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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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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