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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一、本章内容概要 “艺术生产”理论给艺术学研究提供

了哪些启示呢？ 第一，艺术生产理论揭示了艺术的起源、性

质和特点。 首先，从艺术的起源来看，艺术生产本身是经历

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才从物质生产中分化出来的。人类最

初的艺术品常常同生产劳动实践有着直接的联系，它们或者

是劳动工具如精致的石器、骨器等，或者是劳动成果如用来

作为装饰品的兽皮、兽牙、羽毛等。只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和人类社会的进步，艺术生产才逐渐独立出来，这些劳动产

品也逐渐从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变为满足人的精神需要。艺术

的起源可能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归根结底，以劳动为前提

，以巫术为中介，艺术的起源离不开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 

其次，从艺术的性质和特点来看，艺术生产理论告诉我们，

艺术作为审美主客体关系的最高形式，艺术美包含着两个方

面的内容，一方面艺术是对客观社会生活的反映，另一方面

艺术又凝聚着作家艺术家主观的审美理想和情感愿望。也就

是说，艺术美既有客观的因素，又有主观的因素，这两方面

通过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活动互相渗透、彼此融合，并通过物

态化形成具有艺术形象的艺术作品。因而，艺术的审美价值

必然是主客体的有机统一。艺术生产的突出特点，是把创作

主体（作家艺术家）强烈的主观因素渗透到整个艺术创作过

程，并融汇到艺术作品之中。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本身就是

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艺术生产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当



然就更是一种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了。艺术生产固然离不

开客观现实，社会现实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和基础，但艺

术生产同样不能离开主观创造，只有当艺术家调动他强烈的

和丰富的想象来从事创作时，才能创造出有血有肉、生动感

人的艺术形象。从这种意义上讲，艺术必然是心与物的结合

、主观与客观的结合，再现与表现的结合。 第二，艺术生产

理论阐明了两种生产的“不平衡关系”。艺术作为一种特殊

的社会意识形态，它的发展不能脱离一定时代的物质生产条

件。一定时代艺术的发展，从最终原因上讲总是在一定的经

济基础上形成的。艺术生产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又具

有相对的独立性。19世纪的俄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三

，艺术生产理论揭示了艺术系统的奥秘。艺术生产理论把艺

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鉴赏这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作为一个

完整的系统来研究。艺术创作可以说是艺术的“生产阶段”

，它是创作主体（作家、艺术家）对创作客体（ 社会生活） 

能动反映的过程。艺术作品可以被看作是艺术生产的“产品

”。艺术鉴赏则可以被看作是艺术的“消费阶段”，它是欣

赏主体（读者、观众、听众）和欣赏客体（艺术品）之间相

互作用并得到艺术享受的过程。这样，对整个艺术系统来说

，艺术生产理论揭示出艺术品与欣赏者、对象与主体、生产

与消费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在艺术生产的

全过程中，生产作为起点，具有支配作用，消费作为需要，

又直接规定着生产。艺术作品被创作出来，是为了供人们阅

读或欣赏，如果没人欣赏，它就还只是潜在的作品。因而，

艺术生产适应着欣赏者的消费需要来进行艺术创作。同时，

艺术欣赏反过来又成为刺激艺术生产的动力，推动着艺术生



产的发展。可以说，整个艺术系统中，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

系和它们自身的独特规律，正是我们艺术学研究的核心。 “

艺术的特征”一节，阐述了艺术具有的形象性、主体性、审

美性等基本特征。 （1）形象性。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形

象性。哲学、社会科学总是以抽象的、概念的形式来反映客

观世界，文学、艺术则是以具体的、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来

反映社会生活和表现艺术家的思想情感。各个具体艺术门类

，它们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可以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如雕塑

、绘画、电影、戏剧等门类的艺术形象，欣赏者可以通过感

官直接感受到，而音乐，文学等门类的艺术形象，欣赏者则

必须通过音响、语言等媒介才能间接地感受到。但无论怎样

，任何艺术都不能没有形象。 第一，艺术形象是客观与主观

的统一。任何艺术作品的形象都是具体的、感性的，也都体

现着一定的思想感情，都是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的有机统一

。对于不同的艺术门类来说，艺术形象这种客观因素与主观

因素的统一，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对于雕塑、绘画等造型

艺术来说，往往是在再现生活形象中渗透了艺术家的思想情

感，这种主客观的统一，常常表现为主观因素消溶在客观形

象之中。而另一些艺术门类，则更善于直接表现艺术家的思

想情感，间接和曲折地反映社会生活，这些艺术门类中主客

观的统一，则表现为客观因素消溶在主观因素之中。 第二，

艺术形象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任何艺术形象都离不开内容

，也离不开形式，必然是二者的有机统一。艺术欣赏中，首

先直接作用于欣赏者感官的是艺术形式，但艺术形式之所以

能感动人、影响人，是由于这种形式生动鲜明地体现出深刻

的思想内容。 中外艺术史上，更是有许多这方面的轶事轶闻



，充分显示出艺术形象必须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才能

真正感染人和打动人。20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在上海中华艺

术大学作讲演时，曾经将两幅画来进行对比。其中一幅是法

国19世纪画家米勒的代表作《拾穗者》，另一幅则是当时上

海英美烟草公司的商业广告画月份牌《时装美女》。虽然这

幅时装美女画画得很细，在色彩和线条上颇费了些工夫，但

这幅画只是一个广告，简直不能标作艺术品。而米勒的《拾

穗者》整个色调是柔和的，构图是平稳的，没有任何刺激视

觉的色彩和动态，图中三个弯腰拾穗的农妇正在紧张地劳动

，整个画面朴实、自然，但鲁迅先生却认为这幅画很美。优

秀的艺术作品，必然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完美的艺术形式

，正是这二者的有机统一，才使得艺术具有令人惊叹的感人

魅力。19世纪末叶，当法国文学会为纪念大文豪巴尔扎克，

委托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为巴尔扎克创作雕像时，罗丹抱着

崇敬的心情，决心以雕像来再现大文学家的英灵。为此，罗

丹不但阅读了许多有关资料，亲自到巴尔扎克的故乡采访，

还找到几个外貌酷似大文豪的模特儿，甚至专程去找到当年

为巴尔扎克制衣的老裁缝，从那里找到巴尔扎克准确的身材

尺寸作参考。经过这样艰苦的努力，几年间易稿竟达40多次

，罗丹终于找到了创作的灵感，选择了巴尔扎克习惯在深夜

写作时穿着睡袍漫步构思，来作为雕像的外形轮廓。 第三，

艺术形象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综观中外艺术宝库中浩如烟

海的文艺作品，凡是成功的艺术形象，无不具有鲜明而独特

的个性，同时又具有丰富而广泛的社会概括性。正因为集个

性与共性的高度统一于一身，才使得这些艺术形象具有不朽

的艺术生命力。中外文艺理论对这个问题也早有许多精辟的



论述。艺术形象必须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特征，与此同时

，艺术形象又必须具有普遍性和概括性。这是由于世界上的

万事万物都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体，共性存在于千差万别的

个性之中，个性总是共性的不同方式的表现。一切事物都是

在带有偶然性的个别现象中，体现出带有必然性的共同本质

和规律来。因而，许多艺术家在总结创造艺术形象的经验时

，总是把能否从生活中捕捉到这种具有独特个性特征，同时

又具有普遍意义的事物，当作富有成败意义的关键。 艺术形

象的这种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最集中地体现为艺术典型。所

谓艺术典型，就是作家、艺术家运用典型化的方法，创造出

具有栩栩如生的鲜明个性并体现出带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形象

。例如鲁迅先生塑造的阿 Q 这一人物形象，就是中国文学宝

库中一个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 艺术形象与艺术典型既有联

系，又有区别。从根本上讲，二者都是个性与共性的有机统

一，具有共同的实质。但是，艺术典型比起艺术形象来，又

具有更强烈的个性与更广泛的共性。也就是说，艺术典型更

加独特，也更加普遍，它是艺术形象的凝炼与升化。典型性

是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对艺术形象提出的更高要求，客观存在

是对整个形象的要求，也是对形象中的人物、环境、情节、

细节、情感等因素的要求。所以，只有那些优秀的作家、艺

术家，才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出具有不朽生命力的典型形

象来，这些典型必定具有个性鲜明的艺术独创性，往往又都

非常深刻地揭示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意义来。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