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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类。
人类怀着极大的好奇认识世界，又模仿上帝的创造而创造理想的世界，并怀着极大的喜悦欣赏自己的
创造，这便有了艺术，有了审美活动。
    最早的艺术概念，其实就是将自然改造为非自然，使自然人化，或者说创造第二自然。
亚里士多德说：“一般说来，艺术有些是完成自然所不能做到的事情，有些则是模仿自然。
”（《物理学》）原始人将自然的石块打造成石斧，即为“实现自然不能实现的东西”。
同样，先民们将动物的牙骨穿成串戴在脖子上，也是“实现自然不能实现的东西”。
而在洞壁上涂画追猎的野兽，便是“模仿自然”。
这些都是最早的艺术。
所以，在古代希腊语中，艺术一词泛指人工制作，并不区分实用的制作和审美的制作。
    人类一开始生活就有了艺术。
艺术从一开始就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德国著名艺术史家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一书中精辟地研究了原始民族的艺术，描述了原始民族的
人体装饰、用具装潢，以及造型艺术、舞蹈、诗歌、音乐等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它们既具有日常
生活的某种实用目的，又具有一定的审美作用。
    直到18世纪，美的艺术才与实用艺术从概念上区分开来，这是因为人们在满足日常生活物质需求的
基础上越来越明确地追求更高的精神需求，从而为纯粹审美的艺术划分出一个独立的专门领域。
但是，这并未在实际中将艺术与日常生活彻底分离。
    艺术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古今亦然。
这是因为人非草木，亦非动物，他活着不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为了活得愉快、美好，因而他在创造
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总是尽可能地美化生活，在生活中获得更多的精神享受。
爱美是人的本性。
即使中国之贫穷如喜儿者，过年时节也要贴贴窗花，扎根红头绳——虽然这很简单，却也不失为艺术
性的装饰，也是对生活的美化。
有人认为，只是在今天，只是在现代消费社会和传媒发展的背景下，才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审
美化了，这恐怕是与实情不符的。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在对实用目的的追求中，总是伴随着对审美的要求，即要求装饰生活用品，美
化生活环境。
不过，这种装饰和美化的根本目的是实用，而只有忽视它们的实用性的时候，即在仅仅专注或欣赏它
们的形式的时候，它们才临时成为审美的。
比如如今颇为时尚的汽车，人们在购买它时首先考虑的是实用性，即它的功能，考虑它的功能与价格
的比率，在满足了这一条件后才想到它的形式——美观，除非购买者不是为了使用。
而一旦生活用品不再考虑其使用价值，仅仅以其形式为目的，那么它也就不再是真正的生活用品，而
成了某种观赏物。
    另一方面，纯艺术品如果不是审美地对待它，它也就临时成了普通的物品。
对于搬运工来说，他搬运雕像或油画与搬运其他物品没有什么区别。
对于某些艺术收藏者来说，他们收藏艺术品与购买股票是一回事，只是觉得收藏艺术品可能有更大、
更可靠的经济收益。
对于欧洲的一些贵族来说，他们的沙龙或走廊中所挂的名画，主要是显耀他们的身份、地位，只有他
们真正驻足静观这些画时，这些画才作为艺术品呈现在他们面前。
    有人说，由于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审美化，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问没有了界限。
其实恰好相反，如果人们越来越多地把文化当作日常消费，越来越把艺术与实用目的联系在一起，那
么，这恰恰拉大了“大众文化”与“高雅艺术”即美的艺术之间的距离。
“大众”沉醉于经济利益或肉体侠感的实用消费中，而美的艺术成了“小众”的精神天地。
如果在帕瓦罗蒂的演唱会上席地玩牌，似乎“高雅”与“大众”没有了界限，但这时他却既没有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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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也没有“消费”艺术，所以也就不存在界限与无界限的问题。
    美的艺术，是人类一种自由的精神创造。
审美，是人类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
二者都摆脱了日常生活实际利害的束缚，使精神获得自由。
因此，艺术总是与生活联系在一起，当人们满足了基本生活需要之时，就要求精神的自由释放；当人
们被日常生活劳累之后，就希望超越现实，使精神获得解放。
在艺术的世界中，人们会忽然发现某种现实中尚不存在的新的存在方式。
在审美的世界中，人们重新找到r自我的可能性，重新与本真的自我相遇。
    这种审美的精神自由，是人类最理想、最美好的存在方式和生存状态。
因而，当人类被斤斤计较的物质利益和无止境地追求肉体欲望的现代社会折磨得疲惫不堪而不自知的
时候，海德格尔呼吁“诗意地栖居”。
    2008年6月15日    于内蒙古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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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克冰编著的《倾听自我》内容介绍：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在对实用目的的追求中，总是伴随着对审美
的要求，即要求装饰生活用品，美化生活环境。
不过，这种装饰和美化的根本目的是实用，而只有忽视它们的实用性的时候，即在仅仅专注或欣赏它
们的形式的时候，它们才临时成为审美的。
比如如今颇为时尚的汽车，人们在购买它时首先考虑的是实用性，即它的功能，考虑它的功能与价格
的比率，在满足了这一条件后才想到它的形式——美观，除非购买者不是为了使用。
而一旦生活用品不再考虑其使用价值，仅仅以其形式为目的，那么它也就不再是真正的生活用品，而
成了某种观赏物。
一起来翻阅《倾听自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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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冰，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俄罗斯十九世纪文学》、《西方文学散论》，主编《外国
文学简明教程》，译有《莱蒙托夫》、《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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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作品集《阿尔斯楞的眼睛——闲情集》、诗集《玫瑰与锁链》、长篇小说集《青青子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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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件小小的事，作者能写得那样动人，却并没用华丽的辞藻，优美的形容，浓墨重彩的渲染。
文章不长，通篇文字于千净净，简简单单。
但就在这简洁的字句中蕴含着生动，回荡着情感，跳动着一颗孩童的心。
    后来，读了海明威，知道了海明威的“电文式”风格。
众多的海明威研究者都把海明威的“冰山原则”与“电文式”风格混为一谈。
其实。
海明威的“冰山原则”是就作品的整体说的。
他在《午后之死》中写道：“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
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得真实，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
的。
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
”这就是说，作品包含的深层意蕴远远超出文字表面说出的东西，表面说出的只是大海中冰山露出水
面的小小部分。
换一种说法，就是less is more。
而“电文式”风格则是指语言简洁、凝练，像电报文字一样不加多余的修饰，没有芜杂的描述，没有
“大字眼”，力求言简意赅。
即如英国作家赫·欧·贝茨所说，海明威是一个拿着一把板斧的人，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还
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
    《韬奋文集》就具有海明威“电文式”的简洁风格。
    海明威的“电文式”风格主要是因他的记者工作养成的。
海明威中学毕业后即做《星报》见习记者。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两次做战地记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再次赴欧洲做战地记者。
实地采访到的消息，用电报发回编辑部，而电文当然要求最大可能的简明，不容许有多余的字句。
这便培养了海明威小说创作的“电文式”语言风格。
    巧合的是，邹韬裔先生也曾是从事新闻工作的记者。
不过，他不是因做记者而培养了“电文式”风格，他是从小培养了简洁的语言风格，为他后来当记者
打下了良好的写作基础。
    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谢林说：“在诗歌中，犹如在造型艺术中，素朴堪称至高无上者；古人中
最卓越的艺术评论家哈利卡尔那索斯的狄奥尼西奥斯，形象地表述了《奥德修斯纪》中一处诗艺综合
的成就：用他的话来说，这里都是司空见惯的用语，即使任何一个农夫或手工艺者都可以脱口而出。
”（《艺术哲学》）诗如此，艺术如此，散文又何尝不可如此。
《韬奋文集》的语言便素朴无华，平易近人，读来如朋友交谈，诚恳、亲切。
    为文作诗，繁丽是美，华艳是美，朴实、简约、冲淡也都是美。
    《韬奋文集》的文章很美，是一种简洁的美，一种朴素的美，一种平实中含有诗意的美，一种陶渊
明式的“冲淡美”。
P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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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克冰编著的《倾听自我》内容介绍：人类一开始生活就有了艺术。
艺术从一开始就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德国著名艺术史家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一书中精辟地研究了原始民族的艺术，描述了原始民族的
人体装饰、用具装潢，以及造型艺术、舞蹈、诗歌、音乐等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它们既具有日常
生活的某种实用目的，又具有一定的审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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