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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何国瑞同志主编的《艺术生产原理》一书，我认为是一部有独特见解、有丰富的文艺知识和严密的
理论体系的文艺理论著作。
它在高校的文艺理论的教学中，不仅能够独树一帜，而且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则。
因此，我推荐本书作为高校教材之一。
我的理由，主要有下列几点：（1）本书在研究方法上，坚持一与多的辩证统一。
“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多”是各门学科、各种流派的新成果，何国瑞同志以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作为指导方法，分析人和社会，分析各种文艺现象和文艺观点。
这样，他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吸收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和思维科学等方
面的研究成果。
用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2）总结人类以往艺术观的经验，分别评论了“再现论”、“表现论”和“形式论”的得失，然后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人是生产的动物的理解，提出“艺术生产论”这一富有独创性的理论
体系。
它分别论述了生产的三个基本要素、生产的两个尺度，以及艺术是人类三大生产中特殊的发明性精神
生产等观点。
在论述中，作者结合了哲学人类学、历史社会学和个性心理学，对艺术的特质作出了有益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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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主编积30年之功，立足马克思的人论生产论，考察人类艺术发展及其理论概括后，破两千年根基的唯
物认识论文艺观，首创以艺象为核心范畴的文艺学新体系。
指出艺术是人克服与环境矛盾的心里平衡器，是人类独创独享的第二生活空间。
艺象由物素、心素、形素构成，三者比重不同而有再现、表意形巧三大类型，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
、形式主义三大创作方法及真、善、美三大批评标准。
书中还具体论述了空间艺术（绘画、摄影、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盆景）、时间艺术（文学、音
乐）和综合艺术（戏剧、影视、舞蹈）的特点。
20年后经主编认真修订，全书更加完善。
全书含导论、本体论、主体论、客体论、载体论、受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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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导语  第一章 人类以往艺术观的回顾    第一节 关于“再现论”      一、“再现论”概况      二、对
“再现论”的评价    第二节 关于“表现论”      一、“表现论”概况      二、对“表现论”的评价    第三
节 关于“形式论”      一、“形式论”概况      二、对“形式论”的评价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艺术观的理
论基础    第一节 现实的人是艺术之根      一、人是生产的动物      二、现实的人是人与社会及自然的一
切关系的总和    第二节 生产的三个基本要素      一、生产主体      二、生产客体      三、生产手段      四、
现实的生产是以主体为统帅的一个实践系统    第三节 生产的两个尺度——所谓“美的规律”      一、如
何理解“两个尺度”      二、关于所谓“美的规律”    第四节 人类的三大生产      一、人口生产      二、
物质生产      三、精神生产      四、三大生产与人类历史发展  第三章 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生产    第一节 马
克思关于艺术生产的论述      一、“艺术生产”概念的提出      二、关于艺术生产的主客体问题      三、
关于艺术生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      四、关于艺术的生产和消费问题    第二节 掌握世界的艺术方
式      一、发现性精神生产和发明性精神生产      二、艺术生产的特质    第三节 艺术生产论的意义      一
、艺术生产论是人类艺术观的重大发展      二、要全面、完整、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      三
、反对淡化和无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本体论主体论客体论载体论受体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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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谓“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什么意思呢？
这一方面是说，人在社会中绝不是处于某一孤立的、片面的关系中。
家庭关系、亲友关系、师生关系、党派关系、阶级关系、政治关系、宗教关系、文化关系、经济关系
、民族关系、国际关系，等等，一切都互相关联着、渗透着。
人绝不是某一条绳上的绳结，而是整个互联网上的网结。
另一方面是说，这些关系并不是平列的，而是有主次之分的。
马克思正是“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
系”。
②而生产关系的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
因此，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生产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纲”，正是由它来“总和”一切社会
关系。
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随着生产力（——人与自然关系的状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这也就决定了
整个社会关系，决定了人性、人的本质随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因而，人性、人的本质也就不是一种固定的、实体的存在物，更不是某种被设想的、所愿望的精神模
式。
综上所述，人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多性态的动态系统。
人既处在与诸多自然条件的对立统一中，又处在与各种社会关系的对立统一中。
而这两个方面也是处在永恒的对立统一之中。
人在这种复杂关系的对立统一中，既是受动的，又是能动的。
人既受环境的影响，人也影响环境。
这一切在人的现实的生产活动中形成一种横向综合力，在历史的纵向发展中，影响着、改变着人的生
活和人的本质，也就是说人是在自己的生产中塑造自己的。
人因自身的需要而进行生产，人因生产的不同一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而使自身也产生不同——需要
不同、能力不同、情感不同、思想不同、本质不同。
这种不同，这种变化，就是历史。
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一切关于人、关于历史的学说关键所在。
恩格斯就曾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劳动发展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
③我们也正是期望以这把锁钥来打开艺术迷宫之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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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友：出差路过，特来看看老师。
老师说正在修订《艺术生产原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
怎么隔这么多年才修改呢？
好像是20年了吧！
何：是呀120年了！
书出版当年，就有蒋孔阳先生等在《光明日报》、《文艺报》、《文艺研究》等五六家报刊发表评论
文章，一致肯定这本书的创新意义。
书很快就脱销了。
当时国家教委师培中心要我们就这本书举办一个全国性的研讨班，为了给每一个到会的成员发一本书
，当时请书的责编费了好大的劲，才从京郊书店搜罗到二十几本。
以后不断有人向我求书，我手里的书早已送人，一些心切的就向我求借我自藏的本子，说看后一定归
还。
我只好把送给我爱人珍藏的一本，轮流寄给他们，记得有湖南娄底的，湖北黄石的，广东肇庆的，好
像还有内蒙古的。
友：对了！
您送给我的那本也被好些人借去过，有的是学生，有的是艺术院校的教师，也有文化厅局的干部。
读后都说好，说是耳目一新，说过去一些不能解释的文艺现象，读后觉得好理解了。
那为什么不早要出版社重印呢？
何：早就提出过多次，可社里说征订数不够不能开印。
友：您是不是没有把书出版后在全国学术界引起的强烈反响告诉他们呢？
何：开始只泛泛说了一下。
责编说他都注意到了。
责编退休以后，我就详细列了一个单子，把1989年到1999年我们见到的书、报刊的反映，包括《中国
出版年鉴》（1990一1991）在《书评文摘》、《报刊书评索引》、《艺术》三栏目中突出介绍，登录
《中国20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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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生产原理(修订版)》：普通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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