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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针对当时流行的唯心主义美学观点，提出“美就是生活”的唯物主义论断
，要求文学再现生活，说明和评判生活，作“生活的教科书”，发挥积极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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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伟大的思想家、作家、批评家。
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许多领域都做出了卓越贡献，始终以战斗的美学理论、文艺批评及
文学创作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他坚决反对改良，主张农民革命，宣传推翻一切旧权利的斗争思想。
著有长篇小说《怎么办？
》《序幕》和美学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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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我们批评对于现实中的美的种种苛求以前，可以大胆地说，现实中的美，不管它的一切缺点，也不
管那些缺点有多么大，总是真正美而且能使一个健康的人完全满意的。
自然，无谓的幻想可能总是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够，那个又多余”；但是这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
满足的幻想的苛求，我们必须承认是病态的现象。
健康的人看到现实生活中许多事物和现象，在他的头脑中并不发生希望它们不是如此或者更好些的思
想。
人必须“完美”这种见解，是一种怪诞的见解，假如我们把“完美”了解成为这样一种事物的形态：
它融合了一切可能的长处，而毫无缺点，那只有内心冷淡或厌倦了的人由于无所事事，凭了幻想才可
能发见的。
在我看来，“完美”便是那种能使我充分满足的东西。
一个健康的人可以在现实中找到许多这样的现象。
一个人的心空虚的时候，他能任他的想象奔驰；但是一旦有了稍能令人满意的现实，想象便敛翼了。
一般地说，幻想只有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太贫乏的时候，才能支配我们。
一个人睡在光板上的时候，他脑子里有时会幻想到富丽的床铺，用稀有的珍贵木料做成的床，用绵凫
的绒毛做的鸭绒被，镶着布拉拜出产的花边的枕头，用精美的里昂料子做成的帐子，——可是一个健
康的人，要是有了一个虽不富丽，却也够柔软舒适的床铺，他还会做那样的幻想吗？
人都会“适可而止”。
如果一个人必得住在西伯利亚藓苔地带或者伏尔加河左岸的盐沼地带，他可能幻想神奇的花园，内有
人间所无的树木，长着珊瑚的枝，翠玉的叶，红宝石的果；可是假如他搬到库尔斯克省去，能够在不
大的但是还过得去的长着苹果、樱桃、梨子树的花园中随心所欲地走来走去，那么，这位幻想家大约
不仅会忘掉《天方夜谭》中的花园，而且连西班牙的柠檬林也不会想起了。
当实际上不仅没有好的房子，甚至也没有差可安身的茅舍的时候，想象就要建造其空中楼阁。
当情感无所归宿的时候，想象便被激发起来；现实生活的贫困是幻想中的生活的根源。
一当现实生活稍稍可以过得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一切幻想都在它面前变得黯淡无光、索然寡味了。
通常所谓“人的欲望无穷”，即“任何现实都不能满足人的欲望”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相反，人不
但对“现实中可能有的最好的东西”会感到满足，就是够平常的现实生活也会使人满足的。
我们必须分清什么是真正感觉到的，什么仅仅是口头上说说而已的。
只有在完全缺乏卫生的甚至简单的食物的时候，欲望才能被幻想刺激到火热的程度。
这是一个被人类整个历史所证明了的，凡是生活过并且观察过自己的人都体验过的事实。
这是人类生活一般规律中的个别事例：热情达到反常的发展，只是沉溺于热情的人的反常的情况之结
果，只有在引起这种或那种热情的自然而又实在很适当的要求长久得不到应有的满足、得不到正常的
而决非过分的满足的时候，才会发生这种情形。
毫无疑义，人的身体不需要而且简直受不了太大的渴望和满足；同时，也无可怀疑，一个健康的人的
欲望是和他的体力相适应的。
让我们从这个一般的问题进到特殊的问题来吧。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感官很快就会疲倦，觉得厌腻，即是说，感到满足了。
不仅我们的低级感官（触觉、嗅觉、味觉）是如此，较高级的视觉与听觉也是一样。
美感是和听觉、视觉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的，离开听觉、视觉，是不能设想的。
当一个人因为厌倦的原故而失去观赏美的东西的愿望的时候，欣赏那种美的要求也不能不消失。
如果一个人不可能在一月之中每天看画（就算是拉斐尔的也罢）而不感觉厌倦，那么，无可置疑，不
单是他的眼睛，就是他的美感本身有一个时期也会满足而厌腻的。
关于欣赏的延续性所说的话，应用到欣赏的强度上也同样正确。
在正常的满足的情况下，美的享受力是有限度的。
万一偶尔超过了限度，那通常并非是内在的自然的发展的结果，而是多少带有偶然性和反常性的特殊
情况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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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当我们知道我们很快就要和一件美的东西总之，这个事实似乎是毫无疑义的：我们的美感，
正如一切其他的感觉一样，在延续性和紧张的强度上，都是有它正常的限度的，在这两个意义上来讲
，我们不能说美感是不能满足或无限的。
 美感在它的鉴别力、敏感性和求全性或者所谓对完善的渴望上，也同样有它的限度——而且是颇为狭
窄的限度。
我们往后将有机会说明许多根本不算美的事物，事实上却能够满足美感的要求。
这里我们只想指出来，就在艺术的领域内，美感在它的鉴别上实际是很宽容的。
为了某一点长处，我们可以原谅一件艺术品的几百个缺点；只要它们不是太不像话，我们甚至不去注
意它们。
举出大部分罗马的诗歌作品来做例子就足够了。
只有缺乏美感的人才会不懂得欣赏贺拉西、维吉尔、奥维德。
但是，这些诗人有多少的弱点呀！
老实说，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无力，除了一点——语言的精美与思想的发展。
内容不是完全欠缺，就是毫不足道；没有独创性；既不新鲜，又不纯朴；在维吉尔和贺拉西的诗中，
甚至几乎完全看不出真诚和热情。
但是，即令批评将这一切短处指出来，也仍须加说一句：这些诗人已经把形式提到了高度的完美，单
是这一点好处，已经足够满足我们的美感，足够我们享受了。
但是，所有这些诗人就是在形式的精美上也具有重大的缺点：奥维德和维吉尔几乎总是拖得太长；贺
拉西的颂诗也常常如此；这三个诗人都非常单调；他们的矫揉造作常常使人极感不快。
不过没有关系，那里面仍然有些好处可供我们欣赏。
和这些注重外形的精美的诗人完全相反的，我们可以举出民间诗歌来做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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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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