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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学概论》的研究对象包含以下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1）从客观方面研究审美对象，阐明
美的本质和根源，研究美丑的矛盾发展，美的各种存在形态以及崇高、滑稽、悲剧、喜剧等的本质特
征和相互联系。
（2）从主观方面研究作为审美对象的反映的审美意识，阐明它的本质、反映形式的特征及其历史发
展的规律性。
（3）研究作为审美意识的物质形态化了的集中表现的艺术，阐明艺术的本质、内容与形式、种类，
以及艺术创造活动的规律性和作为这种创造成品的反映、评价的艺术欣赏、艺术批评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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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当我们研究这样的艺术家时，必须十分细致地、具体地分析他们的作品，承认他们的立场、
倾向的复杂性，不应简单地抓住一点，髓意做出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评价。
四艺术家与群众在历史上，一个特别复杂的情况是艺术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艺术家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情况。
一般说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各个社会形态中，劳动人民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很难造就自
己的艺术家；艺术家_般是从属于各该社会形态里的统治阶级的。
不过，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原因，劳动人民中有出众的业余艺术家，专业艺术家可能同劳动人民建立
这样那样的联系，甚至是相当密切的联系，使得这些艺术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和
愿望，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理解和同情；可能创作出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作品，从而为历史所肯定。
在中国历史上，例如前边举过的杜甫，以及屈原、关汉卿、曹雪芹等，就是这样的艺术家。
在外国历史上，如但丁、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哥德、席勒等，也是这样的艺术家。
虽然他们同劳动人民的联系是有限度的，他们不可能超出自己的阶级局限性，但他们的作品毕竟是有
人民性的，这是不能抹煞的历史事实。
我们应该正确地对待这种现象，认真研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研究艺术家的特殊的生活道路和创作
道路，给以历史地、客观地分析和评价。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艺术家同群众的关系问题有了新的内
容和情况。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分工仍然是客观的必然性，因而艺术家作为专
门从事艺术创作的智力劳动者，仍然不同于一般劳动者。
这就产生了实质上是向消灭分工过渡的时期里特殊的艺术家与群众相结合的问题。
在这个历史时期，艺术家本质上属于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但又是特殊的一部分。
一方面，他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站在群众之上或者之外的“精神贵族’；另一方面，他是专业的艺
术创作主体。
他的职责是集中表现劳动人民生活的美，表达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和愿望，集中反映劳动人民高尚
的审美理想和健康的艺术趣味，创作出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艺术品，以满足广大群众的欣赏要求。
因此，艺术家首先要成为人民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为人民群众服务。
为了完成这一光荣的职责，艺术家必须深入群众，熟悉他们的生活、思想和感情（包括审美趣味的民
族特征）。
只有这样在实践电改造着自己，艺术家才能和劳动人民有共同的感受和语言，窥见劳动人民的心灵世
界，明确自己的艺术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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