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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艺 术 之 魂

黎 山 晓

不同的艺术毫无疑间存在种种不同的差异性和特殊性
,

但在这差异性和特殊性之中
,

又寓

含着种种相似性和普遍性
,

而其最重要的便是闪恨在各种艺术之中的冬的自申精妙这一艺术
之魂

。

当然
,

作为艺术之魂的人的自由精神
,

虽有其普遍性
,

但并非抽象的东西
,

它总是通

过不同的时代
、

民族
、

阶级 以及创作个性
、

艺术风格等等特征具体体现出来的
。

因此
,

我们

看待艺术之魂的自由精神
,

1

既要看到异中之同
,

又要看到同中之异
,

否定任何一个方面
,

都

是一种片面性
。

我们在论述人的自由精神之前
,

首先要涉及人的实践活动的属性
。

因为人的自由精神并

不是一个孤立的实体
,

而是生发于实践活动之中的
。

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多种多样的属性
,

可

从不同侧面
、

不同层次作出不同的界定
,

但在这多种多样的属性中
,

有一贯串的根本属性
,

这便是 自由的属性
。

如果说实践活动是人的本体性活动
,

那么自由也就是人的本体性属性
。

自由
,

是什么呢? 仅仅从主观意识方面
,

或仅仅从客观必然方面出发
,

都不能达到对自

由的全面理解
。

真正的自由只能实现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
。

人的实践活动既是物质性活动
,

又是精神性活动 ; 既是客观性活动
,

又是
.

主观性活动
;
既是主体向客体方向运动的外化活动

,

又是客体向主体方向运动的内化活动
几

。

实践 活 动 就是上述两种活动担孚攀孚和担孚节华的
有机统一体

。

这种有机的统一
,

标志着人的实践活动具有根本不同于动物的主体性
、

选择性
、

创造性和体验性
。

而实践所体现的主体性
,

选择性
、

创造性和体验性
,

也就是自由的本质
。

作为 自由本质的主体性
,

是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中显现的
,

因此它虽是人这唯一主体活动

的属性
,

但不是一种主观任意性
,

而是包含着客体性的主体性
。

所以主体性不是在主体之内
,

而是在主客体相结合的实践活动中
,

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
,

在认识
、

改造
、

构建对象以及 自

身的过程中
,

亦即在人的外部 自然的人化和人的内部自然的人化的过程 中实现的
。

作为 自由本

质的选择性
,

是在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中显现的
,

因此它既不是对于客观必然的消极顺应
,

也不

是纯粹主观的意志决定
,

而是将自由和必然有机结合在一起
,

一方面使自由消除 了盲 目性和

自发性
,

另一方面又使必然消除了异己性和外在性
。

于是
,

历史的必然成为人的大量的 自由

选择的结果
,

而人的大量的自由选择
,

又体现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

作为自由本质的创造性
,

是在理想和现实的关系中显现的
。

自由既是人的现实活动的特征
,

又是人的理想 活 动 的 标

志
。

将理想的自由转化为现实的自由
,

再将现实的自由转化为更高一级的理想的自由
,

这就

是实践的自由创造
。

作为自由本质的体验性
,

是在人的外部活动和内部活动的关 系 中 显 现

的
。

人的实践活动的自由特性
,

不仅体现于人的外部活动之中
,

同时也体现于人的内部活动

即精神活动之中
。

作为精神活动的自由
,

不仅是认识的自由
、

意志的自由
,

更为重要的是情

感体验的自由
,

是以情感为核心的知
、

意
、

情相统一的精神的自由
,

当然也是对象意识和自

我意识相统一的精神的自由
。



上面我们论述的自由的主体性
、

选择性
、

创造性和体验性在人的总体性的实践活动中
,

是

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
。

假如情感的体验性不和具体活动中的主体性
、

选择性
、

创造性结合

起来
,

那么这种体验性或者是抽象的
,

或者是畴形的
。

反之
,

人的具体活动中的主体性
、

选

择性和创造性
,

不转化为自由的情感体验
,

不转化自由的精神感受
,

那么这种 自由或者是虚假

的
,

或者是异化的
。

这即是说
,

人的自由的特性
,

不仅体现于人的外部活动之 中
,

同 时 也

体现于人的内部活动之中
。

人的实践活动作为人的本体活动
,

之所 以是 自由活动
,

就正在于

上述两种自由活动的结合
。

冬专丁方
,

矛丁方括矽峥自申修件粤郭不厚夺夸
。

所以
,

那种把

人的实践活动等同于人的外部活动
,

把精神活动排除于人的实践活动结构之外的观点
,

显然

是不能成立的
。

长期 以来
,

我们由于将人的精神活动排除于实践活动这一人的本体活动之外
,

因此将精

神仅仅囿于反映论的范畴
,

而看不到它的本体论的地位
,

这是一个很大的偏颇
。

人的精神存在不仅是人的本体存在
,

是人的实践本体存在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

而且是主

导性的存在
,

在人的实践本体存在中发挥着主导性功能
。

这种功能主要是言 第一
,

反映和观

照功能
。

精神一方面是人的本体存在
,

另一方面又具有反映和观照包括自身在内的人的本体

存在的功能
。

水的丁切薄琴的夺修夺夸
,

包括精神自身的本体存在
,

吞不辉臀
、

攀幸烈精妙
宁冬 因此对于精神的把握

,

不仅是对于精神的本体存在的把握
,

而且也是对于人的整体存

在的观念的把握
。

第二
,

整合和构建功能
。

精神的这种功能在于形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心理
、

理

论观念
、

思维方法
、

行为模式和活动蓝图
,

在人的具体活动中具有超前的整合和构建的能动性
。

第三
,

组织和指导功能
。

精神是人的有目的的具体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

离开了这种组织和

领导
,

人的活动就将倒退为盲目的本能的活动
,

倒退为没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永远重复进行的

活动
。

第四
,

超越和升华功能
。

人的精神活动一方面扎根于人的外部现实存在和外部现实活动

之中
,

另一方面又是它的超越和升华
。

这说明
,

人的精神活动除了具有和外部现实活动相同

构
、

相对应的年厚俘之外
,

又具有与其不同构
、

不对应的手手厚件
。

以往我们不仅将精神排

除于人的本体存在之外
,

而且认为精神仅仅是存在的反映
,

仅仅具有可逆的还原性
,

这是一

个十分片面的观点
。

人的精神不仅是人的本体存在
,

而且是人的本体存在结构的最高层次
,

作为最高层次的精神
,

除了以观念的形式将低层次整合于自身之外
,

还具有不同于低层次的

内容
、

形式和特征
,

自身是一个相对独立 自足的世界
,

是一个高于人的外部现实 活 动 的 世

界
,

因而具有不可逆的非还原性
。

人的精神活动固然不能脱离外部现实活动
,

经过种种时空交

织的中介
,

可对人的精神的特征作出一些大致的阐释
,

但绝不可能穷尽精神活动中无限丰富复

杂
、

细微多变的内涵和五光十色
、

千姿百态的形式
,

`

因而也绝不可能将人的精神活动一一还

原为外部现实活动
。

人的精神活动和外部现实活动
,

精神生活和外部现实生活
,

既不可以截

然分开
,

又不可以划上等号
。

以往由于我们将二者的关系完全看成是一而二
、

二而一的等同

关系
,

因此将精神仅仅看成是第二性的东西
,

毫无独立性的东西
。

殊不知人的精神正是因为

具有相对独立性
,

才能在人的本体存在中发挥主导性作用
。

否则
,

仅仅形影不离地同外部现

实活动亦步亦趋
,

而无对它的整合
、

指导和超越
,

人的外部现实活动又怎能发展和提高呢 ?

人的精神的上述四个功能
,

说明人的精神是人的实践本体存在中最活跃
、

最积极的主导

因素
。

实践本体的总体属性是 自由的
,

而作为这一总体中的主导因素的精神
,

理所当然地更具

有自由的属性
。

因此
,

人的精神的一定意义
,

就是本体性的自由精神
。

这种 自由精神不仅是

实践活动中人的认识对于客观必然的享的琴攀
,

人的意志对于行为和目的的着的举攀
,

而且

也是人的情感在实践活动中自我决定
、

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的养的修琴
,

即是人作为完整的

8又



主体
、

独立的主体而存在的真善美相结合的本体体验
。

因此人的这种 自由精神
,

不仅意味着

人是自然和社会的主人
,

而且意味着人是 自身的主人
。

人的自由精神的最高层次和理想形态是艺术的自由精神
。

下面我们想以较多的篇幅
,

从

艺术创造的角度
,

谈谈对于作为艺术之魂的自由精神的把握问题
。

1 独特的视角
。

人的整体存在的各个部分
,

都是相互联系的
。

因此
,

整体的任何一

部分都既是自身
,

又不是自身
,

以一种独特的角度映照了整体存在的状况
。

例如
,

人的舌苔
、

脉搏
、

气色等等局部状况的变化
,

可从不同角度反映出身体全局状况的变化
。

但是
,

不同的

局部对于全局的显现
,

其程度和质量并不都是相同的
。

所以
,

选择什么局部来显现全局
,

是

很值得研究的
。

艺术创造的特点之一
,

就是以精神的显现
,

来显现人的存在 的 整 体 的
。

例

如
,

现实主义艺术从其现象来看
,

着重的是人的现实活动和现实关系的客观描写
,

但是这种

描写所突出的仍然是人的精神世界
,

是人的性格
、

气质和情感的特征
,

是心灵的感受和体验

的标记
。

因此
,

读者所看到的并非是人的直接的现实活动和现实关系
,

而是投影于人的精神

世界中的现实活动和现实关系
。

所以
,

艺术中人的外部世界和外部活动的描写
,

一定要服从

于人的内部世界显现的需要
。

离开了内部世界的逻辑
,

离开了精神活动的特征
,

那么人的外

部世界和外部活动的描写
,

就会成为一盘无序的散沙
。

因此
,

从本质而言
,

我们一般所谓的

故事作品
、

情节作品
,

都是精神作品
,

艺术史也都是精神发展史
、

心灵发展史
。

2 中心的中心
。

艺术创造必须以人的精神的显现为中心
,

通过这一中心的显现来显

现人的整体存在
。

但是还要抓住中心的中心
,

即以人的自由精神的显现作为中心的中心
,

作为

艺术的灵魂
。

人的精神根据不同范畴可分为许多种类
。

依精神的历时态可分为
:

历史精神和

现实精神
,
依精神的共时态可分为

:

个体精神和群体精神
、

民族精神和人类精神 , 依精神的

层次可分为
:

感性意识和理性意识
;
依精神的显隐可分为

:

无意识和意识 , 依精神的属性可

分为
:

伦理观念
、

政治思想
、

哲学观点
、

文化心态
、

经济意识
、

民主精神和科学素质等等
。

在艺术作品中
,

所有上述这些精神的显现
,

都应为人的自由精神所照耀
、

所统摄
,

都要从不

同角度
、

不同侧面
、

不同形态显现人的自由精神这一艺术的灵魂
。

因些
,

所谓哲理小说
、

心

态小说
、

文化小说
、

社会小说
、

探索小说
,

从其本质而言
,

都应是为人的自由精神所照耀
、

所渗透
、

所贯穿的小说
。

失去了自由精神的太阳
,

艺术的一切探索也就失去了它的异彩
,

艺

术的一切创造也就失去了它的魅力
。

鲁迅的《阿 Q正传》 ,

可以说写到了各种各样的精神内涵
,

是当时我们民族精神生活 一幅

多种色调交织的巨画
。

这幅巨画的主调或者说是灵魂
,

虽有突出的民族特征和鲜明的个性色

彩
,

但其深蕴仍是人的自由精神
。

作品主人公阿 Q性格的特征
,

生动地概括了我们民族乃至人

类的人性 弱点
。

但是这一人性弱点的深刻描写
,

仍应看作是在封建主义文化的
、

政治的
、

伦

理的
、

历史的高压之下
,

人的精神本性— 自由精神的挣扎和呼号
、

躁动和幻想
、

忧愁和绝

望的表现
。

尽管这种表现是扭曲的
、

畸形的
,

甚至达到了对人的自由精神本来意义的否定程

度
,

但是艺术中这种否定的表现
,

从另一面看来
,

是在人的解放这一极为深刻的历史文化意

义上
,

对人的自由精神间接肯定的描写
。

鲁迅的其他小说
,

如《狂人日记》
、

《药》
、

《祝福》
、

《孔乙己》
、

《伤逝》
、

《长明灯》等
,

从哲学的最高概括来说
,

也无不是人的自由精神这样那样

的显现
。

新时期我国小说创作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

仍在于以各各不同的独特方式弘扬了

人的本体性的自由精神
。

池莉的中篇小说《烦恼人生》 ,

非常刻深地写出了人生最大的最不能解

脱的烦恼
,

是在重复而又繁琐的家务劳动和赶路挤车的日常生活中
,

人的可以用于自我创造的



自由时间被剥夺了
,

人的自由精神被压抑 了
。

这个作品提出了一个没有被评论家们意识到的间

题
,

即如何缩短必要劳动时间
,

如何解放人的创造力
,

如何解放人的自由精神这一现代社会

普遍关心的间题
。

对于人的自由精神的弘扬这一社会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问题注意不足
,

往往

会给一些作品造成重大的缺陷
。

张炜的《古船》 ,

有一种宏大的气魄和深沉的历史感
,

在某种

程度上甚至还可说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

但这部作品有一个突出的整体性的间题
,

就是客

观的必然性
、

规律性压倒了人的能动性
,

压倒了人的自由精神
。

换言之
,

也可说是作品的历

史意识压倒了自由意识
,

从而将历史和自由机械地割裂开来
。

自由是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而展

开的自由
,

历史也是作为人的自由活动和自由精神而展开的历史
。

因此对于人的历史活动的

描写
,

不能离开人的自由活动的主线和 自由情神的中心
。

.

在这方面
,

贾平 凹的《浮躁》是写得

较好的
,

历史意识和自由意识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包含
,

是该书的一个重要特色
。

3 生命的显现
。

艺术中人的自由精神的显现
,

不是一种孤立的显现
,

而是人的整体

存在和整体活动的显现
。

人的整体存在和整体活动是感性和理性
、

物质和精神
、

自然和社会
、

主体和客体
、

自由和必然相交融
、

相统一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活动
。

人的自由精神就是这种生

命存在和生命活动的集中显现
。

因此
,

对于人的自由精神的把握
,

也须是对人的生命活动的

把握
。

只有在对人的生命活动的把握中
,

才能把握 自由精神的意蕴
。

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

作品中人物的自由精神
,

既不是一种纯粹逻辑的思考
,

一种纯粹理性的选择
,

同时又不是一

种纯粹本能的冲动
,

一种纯粹感性的喧哗
,

而是整个生命的探索
,

整个生命的选择和整个生

命的追求
。

艺术的自由精神
,

既是作为人的整个生命的呼唤和搏斗
、

探索和追求
,

也就超越了感性

和理性的对立
,

超越了物质和精神的对立
,

以及主体和客体
、

自由和必然的对立
。

对上述对

立的超越
,

既不是任意的偏执
,

也不是简单的抛弃
,

而是扬弃各自的片面性
,

将对立的双方

整合
、

构建为一个新的整体
,

整合
、

构建为人的生命之树和生命之花
、

生命之歌和生命之诗
。

所以
,

艺术的自由精神既是自身
,

又超越了精神的自身
,

.

成 了人的生命整体的显现
。

4 深入人生
、

深入社会
。

艺术的自由精神是人的生命整体的显现
,

但人的生命整体

并不是抽象空洞的东西
,

而是具体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现实活动
,

因此
,

人的自由精神也可说

是人的现实活动的显现
。

现在的间题在于
,

人的现实活动包不包含人的自由特性 和 自由精

神? 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

人的现实活动
,

特别是在生产力还较低下的情况下
,

绝大部分

可说是一种功利活动
,

但是功利性还只是现实活动的一个方面
,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
,

人的现

实活动又包含着超越功利直接需求的自由特性和 自由精神
。

例如科技攻关
、

·

生产建设等人的

现实活动
,

一方面是为了实现具体的目的
,

解决具体的间题
,

满足具体的需要
,

毫无疑问带

有功利的性质
,

但是人的这种功利活动的本身
,

从另一面看来也是人的自由活 动
。

这是 因

为
:

第一
,

人的功利活动要取得成功
,

这种活动就必须是自觉自为的
,

而不能是盲目的
、

自
-

发的
。

这种自觉自为性的本身
,

就是 自由的一种表现
。

第二
,

要实现活动的目的
,

就不仅要

把握对象的外在尺度
,

而且要把握人 自身的内在尺度
,

并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

因此
,

对

客体的改造和构建
,

必须和对自身的改造和构建同步进行
。

这就意味着
,

人的发展不仅要作

自然和社会的主人
,

而且要作 自身的主人
,

实现人和自然
、

社会的三者统一
。

两种尺度
、

双

重构建的统一以及三者统一的趋向
,

即为人的现实活动的自由趋向
。

第三
,

这种现实活动的

自由趋向不仅体现于改变客体的过程之中
,

同时也体现于主体自身的存在状态
,

体 现 于 主

体的精神世界
,

体现于主体的个性
、

情感和理想之中
。

从以上三点看来
,

那种认为人的现实

活动不具有自由性质
,

不包含 自由精神的观点
,

是不能成立的
。

因此
,

要把握作为艺术之魂



的人的自由精神
,

就必须深入人生
,

深入社会
,

深入人的现实活动
,

反对那种非社会化
、

非

历史化的创作倾向
。

否则
,

艺术的自由精神也就脱离了自身的李拿冬谬和半愈吝恨
。

5 有限和无限的统一
。

人的自由精神固然不能离开人的现实活动这一生命之源和生

命之根
,

但又力图突破人的现实生命活动的限制
,

以期得到超越和升华
。

既存在于有限
,

又

渴望着无限
,

这可说是人的自由精神的本性
。

湛容的中篇小说《徽得离婚》 ,

写的是一个
“

模范

家庭
”

的危机
。

这个家庭不吵不闹
,

和和睦睦
,

甚至还能互相体谅
,

互相帮助
,

但人的自由本

性
,

并不满足于婚姻的这种生物结合和伦理结合的水平
,

还想进一步将之发展到审美结合的

高度
,

即人的个性
、

情感
、

兴趣相互契合
、

相互补充的高度
,

以使婚姻爱情实现生物结合
、

伦理结合和审美结合的三统一
。

但是在那个
“

模范家庭
”

的框架内
,

这种发展看来是很难实现

的
。

作品中的主人公由于种种原因
,

并无决心打破这种现状
,

只是无可奈 何 地 发 出
“

懒 得

离
”

的一声长叹
。

这似乎是心灰意懒了
,

但在这心灰意懒的长叹中
,

仍可看见那渴望无 限 的

自由精神火光
,

闪闪烁烁
,

并未泯灭
。

因此作品写的虽是具体的伦理题材
,

但所显现的却是

超出了伦理观念的有限层次
,

达到了风光无限的审美精神的境界
。

人的自由精神有限和无限的统一
,

同时也是 已然世界和可然世界
、

应然世界的统一
,

即

不只是写出已经是什么
,

还应写出可能是什么
,

应该是什么
。

《徽得离婚》是如此写的
,

张洁

的《爱是不能忘记的》
、

张抗抗的《北极光》也是如此写的
。

阿城的《棋王 》之所以受 到 普 遍 肯

定
,

就不仅在于写出了下棋的风波和下棋的情趣这一 已然世界
,

而且还在于写出了包括下棋

而又超越下棋的
“

人还要有点儿东西
,

才叫活着
”

这一可然和应然世界
。

已然世界和可然
、

应然世界
,

它们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

因此不要将它们理解为

两个孤立的世界
,

这里借用《棋王 》 中的一段话来作说明
: “

不做俗人
,

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 ?

家破人亡
,

平 了头每 日荷锄
,

却 自有其人生在里面
,

识到了
,

即是幸
,

即是福
。

衣食是本
,

自有人类
,

就是每日在忙这个
。

可囿在其中
,

终于还不太象人
。 ”

在为穿衣吃饭等等功利忙碌

的已然世界 (现实世界 ) 中
,

仍然潜在地包含着超越吃饭穿衣需要的自由本性
,

包含着否定

自身
、

超越 自身的自由本性
,

亦即内在地包含着可然
、

应然世界的胚胎
。

人的已然世界同可

然
、

应然世界虽然相互联系
,

但二者又是不能等同的
。

人仅仅活着
,

为衣食忙碌着
,

还不大

象人
。

只有将人的已然世界的现实性
、

具体性和有限性
,

同人的可然
、

应然世界的理想性
、

超越性和无限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

这才完全象人了
,

即才是完整的人和 自由的人
。

6 真善美的统一
。

人的自由精神的有限和无限
、

已然和应然的统一
,

从另一角度看

来
,

也是真善美的自由意识的统一
。

作为真的意识
,

人的自由精神力求实现对客观必然的观

念把握
,

以求消除主体自身的愚眯状态和客体的神秘状态
。

作为善的意识
,

人的自由精神主

要是组织和指导主体对客体的改造
,

以及对主体自身的改造
,

从而在消除主体的眨乏状态和

客体的疏远状态的双重改造的实践活动中
,

获得对于实践价值的把握
。

真的意识和善的意识虽然也是 自由意识
,

但还只是局限于人的现实活动之中的意识
,

还

只是在具体间题
、

具体需要
、

具体利益上
,

局部地体现了主客体的统一
,

局部地体现了人的

自由本质的意识
。

人的自由本性并不 以真的把握和善的实现为满足
,

还要追求更高的境界
,

追求既以真和善为基础
,

而又超越真和善的美的境界
,

这也即是将人的局部的自由发展到整

体的自由
,

将现实的自由发展到理想的自由的境界
。

何士光的《乡场上》 ,

就是这样一首美的赞歌
。

作品着力写了一个冯么爸
,

原来一家生活

困难
,

难以糊口
,

一句话也说不起
。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

农村的经济政策使他过 上 了 好 日

子
,

甩掉了压弯脊梁的重负
。

但作品并未停留在这种真的映照和善的评价之中
,

而是进一步



写出了冯么爸的精神升华
。

当两家孩子发生纠纷时
,

他在有地头蛇支持的罗二娘这一
“

贵妇
分

兼泼妇的叫骂声 中
,

开始还只是习惯地默默蹲在一角
,

而后终于唤醒 了人性的尊严
,

挺直腰

杆
,

顿地而起
,

不仅理直气壮地为穷教师的女人作了证
,

而且吐出郁积了多年的怒火
。

这既

是冯么爸精神的解放
,

功利的超越
,

也是独立人格的自觉构建
。

这样
,

作品也就摆脱了真和

善的局限
,

进入到光华灼灼的美的境界
。

这一美的境界
,

在层次上高于真和善的境界
。

因为前者不是局部地而是整体地实现了主

客体的统一 (不是主体统一于客体之中
,

而是客体统一于主体之中 )
,

因而也就整体地肯定了人

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

整体地肯定了主体的人格
、

个性
、

追求的地位和作用
。

虽然这种对人

的整体的肯定
,

是作为不全之全的形态而显现 的
,

是作为历史的趋向而展开的
,

但是作为人

的本性发展的这一种历史趋向
,

无论经历怎样的艰难和曲折的过程
,

终将逐步由理想形态转

化为现实形态
,

由潜在形态转化为显著形态
, 《乡场上》冯 么爸的觉醒和奋起

,

就是这一不可

阻挡的历史潮流发展的生动证明
。

美既高于真和善
,

但又不能离开真和善
。

因此
,

我们要正确理解真善美的 关 系
。

一 方

面
,

真和善之中包含着美的元素
、

美的基因
,

因此美是以真和善为基础的
,

是由真和善发展

ilrJ’ 来的 ; 另一方面
,

美虽同真和善存在着相互渗透
、

相互包含的内在联系
,

但又不是真和善

的简单相加
,

而有着自身的本质规定
。

这个规定是
:

如果说真和善是在局部的意义上对于人

的自由的肯定的话
,

那么美则是在根本的
、

整体的意义上对于人的自由的肯定
,

并且是具有

感性形式的肯定
。

因此
,

美不是真和善的简单统一
,

而是对真和善的超越
。

美的超越
,

不能

看成是不要真和善的基础
,

因为没有一个又一个对人的自由的局部肯定
,

又何来对人的整体

肯定 ! 另一方面还要看到
,

美在超越真和善之后
,

不是悬浮在半空里
,

而仍要返回到真和善

之中
。

这种返回
,

并非将美统一到真和善之中
,

而是将真和善统一到美之中 (特别在艺术 中

是如此 )
。

这样
,

一方面真和善的体现 已和美的体现联系起来
,

从而在真和善这种对人的自

由的局部具体的肯定中
,

从其发展趋向体现出对人的自由的整体肯定的意义 , 另一方面
,

美

在超越真和善的更高的层次上
,

又以新的感性形态包含着真和善
。

不脱离真和善
,

不脱离生

活的土壤
,

不脱离人类的家园
,

从而使美的光辉 闪耀在人的具体活动和现实生活之中
。

这就是

我们所理解的相互渗透
、

相互包含和相互转化的真善美的统一
。

(本节附记
:

真善美
,

既是人的

自由的实践活动
,

又是人的自由的精神活动
。

为了行文的方便
,

本节文字对此未作严格区分
。

)

7 时代和阶级的特征
。

人的自由精神既有跨时代的普遍特征
,

又有不同时代的特殊

个性 (在阶级社会中
,

还有不 同的阶级烙印 )
. ,

资本主义社会以前
,

由于生产力的极不发达
,

由于宗法关系和等级关系 (这一点主要体现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 ) 的影响
,

整体具有外于

和异于个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

因此艺未对于人的自由精神的弘扬
,

不少是对于整体性的自

由精神的弘扬
。

资本主义产生之后
,

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强大力量摧毁了自然经济及在此

基础上产生的宗法观念
、

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
,

个人自由一方面有了相当的发展
,

r

另一

方面又受着物的依赖的制约
,

受着个体和整体
、

感性和理性对抗冲突的影响
。

此时的艺术在

主体的高扬与失落
、

个性的发展与压抑
、

人格的独立与异化的矛盾中
,

将个体自由精神的弘

扬历史地规定为艺术创造的法则
。

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趋向是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
,

比资本

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
。

所以社会主义艺术的发展方向
,

应在逐步消除个体和整体
、

感

性和理性
、

主体和客体对抗的基础上
,

以人的自由活动和自由精神为中心
,

将对立的双方有

机地统一起来
,

当然
,

这是作为一个历史过程
、

作为一个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而展开的
。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
,

社会主义社会的个体既是整体的工具
,

又是相对独立的主体
。



以往我们常将个体的这两方面置于不能相容的对立之中
。

用前一方面否定后一方面的观点
,

看不到个体的最高价值是主体价值而不是工具价值
,

工具价值只是实现主体价值的途径
,
用

后一方面否定前一方面的观点
,

虽然看到了个体的最高价值 (主体价值 )
,

但是不懂得最高价

值只有通过工具价值
,

通过对整体对他人的奉献才能得到实现
。

个体包含着对立 统 一 的 两

方面
,

整体也同样如此
。

整体首先是高于个体的
,

因为它不是代表某一个体的利益
,

而是代

表绝大多数个体的利益
,

因此整体是高于每一个体的
。

整体高于个体还有另一层意思
,

就是

整体的解放和发展
,

民族
、

群众的解放和发展
,

是个体解放
、

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

整体解放

和个体解放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

所以
,

那种所谓救亡压制了启蒙的观点
,

所谓集体主义压抑

了个性发展的观点
,

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

整体一方面高于个体
,

另一方面又有赖 于 个 体 的

发展
,

因为社会主义的整体并不是封建主义的整体
,

它虽高于个体
,

但并不是个体的异己力

量和外在力量
,

而是个体主体的自由联合体
,

因此个体的发展是整体发展的必要条件
。

我们

看待整体
,

必须将上述两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
。

如果不承认整体高于个体
,

就会将个体置于

整体之上
,

其结果不仅损害了整体
,

同时也将损害绝大多数个体 自身的利益 , 因为个体的利

益不仅体现于 自身之中
,

同时也体现于整体之中 ; 反之
,

如果不承认整体是个体主体的自由

联合体
,

那么就会将整体和个体的血肉联系割裂开来
,

从而将整体置于和个体对抗的地位
,

形成整体对个体的压抑和遏制
,

其结果不仅损害了个体
,

同时也损害了整体
。

因此
,

正确处

理个体和整体的关系
,

实为人的自由精神—
社会主义 艺 术 之 魂 发 展 的 一 大 关 键

。

作为社会主义艺术之魂的人的自由精神的发展
,

还必须正确处理人性结构中的理性和感

性的关系
。

从多数情况而言
,

社会主义社会之前艺术中人性结构的理性和感性
,

不是一种分

裂和对抗
,

就是一种缺芝高度的丰富性和全面性的统一
。

而只有社会主义艺术
,

才能在现实

生活发展的基础上
,

逐步克服理性和感性的分裂
,

实现理性和感性的全面的统一
。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艺术的自由精神
,

是主体性

高扬的自由精神
,

但它不是如资本主义现代派艺术的主体被客体所压抑
、

所分割而又不甘心于

此的那种片面的
、

畸形的主体性的高扬
,

而是主体既为客体所充实
,

客体又为主体所改造
、

所构

建的充满生命张力的主体性的高扬
。

社会主义艺术自由精神的个体性和整体性的发展
,

不是如

资本主义现代派艺术一个吃掉一个
,

一个奴役一个
,

而是
“

我为人人
,

人人为 我
”

的 互 为 条

件
、

互为中介的创造性的发展
。

社会主义艺术自由精神感性和理性的构建
,

不是如资本主义现

代派艺术的那样一种分裂和对抗的关系
,

而是一种互渗关系
、

互补关系
,

是超越了唯理主义

和非理性主义的片面性
,

不断克服着资本主义社会人性异化的新的人性的构建
。

因此
,

社会主义艺术的自由精神
,

在广度和深度上超越了资本主义艺术的自由精神
,

是

处于更高更新历史发展阶段的步修精妙和现华精妙
,

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申丰精妙和自强

精妙
,

是趋于人的全面解放和全面发展
,

更为符合人的本性的水享精神和甲季精妙
,

是既扎

根于民族又拥抱世界的学国精妙和水拳精妙
,

是参与
、

构建全部现实生活的举零精妙和改芋
精热 是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而又超越西方文化的哗料精神和万薄精神

,

是立足现实
、

翘首

未来的理想精神和乐观精神
。

(本文贡任编样 张炳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