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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体系

何 国 瑞

一
、 “

艺术生产
”

论的提出

“

艺术生产
”

的概念是乌克思在 (((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提出来的
。

但这一思想

却早在《 1 8 4 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就已经形成
。

在《手稿》中马克思正确地阐明了人和动物的
.

根本区别
,

人作为类的特性
,

就是人能进行自由自觉的活动
,

即有目的有计划的生产劳动
。

人在与环境的矛盾中
, “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
,

即改造无机界
, ”

以满足自己的需要
。

他认为
“

人的生产是全面的
” ,

除满足肉体需要的物质生产外
, “

宗教
、

家庭
、

国 家
、

法
、

道德
、

科

学
、

艺术等等
,

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
,

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 ”

①这里
,

马克思从哲学人类学的高度
,

从人与自然的根本矛盾 (人类历史的第一矛盾
、

原生矛盾 )出发
,

揭示了艺术的第一级本质
,

深刻地指出艺术是生产的一种特殊形式
。

这就初步奠定了唯物史

观的艺术观
。

以后几十年马克思沿着这一思想不断发展
、

完善了艺术生产论
。

在 1 8 4 5一 1 8 4 6年与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

明确提出了
“

精神生产
” 、 “

科学劳

动
” 、 “

艺术劳动
”

的概念
,

还列了《关于意识生产》的专节
,

论述 了
“

物质劳动
”

(物质生产 ) 与
“

精神劳动
”

(精神生产 )的关系
。

②在这一标志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成熟的伟大著作中
,

更重

要的是把对人的生产活动的考察
,

从哲学人类学深入到了社会历史学
,

使之从思维的抽象上

升到了理论的具体
,

为理解艺术提供了成熟的科学的方法论
。

1 8 4 7年底至 1 8 4 8年初
,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
,

以具体的文学为例
,

再次论

述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
,

认为物质生产决定着精神生产
、

艺术生产
,

指出由于物质

生产中世界市场的形成
,

精神生产也就成了世界性的
, “

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

成了一种世界文学
。 ”

③

在 1 8 5 7年 8 月写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 ) 导 言 》 中
,

如 上 所 述

,

第 一 次 提 出 了

“

艺 术 生 产

”

这

一 美 学 范 畴

,

并 对 物 质 生 产 与 艺 术 生 产 在 发 展 中 的 不 平 衡 问 题

,

古 希 腊 神 话 和 史 诗 具 有 永 久

的 魅 力 间 题

,

作 了 概 括 的 论 述

。

马 克 思 在 这 以 后 写 的
《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大 纲 》 和 《 资 本 论 》 (特

别 是第 1 卷 和 第 4 卷 ) 中
,

除 继 续 深 入 论 述 了 生 产 的 一 般 规 律

,

从 而 有 利 于 更 切 实 把 握 艺 术

之 外

,

还 比 较 集 中 地 研 究 了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的 艺 术 生 产 诸 多 方 面 的 问 题

。

由 此 可 见

,

二 十 多 年 来

,

马 克 思 一 直 在 深 化 和 丰 富 艺 术 生 产 的 理 论

。

我 们 把 他 有 关 的 论

述 集 中 起 来

,

认 真 思 考 和 领 会

,

就 会 发 现

,

马 克 思 是 具 有 一 个 完 整 系 统 的 艺 术 生 产 理 论 的

。



、

关 于 艺 术 生 产 主 体
和 客 体 问 题

马 克 思 的
《 1 8 4 4年 经 济 学 哲 学 手 稿 》 有 段 很 有 名 的 话

: “ … … 从 主 体 方 面 来 看 :
只 有 音 乐 才

能 激 起 人 的 音 乐 感
;

对 于 没 有 音 乐 感 的 耳 朵 说 来
,

最 美 的 音 乐 也 毫 无 意 义

,

不 是 对 象

,

因 为

我 的 对 象 只 能 是 我 的 一 种 本 质 力 量 的 确 证

,

也 就 是 说

,

它 只 能 象 我 的 本 质 力 量 作 为 一 种 主 体

能 力 自 为 地 存 在 着 那 样 对 我 存 在

,

因 为 任 何 一 个 对 象 对 我 的 意 义 ( 它只 是对 那个 与 它相 适应

的感 觉 说来才 有 意 义 )都 以我 的感 觉所 及 的程 度 为限
。

所 以 社 会 人 的 感 觉 不 同 于 非 社 会 人 的 感

觉

。

只 是 由 于 人 的 本 质 的 客 观 地 展 开 的 丰 富 性

,

主 体 的

、

人 的 感 性 的 丰 富 性

,

如 有 音 乐 感 的

耳 朵

、

能 感 受 形 式 美 的 眼 睛

,

总 之

,

那 些 能 成 为 人 的 享 受 的 感 觉

,

即 确 证 自 己 是 人 的 本 质 力

量 的 感 觉

,

才 一 部 分 发 展 起 来

,

一 部 分 产 生 出 来

。

因 为

,

不 仅 五 官 感 觉

,

而 且 所 谓 精 神 感 觉

、

实 践 感 觉
(意 志

、

爱 等 等
)

,

一 句 话

,

人 的 感 觉

、

感 觉 的 人 性

,

都 只 是 由 于 它 的 对 象 的 存 在

,

由 于 人 化 的 自 然 界

,

才 产 生 出 来 的

。

五 官 感 觉 的 形 成 是 以 往 全 部 世 界 历 史 的 产 物

。 ”

④ 我 们 透

过 那 略 带 黑 格 尔 思 辨 意 味 的 语 句
,

可 以 看 到 很 深 刻 的 关 于 艺 术 主 体

、

艺 术 客 体 及 其 关 系 的 见

解

。

首 先

,

马 克 思 在 这 里 揭 示 了 艺 术 主 体 是 在 艺 术 生 产 实 践 中 形 成 和 发 展 的

。

所 谓

“

人 的 本 质

的 客 观 地 展 开

” ,

就 是 人 的 本 质 力 量 的 对 象 化

,

就 是 指 人 进 行 的 生 产 劳 动

。

前 已 引 述

, 《 手 稿 》

认 为 人 的 类 本 质 就 是 生 产 劳 动
。 “

只 有 音 乐 才 能 激 起 人 的 音 乐 感

” ,

只 有 通 过 审 关 活 动

,

人 才

能 成 为 审 美 主 体

。

否 则

,

人 就 永 远 不 会

“

有 音 乐 感 的 耳 朵

、

能 感 受 形 式 美 的 眼 睛

” 。

这 也 就 是

告 诉 我 们

,

不 去 从 事 艺 术 生 产

,

不 去 进 行 艺 象 创 造

,

艺 术 主 体 就 永 远 不 会 产 生

。

艺 术 主 体 的

审 美 心 理 结 构 和 创 造 能 力

,

也 正 是 在 不 断 的 艺 术 生 产 突 践 中 形 成

、

发 展

、

丰 富 和 提 高 的

。

这

就 彻 底 否 定 了 唯 心 主 义 的

“

天 才 论

” 。

其 次

,

指 明 了 艺 术 客 体 的 主 要 本 质 在 于 与 艺 术 主 体 的 对 应 性

。

客 观 事 物 中 凡 不 是 为 艺 术

主 体 所 掌 握 的

、

所 感 觉 的 东 西

,

就 不 能 成 为 艺 术 客 体

。 “

任 何 一 个 对 象 对 我 的 意 义 (它只 是对

那 个 与 它相适应 的感 觉说 来才 有意 义 )都 以我 的 感觉 所及 的程 度 为限
。 ”

这 对 艺 术 生 产 来 说 具

有 特 别 的 美 学 意 义

。

其 他 有 的 精 神 生 产 并 不 一 定 要 有 对 对 象 的 直 接 感 觉 才 能 进 行

,

而 艺 术 创

作 一 般 说 来

,

如 果 没 有 对 对 象 的 直 接 感 觉

,

则 很 难 甚 至 不 能 进 入 创 作 过 程

。

这 是 因 为 艺 术 生

产 的 产 品

— 不同形态的艺象都是具体的感性的,

诉 诸 感 官 的
;

更 因 为 艺 术 创 作 的 直 接 动 力

是 主 体 感 情 的 激 越 和 体 验 的 独 特

。

而 这 两 方 面 都 来 源 于 对 一 定 客 观 事 物 的 感 受

。 “
以 我 的 感 觉

为 限

” ,

这 是 艺 术 生 产 的 一 条 铁 的 规 律

,

是 艺 术 殿 堂 的 铁 门 槛

。

不 如 此

,

就 不 能 进 入 艺 术 之

门

,

就 永 远 是 门 外 汉

。

再 次

,

马 克 思 在 这 段 话 中 告 诉 我 们

,

在 艺 术 主 客 体 这 对 相 互 依 存 的 矛 盾 体 中

,

起 决 定 作

用 的 是 艺 术 的 主 体

,

主 体 是 矛 盾 的 主 要 方 面

。

这 是 符 合 艺 术 生 产 的 实 践 的

。

以 往 的 文 艺 学 中

普 遍 流 行 的 观 点

,

却 认 为 是 艺 术 客 体 决 定 艺 术 主 体

,

客 体 是 主 导 方 面

。

这 是 违 反 艺 术 创 作 实

际 的

。

古 今 中 外 艺 术 史 上 存 在 着 这 样 大 量 的 例 证

:
同 一 (或 相近 的 )客 体被 不 同 的艺 术主体所

掌 握
,

创 造 出 了 性 质 各 异 甚 至 完 全 不 同 的 艺 术 作 品

。

这 些 是

“

客 体 决 定 论

”

所 能 说 明 的 么 ? 马

克 恩 从 写
《 1 8 4 4年 经 济 学 哲 学 手 稿 》 起

,

就 一 直 强 调 在 任 何 现 实 的 生 产 中

,

在 主 客 体 的 双 向 作

用 中

,

主 体 始 终 是 起 主 导 的 决 定 作 用 的

。

客 体 作 为 生 产 的 原 材 料

,

是 根 据 主 体 的 需 要 和 目 的

而 被 选 定

、

被 加 工 改 造 的
,

否 则
,

那 只 不 过 是 死 物

,

是 它 的 原 生 态

。

而 生 产 所 要 创 造 的 则 是

主 体 所 追 求 的

、

自 然 中 没 有 生 成 的 东 西

。

马 克 思 反 复 指 出

: “

物 质 的 形 式 变 换 服 从 于 劳 动 的 目



。

劳 动 是 活 的

、

塑 造 形 象 的 火

” 。

⑥
“

在 生 产 过 程 本 身 中

,

活 劳 动 把 工 具 和 材 料 变 成 自 己 灵

魂 的 躯 体

,

从 而 使 它 们 起 死 回 生

” 。

⑥ 他 还 把 主 体 的 劳 动 比 作
“

活 的 酵 母

” ,

只 有

“

酵 母

”

注 入

“

死 的 要 素

”

中 才 会 有 产 品 的 诞 生

。

⑦ 过 去 的 文 艺 论 著 中 所 宣 传 的
“

客 体 决 定 论

”

显 然 是 错 误

的

。

为 什 么 会 产 生 这 种 错 误 呢 ? 主要 在于持 这 种观 点的 同志把 主客 体 与主客 观这两对 范 畴等

同起 来 了
。

主 观 与 客 观 是 本 体 论 中 的 一 对 基 本 范 畴

,

相 当 于 精 神 与 物 质

、

意 识 与 存 在

。

提 出

这 对 范 畴 是 为 了 解 决 世 界 的 本 源 间 题

。

主 体 与 客 体 是 生 产 论

、

认 识 论 中 的 一 对 范 畴

。

主 体 和

客 体 都 可 有 主 观 的 因 素

,

又 有 客 观 的 因 素

。

客 体 必 然 是 客 观 的

、

存 在 的

,

但 并 不 是 所 有 客 观

的 存 在 的 都 是 客 体

。

只 有 被 主 体 所 感 觉 和 认 识

、

所 利 用 和 改 造 的 客 观 存 在 的 事 物

,

才 能 成 为

客 体

。

任 何 主 观 都 是 客 观 的 反 映
,
意 识 本 身 就 是 最 高 物 质 形 式 (大脑 ) 的一 种功能

。

正 是 在 这

个 意 义 上 说

,

客 观 对 主 观 起 决 定 作 用

,

因 而 也 可 以 说

,

客 观 是 生 产 实 践 的 前 提

。

但 客 观 只 是

自 在 之 物

,

绝 不 会 自 动 地 变 为 客 体

。

客 体 是 为 我 之 物

。

这 是 客 体 的 根 本 属 性

,

自 然 也 就 说 明

了 主 客 体 关 系 中 主 体 的 决 定 作 用

。

过 去 乃 至 当 前 文 艺 界 许 多 同 志 都 未 能 把 这 两 对 范 畴 的 关 系

搞 清

,

以 至 长 期 来 忽 视 了 艺 术 主 体 在 艺 术 生 产
(创 造 ) 中 的主导 作用

。

⑧ 现 在 是 应 该 根 据 马 克

思 的
“

生 产 论

”

对 之 加 以 澄 清 的 时 候 了

。

三

、

关 于 艺 术 生 产 的 生 产 力 和 生 产 关 系 问 题

艺 术 生 产 力

,

首 先 是 指 从 事 现 实 的 艺 术 生 产 的 艺 术 家

。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在
《 德 意 志 意 识 形

态 》 中 说
:

个 人 的 力 量 就 是 生 产 力

。

⑧ 这 是 从 一 般 生 产 上 说 的
。

不 仅 如 此

,

马 克 思 还 反 复 指

出

: “

作 家 生 产 文 化

” , “

诗 人 生 产 诗

” ,

画 家

、

音 乐
家

、

舞 蹈 演 员 等 都 是 从 事

“

艺 术 的 生 产 的

人

” ,

L 就 直 接 肯 定 了 他 们 作 为 艺 术 生 产 力 在 艺 术 生 产 中 的 地 位
。

马 克 思 关 于 生 产 力 还 有 这 样 一 种 说 法

:

主 观 的 生 产 力 和 客 观 的 生 产 力

。

这 一 对 概 念 是 50

年代马克思在 《 经 济 学 手 稿 ( 1 8 57 一 1 8 5 8年 ) 》 中 谈 到 古 代 社 会 时 提 出 来 的
。

他 说

: “

特 殊 的 生

产 条 件
(例 如畜牧

、

农 业
) 发展 起特 殊 的生产方 式 和特 殊 的生产 力

,

既 有 表 现 为 个 人 特 性 的 主

踢 的
生 产 力

,

也 有 客 观 的 生 产 力

。 ”

⑥ 所 谓 主 观 的 生 产 力
,

马 克 思 认 为 是 表 现 了 个 人 特 性 的

。

据 此

,

所 谓 客 观 的 生 产 力 就 应 当 是 指 表 现 了 共 同 性 的

。

尽 管 马 克 思 这 里 主 要 是 就
物

质 生 产 说

的

,

但 这 提 法 对 精 神 生 产 也 是 适 用 的

,
,

对 研
究

艺 术 生
产 更

是
具

有
重

要 的
意 义

。

应 该 说 一 切 生

产 力 都 有 个 性 和 共 性

。

在 物 质 生 产 还 处 于 手 工 业 阶 段 时

,

主 观 的 生 产 力
(生产力 的个 性 ) 在生

产 中是起主 要 作用 的
。

那 时 分 工 还 不 发 达

,

行 业 内 部

“

根 本 没 有 什 么 分 工

。

每 个 劳 动 者 必 须

熟 悉 全 部 工 序

, … … 每 一 个 想 当 师 傅 的 人 都 必 须 全 盘 掌 握 本 行 手 艺
。 ”

因 此

,

那 时 的

“

手 工 业

者 对 本 行 专 业 和 熟 练 技 巧 还 有 一 定 的 兴 趣

,

这 种 兴 趣 可 以 达 到 某 种 有 限 的 艺 术 感

。 ”

L 所 以

不 少 手 工 业 品 往 往 带 有 程 度 不 等 的 艺 术 性
。

而 工 艺 美 术 就 是 其 中 的 最 高 层 次

。

进 入 到 资 本 主

义 的 大 工 业 生 产 时

,

生 产 力 个 性 的 作 用 就 很 微 小 了

。

艺 术 生 产

,

根 本 上 可 以 说 是 一 种 个 性 化

的 生 产

。

因 此

,

主 观 的 生 产 力

、

生 产 力 的 个 性 在 艺 术 创 作 中 始 终 是 处 于 主 导 的 地 位

。

这 是 艺

术 生 产 的 又 一 铁 的 规 律

。

因 此

,

凡 是 限 制

、

阻 碍 主 观 的 生 产 力
(生产 力 的个 性 ) 的 作用的生产

方 式
,

就 必 然 是 与 艺 术 生 产 相 敌 对 的

。

马 克 思 曾 一 再 指 出 资 本 主 义 的 生 产 方 式

, “

从 根 本 上 侵

袭 了 个 人 的 劳 动 力

”

(这是否即相当于或相等于
“

表 现 个 人 特 性 的 主 观 的 生 产 力

”

— 引者)
,

“

把 工 人 变 成 畸 形

,

它 压 抑 工 人 的 多 种 多 样 的 生 产 志 趣 和 生 产 才 能

,

人 为 地 培 养 工 人 片 面 的 技

巧

。 ”

L 这 当 然 就 极 大 地 摧 残 了 工 人 们 的 艺 术 才 能 和 艺 术 趣 味
。

不 仅 如 此

,

资 产 阶 级 还

“

抹 去



。

把 医 生

、

律 师

、

教 士

、

诗 人 和 学 者 变 成 了 它

出 钱 招 雇 的 雇 用 劳 动 者

。 ”

O 艺术家大都变成了生产艺术商品的机器
,

表 现 个 人 特 性 的 主 观 的

生 产 力 丧 失 殆 尽

。

由 此

,

马 克 思 得 出 结 论

: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同 艺 术 和 诗 歌 相 敌 对

。

峋

其 次

,

艺 术 生 产 力 在 马 克 思 看 来 也 同 物 质 生 产 力 一 样

,

还 是 指 历 史 前 辈 业 已 创 造 出 来 遗

留 下 来 的 技 术 力 量

、

技 巧 和 经 验 等

。

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曾 不 但 一 再 从 一 般 意 义 上 指 出

: “

历 史 的

每 一 阶 段 … … 都 遇 到 有 前 一 代 传 给 后 一 代 的 大 量 的 生 产 力
、

资 金 和 环 境

” , “

每 一 代 都 利 用 以

前 各 代 遗 留 下 来 的 材 料

、

资 金 和 生 产 力
,
由 于 这 个 缘 故

,

每 一 代

一

方 面 在 完 全 改 变 犷 的 条 件

下 继 续 从 事 先 辈 的 活 动

,

另 一 方 面 又 通 过 完 全 改 变 了 的 活 动 来 改 变 旧 的 条 件

。 ”

L 而 且 具 体 地

论 述 了 著 名
`

艺 术 家 拉 斐 尔 是 受 到 他
以

前 的 艺 术 所 达 到 的 技 术 成 就 的 制 约 的

。

@ 在马克思看来
,

前 代 艺 术 的 技 术 成 就 显 然 是 艺 术 生 产 力 的 因 素

。

到 70 年代
,

马 克 思 在
《 巴 枯 宁 `国 家 制 度 和 无 政 府 状 态 > 一 书 摘 要 》 中 更 明 确 提 出 了 物 质

生 产 力 和 精 神 生 产 力 的 概 念
。

巴 枯 宁 认 为 无 论 在 国 家 制 度

一

f 或将来在无政府状态下
,

沿 海 和

航 海 都 是 各 族 人 民 繁 荣 昌 盛 的 主 要 条 件

,

内 陆 居 民 要 比 沿 海 居 民 发 展 缓 慢

,

说 沿 海 居 民 由 于

同 世 界 市 场

、

世 界 生 活 的 直 接 联 系 而 有 许 多 的 优 越 性

,

不 仅 有 物 质 方 面 的

,

而 且 也 有 智 力 和

精 神 方 面 的

,

因 此 将 成 为 人 类 的 贵 族

。

马 克 思 以 反 间 反 驳 了 他 的 片 面 性

: “

而 平 原 和 山 区 的 差

别

、

沿 河 流 域

、

气 候

、

土 壤

、

煤

、

铁

、

已 经 获 得 的 生 产 力
(物 质 方 面 的和精 神 方 而的 )

、

语 占

、

文 学

、

技 术 能 力 等 等 呢 ?
”

L 在 这 里 马 克 思 认 为 影 响 各 族 人 民 发 展 的
,

不 只 是 沿 海 与 否 这 一 个

自 然 条 件

,
还 有 上 述 许 多 其 他 自 然 因 素

,

而 且 不 仅 是 自 然 因 素

,

还 有 物 质 的 和 精 神 的 生 产 力

等 历 史 因 素

。

马 克 思 这 里 特 别 点 出 了 语 言

、

文 学

,

这 显 然 是 属 于 精 神
(艺 术 ) 生产 力的

。

技 术

能 力 则 包 含 物 质 生 产 力 和 精 神 生 产 力 两 方 面

。

可 见 马 克 思 关 于 艺 术 生 产 力 的 继 承 和 革 新 的 思

想 是 一 贯 的

。

而 这 一 思 想 也 止 是 对 艺 术 生 产 又 一 客 观 规 律 的 概 括

,

对 艺 术 生 产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关 于 艺 术 的 生 产 关 系

,

马 克 思 虽 然 没 有 直 接 提 到

,

但 他 和 恩 格 斯 在
《 德 意 志 意 识 形 态 》 中

关 于 精 神 生 产 的 一 段 话 是 包 含 着 对 艺 术 生 产 关 系 的 论 述 的
。

他 们 说

: “

一 个 阶 级 是 社 会 上 占 统

怡 地 位 的 物 质 力 量

,

同 时 也 是 社 会 上 占 统 治 地 位 的 精 神 力 量

。

支 配 着 物 质 生 产 资 料 的 阶 级

,

同 时 也 支 配 着 精 神 生 产 的 资 料

,

因 此

,

那 些 没 有 精 神 生 产 资 料 的 人 的 思 想

,

一 般 地 是 受 统 治

阶 级 支 配 的

。 `

统 治 者

’

作 为 思 想 的 生 产 者 而 进 行 统 治

,

他 们 调 节 着 自 己 时 代 的 思 想 的 生 产 和

分 配

” 。

L 这 一 思 想 是 深 刻 的
。

它 揭 示 了 阶 级 社 会 中 艺 术 生 产 关 系 的 根 本 性 质

,

即 统 治 阶 级 毕

本 上 垄 断 着 艺 术 生 产 的 资 料

,

成 为 艺 术 生 产 中 的 统 治 者

。

这 就 决 定 了 一 定 社 会 的 艺 术 产 品 中

所 体 现 的 审 美 意 识 基 本 上 是 代 表 这 社 会 的 统 治 阶 级 的

,

这 类 作 品 总 是 占 卜 导 地 位 的

。

垄 断 着 艺 术 生 产 资 料 的 统 治 者 有 两 种 悄 况

。

一 种 是 自 己 以 此 直 接 从 事 艺 术 生 产

,

如 我 国

古 代 的 一 些 帝 王 将 相 的 画 画 作 诗 等

。

一 种 是 以 此 来 指 使 和 雇 佣 具 有 一 定 艺 术 才 能 的 人 按 自 己

意 图 去 从 事 艺 术 生 产

,

如 帝 王 宫 殿

、

陵 墓

、

教 堂

、

佛 窟

、

纪 念 碑 等 的 建 筑

、

雕 塑 和 彩 绘 就 是

这 样 生 产 出 来 的

。

处 于 这 种 生 产 关 系 中

,

前 一 种 艺 术 生 产 者 是 主 动 的

、

自 由 的

,

后 一 种 生 产 者

则 基 本 上 是 被 动 者

、

不 自 由 的

。

从 总 体 上 说

,

后 一 种 生 产 者 并 不 是 独

一

觅 的 艺 术 七 体

,

这 种 生

产 并 不 是 生 产 者 审 美 意 识 的 对 象 化

,

不 是 真 正 的 完 全 的 艺 术 创 造

,

而 主 要 是 一 种 谋 生 的 劳 动

。

当 然

,

由 于 艺 术 生 产 是 一 种 个 性 化 的 感 情 化 的 生 产

,

这 一 根 本 特 点 使 得 即 使 在 受 命

、

受 旅
l(ll’

进 行 生 产 的 情 况 下
,

生 产 者 在 局 部 范 围 内 仍 然 会 表 现 出 一 定 的 主 动 性 和 自 由 性

。

这 正 是 历 史

上 遗 留 下 来 的 大 录 宗 教 艺 术

、

封 建 艺 术 中 仍 有 某 些 世 俗 性 内 容 和 人 民 性 内 容 的 原 因 之 一

。

至

不 需 要 更 多 的 艺 术 生 产 资 料 的 艺 术 生 产 样 式

,

如 民 歌

、

说 唱 艺 术

、

剪 纸 等

,

被 统 治 的



,

则 基 本 上 是 主 动

.

的

、

自 由 的

,

在 艺 术 产 品 中 表 现 了 被 剥 削 被 压 迫

者
的 思 想 感 情

、

理 想 愿 望

,

而 与 统 治 者 的 艺 术 作 品 相 对 立

。

不 过 由 于 社 会
上

统 治 阶 级 的 思 想

也 就 是 社 会 的 统 治 思 想

,

因 而 即 使 在 上 述 情 况 下

,

民 间 的

、

人
民

的 艺 术 家 也 必 然 受 这 统 治 思

想 的 影 响

,

并 必 然 在 他 们 的 艺 术 产 品 中 表 现 出 来

。

由 于 上 述 这 样 一 种 艺 术 生 产 资 料 的 占 有 关 系

,

也 就 决 定 了 艺
禾 产 品 的 分 配 是 由 统 治 者 来

掌 握 和 调 节 的

。

当 某 些 产 品 是 专 供 满 足 统 治 者 淫 乐 需 要 的

,
或 是 为 了 显 示 他 们 的 等 级 权 威 的

(这在封建社会 是常有的事
,

这 时 艺 术 往 往 与 礼 法 联 成 一
体 了 )

,

是 绝 不 让 被 统 治 者 者

、

等 级 卑

卞 者 染 指 涉 足 的
,
而 当 某 些 艺 术 生 产 是 为 了 向 被 统 治 者 进 行 某 种 思 想 感 情 的 贯 输

、

渗 透 时

,

那 统 治 者 甚 至 免 费 或 强 制 人 们 去 消 费 这 类 艺 术 产 品
,
而 当 另

.

“ 些 艺 术 产 品
,

统 治 者 认 为 不 利

、

有 害 于 他 们 的 阶 级 利 益 时

,

则 或 者 禁 止 它 们 的 传 播

,

或 者 干 脆 予 以 销 毁

。

这 说 明 失 去 了 物 质

生 产 资 料 和 艺 术 生 产 资 料 的 人

,

在 术 艺 产 品 的 分 配 中 也 就 只 能 处 于 被 动 的 地 位

。

四

、

关 于 艺 术 的 生 产 和 消 费 问 题

马 克 思 在
《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导 言 》 中 专 列 了 《 生 产 和 消 费 》 一 小 节

,

集 中 论 述 了 物 质 生 产

(附带 也 涉及 了艺术 生产 ) 中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
。

首 先 他 指 出

,
所 谓 生 产

,

就 是

“

生 产 者 物

、

化

” ,
所 谓 消 费 就 是

“
生 产 者 所 创 造 的 物 人 化

。 ”

L 对 艺 术 生 产 来 说
, “

生 产 者 物 化

” ,

就 是 艺 术

家 通 过 他 的 脑 力 和 体 力

,

借 助 一 定 的 物 质 载 体 将 他 们 的 审 美 意 识 对 象 化

,

创 造 出 第 二 自 然 来

。

在 这 种 对 象 化 的 创 造 过 程 中

,

艺 术 的

“

原 料 不 再 保 持 自 己 的 自 然 形 状 和 特 性

” 。

而 消 费 中
性

产

者 所 创 造 的 物 人 化

” ,

则 是 艺 术 的 欣 赏 者 在 美 感 享 受 中 不 知 不 觉 地 为 作 品 体 现 的 感 情 思 想

、

意

志 理 想 所 同 化

。

正 是 在 这 种 同 化 中

,

强 烈 地 表 现 了 艺 术 的 改 造 世 界 的 物 质 力 量

。

其 次

,

马 克 思 深 刻 指 出

: “

没 有 生 产

,

就 没 有 消 费

” 。

因 为 第 一

、 “

没 有 生
产

,
消 费 就 没 有

对 象

。 ”

没 有 多 种 多 样 的 艺 术 家 创 造 出 多 种 多 样 的 艺 术 品 来

,

人 们 欣 赏 什 么 呢 ? 第 二
、

不 仅 生

产 为 消 费 生 产 出 消 费 的 对 象

,

而 且 生 产 出 消 费 的 主 体 和 消
费

的 方 式

。

马 克 思 说

,

正 是

“

艺 术 对

象 创 造 出 懂 得 艺 术 和 能 够 欣 赏 美 的 大 众

。 ”

而 艺 术 对 象 的 不 同

,

则 决 定 了 欣 赏 (消费 )方 式 的不

同
:

音 乐 不 能 用 眼 睛 来 欣 赏

,

绘 画 不 能 用 耳 朵 来 欣 赏

。

总 之

,
生 产 是 生 产 活 动 过 程 中

“

居 于

支 配 地 位 的 要 素

” 。

再 次

,

马 克 思 同 时 又 指 出

: “

没 有 消 费

,

也 就 没 有 生 产

” 。

一 方 面

, “

因 为 只 是 在 消 费 中 产

品 才 成 为 现 实 的 产 品

” , “

才 得 到 最 后 完 成

。 ” “

产 品 之 所 以 是 产 品

,

不 是 它 作 为 物 化 了 的 活 动

,

而 只 是 作 为 活 动 着 的 主 体 的 对 象

。 ”

不 放 映 的 电 影

,

不 上 演 的 戏 剧

,

没 有 人 读 的 小 说

,

就 都 是

没 有 完 成 的 艺 术

,

艺 术 生 产 活 动 过 程 就 只 是 走 了 一 半

。

另 一 方 面

,

正 是

“

消 费 创 造 出 新 的 生 产

的 需 要

, ” “

创 造 出 生 产 的 动 力

” ,

激 活 了 再 生 产 的 过 程

。

只 有

“

消 费 在 观 念 上 提 出 生 产 的 对 象

,

作 为 内 心 的 意 象

、

作 为 需 要

、

作 为 动 力 和 目 的

” ,

才 能 推 动 生 产 的 继 续 进 行

。

@ 否则
,

生 产 就

将 停 止

。

所 以 正 是

“

消 费 完 成 生 产 行 为

” ,

并 激 发 新 的 生 产 行 为

。

马 克 思 不 仅 揭 示 出 了 生 产 和 消 费 的 普 遍 规 律

,

为 我 们 研 究 艺 术 消 费 提 供 了 科 学 的 方 法
;

而 且 还 进 一 步 指 出 了 艺 术 作 为 一 种 特 殊 的 生 产 形 式
,

其 产 品 的 消 费 不 同 于 一 般 物 质 产 品 的 消

费

。

他 肯 定 这 样 的 观 点

:
支 配 非 物 质 劳 动 的 产 品 的 原 则 和 支 配 物 质 劳 动 的 产 品 的 原 则 是 不 同

的

。

L 一 般 说
,

物 质 产 品 主 要 是 满 足 人 们 生 理 上 二 肉 体 上 的 需 要 的

,

艺 术 产 品 则 主 要 是 满 足 人

的 心 理 上

、

感 情 上 的 需 要 的

。

人 们 的 需 要

“

是 由 胃 产 生 还 是 由 幻 想 产 生

” ,

就 决 定 了

“

需 要 的

性 质 如 何

” 。

@ 正是不同性质的需要决定不同性质 的生产和不同性质 的消费
。

物 质 消 费 是 满 足



,

艺 术 消 费 则 是 满 足 人 的 高 层 次 的 需 要

。

马 克 思 说

: “

如 果 音 乐 很 好

,

听 者

也 橄 音 乐

,

那 么 消 费 音 乐 就 比 消 费 香 槟 酒 高 尚

” 。

⑧ 物 质 产 品 正 因 为 是 满 足 人 的 低 层 次 的 生 理

上 的 需 要 的
,

所 以

,

古 今 中 外

,

差 不 多 所 有 物 质 消 费 的 根 本 质 墓 本 上 是 一 样 的

,

产 品 的 消 费

最 后 总 是 可 以 共 用 的

。

艺 术 产 品 是 满 足 人 感 情 上 的 审 儿 需 要 的

,

而 人 的 感 情 是 最 复 杂 的

、

变

化 最 大 的

。

因 此

,

艺 术 消 费 固 然 也 有 共 同 性

,

但 往 往 因 时 代

、

阶 级 和 个 体 的 不 }司而 了尸贡的 全

异
,

甚 至 经 常 存 在 着 对 立 的 情 沉

。

马 克 思 的 这 一 思 想 就 告 诉 我 们

,

在 艺 术 生 产 和 艺 术 消 费 中 绝 不 能 追 求 超
日
寸 代

、

超 阶 级 的

共 同 尺 度

,

绝 不 能 把 艺 术 生 产 与 消 费 跟 物 质 生 产 与 消 费 等 同 起 来

。

近 儿 年 来 不 断 有 人 提 倡

“

票

房 价 值 论

” ,

主 张

“

艺 术 商 品 化

” ,

盲 目 地 要 求 我 国 社 会 主 义 艺 术

“

向 l:lt 界看齐
” 。

这 在 我 国 当 代

的 艺 术 生 产 实 践 中 是 起 了 不 好 的 乃 至 有 害 的 作 用 的

。

这 就 要 求 我 们 文 艺 工 作 寿 必 须 kfJ 深领会
、

全 蔺 掌 握 马 克 思 的 艺 术 生 产 理 论

。

马 克 思 的 艺 术 生 产 理 论 是 一 个 完 整 的 科 学 系 统

。

我 在 这 篇 文 章 中 所 作 的 只 是 一 个 简 单 的

勾 勒

。

近 年 来 也 有 一 些 同 志 注 意 到 了 从 生 产 角 度 来 研 究 艺 术

,

但 可 惜 的 是 并 没 有 把 它 作 为 一

个 严 谨 的

、

开 创 性 的 理 论 体 系 来 对 待

。

我 以 为

,

马 克 思 的 艺 术 生 产 论

,

不 论 是 从 宏 观 上 还 是

从 徽 观 上 都 为 我 们 文 艺 学 的 研 究 开 创 新 局 而

,

提 供 了 可 靠 的 理 论 基 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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