中国土地上的出现可以追溯到70年之前。当时刘海粟在教学中第一

次用了女性裸体模特儿，曾经引起社会轩然大波，军阀孙传芳甚至行令通缉。半个多世

纪过去了，人体美艺术在中国的地位一直没有根本解决，根源当然首先在于中国封建文

化(被人们宗作国情)对人体的蔑视和歪曲。这一点和500年前的欧洲中世纪十分相似。

中国的封建礼教对于女性人体表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变态心理。在礼教社会中女性的身

体任何部分只要被男性看过即是“被污”，至有被男性(非丈夫)碰过手而断臂的悲惨而

又奉为典范的故事。然而人欲是存在的，人的生育繁衍需要赋予女性以特有的魅力。而

礼教又要人“存天理，灭人欲”，于是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人的虚伪和变态．“一见短

袖子，立即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私生子”(鲁迅语)

就是这种心理的绝妙写照。在如此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下艺术表现人体美当然是一种

绝对不允许的行为了。 

    然而在另一个方面，中国历史上却不乏表现裸体的作品，即应该归于晦淫的“春宫

画”。于是产生出了一个具有绝妙讽刺意味的现象：在禁绝人体艺术的中国，庸俗不堪

的“春宫画”大行其道；而在开放人体艺术的欧洲却出现大量至今仍给人们以崇高艺术

享受的人体艺术作品。这不能不引起炎黄子孙的深思。 

 

    人体艺术作品的意义并非单指人体美本身，它具有多重的审美意义和认识价值。首

先在于它全面意义地肯定了人的美。艺术作品可以表现人的行为美、思想美、智慧美、

气质美、道德美、肖像美，同样也可以表现人体的美。视人体为丑在理论认识上是根源

于私有制的占有欲，是人的异化现象和变态心理。 

    人体本身是美的。从造化的角度看，世间一切物种及有灵之物没有可以和人体的美

相媲美者。人体的美是尽善尽美的，它是宇宙中最完美最和谐的化物。那么为什么如此

完美的人体，艺术不能表现和赞颂呢。有人可能会谈到性的问题。真正具有审美价值的

人体艺术并不首先诉诸或激发物欲。之所以有之，是这些人的生理反射，而不是艺术欣



赏的主要内容。在认识意义上，人体艺术还向人们提示：人体不是容纳罪恶和苦难的容

器，而是美的造物，创造的造物和幸运的造物，因此应当珍视人和人生。只有这样艺术

才进入了全面意义肯定人思考人的层次。 

    从艺术表达的角度看，人体美的艺术是艺术创造的一种特定选择和需要。当艺术需

要表现人的某一类美的性质时，例如普通的人类母爱，普通的女性美、男性美，或者表

现某种象征意义的人，在这种要求下人体常常是艺术家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和表达方

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夜昼暮晨》，安格尔的《泉》等都是这样意义的作品。 

    人体美的艺术表现在整个艺术领域里以造型艺术为先声。从首都机场壁画《泼水

节》开始，以人体为题材的艺术就慢慢地为一些文化层次比较高或比较开明的社会人士

所接受并理解了。近年在电影艺术中也有扭扭捏捏地出现(为什么不可以像苏联电影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那样大大方方)。 

     近年来人体题材逐步为越来越多的画家所喜爱所运用，也常有较为成熟的作品问

世。 

人的存在和深层意识的表现 这是对人的本质的思考。是超越具体现实、社会、历史范 

畴，向人的存在本身提出问题。是传统的思考方式向现代的拓展、深层的拓展。 

    我是什么? 

    我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 

    看似简单，实则深秘。它是现代文明人所提出而又最不得其解的问题。也许这是一

切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终极和畏途。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可谓不神奇迅猛。宏观，整个

宇宙都是思考的对象——宇宙探测器正向宇宙深处飞去；微观，研究的对象已经进入质

子、中子和分子生物学层次。然而人类在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忽然发现人类对自己的

了解是如此的不够，于是关于人本身的研究和探寻又发现了一个个新的学科。 

    “人”应是三个不同层次活动的主体： 

    1．整个人类； 

    2．一定的社会； 

    3．人的个人生平。过去我们过多地、片面地强调人的社会性意义、社会属性，因

而造成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限制、压制和损害。“究竟是人为社会

而存在，还是社会为人而存在”，我们应该在现实生活中和艺术思考中回答这样的根本

问题。 

    另外，我们必须认清人具有天生的个性化机制。我们对人的认识和研究过分地“超

社会学化”，而对自然因素的作用考虑太少。我们应该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人身上

的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 

    现代艺术似乎也以直觉的方式与科学共同地敏感到这一点，因而有越来越多的艺术

家把思考的表达转向“人”的新领域和新层次。 

 



    1984年加拿大画家亚历克斯·柯尔维尔的画展来我国展出时在艺术界引起了不小的

震动。中国的艺术家惊异地看到艺术可以如此深邃奇妙地表达人类生命的基本问题和人

的存在。 

    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是人类认识的一个新领域。它曾绍推动了西方艺术的思考。

潜意识是一切有正常思维和情感经验的人都曾经亲身体验过的。因此艺术运用新的手法

表现人的潜意识、幻梦等是一种正常的艺术发展，即使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 

也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拓展。 

    人的性意识表现也是近几年艺术对人思考的一个深化。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是文学思考的代表作品。美术其实走得更早。不过由于造型艺术的可视性，使得这种思

考成果无法诉诸社会。 

    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承认社会存在封建专制文化的禁欲主义，存在着性的变态和压

抑，那么当前出现的性意识艺术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标刻着民族成熟的程度”和人

的成熟程度。因此轻率地将现实的、严肃的表达性意识的作品否定或者打入“晦淫”范

围是简单的。 

    “艺术或诗，其实就是人的生存现象学。” 

  

  “人生的悖论使我困扰。在艺术中，能化为永恒的瞬间浸透着对永恒的未来的无限趋

向；在生活中，‘瞬间’却往往沉溺于永恒的过去而不能自拔。人总是要死的，这是人

区别动物的死亡意识，它使人生充满着紧迫感，这种紧迫感是趋向未来的；它同时又使

人生充满了遗憾，这种与生俱来的遗憾却是面向过去的。于是纯洁完整和时间像两条绞

索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拉扯着我。” 

    理论家的这些话很好地说出了艺术家对“人”的新认识，新思考。 

    人的现代品格的思考 

    现代化既是人的一种渴求和希望，又是一种痛苦和惶惑。 

    人们对于现代化表现出双重人格：既为现代化的理想和利益所鼓舞，又为现代化进

程所打破和否定的传统意识和生活节奏而惋惜、忧虑以至痛苦。正是这种双重人格展示

了当前人的特殊形态和心态；正是这种双重人格决定了社会的内在特征。 

    “落后也是一种国民的心理状态。”这种心态，显露出现代化进程中人的行为和精

神。 

    传统人和现代人在生活方式上，价值观念上，行为上等等基本问题上都有一系列鲜

明的差异，如何形象地把握这些特征，就是艺术对人思考的新课题。 

    80年代开始，一些敏锐的艺术家看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变化。他们把兴趣投入

到创造具有现代人格的丰富人性形象中去。从近一两年中涌现出的这类较成熟的艺术形

象看，他们和传统人是多么的不一样啊!人们还可以看到，艺术家在表现这些现代人格



的人时，创造并运用了新的表达语汇和形式。 

  “文学也是人学。” 

    高尔基的这一命题，同样适用于艺术。 

    让我们一起呼唤—— 

    人的复归，人的发现；还有人的创造。 

  (本文曾在《美术))1987年第1期上发表，发表时编辑有删节。现发表的为 

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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