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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研究文艺作品和审美意识的发展史，其实可以很明确：既然人只有解决了衣
食温饱之后才可能从事文艺等意识形态的活动，那么，在人类没有解决生存问题之前，怎么可能会有
所谓“原始艺术”的存在呢?不过，从先人的遗迹看，他们的确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至今无法企及的“艺
术品”，这又怎样解释呢?如果用形而上学的眼光看，要么否认它们是“艺术品”，要么肯定它们是“
原始艺术”。
但这两种解释都不全面。
用辩证的和历史的眼光看，它们既是功利的、非艺术的，又是审美的、艺术的。
在它们所产生的年代，在创造它们的先人那儿，它们是非艺术的、为实用功利服务的；而在今天，在
我们看来，它们却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是地地道道的艺术品。
只有这样看所谓的“原始艺术”，才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然而，现在有很多文学史和艺术史却棍淆了先人作品产生时的意义和它们在今天的意义，导致了
读者对先人作品的诸多误认，例如，中国和外国的许多艺术史，从“原始艺术”讲起，一直讲到现代
艺术，似乎艺术品的内涵是一以贯之的，殊不知原始人的“艺术品”内涵根本不同于现代人的艺术品
内涵，换句话说，原始人的作品中根本没有现代艺术品的意思。
再如，中国文学史，从原始民歌、《诗经》和“楚辞”讲起，一直讲到近代文学作品，但实际上，尽
管同是文学作品，后代的文学作品是文艺性质的，是语言的艺术作品，而原始民歌、《诗经》和“楚
辞”却不是艺术性质的，仅仅是一种替代语言的表达方式。
诸如此类，说到底都是没有很好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研究文学史和艺术史的结果。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实践为例证，探索中国艺术形象的生成、发展与文艺美
学精神的变迁，力图科学地解释前人误认的一些文艺史问题。
　　“艺术形象”的概念内容很广，本书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对其进行穷尽式的探索。
本书主要抓住每一时期的典型事例，如史前社会的墓葬红粉、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唐代的诗歌、清
代的《红楼梦》等，剖析其审美意识的本质，作为这一时期艺术形象的代表，揭示它们在中国审美意
识发展中承前启后的作用。
因此本书的标题虽然为“中国艺术形象发展史纲”，其实带有较多的艺术形象史论和艺术的审美意识
发展史的色彩。
这个课题及这样的写法似乎不多，我们亦是“因题制宜”，抛砖引玉，以便更好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
文化事业的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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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艺术形象发展史纲》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并以实践为例证，探讨中国艺术形象
的生成、发展与文艺美学精神的变迁，并试图重新解释一些文艺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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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中国艺术形象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好几种历史类型，这些形象的历史类型与美学形态的
历史阶段既有相合之处，也有不相合之处。
　　第一，前艺术时期的形象类型。
前艺术时期的形象类型是一种统称，统称艺术自觉时代之前——即完全以审美为目的的作品创造出来
之前——所产生的全部形象。
前艺术时期不等于前美学时期。
自觉的艺术晶的产生是美学精神高度发达的产物。
因此，前美学时期与自觉的美学形态时期之分界比前艺术时期与艺术的自觉时期之分界早得多。
前美学时期与自觉的美学形态时期——即最早的古典美学形态时期——的分界线，如前所述，大约在
后期奴隶制社会时期，即中国历史上的东周时期。
自觉的美学形态形成后，成了中国人社会实践和美学理想的追求目标，如“和”、“尽善尽美”等便
是其基本范畴。
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在社会功利性实践的前提下，文学作品、绘画作品、音乐作品等都把美学形
态的要求作为实践的理想目标而迅速发展起来了。
这些作品本身尽管还没有一件是专为审美的目的而被创造，但它们蕴含的形象已日趋符合最早的自觉
的美学形态——古典的美学形态——的精神本质了。
　　第二，古典艺术时期的形象类型。
不断的量变最终必然导致质变。
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美学形态的不断成熟，最终终于迎来了文艺的自觉时代，开始产生了专门以审美
为目的的作品，开始创作了专门被人欣赏的文艺形象。
这个时间大致在中国的魏晋时期。
文艺的自觉时代的到来，首先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上一部分人不必从事与生产实践直接有关
的活动，而专门进行文艺创作。
在魏晋，经过了汉末的农民大起义和连年的军阀混战，全国人口大减，社会的生活消费亦大降，同时
战后统治集团为收买人心，巩固其基础，推行轻徭薄赋、鼓励农耕的政策，以致非灾之年社会养得起
一批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成员。
其次，从曹魏的曹丕起，统治集团实行收买门阀贵族的“九品中正法”，使世族子弟轻易就能有显赫
的头衔和丰厚的俸禄。
但统治者并不放心这些贵族子弟，往往将他们投闲置散，而他们中的有些人饱食终日也不想蹈人官场
。
这批人终日无事可做，其中一些素质好的才俊就逐渐发展成了专门创作以审美为目的的作品的文学家
和艺术家，像嵇康、谢灵运、宗炳等人即是代表。
第三，审美活动的成熟促使一部分人对世界的掌握样式从功利实践中分离出来，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艺
术品。
在魏晋之前，人的审美活动总是与功利性的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美的规律主要体现在对社会功利性
实践的指导上。
如诗歌、绘画、雕塑的创作，都是为功利性实践服务的，最主要的标志是，它们从不运用自然山水的
题材，从不歌颂自然山水的美丽。
至魏晋，随着审美活动的成熟，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真正从功利性审美活动中分离了出来，成为纯粹
的审美活动的结晶物。
反映在作品的题材上，就是山水诗和风景画的应运而生。
山水诗和风景画在一般情况下是难以蕴含功利性的目的的。
山水诗和风景画的逐渐流行意味着不含功利目的性的、纯粹以审美为目的的艺术作品在中国的诞生，
意味着中国文艺自觉时代的真正到来，也意味着中国形象的发展从非艺术的表象真正蜕变成了艺术形
象。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艺术形象发展史纲>>

第四，其他意识形态观念对艺术本质的确立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魏晋时期，思想界十分活跃，儒、道、释相互争锋，时常进发出绚丽的火花，如“形”、“神”孰
重孰轻的争论、“神”灭与“神”不灭的争论、言能尽意和言不尽意的争论，都对中国艺术本质的确
立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国文学家和艺术家在创作中所推崇的“求神似不求形似
”、“意在言外”等等准则，都可看作是这一时期思想结果的延续。
以上种种形成了中国文艺的自觉时代。
　　在魏晋呱呱坠地的艺术婴儿，是古典美学形态成熟的体现，是古典美学形态的艺术化结晶。
这决定了古典艺术时期的形象类型必然是古典式的，即在各种“大一统”或“小一统”的范围里以和
谐为中心来塑造形象，并以农业生产社会特有的道德准则和审美标准对艺术形象下判断，在这段时间
里，几乎不存在没有被判断过的艺术形象。
这段时间从魏晋开始大致到20世纪初的五四时期结束。
其后在新古典主义美学形态下创作的艺术形象，可看作是这种艺术形象类型的余绪或变种发展。
　　古典艺术类型的特征是什么?古典艺术类型的特征是封闭性的经济体系和“大而全”、“小而全”
的生产方式的反映，那就是，以为整个世界都在既有的认识能力、实践能力及相关的道德法律的掌握
之中。
因此，“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有情人终成眷属”、“坏心人必遭天
谴”，成了它经典的模式。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好人皆好，坏人皆坏”的类型理念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
　　第三种形象类型是近代艺术时期的形象类型。
近代艺术类型的特征是近代工商经济和社会大协作的生产方式的反映，那就是，承认客体世界规律的
无限性和主体把握客体的能力的有限　　性，这样既承认了悲剧的客观存在和不可避免，又肯定了人
把握世界能力的可发展性和追求理想的可贵。
　　这是人类真正开始敢于直面现实的体现。
与此同时，工商经济对人的主体性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商品经济的主要原则是等价交换。
等价交换的前提是商品的拥有者对商品的　　交换具有支配权。
这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社会中的各种物品越来越多地成为商品可被用来进行等价交换，人在社
会中拥有的主体自律性便也越来越强了。
这些社会特征反映在文艺形象中就形成了注重个性、强调客观真实性、同时不回避真正的悲剧性的近
代艺术类型。
　　以上五种美学形态下的三种艺术形象类型，就是中国艺术形象发展史要探索的范围。
　　先人从色彩崇拜发展到图腾崇拜，无论在观念的内涵上还是在观念的表达上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
在原始思维中，观念的孕育往往离不开具体的事物形象，人与人之间要表达某种观念也离不开具体实
物的比附，而色彩崇拜可以看作是人类思维发展中的第一阶段的抽象能力的表现。
通过色彩表达“形象”，从而也就表达了需要传达的观念。
　　在图像表达观念方面，人的思维越成熟，对形象的要求也越高。
相反，对色彩的要求则越低。
早期的原始人，正由于思维不成熟，因此在表达观念方面特别重视色对形的关系。
在这一表达与被表达的关系中，从思维的内涵看，因为所要表达的观念并不复杂，观念只被分成几类
，或好，或坏，或有利，或有害，或喜庆，或哀悼；这样的话，简单的几种色彩作为表达符号使也能
够胜任了。
　　从思维的传达来看，色彩崇拜虽然是为了表现“形象”，亦即表现原始人的观念，但这种观念毕
竟在传达符号里没有被确定地表达出来，“形象”也没有十分确定地外化为传达符号，那些色彩对于
“形象”还只有象征的意义。
被传达者在接受媒介物一色彩后，还要在自己的思维中使观念形成，即把“形象”还原出来。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的思维能力的不断发展，观念——“形象”的逐渐丰富，最原始的象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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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便开始表露出不堪胜任传达人类观念的符号的角色。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便把观念——“形象”——直接作为传达符号表现了出来，于是产生了原始图腾
和以宗教仪式咒符为主的观念性形象。
　　另一方面，在人类思维逐渐发达的情况下，色彩本身也具有了越来越多的概括性意义，以致最终
没有任何一个具体形象——意义能被某一种色彩所包含无遗，而某一种具体色彩也不能被任何一个具
体形象——观念所垄断。
这样，使用色彩本身比探求色彩下的意义具有了更大的普遍性。
传达的内容物化在传达的形式上，使传达的形式本身具有了意义。
于是，色彩便从传达符号中被分离了出来，被放到既神圣又抽象的地位，同时也被掠去了形象的内涵
——观念。
　　从人类色彩崇拜的角度看，前后期的形式是同一的，但在内容上却起了质的变化，其标志就是图
腾符号及一系列宗教仪式咒符的产生。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与欧洲、古希腊的神话传说，其中的神只有很大的不同。
在古希腊的神话中，奥林庇斯山上的神柢都是人格化的，与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只不过比人更有智慧
，更有力量一些。
而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中，神只却是非人格化的，具有更多的超然性。
古希腊的神能够从神山上下来，生活在人的中间，与人打成一片，甚至调笑偷情，生儿育女。
古中国的神却永远高高在上。
人对他们只能仰视，在对他们崇敬的心理外面，包着一层恐惧的外壳。
所以说，中国的神实际具有图腾的意义。
　　在西方发掘出的原始部落的遗址中，或在现代还存在的少数原始部落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崇
拜的图腾都是静止的，如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所提到的澳洲原始部落，他们崇拜的动物图腾就是
这样。
他们把崇拜的图腾与作为观念传达晶的形象符号分了开来。
从观念所源出的思维角度来分析，他们是实物思维——图腾崇拜与形象思维——表象符号、图画传达
观念同时并存的。
在中国原始社会，先人把崇拜的图腾和作为观念传达晶的符号看作是一致的，这从《山海经》等书所
记载的神话中可以看出，因此，神灵们虽然高高在上，虽然具有各种各样动物的属性，他们却是会活
动的。
这反映出，中国的先人在图腾崇拜阶段实物思维的能力没有与形象思维的能力作为两个分支来发展，
而是融合在一起发展了。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原始社会中原始部落所崇拜的图腾与形象是一致的，图腾性质的神灵就是中国
文化史上最早作为客体被产生出来的形象。
而其他作为宗教仪式咒符的形象，与当时社会图腾崇拜这个中心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这些图形单从直接使我们观照到的方面看并不能满足我们，还迫使我们越过这方面向更
远的方向去看，去探索它的意义，而这意义比起图形本身是较深远的。
”山这种史实决定了这些原始形象有两种性质：第一，非艺术性。
第二，越来越抽象化发展的势头。
这些事实也推翻了近代某些人类学家对先人社会的种种错误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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