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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文艺美学观

张 居 华

正值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之际
,

为纪念 -12 月 26 日这个光辉 日子
,

笔者想就毛泽东的文艺

美学观问题
,

谈几点思考已久的意见
,

略表缅怀之意
。

今年也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以下简称《讲话 ))) 正式在《解放日报 》全文

发表 50 周年
。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论著中
,

《讲话 》是一部不可多得的
、

甚至是无与伦比

的文艺美学著作
。

自问世以来
,

它对我国 革命文艺的审美走向和世界文坛的美学影响
,

是举世

公认的
。

当然
,

这并不是说
,

就没有极少数人无视以至否定毛泽东的文艺美学观
。

前些时候
,

不

是就有人说毛泽东文艺思想蕴涵着
“
颇深的反美学倾向

”
吗 ?但愿这是莫大的误解

,

而不是固执

的偏见
。

研究这个问题
,

我们不应该忽视对《讲话 》的
“

中心
”

内容— 文艺
“
为什么人

’ ,

和
“

如何

为
”

的审美把握
,

它本身就蕴涵着文艺的审美本性之义
。

文艺为人 民服务是用
“

文艺
”

去服务的
,

而文艺如何为人 民服务则是通过文艺审美本性去达到的
,

都离不开文艺审美导向
,

离不开文艺

的审美本性
。

我们应该彻底揭开这种
“
误解

”

的迷雾
,

以便正确把握毛泽东的文艺美学观
,

进一

步坚持
、

运用和发展它的已被实践证 明为正确的
、

符合文艺规律的美学原则
,

求得有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
,

借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
。

毛泽东的文艺美学观
,

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对文艺美学核心问题的精辟论述方面
。

文艺美与生活美 (含其对立面生活丑 ) 的关系
,

是文艺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

其他文艺美学

问题
,

大都是由这个
“
核心

”

派生出来的
。

毛泽东文艺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也不例外
。

文艺美与

生活美的关系
,

特别是与人 民群众生活美的关系
,

这正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美学核心
。

毛泽东在《讲话 》中
,

极为重视文艺美与生活美的关系
,

并对此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论

述
。

当然
,

严格说来
,

文艺美与生活美并不发生直接关系
。

生活美是粗糙的 自然形态的美
,

而文

艺美则是生活美经过文艺审美反映和创造而生产出来的精致的意识形态的美
。

两者都是美
,

但

明显有着质的不同
。

人们常说的文艺美与生活美的密切关系
,

是省略其中的审美创造主体—
作家艺术家

。

毛泽东对此论述得很全面
,

认为一切文艺美的源泉是人类的社会生活
,

但是文艺

美的生产
,

必须通过文艺审美反映和创造
,

在这个艺术生产过程 中
,

不仅必须有社会生活—
审美对象

,

而且还必须有作家艺术家— 审美主体
,

二者缺一便不能构成审美关系
,

文艺审美

反映和创造便不可能进行
,

因而也就创造不出具有文艺美的艺术品
。

毛泽东在《讲话 》中
,

不仅

没有忽视作家艺术家作为审美反映和创造的主体
,

相反地突出了作家艺术家
“

头脑
”

对生活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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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审美观察
、

审美体验
,

以及进入创造过程后的审美意象构思和审美意象传达
。

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
,

是文艺审美创造的客体对象
。

人与大自然
,

与人的心灵世界
,

与事

物的运动和社会意识流向等
,

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审美关系
。

它们是文艺审美创造的取之不

尽
、

用之不竭的源泉
。

但是
,

不是所有的社会生活都能成为作家艺术家审美观照的客体对象
,

都

与创作主体发生审美关系
,

成为文艺审美创造的客体对象进入艺术品
,

只有那些受到作家艺术

家的审美观照
,

与他们发生审美关系的生活
,

才能成为文艺审美创造的客体对象
。

社会生活作为文艺审美创造的源泉
,

是一个包罗万象的
“

对象世界
” 。

自然界就是一个丰富

多彩的层面
,

它作为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资料
“
宝库

” ,

成为以人为中心的全方位社会生

活的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
。

人在与大自然之间肯定性的审美关系中
,

发现了大 自然的审美属

性
,

激发人的情感活动以至激情突发
,

使人领悟到 自然美的奥秘
,

于是
“
人化的自然

”

便进入文

艺审美创造之中
。

较之人与自然之间审美主客体关系更为密切的人与社会事物和社会现象的审美关系
,

构

成一个更加丰富多彩
、

绚烂多姿的文艺审美创造的
“
对象世界

” 。

人的聪明才智
、

审美品格和意

志情趣等
,

在社会事物和社会现象中表现得更直接
,

更集中
,

更强烈
。

因为人的本质力量在社会

事物
、

社会现象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

所以在人与它们之间肯定性的审美关系中
,

它们最富于审

美属性
,

最具有审美价值
。

与社会事物和社会现象息息相通的人的心灵世界
,

是一个深层的文艺审美创造的
“

对象世

界
” 。

它无限灵敏
,

甚至有几分神秘感
。

当科学发展到能揭示人脑之谜时
,

会有助于更好地把握

瞬息万变的心灵世界
。

作家艺术家要揭开具有极大丰富性
、

灵活性和流变性的心灵奥秘
,

就必

须以自己的心灵去观照
、

感受和体验作为文艺审美创造的客体对象
,

从而发现心灵世界深处内

在的审美属性
,

即有助于社会文明和进步而具有审美价值的政治倾向
、

思想感情
、

伦理道德
、

志

向趣味等
。

它们大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历史性
、

时代性
、

民族性
、

现实性
、

阶级性和个体特殊性等
,

以生成具有社会普遍性和个体差异性的美的心灵结构
。

比如
,

革命的政治抱负
、

刚正不阿的品

格
、

坦荡的胸怀
、

高尚的情操等
,

都是被人们常常推崇和赞颂的美的心灵素质
。

文艺审美创造的客体对象世界
,

除以上具有相对稳定的静态时空性的以外
,

还有极为活跃

的动态流变性的
,

即事物运动和意识流向
。

它们是不可忽视的文艺审美对象
,

其方位处于不断

流变之中
,

要求作家艺术家力求从它们的量变与质变
、

渐变与突变的运动和流向中加以把握
。

万事万物的生命力
、

活力在于运动和流变
。

富于肯定性的动态事物
,

包括力的旋律
,

具有积极进

取性
、

创造性的流变意识
,

都带有审美属性
,

成为文艺审美创造的对象之一
。

以上充分说 明
,

以人为中心的全方位社会生活
,

其中具有审美属性的生活是一切文艺美取

之不尽
、

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

因此
,

毛泽东极为重视作家艺术家对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的了解
、

熟悉
、

感受和体验
,

指

出这是文艺审美创造的
“

第一位的工作
” ,

舍此就会
“

英雄无用武之地
” 。

作家艺术家对生活美的

审美观照
、

审美体验和审美把握
,

是艺术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
,

因此
,

它本身就涉及到文艺审美

创造的特殊规律
。

在这方面
,

邓小平同志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美学思想
。

他在我国新时期
,

不仅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
,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

而且还精辟论述了人民是文艺工作

者的母亲
,

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
,

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
,

如果谁忘记
、

忽略或割断这种联系
,

那么谁的艺术生命就会枯竭
。

这是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审美导 向
、

价值取

向和一切进步文艺创作中审美主客体关系的合乎规律的科学概括
。



如上所述
,

毛泽东极为重视作家艺术家对生活美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把握
,

并以此作为进入

艺术审美创造的必要准备和坚实根基
。

但是
,

相 比之下
,

他更重视对文艺的美学追求
,

主张充分

发挥作家艺术家
“
头脑

”

的审美创造能力
,

使生活美经过艺术发见
、

发明和创造
、

升华或转化为

文艺美
。

毛泽东的文艺美学观
,

也集中地表现在对文艺美的执著追求方面
。

他认为
,

生活美和

文艺美两者都是美
,

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前者而追求后者
,

原因就在于文艺美源于生活美而又

高于生活美
。

这里所说的
“

高
” ,

自然不是从生活美与文艺美所蕴含的
“

信息量
”

的比较说的
,

因

为任何艺术品总是对社会生 活某个局部
、

侧面
,

某个特定时空发生事情的艺术审美反映和创

造
,

不可能囊括全部社会生活
,

不可能高于即多于整个社会生活的信息量
。

显然
, “

高
”
乃是从两

者
“

价值量
”

的比较讲的
,

因为作家艺术家在高瞻远瞩地观察生活
,

深切地体验生活
,

以及对生

活进行比较研究
、

深入分析的基础上
,

通过严格选材
、

反复优化和精心创造的艺术品
,

其艺术审

美的价值量
,

必然相应高于那部分生活美的价值量
。

从生活美转化为艺术美
,

其决定因素在于

作家艺术家的创造主体性
,

即丰富的生活积累
,

深切的情感体验
,

广博的文化知识
,

独特的审美

心理结构
,

进步的世界观
,

特别是其中的美学观
、

文艺观等综合运转机制的充分发挥
。

文艺美作为作家艺术家艺术审美创造的追求
,

也作为广大欣赏者艺术享受的追求
,

要付诸

实现
,

关键在于创作主体的素质及其发挥
。

这就需要全面而深入地考察和探讨艺术审美创造的

主体在艺术生产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

毛泽东在《讲话 》里
,

着重论述文艺工作者的立场
、

态度
、

工

作和学习问题
,

特别强调
“

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 ,

并要求

以艺术家的特殊方式去
“

观察
、

体验
、

研究
、

分析
”
一切人的

“
面貌和心理

” 。

他不仅注重创作主体
“
头脑

”

的支配作用
,

而且重视创造主体以审美感受和体验 的特殊方式掌握世界
。

他所说的作家

艺术家的
“
头脑

” ,

就是指创造主体意识
,

其中最根本的是主体意识导向及其所能发挥 出的审美

创造能力
。

创造主体意识
,

是作家艺术家在长期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观念体系
。

丰富的生活积

累是作家艺术家孕育主体意识
、

从事艺术审美创造的根基
。

深切的情感体验是作家艺术家主体

意识的最基本的心理素质
,

是他们从事艺术审美创造的灵气
。

钟嵘在《诗品序 》中说
: “

气之动

物
,

物之感人
” ,

就是说情感成为事物的灵气
。

物之感人
,

情之化物
,

物与情融合
,

物便成了有情

之物
,

因注入灵气获得艺术生命力
,

孕育出审美意象
。

广博的文化知识是作家艺术家丰富其主

体意识
,

从事艺术创造的优化心理素养
。

作家艺术家个人长期形成的审美心理结构
,

是艺术独

创性的深层心理素质
。

有了这些创作主体意识
,

形成了艺术审美创造的优化主体性
,

才具备艺

术生产的主体条件
。

文艺美创造中主体意识的导向作用
,

是关系到创作成败的极其重要的原则问题
。

主体意识

的导向作用
,

就是作家艺术家的世界观对艺术审美创造的指导作用
。

这种作用
,

.

以往不少人简
。

单地理解为世界观对创作的
“

直射
” ,

即所谓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必然有什么样的相应作品
,

似

乎它们是一种单线直射的决定关系
。

这种理解由于不能解释一些复杂的艺术生产现象
,

于是又

有人干脆否认世界观与创造有密切关系
。

以上两种人各持一个极端
,

都不同程度地偏离了复杂

的艺术生产实践
。

世界观对文艺美创造的指导作用
,

不是简单化的
“

直射
” ,

而是极其复杂的艺

术折射
,

即文艺美创造过程中
,

由自然形态的现实生活中的物象折射为观念形态的审美意象
,

再由观念形态的审美意象通过艺术载体折射为文艺美形态的审美艺象
。

作家艺术家世界观 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学观
,

在艺术审美创造过程中始终起着审美判断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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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美学观是作家艺术家长期形成的审美观念— 审美原则
、

理想
、

情趣和其他文艺美的追求
。

作家艺术家有无完整的美学观念作为文艺美创造的内在规范
,

直接影响到 创作过程中审美判

断的正确与否
,

进而影响到作品艺术性的优劣及其审美价值的大小
。

作家艺术家世界观
、

美学

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观
,

直接影响到文艺美的创造
.

文艺观是作家艺术家对文艺本质
、

创造

规律
、

作品形态
、

文艺批评与鉴赏
、

文艺功能等一切文艺现象长期形成的系统观念
。

它直接影响

作家艺术家对艺术审美创造的追求及其整个创作的具体过程
。

作家艺术家的世界观与其美学

观
、

文艺观在总体上是一致的
,

但也有不一致的现象
。

世界观不等于也不能代替美学观或文艺

观
,

它们之间也常常会出现总协调中的不协调现象
,

即世界观内部的某些矛盾现象
。

纵观 中外

文艺史
,

这种情况多出现在时代急剧转折时期的大艺术家身上
,

如曹雪芹
、

巴尔扎克
、

列夫
·

托

尔斯泰就是这样
。

他们对艺术美的追求与艺术创造中所反映出来的进步的美学观和文艺观
,

与

他们在背叛 自己的阶级或政党过程中的世界观
,

在各人的不同时期存在着某些矛盾现象
,

表现

出总协调中不协调的微妙关系
。

这在他们作品中是显而易见的
。

不管审美客体是多么纷繁
,

作

家艺术家世界观是多么复杂
,

也不管在艺术审美创造过程中世界观的艺术折射是 多么使人眼

花缭乱
,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

世界观对艺术审美创造的指导作用是勿庸置疑的
。

作家艺术家

有无先进的世界观
,

是作 品成败优劣的极其重要的条件
。

毛泽东在《讲话 》中十分强调作家艺术

家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

道理就在这里
。

实现文艺创作的美学追求
,

除了作家艺术家的主体意识结构和主体意识导向是极其重要

条件之外
,

还需要他们具备审美创造的能力
,

即情象思维能力
、

审美发现能力
、

审美意象构思和

传达能力
,

只有这样
,

才能把审美客体升华或转化为文艺美
。

毛泽东始终重视对文艺的美学追求
。

为此
,

他既注重文艺美来源于作家艺术家对生活的审

美感受和体验
,

也强调作家艺术家
“
头脑

”
的审美反映和创造

,

即生活美质变为文艺美过程中的

主体作用
。

文艺美正是在审美主客体互相对应和感应
、

双向交流和建构中创造出来的
,

忽视以

至无视任何一方
,

以及它们之间在作家艺术家
“
头脑

”

中的交互作用和文艺遗产之
“

流
”

的借鉴

作用
,

都是片面的
,

都不利于文艺美的创造
。

近期文艺理论界就有这样一种倾向
,

忽视以至无视

艺术审美反映和创造中的审美客体的基础作用
,

或者说最终决定作用
,

片面强调审美主体性的

发挥
,

似乎文艺美纯粹是 u, 合灵的创造
” , “

灵魂的升华
” ,

进而否定艺术审美反映论
。

这是一种违

背文艺美创造实践的糊涂倾向
。

关于这方面
,

毛泽东作了有力的批判
。

毛泽东的文艺美学观
,

还强烈地表现在对文艺典型美的更高境界的艺术攀登方面
。

毛泽东并没有把艺术审美追求仅限于一般文艺美
。

文艺美并不一定都达到 了美学的理想

境界
,

即文艺典型美
。

要达到典型美
,

还需要创作主体进一步进行艺术攀登
。

毛泽东文艺美学

思想的最高境界是典型美
。

他在《讲话 》中
,

明确提出作家艺术家应进一步把社会 生活中的
“
矛

盾和斗争典型化
” ,

造成
“

高级的文艺
” ,

使其应该 比普通的实际生 活更强烈
,

更有集中性
,

更典

型
,

更理想
,

达到使欣赏者惊醒起来
,

感奋起来
,

更好地帮助人民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

这是对

文艺美的最高标准的美学要求
。

这种艺术要求的实质
,

是提倡作家艺术家在追求文艺美创造

时
,

不要仅仅停留在一般文艺美的水平上
,

而应该有更高的追求
,

通过艺术典型化创造出典型

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

或者抒发典型意境中的典型情感
,

达到改造世界的最佳艺术效果
。

周恩来在对 一般艺术形 象与高层次的典型形象 比较之后说
: “

最好是创造典型人物 ,,o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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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迁就事实
,

忘记典型
,

是错误的
。 ’ ,

②艺术典型人物具有典型美
。

人物刻画得典型不典型
,

是 以

塑造人物为主的艺术品能否达到理想境界的关键
。

同样
,

抒发典型情感
,

是 以抒情为主的文艺

的高标准美学追求
。

典型人物和典型感情含有更多的艺术信息量
,

有更高的认识
、

教育和审美

价值
,

能反映一定的时代精神和审美理想
。

近期有少数文艺工作者
,

对艺术典型化和创造典型人物表现出淡漠
,

这不能不是向文艺美

理想境界进行高标准追求和攀登的一种倒退
。

回顾人类文艺史
,

有多少典型化的作品
,

塑造了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

或者抒发了典型意境中的典型情感
,

这使它们与其创造者的名字
,

一

起在人类文艺史上永远闪烁着光芒
。

今天的文艺家应根据新时期人 民群众的审美需要
,

努力创

造出新时代的典型人物
,

抒发出新时代的典型情感
。

这是人类艺术长河的流向
,

任何违背它的

文艺思潮
,

都不过是一支小小的短暂的岸边回流
,

断然扭转不了艺术长河的主道流向
。

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

这是恩格斯对典型美提出来的最高标准的艺术要求
。

毛泽东

对此作了精辟的阐述
。

他在《讲话 》中不仅强调塑造更典型
、

更理想
、

更带普遍性的各种各样的

人物
,

描绘更集中
、

更典型化的环境
,

而且还要求生长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积极
“

实现改造

自己的环境
” ,

以便以最佳效果鼓舞人 民群众去改造现实的环境
。

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

艺美学 思想的重大贡献
。

再说典型意境中的典型情感
。

以往人们对于艺术典型的审美范畴
,

一般只局限于叙事作品

中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之中
,

把优秀作品特别是抒情作品中创造的典型情感和典型意境排

斥在艺术典型的审美范畴之外
,

无疑是偏颇的
。

如果说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

是以塑造人物

为主的叙事作品所创造的理想境界的典型美
,

具有高级形态的艺术审美价值
,

那么典型意境中

的典型情感
,

则是优秀抒情作品所创造的理想境界的典型美
,

同样具有高级形态的艺术审美价

值
。

典型意境中的典型情感
,

是优秀作品特别是抒情作品创造典型美的理 想境界
。

毛泽东在

《讲话 》中
,

要求艺术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强烈
、

更典型
、

更理想
、

更带普

遍性
,

其中包括典型情感以及与此密切相连的典型意境
。

为抒情而创造意境
,

是我国诗歌和其

他抒情作品传统的美学追求
,

并有许多优秀作品抒发了典型意境中的典型情感
。

这不仅在我国

古代优秀抒情作品中得到证实
,

而且在毛泽东的诗词中得到印证
。

比如
,

毛泽东的词《蝶恋花
·

答李淑一 》
,

是他的文艺美学理想的艺术实践和完美体现
。

诗人把对杨
、

柳二烈士忠魂的革命激

情
,

即
“
泪飞顿作倾盆雨

”

的典型情感
,

与天上人间融为一体的艺术世界
,

即
“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

舞
”

的典型意境
,

达到了浑然一体的理想境界
,

创造出典型意境中的典型情感
,

成为文艺美的理

想境界— 文艺典型美
.

因此
,

这首词表现的情感之浑厚
,

意境之高远
,

是前人诗词不可比拟

的
。

诗中典型意境烘托出典型情感
,

而典型情感又推进典型意境的伸展
,

二者高度完美的统一
,

铸成瑰丽多姿的艺术精品
。

注 释
:

① 《周恩来论文艺》
,

第 53 页
。

② 《周恩来与文艺》下卷
,

第 20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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