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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术 本 体 的 哲 学 审 视

黎 山 晓

我们考察艺术本体
,

应从艺术本体与其他意识形式本体的相同点和相异点两

方面来进行
。

从相同点而 言
,

苏本作汐件令粤谬琴等峥零感邵分
,

必终基亨该丁琴

等擎惨的丁参修件
。

这个一般特性就是菩水和纂侈枣谬形术丁样郁晕导艰寒丰活
可 以说这是一个为任何时代

、

任何主义和任何流派的艺术所证实了的普遍真理
。

现

跳飞飞护脚
,
耐体担l翻本刃龟龟锹为

.
`

在有的同志以艺术本体和其他意识形式本体的相异点来否认相同点
,

这是否认不了的
。

翻开文

学艺术史
,

哪一个作家的作品不是现实生活这一本体的显现呢? 巴尔扎克的作品中
,

纽沁根

的发迹
、

欧也妮的扭曲
、 `

高老头的哀号
,

都无不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
。

而安娜的毁灭
,

卡

秋莎的沦落以及响成一片的神甫祈祷声
、

贫民苦泣声和囚犯镣铐声
,

则使托尔斯泰的作品成

了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

在我国新文学发展中
,

鲁迅的《阿 Q正传 》深刻地开掘了长期形成的

民族深层心理结构
,

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重大课题 , 茅盾的《子夜 》生动地展示 了中国社会真

实的面貌和历史的走向
,

回答了中国可向资本主义道路行进的梦吃
,
而古华的《芙蓉镇 》和张

洁的《沉重的翅膀》 ,

则使我们看到了新时期的重要转折和无 限生机
。 、

现实生活是艺术的本体
,

对于再现艺术来说
,

一般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 .

但对表征情感的

音乐
、

直抒心灵的抒情诗
、

随兴而起的情绪舞
、

造型抽象的表现艺术是否也是如此呢 ? 回答

是肯定的
。

例如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 )}( 又名《命运交响曲}))
,

它所体现的是革命时期人民群

众与命运决战的英雄意志和反抗精神
,

而这正是当时社会心理的典型显现
。

郭沫若的《女神》
,

其中也无对现实生活外在面 目的描写
,

但是诗人主观情感的坦露
、

抒发和倾泻
,

是五四时期

时代精神最强烈的表现
。

情绪舞 《春江花月夜 》 ,

在景色美好的特定情景中
,

生动细致地扦发

了久锁深闺的少女对自由的憧慷和对幸福的渴望
。

这种情感既是个人的
,

又是超越个人的
,

相当典型地反映了精神遭到压抑的女性的苦闷和追求
。

抽象性很强的书法艺术
,

虽然不是对

客观事物的直接摹拟
,

但也不是 与它绝缘的
,

一方面它抽象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形体和动态

的特征 (抽象的反映
,

既不是对事物本来面 目的描幕
,

又不是概念的反映① )
,

例如 一 点
,

可

概括
“

垂珠
” 、 “

瓜瓣
” 、 “

鼠矢
”

等物的某些特征
,

一横则可概括
“

一叶横舟
” 、 “

千里阵云
”

等物

的一些特征
。

书法艺求更为根本的一面
,

是表现书法家的内在情感和精神气度
,

而这又是外

在的客观世界和内在的客观世界 (外在和内在的客观世界是相互沟通和相互转化 的一个统一

的世界 ) 本体的显现
。

例如颜真卿书法严整的结构
、

刚健的用笔和庄重
、

雄伟的风貌这 些 创

作特点
,

既是盛唐时代精神的产物
,

又是作者耿直刚烈的个性 (这种个性是由自身齐艰的社会
地位和社会关系决定 的 )的体现言西方现代派的作品不管如何夸张和荒诞

、

抽象和变形
,

但其

中那躁动不 已的幻想
、

痛苦
、

企求
、

冲突
、

悲观
、

烦恼等等情感内容
,

无一不是资本主义社

纂
这一本体的千差万别的显现

。

例如贝克特的荒诞剧《等待戈多鹅全剧那种希望和绝望
、

痛苦
、

追求和动摇相互矛盾面又相互交织的心态
,

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人生状态的写照
。



由此可见
, 任何艺术作品不论形式多么异常

,

内容多么特殊
,

都有其现实生活的本体根据
。

我们说艺禾以现实生活为本体
,

还只是指出了艺术本体和其他意识形式本体

的相同点
,

而相异点对于艺术本体是更为重要的
。

别林斯基曾经说过
,

艺术和科

学的风别不在内容而在形式
。

这实际是说
,

艺术和科学的本体是相同的
,

不 同的

只是把握方法的向题
。

不注意本体的差异
,

只注意方法的差异
,

这也是我们关于形象思维间

题的讨论
,

以及近年展开的文艺学方法论的讨论中存在的一个突出的问题
。

艺术本体之所以和其他意识形式本体存在着相异点
,

关键就在于 以实践为核心的人的活

动的多样性
。

马克思说
: “

正象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样
,

人的现实也是多种多

样的
。 ”

②人的活动的多样性
,

也就使统一的现实生活显现为既相互联系又相互 区别的多样化

的世界
。

所以
,

’

艺术和其他意识形式的本体虽同存在于现实生活的同一系统之中
,

但并不是

同一层次
、

同二侧面
、

同一形态和同一运动方向的现实生活
,

它是一个不可替代
、

不 可还原

的相对独立的世界
。

艺术本体的这一相对独立的世界
,

我们认为就是粤寒毕汐摹砂汐宁今妙
人的趋于 自

`

由的感性整体的生命活动
。

下面将对这一定义的逻辑规定依次进行分析
。

首先要对人的活动和人的实践这两个紧相联系的概念作出适当的区分
。

人的活动是包括

人的一切存在和一切表现在内的极其广泛的概念
。

根据不 同的范畴
,

人的活动可以相对地区分

为有目的和无目的的活动
`

,

自然的和社会的活动
,

高级形式和低级形式的活动
,

物质的和精神

的活动
。

人的实践从其本质的规定来说
,

主要是人的有目的的物质性活动
,

因此并不能将人的

` 切活动都囊括入实践之中
。

实践虽是人的活动的基础和中心
,

在整体上和宏观的趋向上早移
决定了入的活动的本质

,

但不能直接决定人的无数细部和分支的活动特征
,

直接决定人的活

动无限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
。

例如眼神的微妙变化
,

面部的复杂表情
、

心灵的精细反应
,

以及千姿百态的身姿
、

风貌和动作并不都是与实践一一直接对应的
。

至于不同性别
、

不同年龄
、

不同生理以及不同地域和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人的活动的特征
,

更难以用实践来直接阐释
。

当

然
,

通过无数中介
,

上述种种活动也会与实践产生这样那样的联系
。

但是联系这一概念的本身

就已说明
,

人的活动和人的实践是不能等伺的
,

前者的外延较之后者要大要广
。

看不到这一点
,

就会将人的活动简单化 ; 反之
,

如果看不到实践在人的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

又会将人的活

动抽象化
。

所以
,

既要看到实践是人的活动的中心
,

是人的活动的太阳
,

又要看到在这轮太

阳的照姐下人的活动的极为广阔的天地
。

以实践为中心的人的活动
,

还不能构成艺术区别于其他意识形式的本体
。

因为人的活动

是多方面的
,

既有物质活动
,

又有精神活动 , 既有自然性活动
,

又有社会性活动 , 既有低层

次活动
,

又有高层次活动
。

作为艺术本体的人的活动
,

既不是某一形态的活动
,

也不是某一

层次的活动 f 而是人的整体性活动
。

这样
,

艺术本体也就和一些意识形式的本体初步区分开

来了
。

例如人体解剖生理学的本体仅是人的 自然结构和 自然功能
,

经济学的本体仅是人的经

济关系
,

政治学的本体也仅是人的政治关系
,

总之都不是 以人的整体性活动为本体
。

当然
,

以人的整体性活动为本体并不为艺术所专有
。

例如哲学就是以世界和人类的整体存在和整体

活动 (存在和活动是统一的
,
活动就是存在的形态 )的规律为本体的

,

心理学也是以人的整体

性心理活动为本体的
。

艺术本体和哲学`心理学本体的区别
,

就在于人的整体性活动不是抽象

形态的
,

而是感性具体的活动 , 不是
“

观点
” 、 “

原则
” 、 “

本质
”

这些抽象 范 畴 的 活动
,

而是

活生生的人的活动
。

换言之
,

艺术不是以抽象形态的本质范畴
、

规律范畴为本体
,

而是以感

性的人及其括动为本朱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艺术本体是对于本质
、

规律
、

理性的排斥
,

而是

使其包含
、

镇溶 、 转化于人的感性的存在和感性的活动之中
。

艺术本体中现象和本质的统一
,



必然 (规律 )和偶然的统“
,
感性和理性的统一

,

永远是有差异的统一
,

永远不是完全叠合的

统一
,

不是一一直接对应的统一
。

因此人的感性整体的活动
,

虽然一定和本质
、

规律
、

理性

相联系
,

但也一定有本质
、

规律
、

理性所不能完全概括的东西
,

一定有自身相对独立的内涵
。

一次邂逅的相遇
,

一个难忘的流盼
,

一片奇异的情境
,

一种莫名的思绪
,

.

这虽然并不是纯粹

偶然性的东西
,

但你能完全将之纳入某种本质的范畴中吗 ?

作为艺术本体的人的感性整体的活动
,

也不是一种机械的活动
,

一种简单的
、

静态的
、

.

可逆的
、

有其一丝不苟的严格程序的活动
,

而是复杂的
、

动态的
、

不可逆的
、

千变万化的
、

充满种种可能和无限生机的生命活动
。

不要一提人的生命活动
,

就认为只是人的生理活动 `

人的自然活动
。

人的社会活动
、

心理活动
,

修剐辱情粤括矽
,

同样是人的生命活动
,

.

并且辱
更高级的生命活动

。

人的痛苦
、

欢欣
、

烦恼
、

失望
、

喜悦和兴奋等等情绪和情感的活动
,

不

仅影响着人的外部活动
,

而且影响着身体内部的血压
、

脉搏
、

内分泌一系列生理和其他心理活

动的变化
,

这难道不是人的生命活动
,

不是人的更高级的生命活动吗 ? 所以不要把人的生命活

动仅仅理解为低层次的自然性活动
,

作为艺术本体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生命活动、 生命性
,

是人的活动的特征
,

当然也是艺术本体的特征
。

所以
,

任何事物
、

任何现象
、

、

任何过程
,

即使

是非生命
、

非现实的
,

即使是夸张的
、

虚幻的
、

荒诞的
、

变形的
、

抽象的
,

只要进人艺术本

体之中
,

都无不因此而获得人的真实的生命
,

成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千姿百态的显现
。

当然
,

并不是人的生命活动的任何显现
,

都可成为艺术的本体
。

有资格成为艺术本体的
,

只能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自由趋向或趋向 自由的生命活动
。

自由是人的本质
,

是人区别于动物

的根本特征
。

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
,

人则能把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 来
,

因此人的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
。

人的意识和 目的并不是自生的
,

而是在现实活动中产生

的
,

又在现实活动中对象化
,

成为现实性 的存在
。

人的意识和 目的这种由客观到主观
, 、

又由

主观到客观的这种能动的创造性
,

能使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结合起来
,

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

结合起来
,

从而使人的生命活动成为趋于 自由的生命活动
。

当然
,

人的生命活动的这种合规

律性与合 目的性相统一的自由趋向
,

是作为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历史过程而展开的
,

是作为

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而展开的
。

但是
,

人的生命活动不论经历如何艰难复杂的过私
它的趋向必然是自由的趋向

。

人的生命活动的自由趋向
,

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总体趋向
。

因此人的生命括 动的自由趋向

必然存在于人的一切生命活动之中
,

存在于生产活动
、

旧 常活动
、

政治活动
、

伦理活动
、

文

化活动等等人的一切生命活动之中
。

人的这种种现实的生命活动虽然存在着不同形式的自由
」

趁向
一

,

但由于受着活动本身的功利 目的的限制
,

因而在整体上来说
,

还只是一种较低层次的

自由
,
尚未进入更高层次的自由即审美的自由

·

(审美的必定是 自由的
,

但自由的不一定是审

养的
。

作为内外尺度相统一 合规律性和合 目的性相统一的自由是有高低层 次 之 分 的 )
·

但是人的活动既然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
,

人的本质既然是自由本质
,

所 以人总 是 力隶将

非审美的自由活动发展
、

提高为审美的自由活动
,

即既以功利活动为基础
,

又力求超出欢利

活动的限制
,

追求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

追求人的自由本质和理想人性的全面实现
。

这种在

现实活动塞础之上的追求
,

一方面不断改造和升华人的功利活动
,

使人的经济
、

政治
、

伦理
、
文

花渭带娜人的~ 切现实的生命活动
,

成为趋于
一

审美自由的实践活动 , 这种追求、 简时又是一

种灿数性食展钓审美的精神活动
。

人的这种审美精神活动是人的生命活动 的 最 高 形态
,

祖是州幽铂裹晚的最高层次
。

它既以人的感性整体的生命活动为其现实的基础
,

同时又在

滚高层次王整东
’

改造和升华了人的感性整体的生命活动
,

便之显现出由非审美自由到审美

`

招



自由的趋向
,

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趋向
,
这样也就傅本峥移件擎垮袒丰愈活砂老丰了断妙

特性和新的规律
,

构成了有别于其他意识形式本体的独特的艺术本体
。

在这里我们似有必要

进二步完善关于艺术本体的定义 , 它应是粤寒毕汐早砂汐中兮的冬的挣T亨养自申单移件擎
体的生命活动

。

我们如果将上述意义的艺术本体视为 , 个系统结构的话
,

那么可以在理论上区分为三个
.

层次
,
第一层次是以人的生产实践为主的活动

;
第二层次是由第一层次最终决定的人的政治

、

伦理
、

次化
、

日常等活动以及非审关的精神活动 , 第三层次是既包含而又超越了前两个层 次

的人的审美精神活动
。

艺术本体的上述三个层次
,

虽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
,

但在系统结构
.

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
。

第一层次是艺术本体的基石
,

第土层次是艺术本体深广的土壤
,

第

三层次是艺术本体区别于其他意识形式本体的关够所在
,

是艺术本体的半愈积辱咚
、

娜缪积
一

中心
。

艺术本体的第一
、

二层次虽是决定第三层次的东西
,

构成了高层次的基础
,

但本身并

不包括高层次的内涵
,

因此它不能成为艺术本体结构的中心环节
。

第三层次虽在第一
、

二层

次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

虽是最终由它们决定的东西
,

,

但在艺术本体的系统结构中
,

居于直接决

定全局的关键地位
。

这是因为
:

第一
,

第三层次以审美的方式整合了低层次的人的生命活动
,

从

而使自身成为人的感性整体生命活动的网结点
、

凝焦点和投影点
。

因此把握艺术本 体 系 统 的

整体
,

必须以把握第三层次人的审美精神活动为中心
。

第二
,

在艺术本体的系统结构中
,

人

的审美精神活动改造
、

构建和升华了人的感性整体的生命活动
,

使之处处对象性地显示了审
1

美的自由趋向
,
从而产生了作为艺术本体的新质

。

因此把握艺术本体的本质规定
,

必须把握

构成艺术本体本质的主要环节— 人的审美精神活动
。

第三
,

人的审美精神活动较之人的其
一

他形式的生命活动
,

是更高级更复杂的活动
,

它不仅在观念形态上整合和升华了人的感性整

体的生命活动
,

而且又向人的各种现实形式的生命活动转化
,

指引
、

推动
、

影响其向审美自

由的方向发展
,

从而显现出人的最大的创造性和最高的主体性
,

而这正是艺术本体的精健
。

因此要把握艺术本体的此中三昧
,

也必须以把握人的审美精神活动为中心
。

,

州 艺术本体的系统结构以人的审美精神活动为中心
,

当然不是对第一
、

二层次的人的经济
、

政治
、

文化称其他现实生命活动的排斥
。

否则
,

取消了艺术本体的基石和土壤
,

心理 的东西
、

精神的东西
,

也就成了孤立自在的唯心主义的东西了
。

不过
,

艺术本体中第一
、

二层次人的

经挤
、

政治、 文化和其他现实活动与其单独存在时的面 目不 同
,

它是以经过改造的丛辱舌人
一

的审美精神括动规律
.

的形态出现于艺术本体之 中
。

人的经济
、

政治屯文化和其他现实活动
,

如果锐在经济学、 政治学
、

文化学和其他意识形式的本体中
,

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而

存在的话
,

那么在艺术本体的系统结构中
,

就只是作为系统的要素而存在
,

作为系统的低层

次而存在
。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
,

一个事物进入到 一个新的系统
,

就必然接受该系统的制约和

支配
,

具有该系统所给予的新质
。

人的经济
、

政治
,

文化和其他现实活动
,

一旦进入艺求本

体的系统之中
,
它作为低层次就必然接受高层次的制约和支配

,

产生对象性地展现人的审美

精神活动的新质
。 .

当然
,

人的经济
、

政治和其他现实活动进入艺术本体的系统之后
,

原有的自身属性和规
、

律并未消失
,

而是在不同的系统中以不同的形态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作用
。

因此
,

作为艺术

本体系统高层次如人的审美精神活动
,

并不能任意违背低层次人的经济
、

政治
、

文化等等现

实活动的规律
,

而只是将其整合于 自身之中
。

当然
,

作为高层次的人的审美精神活动虽然包

含了低层次的东西
,

但也不是低层次的简单反映
,

低层次的简单总和
,

而是有其为低层次所没

有的新的特征和规律
,

高低层抹之祠存在着质的差异
。

但是
,

这种质的差异
,

并未使高低层

弘



次分成绝对地排斥的不同部分
,

而是共同遵循由高层次决定的系统结构整体的规律
。

高层次

在整个系统结构中居于支配地位和中心地位
,

高层次的特征和规律
,

也就规定了这个系统之

所以成为这个系统的整体的特征和规律
。

因此
,

茎本夺售的备个早巷早各争亨纂不可担孚零
华的修珍的特呼积娜呼

,

厚郁黔零遵嶂枣等擎修的修呼积娜呼
,

即争冬的亨养精妙活砂竿合
起来

,

成为人的审美精神活动对象性的显现形态
。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 》的系列作品
,

对人的

各种现实活动和现实关系有着非常出色的描写
,

曾为恩格斯和马克思极力称赞
。

但是所有这

些描写
,

都通向一个中心
,

通向人的心理世界
、

精神世界
。

在这方面
,

有些理论家的话是值得

认真品味的
。

泰纳说
: “

如果一部作品内容丰富
,

并且人们知道如何去解释它
, 、

那么我们在这

作品中所找到的
,

会是一种人的心理
,

时常也就是 , 个时代的心理
,

有时更是一个种族的心

理
。 ”
③勃兰兑斯说得更透彻一些

: “

文学史
,

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
,

是一种心理学
,

研究人

的灵魂
,

是灵魂的历史
。 ”

④艺术毫无疑问应该成为社会生活的房史
,

但是只有通过审美的心

理的历史
、

情感的历史
,

个性的历史
,

才能艺术地展现社会生活的历史
。

换言之
,

艺术只有

通过审美的心理的折射
、

情感的折射
、

个性的折射
,

才能映现生活之光和历史之光
。

在艺术

本体中
,

人的经济活动和其他现实活动一方面最终决定 (这是通 过 种 种 中介的最终决定 ) 了

人的审美精神活动
,

另一方面又接受人的审美精神活动逻辑的直接制约和支配
。

这两方面的

关系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

因为只有通过人的审美精神活动的逻辑
,

`

通过人的情感和个性

的特征
,

才能更生动更深刻地显示人的经济活动和其他现实清动 的 逻 辑和特征
。

所以
,

艺

术本体以人的审美精神活动为中心
,

并不是对以社会生活为本体的否定
,

而是生动具体的展

开和进一步的深化
。

也许有的同志会间
,

人的精神活动是主观的东西
,

艺术以人的审美精神活动作

为本体的中心
,

是不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艺术本体论呢 ? 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

主观和客观的对立
,

物质和精神的对立
,

既是绝对的
,

又是相对的
。

有的同志

跳飞飞护

认为
,

不论在任何范围内
,

物质和意识都是绝对地对立的
。

因此他们将世界上的事物和现象分

为两大类
,

一类是物质性的
,

另一类是精神性的
。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二元论的观点
。

世

界上千姿百态
、

千变万化的事物和现象
,

都是物质运动的不同形态和不同表现
,

除此之外
,

再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了
。

世界的统 一性在于物质性
。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
,

人 的精神活动是

物质运动的最高形式
,

是社会形式的物质运动和 自然形式的物质运动在人脑中的最高整合
。

因此
,

精神的东西并不是外在于物质的东西
,

是和物质并列的东西
。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

、

此

处所说的物质是哲学的而非自然科学的概念
。

作为哲学概念的物质的规定
,

就是列宁所说的
:

“

物质的唯一
`

特性
,

就是
:

它是客观实在
”

⑥
。

在这里
,

物质性和客观性是同 一 个 概 念
。

精

神的东西既然有其物质的基础
,

是物质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
,

那么它就必然有其自身发展的

客观规律
。

我 国新时期广大群众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觉醒
,

文明和科学精神的振兴这种社

会 心理的特征
,

不正是社会生活的发展划出的一种客观轨迹吗
。

人的精神活动归根到底说来
,

即从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这一点说来
,

它是具有客观

物质性的
。

但是
,

这种客观物质性既是绝对的
,

又是相对的
。

相对于人的经济
、

政治这些物

质性活动来说
,

人的精神活动又是主观意识的东西
,

第二性的东西
。

但是在另外的条件和关

系中
,

例如甲的精神活动相对于 乙来说
,

又是客观的东西 了
。

乙对于甲的精神活动的反映
,

不能说是主观对主观的反映
,

而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
。

所以主观和客观
、

物质和精神的划分
,

是在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这个根本的前提下和唯一的基涵主
, ’

裱扁哀同雨巅杨谕诬袜
系为转移的

。

因此
,

在一定关系中是主观意识的东西
,

一

在另一关系中则可是客观物质性的东



西
。

以往
,

我籽由于运用唯一的
、

绝对化的参照物和座标系去观察不同事物之间的主观和客

观
、
物质和意识的关系

,

因而将包括艺术家在内一切人的精神活动排除于客观的
、

物质的存

在范呻之外
。

这样
,

我籽的艺术创作所谓主观对客观的反映
、

意识对存在的反映
,

也就囿限

于一个非常浅薄
、

狭窄的世界之内了
。

卜
.

’

茹果狡们运用不同的参照物和座标系来观察不同事物之间不同的主观和客观
、

物质和意

识的关系的话
,

挪么在艺术本体输中卿欢均哆咖声典熹硕司不俘早不的砂辱活动
,

冬妙薄砂尽幸令可举晕苏本即寄艰冬 匆辱今的丰俘誉暑妙琴拳 我们将人的精神活动纳入

艺术的本体滋界之中
,

并不是对与椅神活动相对而言的物质活动的排斥
。

艺术的本体世界是

六个不可分割的挂体产人的椿神活动离开了物质活动
,

将是失去根基的永不开花结果的活动 ,

但人的娜犀活动成开了墩神活动
,

.

不仅是机械的活动
,

也将是难与动物区别的活动
。

· ”

我价不仅将人的每质活动
, 而且将人的精神活动纳入艺术本体世界之 中

,

这就极大地扩

展了这一世界的哄空
, :

不论是人的外部世界
,
还是内部世界 , 不论是人的现实世界

,

还是想

象世界 , 不诊是衣的现在世界
, ;

还是未来世界 , 也不论是人的白箱世界
,
、

还是灰箱世界
、

黑

箱世界 ,
·

总名诬只要是有人的足步叩响的地方
,

有人的目光穿越的地方
,

有人的幻想飞升的

地方
,

f 有人的情感拥抱的地方
,

、

褪可以是艺术的本体世界
。

这是人的发展趋于审美自由的世

界
,

是人的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
、
情感世界和理性世界

、

经验世界和超 验 世界
、

具 象 世界

和抽象世界娜耳琴移和想耳芍华的多样化的世界
,

是摹舌现实生活
、

冬含现实生活而 又娜哗
现实生渭的崭新的世界

,

是人的身我创造
、 ;

自我更新
、

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的流动不居
、

青

春永驻的世界
。

` 户护

在无限广阔
、

无限丰富的艺术本体世界中
,

有没有艺术家的一席之地呢 : 以往

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

这是一个很大的偏颇
。

产生这种偏颇的主要原因
,

就正如马

克思所说
: “

对事物
、

现实
、

感性
,

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

而不是把它

禅。动刃毛象飞

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
, ,

当作实践去理解
’ ⑧ ` 以往我们对艺术本体的理解不正是如此吗 ? 只是

把艺术本体看成是客体的东西
,

看成是自然生成的东西
,

看成是预先存在的东西
,

而不看作是

由包括么术家在内的人的实践和活动构成的
、
创建的东西

。

以往我们虽也强调人的实践和活

动的重要性
,

但只是局 限在认识论和创造论的意义上
,

而没有注意到其在本体论上的意义
。

关于实践既具有认识论
、 .

创造论的意义
,

又具有本体论意义的问题
,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

人是讲得非常清楚的
。

马克思
、

`

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说
,

人们的感性活动
“

是 整 个

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
” ,

而费尔巴哈的失误
,

就在于
“

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

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
、

活生生的
、

感性的活动
。 ”

⑦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他们的唯物主义界

定为
“

实践的唯物主义理的本身
,

就极为深刻地指出了实践首先是具有本体论的意义
,

然后才是

具有认识论 、 创造论的意义
,

寒睁的哗匆丰冬和享邓的唯砂丰冬的粤剐
, .

草步尽个修诊冬甲
区别

,

其次才是认识论
、

创造论上的区别
。

以往包括作者在内的许多同志
,

只是注意了后一个

送痢
,

而忽视了前一个区别
,

·

因而在艺术本体论的问题上
,

脱离了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根本观

点
。 `

从实践的唯物主义看来
,

艺术本体是由包括艺术家在内的人的实践和活动所伸津
、

所创
造的世界

。

因此
,

.

在艺术本体的世界中
,

艺术家理所当然地占有极为重要的一席之地
。

当然
,

它术家和他周助
世界并不是平行的

,

而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交织的
。

一方面他为周围的世界

所渗透
、

所塑造
,

另一方面他也参与着
、

构建着他周围的世界
。

因此对艺术家来说
,

他周围

的世界并禾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 ’

彼岸的世界
,

他就实践
、

活动
、

生活于这个世界之中
,

和这



个世界结为不可分割的一体
。

因此在艺术创造过程中
,

艺术本体并不是如直观唯物主义所理解的那样
,

仅仅转化为客

体
,

转化为对象
,

而是同时转化为主体
。

因而艺术家对于艺术本体世界的开掘
,

既包括外在

的客观世界的开掘
,

同时也包括内在的客观世界的开掘 , 艺术家对于客观生活的深入
,

既包

括外在的客观生活的深入
,

同时也包括内在的客观生活的深入
。

这两种相反而又相成的开掘

积缪加 晕草汐考价 早汐煎琅够 失去对一方的开掘和深入
,

对另一方的开掘和深入也就

难以卓有成效地进行下去
。

如果只注意外在世界的开掘和深入
,

就易走向直观唯物主义或客

观唯心主义 , 而只注意内在世界的开掘和深入
,

则易陷入主观唯心主义
。

两种开掘和深入的

统一
,

在创造过程中也就是外在尺度和内在尺度的统一
、

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
。

这里似有必要特别指出艺术创造的合规律性问题
。

合规律性不仅要合乎外在世界的客观

规律
,

同时要合乎内在世界的客观规律
。

如果仅仅合乎一个方面的规律性
,

则不能和 目的性

统一起来
。

同理
,

艺术创造中的主观合乎客观
,

不仅要合乎外在客体的客观性
,

同时要合乎

内在客体的客观性
,

否则主观就无法实现合乎客观的目的
。

在上述问题上
,

我们的理解长期

存在片面性
。

究其原因
,

在于没有从实践的观点
、

活动的观点去理解艺术本体
,

没有将艺术家

的实践
、

活动和存在视为艺术本体世界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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