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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内容概要（2）主体性。艺术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主体性

。如前所述，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艺术生产

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决定了艺术必然具有主体性的特

征。毫无疑问，艺术要用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但这种反映

绝不是单纯的“模仿”或“再现”，而是融入了创作主体乃

至欣赏主体的思想情感，体现出十分鲜明的创造性和创新性

。因而，主体性作为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一，体现在艺术生产

活动的全过程，包括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第一，艺术创作

具有主体性的特点。社会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艺术创作

对社会生活的这种依赖关系，首先表现在艺术家往往是从生

活实践中获得创作动机和创作灵感，尤其是艺术创作的内容

，更是来自于社会现实生活。但与此同时，艺术创作又是一

种创造性的劳动，作家、艺术家作为创作主体对艺术创作起

着决定性的作用。没有创作主体，艺术作品就无法产生。所

以我们说，艺术创作离不开社会生活，更离不开创作主体，

离不开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对于艺术生产这一特殊的精神

生产，艺术创作更是艺术作为创作主体的对象化过程。而且

，比起物质生产劳动，艺术生产中的这种主体性更加鲜明、

更加突出。艺术创作中的这种主体性，集中表现在艺术家的

创作活动具有能动性和独创性。艺术家面对大千世界浩瀚的

生活素材，必须进行选择、提炼、加工、改造，并且将自己

强烈的思想、情感、愿望、理想等主观因素“物化”到自己



的艺术作品之中，正是艺术创作的这种能动性，使得艺术成

为主观与客观、再现与表现的辩证统一。艺术创作更具有独

创性的特点，每一件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凝聚着艺术家独

特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情感，带有艺术家个人的主观色彩与艺

术追求，体现出艺术家鲜明的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具有强

烈的创造性与创新性特色。第二，艺术作品具有主体性的特

点。艺术作品作为艺术家创造性劳动的产物，必然打上艺术

家作为创作主体的鲜明烙印。中外艺术宝库中，之所以涌现

出如此众多千姿百态的艺术作品，正是由于它们凝聚着艺术

家对生活的独到发现和深刻理解，渗透着艺术家独特的审美

体验和审美情感，体现出艺术家鲜明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追求

。任何优秀的艺术作品，都应当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

具有艺术的独创性。或许，这就是艺术生产的产品和物质生

产的产品，这二者之间截然不同的区别之一。这是因为艺术

作品具有更加鲜明的主体性与创造性特点。第三，艺术欣赏

具有主体性的特点。对于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的主体性特点

，人们一般不会有疑问，但是对于艺术欣赏也具有主体性特

点，恐怕就感到难以理解了。事实上，由于美感既有共同性

，又有差异性，既有社会功利性，又有个人直觉性，使得美

感具有千差万别的个性特征。由于每个人的生活经验与性格

气质不同，审美能力和艺术素养不同，形成了每个欣赏者在

审美感受上鲜明的个性差异，使艺术欣赏不能不打上欣赏主

体的烙印。艺术欣赏中的这种个性差异，普遍存在于艺术的

史实里。“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正说明

了这个道理。艺术欣赏当然要以客观存在的艺术作品为前提

，没有艺术作品作为审美客体或欣赏对象，自然不可能有艺



术欣赏活动。但是，在艺术欣赏中，欣赏主体（读者、观众

、听众）也并不是被动的反映或消极的静观。从表面上看，

从身体上看，欣赏者似乎完全处于一种“静态”的状态。然

而，从实质上看，从心理上看，欣赏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又有

着极为复杂的心理过程，它包含着感知、理解、情感、联想

、想象等诸多心理因素的自我协调活动。它不仅是主体对客

体的感知，同时又是欣赏者对艺术形象能动的改造加工过程

。因此，欣赏主体总是要根据自己生活经验、兴趣爱好、思

想情感与审美理想，对作品中的艺术形象进行加工改造，进

行再创造和再评价，从而完成和实现、补充和丰富艺术作品

的审美价值。可以看出，艺术欣赏活动中，欣赏主体和艺术

作品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的振荡关系。一方面，艺术作品

总是引导着欣赏者向作品所规定的艺术境界运动，另一方面

，欣赏主体又总是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感受能力来改

造和加工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总而言之，艺术鉴赏的本质就

是一种审美的再创造。（3）审美性。艺术还有一个基本特征

就是审美性。从艺术生产的角度来看，任何艺术作品都必须

具有以下两个条件:其一，它必须是人类艺术生产的产品；其

二，它必须具有审美价值，即审美性。正是这两点，使艺术

品和其它一切非艺术品区分开来。第一，艺术的审美性是人

类审美意识的集中体现。美学理论告诉我们，美的形态分为

自然美与艺术美，二者之间的划分归根结底就在于艺术美直

接凝聚着人类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所以，泰山的雄伟、华山

的险峻、黄山的奇特、峨眉的秀丽，这些名山大川的自然美

，虽然从原因来看，都是由于人类社会实践漫长历史中审美

主客体关系的建立，但是，这些天然风景之美，毕竟都是大



自然造就的。艺术美却不同，任何艺术作品都必然是人所创

造的，凝聚着人类劳动和智慧的结晶。然而，与此同时我们

又必须注意，并不是人类一切劳动和智慧的创造物都可以称

为艺术品。只有那些能够给人以精神上的愉悦和快感，也就

是具有审美价值或审美性的人类创造物，才能称之艺术品。

正因为这样，我们听一首乐曲，看一幅绘画，读一本小说，

看一部影片，都会感觉到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快感，获得了一

种审美享受。艺术的审美性，集中体现了人类的审美意识。

审美意识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人类的社会实践，在漫长的

历史发展过程中，终于完成了由实用向审美的过渡。艺术也

正是在这一进化历程中产生，成为人类审美活动的最高形式

。艺术美作为现实的反映形态，它是艺术家创造性劳动的产

物，它比现实生活中的美更加集中和更加典型，能够更加充

分地满足人的审美需要。与此同时，艺术又是人类审美意识

物质形态化的表现。第二，艺术的审美性是真、善、美的结

晶。艺术美之所以高于现实美，是由于通过艺术家的创造性

劳动，把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凝聚到了艺术作品中。虽

然艺术欣赏的特殊性在于直观感受性，即由生动鲜明的艺术

形象直接引起人的美感，人们在欣赏艺术作品时，在这种生

动鲜明的艺术形象中，已经融合了真、善、美的内涵，只不

过它是通过艺术美直接体现出来罢了。艺术美要以真和善为

前提，并通过审美性体现出艺术中这种真、善、美的统一。

艺术中的“真”，并不等于生活真实，而是要通过艺术家的

创造性劳动，通过提炼和加工，使生活真实升华为艺术真实

，也就是化“真”为“美”，通过艺术形象体现出来。同样

，艺术中的“善”，也并不是道德说教，同样要通过艺术家



的精心创作，使艺术家的人生态度和道德评价渗透到艺术作

品之中，也就是化“善”为“美”，体现为生动感人，有血

有肉的艺术形象。艺术的审美性和“丑”的关系。生活中既

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生活中“丑”的东西，一

旦进入了艺术，经过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同样要通过审美

特征将生活中的“丑”在艺术作品中体现出来。在生活中既

可以找到美的现象又可以找到丑的现象，在艺术中却一概都

以审美性表现出来。生活中的“丑”经过艺术家的能动创造

变成了艺术美。事物本身“丑”的性质并没有变，但是作为

艺术形象它已经具有审美意义。第三，艺术的审美性是内容

美和形式美的统一。作为艺术的一种特性，艺术美注重形式

，但并不脱离内容，它是二者的有机统一。每种艺术都有自

己特殊的形式美。各种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每个艺术

门类在运用形式美的规则方面，已经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和规律。然而，这些形式美的法则又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艺

术贵在创新，随着艺术实践的不断发展，形式美的法则也在

不断变化和发展。艺术家们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不断探索

和寻找美的形式，从内容出发去选择最恰当的形式以加强美

和艺术的表现力，从而使得艺术的形式美日益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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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