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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长河潺流两山间
郑歌平

宁夏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回汉各族群众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文

化。在六盘山与贺兰山之间的大地上，黄河从古到今潺潺流过，黄河文化、回族文化、

西夏文化、红色文化等相互碰撞、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塞上大地呈现出思想艺术俱

佳、风格独特多样、雄浑典雅并存的文学艺术景象。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宁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宁夏文学艺术也伴随着自治区的发展而繁荣，结出
了丰硕的果实。一大批有朝气、有才华、有创意的优秀文艺人才，以讴歌时代、讴歌人

民、凝聚力量、鼓舞人心为己任，辛勤实践，努力耕耘。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深情

讴歌了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历程，生动描写了宁夏各族人民的生活，充分展示了生活中

源远流长的真善美的情愫，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宁夏人民奋斗拼搏的心灵图景。宁夏文学

艺术已经成为对外宣传宁夏的一个明亮窗口，一张引人关注的精彩名片。

在文学方面，20 世纪 80年代初，历尽人生磨难的张贤亮，以其饱经沧桑之后的慷

慨悲歌重归文坛，他的中短篇小说三次荣获全国优秀小说奖，并被搬上银屏。同时，一
批中青年作家佳作迭出，共同推动着宁夏文学的发展。90 年代，宁夏设立了繁荣宁夏长

篇作品创作的“金骆驼丛书”，活跃了长篇作品的创作和出版。进入新世纪，宁夏文学

由一棵“绿化树”到“三棵树”“新三棵树”，再到郁郁葱葱的“文学林”，宁夏青年作

家群集体亮相全国文坛，纷纷摘得鲁迅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文学期刊奖等，
入选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各种全国选刊选本等，宁夏

文学创造了继张贤亮之后的第二次辉煌。

在艺术方面，各文艺家协会按照“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

总要求，认真履行联络、协调、服务的基本职能，以“出人才、出作品”为中心，大力
举办各种展览、演出、出版、评奖、研讨、交流、采风等活动，积极参与国家级梅花

奖、金钟奖、荷花奖、兰亭奖、金像奖、牡丹奖、山花奖等奖项评比，频频获奖。不仅

为宁夏艺术事业赢得了荣誉，也为宁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为了对宁夏前辈作家、诗人文学创作成就的回顾、总结和肯定，对宁夏文联前任领

导的敬重、缅怀和回忆，2006年 10月，由宁夏文联编辑的《石天剧作选》《李震杰诗文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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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以“霜叶红丛书”的形式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得到了宁夏文学艺术界的

肯定和好评。

为秉承文联传统，服务文艺名家，汇集优秀作品，树立学习典范，弘扬“爱国、为
民、崇德、尚艺”的文艺界核心价值观，为建设开放宁夏、富裕宁夏、和谐宁夏、美丽

宁夏增光添彩，宁夏文联决定启动“塞上文艺名家书系”工程，为宁夏在全国有一定影

响的国家级会员、德高望重且成就突出的文艺家，为宁夏文艺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各个

门类的领军人物，编辑出版代表性、经典性、权威性的作品选集。2014年 5月，“塞上
文艺名家书系”工程第一辑《肖川诗选》《冯剑华文选》由阳光出版社出版；2015年 9

月，第二辑 《路展童话选》《吴淮生诗文选》《张贤亮诗词选》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6年 9月，第三辑《曾杏绯国画选》《高嵩文艺评论选》《马知遥文画选》由宁夏人民出

版社出版，在宁夏文艺界产生了普遍的赞誉。这次编辑出版《杨继国文艺论评选》《荆竹

文艺论评选》，必将为宁夏文艺的繁荣产生积极的影响。
“塞上文艺名家书系”工程由宁夏文学艺术院负责实施。期望文学艺术院坚持“二

为”方向、“双百”方针和“三贴近”原则，发挥“培扶人才，编研作品”的职能，以

流芳百世为目标，选取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作品，做好资料搜集、编辑校对、设计印
刷等各项工作，使书系工程成为我区文艺界的一个响亮品牌，成为外界了解宁夏文化建

设的一个重要窗口，成为宁夏文艺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具体看点。

是为序。

2017年 2月 15日于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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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美学

美的东西多种多样，千变万化。当你去百货超市挑选花布，去电影院看电影，去郊
游看满山遍野的杜鹃花或山丹花，都可以发出“多么美啊”的赞叹。但你要知道那些美
又是多么的不同啊！这里面难道真的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吗？科学是以寻找、发现事物的
客观规律为己任。那么，“美”的现象有没有某种普遍必然的规律呢？也就是说，美究
竟能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古往今来，很多人都认为不能，认为美没有这种普遍的
客观规律。比如，有人主张，美是主观的。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正是“萝卜青菜，各
有所爱”，各美其美，没有什么客观标准可言。中国古代的庄子就说过这样意思的话。
而且，一个人的美丑观念或感受也可以随时间、地点、条件而变化，心情不同，同一对
象便有美丑的差异。高兴时看它，赏心悦目；烦恼时看它，月惨云愁，怎么看也不顺
眼，只觉得讨厌、丑陋。美的现象呈现出这种相对性，不稳定性，的确是事实。但这毕
竟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唐诗宋词流传千年，至今读来仍然觉得很美；真正
漂亮的姑娘，过路的人也不免要回头看一眼。如果美的相对中毫无绝对，不稳定中没有
稳定，如果“美”真的完全是任意的，主观的，并没有任何客观的规定性或客观的规律
标准，那一切艺术将是多余的，一切装饰也无必要。事实上，尽管美的现象既多样又易
变，异常复杂，难以捉摸，却并非各美其美，互不相干，其中仍有某种共同的客观本质
和规律存在。美学界大都认为美学是关于美的科学，是研究美感、审美趣味、美的欣
赏、人的审美能力以及事物、自然现象和艺术作品的审美性质的科学。还认为，美学是
关于艺术的哲学学说，关于艺术意识、艺术创作、艺术欣赏的哲学学说，即美学就是艺
术理论。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美学不应该局限于研究艺术，主张把现实本身中的美也包
括在美学的对象之内，美学应该研究现实和人的活动的一切领域中的美。不管哪一种观
点，美作为科学对象，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看来不但可以成立，而且是很值得深入研究
的一门学科。

既然美学是一门学科，就要研究美的本质、美的规律。那么，美的本质、美的规律
到底是什么呢？有关这个问题，在现当代中外美学史上有许多理论学派与观点。

一派理论认为，美的本质就在客观对象身上。他们认为，美就是作为对象的自然物
质形状、色彩、线条的一定比例、调和、配合。例如某种色调的配合使人感到美，曲线
比直线美，圆形比不规则的形状美，椭圆又比圆形美，如此等等。但又有人说，这根本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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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曲线不一定比直线美，椭圆、圆之于不规则形状亦然。同样的色彩、线条在不同
情况下，可以使人产生完全不同的美丑的感受。同样的红颜色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使
人有完全不同的美丑感受。所以，这一派理论认为，美丑不在对象的物质条件上，而在
这些物质对象是否体现了某种精神、理想、生活意义上。受伤战士尽管肢体伤残，但体
现了英雄气概，他就美。罗丹雕刻的巴尔扎克，形状似乎并不好看，却使人感到很美。
人格美，精神美，生活中也常用这类词汇。但这一派理论又有人不赞成。他们认为，美
并不在客观对象，而在于人们的情感、感觉、思想的客观化。有人认为，美是愉快的对
象化，有人认为，美是主观情感“外射”到物质对象上的结果；你未看到英雄，也就无
所谓美不美，“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自然美也完全是你的情感加在它们身
上的结果。所以，认为美学应该着重研究人们具有的某种特定的“审美态度”，他们认
为是审美态度决定和产生美的。这一派理论在 20世纪以来愈来愈占优势。

那么，这种“审美态度”又是什么呢？有人说是某种心理距离，就是说，要感到对
象美，或者说，对象如果要成为美，前提条件之一是你欣赏时要保持某种与现实生活的
心理距离。太靠近了或太离远了现实生活，你都无法产生美感愉悦，对象都不可能是美
的。梅雨时节，不能出门，工作和游玩都不方便，确实烦人，但如果你不去考虑这些，
更不去想梅雨季节的成因后果等科学问题，而只看着那“无边丝雨细如愁”，“梧桐更
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那不也可以唤起你的美感享受吗。如果你联想到那“小
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著名诗句，不是还可以唤起某种甜美酣畅的愉悦心
境吗。也就是说，如果你甩开对象与现实生活的利害关系，只去直观它的形式，同时也
就表现了你的感情，你的这种“审美态度”，就使对象成为你的“审美对象”即美了。
这一派理论说法很多，移情、距离、直觉只是其中的三说，此外还有人认为美与性爱有
关，艺术是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的说法，等等。这一派理论我不大赞成，但它也有个好
处，就是它们揭示和描述了许多美的经验现象，尽管最后的理论解释不对，却提出和暴
露了许多问题，值得对美学有兴趣的人去思考去研究。

美学就是研究这样一些有关美和艺术的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问题。它们可以分
别叫做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和艺术社会学，美学史上有许多哲学家从他们的哲学观念
或体系出发，提出了自己的美学范畴。如在西方，柏拉图提出了“美是理念”，黑格尔
提出了“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杜威提出了“艺术即经验”，柏格森提出了“笑是对机
械性的否定”；在中国，吕荧和高尔泰认为，“美是主观的，美是观念”，蔡仪认为“美
是客观的，美在物本身”，朱光潜认为“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李泽厚认为“美是客
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这些理论常常比较抽象，但很重要。因为它们所涉及、所探
索、所讨论的一般都是从哲学高度提出的根本性问题（如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艺术
创作、艺术标准问题等） 的看法。例如马克思在他的实践哲学的重要著作《经济学—哲
学手稿》中提出关于“人的对象化”和“自然的人化”的观点，指出了艺术的对象是人，
而“人化的自然”也就是“审美的对象”这一理论基础，这个理论的提出，提供了揭示
这种或其他任何种美的本质的钥匙。对美学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将是整个马克思
主义美学的根本基础，表面上看与艺术创作、欣赏关系较远，实际却是关键，即指明了
人的实践活动在审美关系的对象的形成中的作用。人周围的现实的感性是在世界以及作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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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的人，怎样具有了它们的自然属性以外的特殊审美内容；人对于现
实和他自身作为现实的一个部分进行审美和审美把握的能力又是怎样生产和发展的；这
种能力产生的客观前提是什么以及它的社会历史意义何在。而且，只有对社会实践及其
特性、特点进行分析，才能解答这些问题。正在这方面，需要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
哲学手稿》在美学上的巨大意义。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分析了人类劳动作为人对周围
世界的新的特殊社会关系发展的基础的客观辩证法，从而，实际上提供了一把钥匙来揭
示美和审美享受这个秘密，以及解决一系列至今阻碍着美学科学发展的重大问题。如何
进一步研究它，正是需要我们去努力探索的。

美学的心理学方面，它与心理学的关系就不说自明了。上面讲的“审美态度”“心
理距离”等都是需要深入探索的审美心理学的重要问题。“审美态度”究竟是什么？人
们在欣赏艺术或欣赏自然美时的心理状态究竟是怎样的？这种心理状态的特征、构造、
形成、作用……如何？它与人们的情感、想象、知觉、理解、意愿、欲望……又有何关
系？至今还都不很清楚，远远没有任何科学的答案或结论。西方现代有实验美学、格式
塔心理学的美学、心理分析学派的美学、现象学派的美学等等，但离真正科学形态还很
远。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这方面的介绍、研究很不够，改革开放以来相对好了许多，但
仍不尽如人意，应该急起直追。

美学的社会学方面的内容也极为丰富广阔。它包括研究艺术的起源、演变与发展，
包括研究生活趣味、艺术风格的同异、变化渗透或对抗，也包括对各种艺术派别、作
品、作家美学鉴赏、论断与品评，它们实际上是对物态化在艺术品里的人们的审美意
识、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审美感受的研究。为什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一作品某
一艺术思潮或趣味、风格会被社会所接受和流行？为什么唐诗是一种味道，宋诗又是另
一种味道？为什么宋元以来山水画占据了画坛的主要地位而从前却并不如此？为什么六
朝以瘦削为美而唐代妇女却以肥胖为美？为什么时装、汽车、日用品的式样层出不穷，
变化多端？简洁明快的现代家具与古代精雕细刻的宁波床、太岁椅或法国路易十四时代
的家具又有何审美趣味上的不同？为什么有这些不同？与社会时代的关系是怎样的？为
什么现在看某些国产电影，知识分子观众大多感到不满意：交代太多，节奏太慢；然而
在农村，一些农民却又嫌太快，交代太少？……所有这些，就是美学问题，它是美学的
社会学问题，当然又与心理学有关。

美学不但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有关，而且与教育学、工艺学、文化史、语言
学……都有许多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它与艺术各门类的实践与理论———无论是电影、戏
曲、话剧、音乐、舞蹈、美术、书法、工艺、建筑、文学———的关系当然就更加密切
了。从各个领域、各个角度都可以提出和研究各种不同的美学问题。真是“条条大路通
罗马”，可以从各种不同的方面和角度来研究美学。

经常有年轻人问：如何学习美学、研究美学？这个问题当然很大，这里只能从学习
上简单地说几句。一是要学一些哲学，最好多学点欧洲哲学史（从希腊到现代）。美学
一直是一门哲学学科或哲学分支，不学哲学是读不懂许多美学书的，也难以真正研究美
学。二是懂得或了解一门文艺（文学或艺术的一种）。如果自己有一点实际的创作经验，
当然更好。三是读一些心理学和艺术史之类的书籍。此外，看外文书也很重要，因为目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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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翻译过来的美学书籍还不是很多，而且质量也参差不齐。中文方面的基础书，我认
为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上下册）是比较好的一种，值得一读。

二、审美欣赏的概念

（一） 作为一种情感体验
审美欣赏是审美经验的一种形式。它指的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由浅入深、由表及

里的静观观照、感受、理解和体验的过程，即审美主体感知和把握对象，理解对象所包
含的意蕴，感受和体验对象激发的情感，从而获得审美享受的过程。

双重的情感体验。审美欣赏不是对审美客体的简单复制与观照，而是审美主体对审
美客体的主动选择的关照，包括对审美经验对象的加工制作，直至新的意象和意境的创
造。这种新的审美意象与意境，才是审美欣赏之真正对象。或者说，审美欣赏就是审美
主体借助于想象和情感，对这种新意象和意境的内在感受和体验。因此，实际上审美欣
赏，既是对作为审美对象的意象和意境的直接感受，也是审美主题自身的一种内在的情
感体验。换句话说，审美欣赏既是对审美对象的情感体验，又是对主体自身审美情感的
体验，是一种双重的审美情感体验。审美欣赏是联系和沟通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之中
介，意味着客体审美价值的实现，主体审美需要的满足。

审美欣赏是审美主体的一种情感体验，必然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性。这当然不是说
审美欣赏没有客观的社会审美标准，只是说作为情感体验，审美欣赏必然是主观的。在
这里，审美情感体验可能与客观的审美标准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因为审美的欣赏不同
于非审美的认知。比如医生看雕塑《羊》时声称，画面中的羊的瞳孔放大，恐怕患有肠虫
病，这就不是审美欣赏，而是认知。如果观照画面中形式（形象、情节），并体味形式
中之意蕴，从而体验到愉悦，这才是审美欣赏。

新意象的情感体验。审美欣赏是对新意象的情感体验，就是说，主体在对客体感知
观照的基础上发挥联想、想象，以形成意象和意境，进而获得对意象意境的审美感受和
体验，达到情感的愉悦与升华。审美欣赏之意义，主要不在于主体从客体身上被动地接
受或认知了什么，而在于主体从客体身上发现和感受到了某种使自身愉悦的东西。在这
里，审美客体如自然画面里的景物或整体具象的艺术品等对审美主体来说，只是可能性
的或潜在之对象，而不是现实的审美对象。要成为现实的审美对象，就必须进入审美欣
赏过程，使客体的审美价值属性同主体的审美经验相结合。因此真正现实的审美对象实
际上只是审美主体心目中的意象和意境。人们欣赏雕塑作品《羊》的形象时的真正的审美
对象，既不是给定的那个作品，也不是天然形成的羊的形象，更不是一个真实的羊，即
似是而非的身躯（如真是这样，则只能让人感到恐惧），而是通过对这一画面形象的直
观观照，在审美主体心目中形成的羊神之意象。这个意象乃是客体的审美价值属性和主
体审美期待相互作用的产物，是通过欣赏主体的关照、感受、体验等心理活动而再创造
出的为自己欣赏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审美主体会在不知不觉中通过关照、想象、情
感与领悟之作用，完全忘却羊这个形象似是而非的肢体。主体所欣赏到的，是一只完美
无缺的羊神，甚至反因似是而非不曾出现在主体的视野感受里而使羊神之审美意象更富
于无穷之韵味。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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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欣赏中的所谓观照，是对对象形式的直观感知，诱发联想、想象、理解等心理
因素之渗入，从而形成新意象之过程。所谓感受，是对客体更是对新意象之观照而产生
的感性、情感的反应。所谓体验，是对新意象的关照而引起的深沉持久的情感反应状态
的经验。
（二） 审美欣赏的心理特点
审美欣赏作为一种经验活动，同样是多种心理机能的综合活动，包括欲望、兴趣、

感知、想象、理解、情感等因素参与其中，不过总的看则是感性或情感因素占据明显优
势，而理性因素则渗入或沉积于情感之中。

审美以需要为动力。审美欣赏不是消极被动地参与，它首先是一种以内在的审美需
要为动力的活动。审美欲望就是审美需要的直接心理表现，由欲望而引发主体带有个人
选择性的审美兴趣，然后才能通过感知、想象、理解等心理活动，进入情感体验状态。
弗洛伊德把审美和艺术视为人的生命欲望或性欲的实现，马尔库塞把审美看作是人的爱
欲本能从压抑性生存环境下的超越和解放。他们的观点当然是错误的，但他们都或多
或少看到了包括审美欣赏在内的审美活动同人的自然欲望的密切联系，看到了这种欲
望是人类审美活动的一个心理动因，应当说还是有一定合理因素的。一般地说，审美
欲望愈强烈，在欣赏活动中所获得的审美感受也会愈丰富。由审美欲望引发审美兴趣，
是对对象的一种主动的发现与选择。即是说，并非任何客体都可以成为主体的审美对
象，而只有当客体的审美价值属性表现出同主体的审美需要和和欲望相一致的趋向，
才可能引起主体的注意和兴趣，才可能进入主体审美欣赏之视野，成为现实的欣赏对
象或审美对象。

以情感体验为核心。情感在审美欣赏中处于核心地位，贯穿审美欣赏全过程，特
别是审美欣赏过程的终结，有时还要延续，留有特殊余地。就这个意义说，没有情感，
就没有审美欣赏，这是审美欣赏的最基本的心理特点。当然，审美欣赏中的情感，是
与感知、想象、理解等心理机能相交融的自由情感，并非日常生活情感。这种自由情
感，即审美情感，是审美欣赏实现的主要标志，没有自由愉悦之体验，很难说进入了
审美欣赏过程。并且，审美情感体验，既是审美批评或鉴赏之依据，又是审美创造之
基础和动力。

以感知理解为前提。审美欣赏的情感体验，是对审美对象也就是对审美意象之情感
体验，而对审美意象之创造与把握是凭借感知、想象、理解等心理机能共同完成的。而
就审美欣赏来说，感知、领悟更突出。通过感知的直接观照对象形式，通过领悟或理解
在把握形式中之意蕴，而想象又突破形式之限制，“超越象外”，引导理解把握、品味
“象外之旨”，使审美情感体验更深沉更持久，更意味无穷。

审美欣赏是一种价值性欣赏，是审美主体按照自己的审美欲望和兴趣去发现和观照
对象，构造新意象的心理过程。而感知、想象和理解就是审美欣赏中最基本、最重要的
心理机能，由这些心理机能构成的新意象，才为主体提供了真正的审美欣赏对象。感知
是审美欣赏之第一步或出发点。感官既是一种“感知”器官，又是一种“享受”器官，
具有认知和欲求双重功能。感知在审美欣赏过程中，直接为主体提供观照形式。想象是
审美欣赏中心意象的建构者，它比感知更自由、更富于创造性，突破对象形式的时空限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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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能给审美主体以广阔的心理活动天地。理解在审美欣赏中表现为对对象形式意蕴之
领悟，激发情感进入更深沉之体验状态。
（三） 审美客体的制约性
审美客体的多样性，制约和决定审美欣赏活动中各种心理机能的组合配置方式。一

般说，社会审美客体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实现了的目的性，其社会功利因素较突出，因而
审美欣赏比较突出理解这一心理因素，想象的因素相对较弱。自然审美客体更多地突出
其合目的性的规律性形式，它主要以自身之感性形式吸引审美主体，因而审美欣赏又比
较突出感性因素，可以有较自由和活跃的想象，而理性则相对不明显。艺术审美客体是
艺术家创造出的有意味的形式，审美欣赏要感知、想象、理解、情感等多种心理机能的
和谐合作。其中艺术作品特征是空间静态的视觉艺术，审美欣赏主要凭视觉的直接观照
去把握包含情感意蕴的形式与造型。有些雕塑画面上的具象造型，是动态的表现情感的
视觉艺术，审美欣赏也更突出情感的把握功能，以情感为主导去感受生命情感的律动形
式。有的用画面上雕刻出的各种造型符号形象和意境的想象艺术，这种审美欣赏必须要
经过具象符号这一媒介，并进而凭借想象和理解去领悟那想象世界的形式意味。还有的
如音乐艺术就是综合性的视觉艺术，审美欣赏要凭借视听感官，调动想象和理解等多种
心理机能的综合活动，以领悟那动态意象所体现的情感意味。

审美客体的不同形态，也制约着审美欣赏。如对一般优美雕塑画面的欣赏，感知的
因素就较为突出，情感和想象的技能则较为自由平缓，理解渗入其中，表现为一种和谐
的审美愉悦。对崇高对象的欣赏，理解和想象则较为突出，是由感知、想象唤起情感与
理解，表现为一种由对不和谐惊惧到对合目的性的必然的理解、震颤与兴奋。对悲调色
彩的欣赏是感知、想象、情感与理解在激荡交错中的统一，是一种悲愤与领悟后心灵净
化了的快感。对喜悦的欣赏则是多种心理机能的综合活动，是一种感知与领悟后的轻松
欢快的感受。总之，不同领域和不同形态的审美客体，必然制约着审美欣赏过程中不同
心理机能的组合活动，从而产生不同的审美感受，却又总是表现为一种包含着情感的心
理体验，一种审美欣赏的愉悦。
（四） 审美价值属性的关注
审美欣赏是审美经验活动的一种普遍欣赏。它可以是对艺术对象的欣赏，也可以是

对非艺术审美对象的欣赏。现实生活和艺术领域中的客体对象，一般都会有多重价值属
性，可概括为审美的与非审美的两种价值属性。审美欣赏所关注的主要是客体的审美价
值属性，是对这种审美价值属性的感受、领悟和评价。

以艺术客体或艺术品而言，审美欣赏主要关注的是艺术的审美形式，或者说艺术首
先应该为审美而存在。面对艺术品或投入艺术环境，审美主体一般都能同日常生活的世
界“拉开距离”，为了审美而同艺术形成对象关系。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又不可
能纯粹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艺术品，而还要关注其非审美的方面。马克思曾从审美的角
度，高度评价了古希腊的史诗与雕塑，认为古希腊艺术，从某种意义上会说，至今仍是
“高不可及的范本”。马克思也在许多著作中，特别是在后期的人类学笔记中，又把古希
腊史诗作为人类学的珍贵原始资料加以运用。许多古代艺术品的收藏家和商人，未必都
会对那些古代艺术品的审美价值感兴趣，而是更重其实用功利价值。所以对艺术品的欣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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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可以是审美欣赏，也可以是非审美的认知或获取。审美欣赏所关注的，自然还是艺
术客体的审美价值属性。

对艺术品的审美欣赏，是审美欣赏的高级形式。大量优秀的艺术品，都具有恒久的
艺术魅力。艺术审美欣赏中所产生的强烈的情感体验，一般也比非艺术审美欣赏要更深
沉更持久。它是审美主体全部心理机能的总体投入，是感知、想象、理解和情感多种心
理因素的和谐活动，即情与理交融统一的活动。艺术品是供人们进行审美欣赏的精神产
品，艺术审美欣赏比非艺术审美欣赏更能培养和提高人的审美欣赏力，更能体现审美欣
赏的实质。

审美欣赏是主体对客体审美价值属性的实现与肯定，审美主体的条件不同，情感体
验的方式、深度与效应也就会不同。

三、审美特性

（一） 审美特性的规定
审美活动必须以具有某种审美特性的作品为对象。从作品本身说，它之所以能构成

审美对象，它必须具有某种审美特性或审美性质。如马克斯·德索说：“我们在审美方
面欣赏的一切都是对象的实际价值。纵使愉悦可能是第一情感，这一活动的根源则存在
于对象的自身中。”①审美对象不同于其他对象，它必须具有审美价值特性并且与欣赏主
体结成对象性关系。审美对象不能离开人类而独立存在。在人类出现以前，客观自然界
早已独立自在，由于还没有人类，因此，它还不是人的对象。对象是相对主体而言的，
没有主体人的存在，客观自然界只是一种本然的物理世界。本然的独立自在的自然界之
转变为人的对象是人类长期实践的结果。马克思把这种被人类改造和利用的自然界称之
为人类的“有机体”或“人化了的自然”。审美对象就是属于“人化”的自然界的客观
性存在。由于审美对象能满足主体的审美需要，因此，它就是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对象
性存在。

审美对象之所以具有审美特性，是由于它形式本身具有某种价值，所以客观的审美
特性也可称之为审美价值或审美性质。事物的特性，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东西，不是
从外物关系中获得的。马克思曾经指出，一物的特性不是由该物同他物的关系产生，而
只是在这种关系中表现出来。马克思这里说的物的特性，是指物的自然特性，它是由该
物的质和量的内在规定性所决定的，它的存在与否并不取决于与他物的关系，例如磁石
能吸铁，这是磁石的内在特性，是由于其内在物理结构所决定的。不管磁石在哪里，它
都会有这种固有特性，然而，它只是在与铁发生吸引关系时表现出来。磁石不是由它与
铁的关系中产生，只是在这种关系中得到变现，离开了这种关系，事物的特性仍然存
在，故而是客观的。它不以外物与其关系的改变而改变。

事物的特性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但事物特性的具体表现却依它与主体人的关系而
发生变化，换言之，物的自然特性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其现实表现是多种多样的。由
于审美特性不是物的自然特性而是物的价值特性，因此，这里有必要区分一下物的两种
不同特性，即物本身所固有的自然特性和这种自然特性在与主体人发生关系过程中形成
的价值特性。物的自然特性，如上所述，乃物本身所固有，不以主体为转移，甚至在人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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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还没有出现之前就存在着。价值特性与自然特性完全不同，它不是物本身所固有的，
它是在与主体人发生关系的过程中形成的。可见，价值特性不是实体范畴而是一种关系
范畴，它产生于人与物的主体与客观的相互关系之中，它以一定的客观化的东西为中
介，并表现在这个东西上。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能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就是因为它与主
体的人发生了关系并形成了价值特性。文艺作品的审美价值，必须借助于它本身的特性
才能表现出来，离开了作品所固有的特性，价值也就失去了物质的承担者。这里所谓客
观化了的文艺作品，可以是物质的东西，也可以是某种精神的产物。但是这种表现为审
美对象的价值特性，又不是它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在作品与主体人之间形成的一种关系
存在。作为一种价值关系，主体的人对客观的作品必须有某种需要，而作品对主体也必
须有某种效用。可以说，作品用自身或自身的某种特性所具有的效用，以满足了人的某
种审美需要，这就形成了价值关系的基础。作品的审美特性，本质上就是这样一种价值
特性，一种取悦于人或使人愉快的特性，这里需要指出，审美价值虽然表现在具有某种
审美特性的作品上面，但是，只有作品在客观上被人们“欣赏”或“被消费”，它的价
值才得以实现。比如由于独特的地质构造，加之亿万年的地质变迁以及各种地球物化的
内外力综合作用，孕育出的珍宝———戈壁石和葡萄玛瑙；再如经过人工加工创造出来的
各种玉石和多种多样的玉石手工艺作品，它们还没有真正实现其审美价值，或者说它们
只具有某种审美特性，但当它们还没有被“使用”或“被消费”时，即还没有成为人们
的审美对象时，它们还没有真正实现其审美价值，或者说它们只具有某种可能或潜在的
审美价值，因为他们的审美价值还没有真正得到实现，对这类客观性作品即具有审美特
性的对象才可称之为审美对象。

客观性作品的审美特性，只有实现审美价值的条件，而审美价值的真正实现则是作
品的某种自然特性与主体发生价值关系的结果。如你看到一块玉，同是一块玉，可以引
起几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科学研究的态度，一看到玉就想到它是哪种玉，想到它在地
质学中属于哪一门哪一类，它的形态特征，地质条件等；一种是实用态度，看到一块
玉，马上想到它有何用处，值多少钱，用它做买卖或做什么器物，这种态度就是“占
有”；另一种态度就是审美，审美的态度和科学的态度及其实用的态度完全不同，它既
不问玉的实质特征和地质的演化规律、原因，也不问玉的使用价值。审美态度和科学态
度及实用态度完全不同。问题是玉何以会引起审美态度呢？就玉本身而言，那是因为它
具有审美特性，而这种审美特性，主要是它的形式（画面或造型） 因素，例如玉的晶莹
剔透，温润色泽等姿态。审美事实表明，与人的情绪、情感产生对应关系的，即能引起
审美活动的主要是玉的外观形式，如各种不同的色彩、线条、形体、形态、色泽等因素
而不是它的存在本身。

玉的外观形式之所以能成为审美特性，那是因为它包含着情感价值。就此，可以说
玉的形式作为潜在的审美特性乃是一种情感价值形式的可能性。构成审美特性的那个情
感形式，就其自身而言，情感作为内容渗透并呈现于形式之中。形式作为包含着情感的
形式规定和表现着情感。二者是融而为一的。形式不仅是外观，而且是本质。
（二） 审美特性与自然特性
任何事物的审美特性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来自于事物的自然特性。作品的自然特性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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