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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艺术观的理论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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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科学的艺术观是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物质与意识关系的原理是科学艺术观
的理论基石。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意识与艺术在起源、本质和作用方面的一致性,对于树立科学的艺

术观,对于在艺术领域内坚持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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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代表0重要思想提出了代表先进文化前
进方向的历史使命,具有先进性的文化对人类社

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起着推动的作用。科学的艺术

观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的先进

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因此,树立科

学的艺术观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

主义哲学关于物质与意识关系的原理是整个马克

思主义哲学大厦的基础,也是科学艺术观的理论

基石。对作为精神文化的意识与它的组成部分之

一的艺术在起源、本质与作用方面的一致性加深

认识,是确立科学艺术观的最重要的途径。

一、意识的起源与艺术的起源

关于艺术的起源问题,自古以来众说纷纭,影

响较大的有: /摹仿0说、/游戏0说、/巫术0说和/表
现0说。/摹仿0说认为所有文化都是对自然和社
会的/摹仿0,中国古代就认为音乐是摹仿现实生
活中的自然音响而来。这其中包括朴素唯物主义

的观点,但这种说法只触及事物的表面,没有揭示

事物的本质。/ 游戏0说认为艺术活动起源于人类
所具有的游戏本能,这种说法仅仅从生物学或生

理学的角度出发,脱离了人的社会实践,仍未能揭

示艺术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20世纪以来,艺术

起源于/巫术0的理论在西方占据优势,这种理论
认为原始人类的思维的主要特点是万物有灵,原

始部落的一切风俗、仪式和信仰都起源与人与动

物的交感巫术。考古发现,早期的造型艺术、原始

歌舞与巫术确有密切的联系,但由此得出结论认

为艺术起源于巫术是不准确的,因为原始时代的

巫术活动是直接与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的。/ 表
现0说从 19世纪后期以来在西方文艺界有较大影

响。/表现0说认为,艺术不是再现和摹仿,更不是
单纯的游戏,巫术虽与艺术关系密切,但它是达到

目的的手段,艺术归根结底是艺术家主观意象和

情感的表现。这种观点看到了艺术创作中的主体

的作用,但脱离了社会的实践活动,同样没有科学

地说明艺术起源的最终原因。以上关于艺术起源

的观点,在当代中国仍有着相当深的影响,这种影

响具有各种各样的表现,而这些表现集中到一点,

就是忘记了以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去观察作为观

念形态的艺术的起源问题,不懂得从人们的社会

实践中去探寻艺术的起源,因而阻碍着科学艺术

观的树立。

辩证唯物论认为,艺术的起源应与人类和人

的意识的产生联系起来。意识来源于物质,是自

然界发展的最高产物, 恩格斯说/物质从自身中
,,进一步发展出能思维的生物是物质的本
性。0[ 1]意识更是社会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指

出: /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
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0 [ 2]这里指的社

会产物即社会生产劳动的产物。因为社会生产劳

动创造了人本身,促进了语言的产生,使猿脑变成

人脑,推动了人的思维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可见,

意识从产生到发展一刻也离不开社会的生产劳

动,意识是社会生产实践的产物。

艺术的产生与意识的产生是同步的。首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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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产劳动创造了人,为艺术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

件。在生产劳动中,我们的祖先实现了手与脚的分

工,机体日趋完善,心理机能逐渐发展,加上社会关

系的形成,这就构成了艺术发生的基本条件。恩格

斯说: /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
只是由于劳动, ,,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

善,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

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及帕格尼尼的

音乐。0[ 3]其次,艺术的产生是由于生产劳动的需
要。为了生存必须劳动,原始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必

须为劳动服务,原始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与生

产劳动直接联系。再次,劳动中产生的/ 自意识0是
艺术产生的主要心理基础和关键环节。人进行生

产劳动,必须创造劳动工具,这引发了人自身的/自
意识0,这是艺术发生的主要动力。正如黑格尔所
说: /艺术的普遍而绝对的需要是由于一种能思考

的意识。0[ 4] /自意识0中包含着原始的审美意识,这
种审美意识与艺术的发生是同步的,这是艺术的起

点。在社会生产劳动中,人类各种早期意识形态逐

渐孕育成熟,并与成熟的人类语言及思维发生相互

影响,人类的原始艺术开始成就/文明人0的艺术。
可见,物质生产劳动是艺术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

当然,物质生产劳动不是艺术产生的唯一原因,从

劳动到艺术诞生,曾经过了巫术礼仪、图腾舞等中

介,其中也渗入了摹仿自然、表现情感和游戏。艺

术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综合的、多元的人类实践

的历史过程。

二、意识的本质与艺术的本质

艺术史上许多思想家、美学家和艺术家曾从

不同的角度对艺术的本质提出过各式各样的见

解,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客观精神说0、/ 主观
精神说0、/摹仿说0或/ 再现说0。/客观精神说0从
客观唯心主义出发,认为艺术是/ 理念0或者客观

/宇宙精神0的体现。/ 主观精神说0从主观唯心主
义的哲学观出发,认为艺术是/自我意识的表现0、
是/生命本质的冲动0。以上两种学说都从根本上
否认艺术与社会现实的联系。/ 摹仿说0或/ 再现
说0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摹仿0,是/社会生活的
再现0。这种观点看到了艺术与生活的联系,但过
于抬高了现实美,贬低了艺术美。以上关于艺术

的本质的观点在当今的中国,也有着相当深的影

响,这种影响也具有各种各样的表现,而这些表现

归结到一点,就是忽视了以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

去思考作为观念形态的艺术的本质问题,不懂得

将艺术的本质与人们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因而

也阻碍着科学艺术观的树立。

辩证唯物论认为,人脑既是意识的物质器官,

也是艺术的物质器官。当然,艺术的物质器官还

有人体四肢、嗓子等,但首先是人脑。人脑虽是意

识的物质器官,但人脑不会自动产生意识,意识是

人脑对客观外界的反映。列宁说: /没有反映者,
就不能有反映。0[ 5]同样,艺术的内容也来自客观
外界,社会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因此 19 世纪

德国作曲家舒曼说,如果在宁静的海洋上的某一

个荒岛,有一个莫扎特、一个拉斐尔,那也只能是

一个村夫而已。

意识的内容是客观的,是经过主观能动地加

工过的关于客观世界的形象、本质和关系, /观念
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

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0[ 6]同样,艺术对生活的反
映也是能动的反映,艺术/ 源于生活, 又高于生
活0,正如毛泽东所说: /艺术反映生活却可以而且
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

性、更典型、更理想0。[ 7]

马克思还提出了/艺术生产0的理论,他把/ 艺
术0与/生产0联系起来,从生产实践出发来考察艺
术问题,揭示了艺术的性质和特点。艺术作为审

美主客体的最高形式,一方面是对客观社会生活

的反映,另一方面又凝聚着艺术家主观审美理想

和情感愿望,这两方面通过艺术家的创作活动互

相渗透,彼此融合,并通过物化形态形成具有艺术

形象的艺术品。因此,艺术审美价值应该是主客

体的有机统一,是心与物的结合。艺术生产的理

论由此澄清了艺术本质问题上的/主观精神说0与
/ 摹仿说0或/再现说0的片面观点和认识。前者过
分夸大艺术创作的主观因素,后者又过分夸大艺

术创作的客观因素。艺术生产理论认为,艺术在

本质上是实践基础上审美主客体的有机统一。

三、意识的作用与艺术的作用

辩证唯物论在肯定物质第一性,物质决定意识

的前提下,承认意识对物质的能动的反作用。列宁

指出: /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仅仅在承认什么是
第一性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

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物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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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0。[ 8]也就是说,超出谁是
本原的范围之后,两者是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

同样,艺术源于社会生活,又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

生活。艺术对社会生活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和作用,

但归根结底是通过创造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品来

满足人的审美需要。因此艺术的社会功能主要有

审美娱乐作用、审美教育作用和审美认识作用。

审美娱乐作用,主要指通过艺术欣赏活动使

人们的审美需要得到满足,获得精神享受和审美

愉悦,这是艺术最直接的作用。恩格斯说: / 民间
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做完艰苦的田间劳

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 得到快

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硗瘠

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0[ 9]我国先秦时期的艺术
理论著作5乐记6提出了/乐者乐也0的主张,认为
艺术应当使人们得到快乐。可见,通过欣赏文艺

作品,可以使人们的审美需要得到满足,精神上产

生一种愉悦、美感。有时这种精神的需要比人们

的物质需要更为强烈,如: /子在齐闻5韶6,三月不
知肉味0。今天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得到满足
之后,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会越来越高,艺术的审

美娱乐作用会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因此,文艺工作

者应根据时代的需要,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精神

的,健康、向上、催人奋进的,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

向的优秀作品,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

需要,而不应当以自己的作品去引导人们追求落后

的、不健康的、低级庸俗的娱乐方式。5乐记6指出:
/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

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0。就是说, /以道制
欲0,才能做到既从中获得快乐又不致引起混乱;如
果/以欲忘道0,则只会引起混乱,也得不到欢乐。
5乐记6的这段话,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艺术的审美
娱乐作用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与审美娱乐作用相联系的是审美教育作用。

通过艺术欣赏,不仅能使人们精神上的审美需求

得到满足,而且还能使人们在受到艺术的感染时

获得教育和启迪。亚里士多德指出,艺术有教育、

净化、精神享受三大功能。教育包括美育,美育功

能是指人们通过艺术欣赏,受到真、善、美的感染,

在潜移默化中陶冶性情,启迪心智,形成健康的价

值观念,培养起完善的人格。孔子说/乐以冶性0,
是说通过艺术的感染力,陶冶人的情操,美化人的

心灵。别林斯基认为/ 美和道德是亲姐妹0。鲁迅

先生说/美术可以辅以道德0,都说明了艺术对人
的道德的教育作用。

艺术的审美认识作用,主要指人们通过艺术鉴

赏活动,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自然、社会、历史和人

生。恩格斯曾对德国许布纳尔一幅画作了高度的

评价,指出这幅画异常有力地把冷酷的富有和绝望

的贫穷作了明显的对比,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

来看,这幅画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

江泽民同志提出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正确的舆

论引导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优秀的作品鼓

舞人,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就是要求他们发挥艺

术的审美认识功能,激发广大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政治热情和奋斗精神。

总之,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意识与它的组成

部分的艺术由于是整体与局部、一般与特殊的关

系,因而在起源、本质及作用方面是具有一致性

的。今天,认识和把握这种一致性,对于我们廊清

文艺理论上一些不科学、不健康的观念,对于我们

树立作为先进文化组成部分的科学的艺术观,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科学艺术观的内容十分丰富,同时也是与时

俱进地发展着的。但是,无论科学艺术观的内容

怎样发展,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与艺术

的起源、本质和作用的思想作为科学艺术观的坚

实的理论基础,以利于在艺术领域内坚持先进文

化的前进方向,使艺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责任编辑:邬锡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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