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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民出版社是党的第一家出版机构，始创于1921年9月，重建于1950年12月，伴随着党的历史、新中国
的发展、改革开放的巨变一路走来，成为新中国出版业的见证和缩影！
“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这十四个大字就赫然写在人民出版社创设通告上，成为办社宗
旨。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版宗旨的表述也许有所不同，但宗旨的精髓却始终未变！
无论是在传播马列、宣传真理方面，还是在繁荣学术、探索未来方面，人民版图书都秉承这一宗旨。
几十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批为世人所公认的精品力作。
有的图书眼光犀利，独具卓识；有的图书取材宏富，考索赅博；有的图书大题小做，简明精悍。
它们引领着当时的思想、理论、学术潮流，一版再版，不仅在当时享誉图书界，即使在今天，仍然具
有重要影响。
为挖掘人民出版社蕴藏的丰富出版资源，在广泛征求相关专家学者和老一辈出版家意见的基础上，我
社决定从历年出版的2万多种作品中（包括我社副牌东方出版社和曾作为我社副牌的三联书店出版的
图书），精选出一批在当时产生过历史作用，在当下仍具思想性、原创性、学术性以及珍贵史料价值
的优秀作品，汇聚成《人民文库》，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收藏需求，积累传承优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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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的写法有点像随笔，与条理化、系统化的教科书的写法大有差别；以为称它为“谈”而不称为
“论”，似乎较为确切。
当然，谈与论二者并没有绝对对立的差别，读者把这些随感录般的东西当做谈或论来翻阅，它都有适
应性。
    本书写作过程不是按照章节次序先后动笔的，常常是从想得比较成熟或临时有了写作冲动而对其中
的某一节先下手的。
由于作者要求每一节都要有相对的独立性，以便读者抽出其中的任何一节来阅读，所以整理全部稿件
时在章节的组合等方面就产生了困难，内容有相对独立性的各节不便于列入某一专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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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也算是绪论我们集体编写的教材——《美学概论》出版以后，有些美学工作者和美学爱好者提
出建议，希望另编一本教材，着重论证艺术为什么是审美意识的物质化和集中表现，怎样成为人们的
审美对象。
也就是说，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创作与作为审美感受的艺术欣赏的关系，是依靠什么主客观条件构成
的。
而且还建议，对于各种类型的艺术现象以及社会现象、自然现象的审美性质、审美价值的分析，要尽
可能细致一些。
我同意做这样的工作，也愿意尽快把它送到读者手里。
但是，参加《美学概论》编写工作的同志已经分散，每个人在他原有的工作岗位上有各自的工作，要
像1962年前后那样把大家集中在一起，共同探讨问题，然后进行写作是办不到的。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我答应由我自己动手，尽快完成这一任务。
但是有一个条件：不按照教科书的方式来写作。
我现在动手写作，决定采用一种随感式的写法；而且在论证方式方面不说尽道绝，给肯动脑筋的读者
留有余地。
偶读清代版本《金瓶梅》的第一回，关于武松与潘金莲对武大郎的不同认识的写法之后，更觉得写论
文除了作者的论断之外，不妨也像写小说那样，与读者合作，让他们能共同来下判断。
在《金瓶梅》第一回里，潘金莲说：“自从嫁得你哥哥，吃他忒善了，被人欺负，才到这里来，若是
叔叔这般雄壮，谁敢道个不字。
”武松对哥哥的评价，与嫂嫂的评价有一致的地方，武大为人太好欺负。
但基本观点和态度，两人大有出入。
他回答说：“家兄从来本分，不似武松撒泼。
”由此可见：武大郎作为认识的对象，武松和潘金莲的观点、态度、倾向性都是互相对立的。
潘金莲笑着反驳说：“怎的颠倒说！
常言‘人无刚强，安身不长’，奴家平生性快，看不上那三打不回头，四打和身转的。
”看来嫂嫂对哥哥的评价还没有引起武松警惕，所以才好像安慰似地说：“家兄不惹祸，免得嫂嫂忧
心。
”如果可以把不在现场的武大郎当做审美对象看待，可不可以说这两个角色对他的评价也可算作审美
主体的一种审美感受和审美判断呢？
凡是读过《水浒》因而知道武松与潘金莲性格、出身以及他们同武大郎的关系的矛盾性的读者都不难
看出，这段对话所反映的武松与潘金莲那主观对客观的感受方面之间，分明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立。
这种认识上的对立，也就是主体灵魂方面的美与丑的对立。
譬如说，一个是尊敬与怜惜，一个是鄙视与憎恶。
既然如此，还用得着我再唠叨吗？
我想，如果这本书可以作为我在一定时期里学习美学的心得。
因而写得不像教科书，大概读者会允许的。
如果我只是就主体与客体审美关系提出问题，同时也发表一些相关的想法，也许会对读者有益。
因此，我想首先做一点声明：请读者不要希望它对审美关系的问题作出全面的、系统的即定义式的解
答，以免读后感到大失所望。
这本书所要探讨的直接对象，主要是人对艺术的审美活动，因此，不能不着重探讨作为审美对象的艺
术创作。
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虽是对于实践的反映，我们的探讨对象却不应局限于艺术。
．要是排除了人们对于自然美和社会美的感受，对艺术美的认识和探讨都是片面的。
为什么可以认为，艺术欣赏也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
这一点，后面再说。
现在我想着重谈一谈的是，欣赏和创作一样必须熟悉一定范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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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所反映的现实对审美活动来说是无限的，因而不能认为只有熟悉了一切生活才可能欣赏艺术。
但是，只有当欣赏者拥有一定的生活经验，艺术所反映的某些生活对他才有可能成为他的感受和识的
对象。
我欣赏艺术的经验表明，面对某一作品对，能不能获得比较深入的感受和比较正确的判断，这要看我
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社会知识，和艺术所反映的内容是否具有内在联系。
反转来说，欣赏者自己直接的或间接的社会实践的生活经验，在审美活动中成为检验艺术的真善美的
重要依据，这样的欣赏才有可能积极作用于自己的主观世界。
艺术所反映的现实生活作为感性的和理性的认识对象，为什么是可以感受和认识的？
这是因为：从审美主体——欣赏者的主观条件看来，他自己的生活经验的丰富程度如何，必然反作用
于他对审美客体，对艺术形象的敏感程度与认识的深度。
这里，我不妨先以我家那位只有两岁的电视观众的兴趣为例，说明生活经验对审美活动的重要作用。
我在电视机前正集中注意地观看精彩的足球比赛，她来了，一进屋来却摇摇手，喊“冒！
”意思是说：“不要！
”她与成年人的爱好有显著的矛盾，她这时还不懂得险球为什么会震撼人心。
但也不能否认，她与我有某些共同的兴趣。
对于野生动物的生活，例如成群回“家”的猴子，那小猴子翻跟斗的顽皮劲头，她看了发笑。
我看见同样的形象时，何尝觉得这是乏味的呢。
可见，比较缺乏社会生活经验的孩提，其趣味和成年人的趣味，虽有不可混淆的差别，但也不能否认
，它们之间又有相互联系的方面。
这种差别和联系，有着种种复杂的原因；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由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审美趣味，
既有特殊性，也有一般性。
而生活经验的共性，却是形成审美趣味的一致性的重要原因。
我为什么要在开场白里这么提到生活经验对审美活动的作用呢？
其原因在于：我希望在与读者共同探讨审美关系等重要问题的时候，彼此都能适当注视那些即使与我
们所要分析的审美现象没有直接联系的实际生活。
因为，这样可能有助于我们对特定问题的探讨有“共同语言”。
在我看来，不只艺术家才需要深入生活，艺术研究者也不可以浮在生活的表面或与生活脱节。
如果不是这样，只凭书本上的理性知识，很难理解反映生活的艺术的本质特征。
包括对审美关系这些问题的探讨，只有从两个实际——艺术现象与生活实践出发，而不只是从美的本
质等定义出发，理论研究才更有可能避免空洞抽象。
对实践经验的复述当然还不等于理论，不应重复经验主义。
但正确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先验论的判断，同样无助于独创性的学术水平的提高。
对艺术的欣赏和对艺术的创作一样，都是以欣赏者和创作者的生活经验为基本条件的。
双方的经验可能有直接性和间接性的差别，而间接的经验之所以可能丰富自己的生活知识，在于直接
经验对它可起参照作用。
激起喜怒哀乐爱恶等情绪状态表明，直接经验对间接经验起着一种化他为我的积极作用。
倘若根本没有相应的经验（包括情感体验），艺术作品无从产生；艺术对缺乏生活经验者来说，也不
可能真正成为他所欣赏的对象。
俗话说“对牛弹琴”——找错了对象，这话有道理。
音乐，不论它是高山流水还是下里巴人，都是人对生活的感受所创造出来的艺术。
音乐有各种各样的内容，不论它是通过琴或其他乐器演奏的表现，对于根本缺乏社会生活的人的感受
的牛来说，它没有条件成为它所能欣赏的对象。
假定牛也有欣赏什么的兴趣，看来人的鞭子是不合它口味的东西；青草在它饥饿时，可能成为它引起
快感的对象，不过，快感不就是美感。
所以应当说，艺术的接触者不就是艺术的欣赏者。
除了聋子，谁的耳朵都可能接触音乐，但不是与对象一接触，对象就可能成为他所能欣赏的对象。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涉及美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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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暂时不着重探讨如何进行审美教育，还是回到作为审美主体的艺术欣赏者，艺术为什么对他可
能成为欣赏的对象？
这个问题，在审美关系中带普遍性和根本性。
人的生活经验对审美判断具有根本性的作用，懂得音乐美的耳朵当然有待于审美的训练；正如对于自
然美的欣赏并不是人人都会那样。
但是包括对各种审美对象的审美能力的提高，都不能排除直接的和间接的生活经验。
前天看见一点生活琐事，不妨在这里做点转述，借此说明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的想象作用，以及想
象作用对生活经验的依赖性。
一个两岁多点而不常和我见面的小女孩，把她咬了一个口子的饼干向她妈妈的手臂上戳，同时说：“
大灰狼咬妈妈。
”其实别说大灰狼，她连狗也没有直接看到过。
但她从电视上和画片上看见过这种动物，而且听大人讲过大灰狼的故事，所以作为一种带游戏性的琐
事，不妨当做艺术创作的雏形来看待。
至于我自己，在艺术欣赏中的想象活动，分明是一种不自觉却不可缺少的心理因素。
即使到了早就不信神鬼的年龄，仍然爱看《聊斋志异》，爱听鬼的故事。
那是因为，我在读小说和听故事的时候，包括了想象活动的活跃。
我那间接的生活经验给我创造了想象力，对我可能引起欣赏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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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审美谈>>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