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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学艺术实践曾产生过十分有害的影响。
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之后，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巨大进
步，我们的作家深刻认识到人的本质，深切地了解人与动物的区别，了解了人不仅是自然的人，而且
是社会的人。
但是，由于受到苏联庸俗唯物论的影响，我们把社会实践本身的丰富性狭隘地理解为社会的阶级性，
把人的社会本质也片面地理解为人的阶级本质。
这种庸俗唯物论观念影响到文学艺术，就造成了人的精神主体性的丧失，人成为只是被社会所支配的
没有力量的消极被动的附属品，其直接结果就是导致“见物不见人”的形而上学观念与人丧失了现实
本质力量的异化现实。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把社会现实仅仅规定为阶级斗争的现实，直接导致了以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
为纲来规定文学艺术活动的“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理论，它要求文学艺术只能反映阶级矛盾和阶级
斗争的现实，认为文学艺术的价值就在反映和认识这个现实。
按照这种理论，所有的文学艺术对象都被规定为阶级观念的符号代码，人的所有活动也就成为某种政
治观念的感性显现，从而把人自身固有的丰富个性消融于人的阶级性之中。
这就发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人完全丧失了主体性，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
于是，人不再是人，而是物，是阶级观念的抽象符号，文学艺术也就不再是人学。
对于具体的文学艺术创作来说，它一方面导致了人物性格的简单化和概念化，另一方面也把丰富多彩
的现实生活粗俗化与抽象化。
这种文学艺术的“阶级镜子”，对于文学艺术创造主体的危害很大，它把文学艺术家变成一种阶级斗
争的工具。
“文革”结束时，我国文学艺术领域几乎已成为一片废墟，到处是思想观念的枷锁与艺术题材的禁区
，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种历史教训必须认真总结与彻底清理。
 从思维方式角度讲，关于反映论文学艺术观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加以评价。
 第一，其长处在于把握了文学艺术的再现功能，承认世界是文学艺术的源泉，并且成功地解释了现实
主义文学艺术中所包含的认识论意义。
把文学艺术看作是对于社会生活的简单、机械的照相式反映，而混淆了艺术真实与客观真实，这是对
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艺术认识功能有关论述的歪曲阐释。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谈到“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
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也指出，中国文学艺术中具有神话性质的文学艺术作品，诸如《山海经》、《
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
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经过了“艺术方式加工”，两者的区别也就如同“神话”
与“现实”之别一样。
 这种混淆两种真实、两种价值的问题实际上一直存在。
以中国古代诗学为例。
杜牧《江南春》曾云：“千里莺啼绿映红，山村水廓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明朝的杨慎在《升庵诗话》中批道：“‘十里莺啼绿映红’，今本误作‘千里’，若依俗本，‘千
里莺啼’，谁人听得？
‘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
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
”这里即客观取消了主观，从人的生理功能来探究人的艺术心理。
实际上，如果从客观角度来斤斤计较，即使改作“十里”也还是不能说通。
清人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中即云：“余谓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
⋯⋯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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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唐孟郊《登科后》一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后两句更是神来之笔，历来为人称道。
而明代瞿佑在《归田诗话》中却这样质疑：“然长安花，一日岂能看尽。
”又如清人毛奇龄论苏东坡“春江水暖鸭先知”云：“春江水暖，定该鸭知，鹅不知耶？
”另一方面，有些古人也早就意识到艺术真实不同于客观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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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江苏省中小学教师自学考试小学教育专业专升本教材:文艺概论(套装共2册)》注重小学教师能力的
提高。
是江苏省中小学教师自学考试小学教育专业专升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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