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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一、本章内容概要 1.关于艺术的本质这个艺术学学科的

根本问题，艺术史上的几种主要看法： 第一种，“客观精神

说”。认为艺术是“理念”或者客观“宇宙精神”的体现。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是较早对艺术的本质进行哲学探讨的学

者。柏拉图认为，理性世界是第一性的，感性世界是第二性

的，而艺术世界仅仅是第三性的。德国古典美学集大成者黑

格尔，对艺术本质的认识同样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之上。中国南北朝的刘勰认为文是道的表现，道是文的本源

。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文”只不过是载“道”的简单工

具，即“犹车之载物”罢了。这样一来，“道”不仅是文艺

的本质，而且是文艺的内容，“文”仅仅是作为“道”的工

具而已。显然，这种“文以载道”说同样把艺术的本质归结

为某种客观精神。 第二种，“主观精神说”。认为艺术是“

自我意识的表现”，是“生命本体的冲动”。德国古典美学

的开山祖康德认为，艺术纯粹是作家艺术家们的天才创造物

，这种“自由的艺术”丝毫不夹杂任何利害关系，不涉及任

何目的。他强调艺术创作中，天才的想象力与独创性，可以

使艺术达到美的境界。康德的这种意志自由论成为后来的唯

意志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处在19世纪和20世纪转折点上的

德国哲学家尼采，更是将其推向极端。尼采认为，人的主观

意志是世界上万事万物的主宰，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

因。在尼采那里，主观意志被说成是主宰一切的独立实体，



本能欲望被夸大为具有无限的能动性。尼采是从美学问题开

始他的哲学活动。在他的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中，尼

采用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象征来说明艺术的起源

、艺术的本质和功用，乃至人生的意义等等，它们成为尼采

全部美学和哲学的前提。在我国古代的文艺理论批评史上，

南北朝时代是文学日益繁荣的时期，文学艺术抒情言志的特

点得到重视。但是，这个时期有的文艺评论家把“情”、“

志”归结为作家艺术家个人的心灵和欲念的表现，根本否认

文艺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宋代严羽的“妙悟”说和明代袁宏

道的“性灵”说，也是把主观精神的表现和抒发当作文学的

艺术本质特征。 第三种，“模仿说” 或“再现说”。西方文

艺思想史上，从古希腊以来，“模仿说”一直是很有影响的

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发展到

后来，更认为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再现”。古希腊的亚里士

多德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个以独立体系来阐明美学概念，成

为在他之前的希腊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认为艺

术是对现实的“模仿”。他首先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

从而也就肯定了“模仿”现实的艺术真实性。与此同时，亚

里士多德进一步认为，艺术所具有的这种“模仿”功能，使

得艺术甚至比它所“模仿”的现象世界更加真实。俄国19世

纪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从他关于“美是生活”的

论断出发，认为艺术是对生活的“再现”，是对客观现实的

“再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基本论点是艺术反映现实，但

他所理解的现实生活，不仅包括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而且包

括人们的社会生活，使其更加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 中外艺

术史上还有“形象说”、“情感说”、“表现说”、“形式



说”等多种颇有影响的说法。历史上不同时代的思想家、美

学家和艺术家们，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去探究艺术的

性质特点和基本规律，提出了许多精辟的、颇有意义的见解

。 （2）艺术本质问题的科学理论基础。人类社会生活从总

体上可以划分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两大组成部分。为满足

这两种生活所分别进行的生产活动，称作物质生产与精神生

产。物质生产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它的成果构成了

人类的物质文明。精神生产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它

的成果构成了人类的精神文明。艺术生产作为一种特殊的精

神生产，则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它的成果构成了人

类光辉灿烂的艺术文化宝库。 马克思明确提出了“艺术生产

”的概念，将“艺术”与“生产”联系起来考虑，从生产实

践活动出发来考察艺术问题，把艺术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

生产，这在美学史和艺术史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举。“艺

术生产” 理论对于揭示艺术的起源和艺术的发展，揭示艺术

的性质和艺术的特点，以及揭示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

鉴赏这样一个完整的艺术系统的奥秘，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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