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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是审美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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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艺术的接受活动是一种审美活动，艺术之美是人们获得审美享受的一个源泉，也是艺术具有永久魅力的一个根源。因而，艺术对

于世界的掌握也是一种审美上的掌握。这是文艺活动区别于人类的其它活动，包括其它各种意识形态活动的特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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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掌握世界的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本能活动相比，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在对象世界的构筑中“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马克

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这样一个特点在艺术掌握世界的活动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

体现。因此，在艺术的对象世界的构筑中，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中也物化着、对象化着主体的审美意识，即主体的审美感受、审美要求、审

美趣味和审美理想。也因此，艺术的接受关系就成为一种审美关系。马克思曾说：“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5页。。他又指出，古希腊的艺术和史诗之所以“显示出永久的魅力”，至今“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

受”，究其根源在于古希腊是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而古希腊艺术表现了这种“完美”，真实地再现了人类童

年时代那种永不复返的“天真”之美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4页。。由此可见，艺术的接受活动是一种审美活动，艺术之

美是人们获得审美享受的一个源泉，也是艺术具有永久魅力的一个根源。因而，艺术对于世界的掌握也是一种审美上的掌握。这是文艺活

动区别于人类的其它活动，包括其它各种意识形态活动的特点所在。如果说人类对于世界的物质掌握主要在于改造对象以满足主体的物质

需要，在于求用；理论思维的掌握方式主要是通过理性思维活动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在于求真；意志实践即道德伦理活动的本性在于

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在于求善；那么，艺术掌握方式则主要在于审美；而宗教掌握世界的方式则主要在于信仰的守护

与培育，在于现实与理想、此生与来世之间的沟通。这些不同的掌握方式既是各具特性、相互区别的，又是同根而生、相互联系的。因此

之故，马克恩主义经典作家从来都是既充分重视艺术的审美特征，又不把这种特征绝对化，将艺术与人类其他的活动类型隔裂开来，而是

从人类活动的整体联系中思考艺术的本质和特征。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以布洛夫和斯托洛维奇等人为代表的前苏联美学界中新的

审美学派的崛起，流行的“形象认识说”遭到有力冲击，“审美”开始取代“形象”被规定为艺术的基本特质。前苏联审美学派的艺术观

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句话：艺术是审美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审美就是艺术与其他意识形态相区别的特殊本质所在。上世纪80年代

以来，艺术是审美的意识形态的提法在我国文艺学界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并且获得了比之前苏联审美学派更加明确、系统和深

入的理论阐述。审美意识形态论辩证地吸取和扬弃了传统的意识形态论与审美本性说两派文艺本质观的成就与局限，在一种新的学术视野

上对文艺的本性作了富于创造性的理论综合。这种综合不是一种简单的折中和调和，而是对文艺本质的一种新的把握、新的阐释。它克服

了传统的意识形态论文艺观重视艺术的意识形态普遍性而轻视文艺自身的特殊性和审美本性说以审美本性排斥艺术的意识形态性、尤其是

艺术认识的客观性的偏颇，将文艺的普遍本质与特殊本质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对文艺的本质作出了新的规定。审美意识形态论不仅具有

理论上的渊源和根据，而且也是符合于艺术的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家历来都是比较重视艺术的审美特点和价值的。人类活动中

“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的特点，在人类的艺术活动中有着最集中、最鲜明的体现。正因如此，人类也才能在文艺作品中比在其他产

品中获得更多的审美享乐和精神乐趣。因此，把艺术称为审美的意识形态，的确比较准确地概括了艺术的本质与特征。如果说文艺是审美

的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审美究竟是属于艺术的质的规定，还是仅属于艺术形式方面的特征?由于受“形象认识说”的长期影响，我国文艺

理论界的不少人基本上还是从形式方面，从形象性上理解艺术的审美性，似乎审美不涉及艺术内容方面。由于觉得这种解释仍未脱离旧的

窠臼，不足以规定艺术的特殊性，有人便另辟蹊径，从情感角度规定审美，于是便有了所谓艺术“认识本性”说与“情感本性”说的对

立，有了艺术思维研究中“形象思维论”与“情感思维论”的争执。其实，把艺术审美归结为形式，或归结为情感，都有一定的道理，又



都是片面 的。 我们知道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从古代起人们就把艺术与美联系了起来，把美作为艺术的一种基本品质加以思考了。我

国先秦时代的孔子已经把“尽善”“尽美”作为完美艺术的品评标准。连古代的讽喻之作都有所谓“美刺”的说法。而古希腊的亚里士多

德则明确提出“画家所画的人物应比原来的人更美”，并鼓励诗人“应该向优秀的肖像画家学习；他们画出一个人的特殊面貌，求其相似

而又比原来的人更美”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1、50页。。他还把艺术中“惟妙惟肖的图

像”与接受者的求知欲望以及悲剧效果与情感宣泄直接联系了起来，致使“他的整部《诗学》也可说是一部审美快感的辩护辞”李醒尘：

《西方美学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2页。。但总体上看，审美并非古代文艺批评的主要标准。如果说中国古代文论更注

重文艺的“善”的作用，那么西方古代文论更注重文艺的“真”的内容。真正把美和审美作为艺术的主要品质，则是在德国古典美学那

里，尤其是在康德美学中。康德把审美活动作为知性认识活动与理性实践活动的连接桥梁，但审美活动既不关乎对象的存在与效用，也不

涉及主体的理智与欲念，主体只是把快与不快的情感体验系于对象的感性形式上。如果我们剔除康德美学思想中的唯心主义成分，不是在

与人类其他活动的截然分离中孤立地看待艺术审美，而是在相互联系的前提下凸出艺术审美的特殊性的话，那么应该说艺术的审美确实既

关乎形式，又关乎情感。从艺术活动的存在形态上看，它是感性的，现实生活和作家的审美意识必须经过审美形式的转化才成为艺术的存

在；从艺术活动的心理形式上看，它是以情感体验的方式进行的，涵括着一定思想内容的感性审美形式是浸润在情感体验之中的。情感是

艺术创作的主要心理动力，也是艺术接受的必然伴生物，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情感也就没有艺术。艺术创作中对生活现象的认识和感

受、思考和概括，主体的需要和目的、倾向和理想，都是通过审美情感的渗透力灌注于形式化了的艺术形象之中的。可以说审美首先是艺

术的质的规定性，同时也是其形式方面的规定性，艺术思维与艺术存在的形象性以及情感体验性，正是由审美的特点造成的。不过，如果

说人类的心灵结构是由知、情、意三种机能组成的话，那么并不像康德所强行分割的那样，科学认识只关乎知，道德实践只关乎意，艺术

审美只关乎情。其实，艺术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正是认识功能、实践功能和审美功能的有机统一，主体的知、情、意都流注于艺术活

动，凝聚于艺术形象之中。这其中，审美正是连接艺术的认识功能与实践功能的一个必要中介，也是赋予认识与实践以艺术性的必要因

素。艺术对现实的认识是审美的认识，而艺术凭借其思想情感上的评判力作用于现实的实践功能也只能是一种审美的实践。因此，当我们

谈论艺术的认识功能和实践功能的时候，不应该忽略或忘记了艺术的审美性质和审美功能；反之，当我们谈论艺术的审美性质和功能时，

也绝不能将它抽象化、绝对化，与文艺的认识的和实践的性质与功能脱离开来。正如波斯彼洛夫所指出的：“美在艺术作品中的产生和存

在，是与作品内容在意识形态上正确的倾向性，与作品内容在认识上的客观性不可分的。相反，只有靠这两者，再加上艺术技巧的高度完

美，艺术作品的美才得以产生。”波斯彼洛夫：《论美和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61页。只有从这样一种艺术因素的组合关

系中，才能正确地理解艺术的审美意识形态性质，辩证地把握艺术的意识形态性与审美特性的内在联系和关系。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