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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学的审美愉悦性
□张 炯

文学作品所以获得人们的广泛阅读与欣赏，
具有本质性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创造了令人赏心
悦目的艺术美。文学的寿命与艺术美的创造分不
开。文学艺术正因自身的美的特征使它能够满足
不同时代人们的广泛审美需求。如何认识和创造
艺术美，如何认识文学之美的构成要素和构成规
律及其产生审美愉悦性的因由，对历代广大的文
学创作者和欣赏者都十分重要。

历史上关于美与美感的不同见解

何者谓美？这是美学一直探讨的复杂问题。
无论现实世界的美，还是文学艺术创造的美，美
的事物一般都能通过人们的感官而引起美感愉
悦，即审美的快感。关于美的产生和由来，历代中
外学者有过多种的论述。有美的客观论和主观
论，或主客观统一论。还有美的价值论、和谐论、
形式论等等。在西方，古希腊毕达哥拉斯认为美
是和谐。他的门徒波里克勒特在《论法规》中说：

“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的统一，把杂多导致统
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赫拉克利特也赞成和谐
说，但他认为：“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
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
的。”同时他主张艺术模仿自然，指出：“艺术也是
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摹仿自然。绘画在
画面上混合着白色和黑色、黄色和红色的部分，
从而造成与原物相似的形相。”赫拉克利特把矛
盾冲突的辩证观点引进了文艺美学之中。他还认
为美与丑是相辅相成的，不存在绝对的美与丑。
而苏格拉底认为：“美和善是一个东西，就是有用
和有益。”“任何一件东西如果它能很好地实现它
在功用方面的目的，它就同时是善的又是美的，
否则它就同时是恶的又是丑的。”柏拉图却论证

“理式”才是一切美的事物的源泉，“有了它，那一
切美的事物才成其为美”。主张艺术模仿现实并
给人以快感说的亚里斯多德则认为“诗人就应该
向优秀的肖像画家学习；他们画出一个人的特殊
面貌，求其相似而又比原来的人更善”。古罗马郎
加纳斯的《论崇高》对崇高的美做了论述，并提出
刚性美与柔性美的概念。琉善则肯定美的现实
性，认为美是客观存在的，不是抽象的概念，是人
们可以追求的感性对象。他还提出，“只有肉体美
与精神美相结合，这才是真正的美。”后来，普洛
丁从唯心主义出发，提出美的阶梯论，即依次为
感官可以感受的现实美、心灵能觉察的心灵美和
源于神的真善美统一的绝对美。他说：“神才是美
的来源，凡是和美同类的事物也都是从神那里来
的。”他把美引向了宗教神秘主义。西欧中世纪人
们对美的看法更带上神学色彩。奥古斯丁虽然承
认美在于整一与和谐，却还是把美分为由低到高
的形体美、德性美、上帝美。他攻击文艺亵渎神
灵，败坏道德，制造假象。但他认为丑是形成美的
一种因素，“丑是由对立的和谐显示出来的”。“万
物在时间之中，有始终，有升沉，有盛衰，有美丑。”
厄里根纳是欧洲第一个既肯定现实美又提出“象
征说”的美学家。在《论自然区分》一书中他认为艺
术就是象征，艺术品有表面意义和象征意义，现实
美是超现实的一种象征。他以“象征说”取代“模仿
说”，一直影响到后来但丁的《神曲》的创作。圣·托
马斯·阿奎那则提出美的三要素：第一是完整或完
美，凡是不完整的东西就是丑的；其次是适当的比
例或和谐；第三是鲜明。“鲜明的颜色是公认为美
的。”他还强调审美活动的直觉性，主张：“凡是一
眼见到就使人愉快的东西才叫做美的。”

文艺复兴以来，新起的文艺家多发扬古希腊
罗马的传统，主张艺术模仿自然，解放人性，重视
文艺的教育作用和真、善、美的统一。启蒙思想家
狄德罗在《论画》中说：“真、善、美是些十分相近
的品质。在前面的两种品质之上加以一些难得而
出色的情状，真就显得美，善也显得美。”狄德罗
认为，不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真、善、美的标准，
就一个单个人来说，也不可能“在整个生命的过
程中保持始终不变的爱好”。德国的康德基于二
元论哲学，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对审美判断做
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主观合目的性是美，客观
合目的性是善。他区别审美判断与知识判断、美
的愉悦与善的愉悦、美感与快感的不同，认为审
美既是主观的、无功利的，又是自由的，审美活动
中感性与理性，形象与抽象趋于统一。他还指出，
审美具有社会性；指出崇高与美有联系也有区
别。他提出艺术特征是自由游戏。他强调艺术是
人的创造物，是天才的产物，而天才的心理基础
则是非凡的想象力和知解力的协调，而天才的标
志是独创性和典范性：“它自身不是由摹仿产生，
而它对于别人却须能成为评判或法则的准绳。”
康德的美学和文论为后来的形式主义、唯美主
义、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潮提供了理论依据，对西
方产生很大的影响，连现代主义文艺思潮都有康
德的印记。德国的另一位思想家黑格尔的《美学》
则是基于客观唯心主义和辩证法，其著名论断为

“美是理念的显现”。如果说柏拉图的“理式”是绝
对的，不变的，黑格尔的理念却是运动、变化的，
是一般与特殊的统一。他认为，理念通过感性形
式的显现就是美。他还认为艺术美高于自然美，
因为艺术美是心灵的创造，是内容与形式的统
一，理念与感性的统一，普遍性与活的个性的统
一。后来还有许多关于美学的新论。如费尔巴哈
对人的美学的肯定；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生活的美
的崇拜等。

我国古代，也有以“和”为美以及美与善相联
系的认识，还有“文质相一”为美的观念。如讲六
气、五行、阴阳和人事都强调“和”。《国语·周语
下》说：“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
以平声。”讲政与乐都要“和”。俗话“和和美美”就
是把和与美相联系。以伦理道德关系为儒家学说
核心的孔子主张“美”、“善”相兼又有区别，认为

“《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而“《武》尽美矣，未尽
善也”。他提倡的“文质彬彬”，正是儒家对美及美
德的理解。发展到荀子，“文质彬彬”成为一种独
立的审美形态，为历代文学批评家所借用。董仲
舒、刘向、扬雄、王充、应旸皆建立了自己的“文质
论”。其实，讲的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但

近代以前，对美进行深入探讨的中国思想家并不
多。20世纪以来，从王国维到鲁迅、到蔡元培，以
迄于朱光潜、蔡仪、黄药眠、李泽厚诸家的不同美
学观点的提出和争论，是学界所熟悉的。

从以上并非完整的引述，可以看出前人有关
美的不同方面与侧面的论述，尽管各有不同见地
与局限，对于我们更深入更全面地认识美及其规
律，应当说都是有启示和帮助的。

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能动的
反映论和实践论来看，事物的美的素质当然是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例如太阳、月亮
和山水花木的美质自然存在于客观世界本身。而
对于美的感受和认知则属于人的主观。人们所以
感到某事物美而某事物不美，又与人类改造客观
事物的历史实践中人与物的相互关系分不开。只
有无害而有益于人的东西，才容易被人认为美。
据《说文解字》，汉语的“美”字源于“羊”字。这大
概因为畜牧时代羊能满足人们肉食的需要，是一
种美味的缘故。人若遇到会吃人的老虎，就不会
认为它美，而当老虎被关到笼子里或被制成标本
和绘画、塑造成艺术品，产生了间离感，对人完全
无害时才会感到它美。这就是人与物的关系变化
对美感产生的作用。当然，老虎的强壮和毛皮的
彩色斑纹，是它构成美的客观基础。人类并非生
下来就能够识别事物的美与不美。人类对于美的
感觉是在历史实践中逐步积累和形成的。马克思
在论述人的感觉时曾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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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心忡忡的
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
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
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因此，一方
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
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
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
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照我理
解，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指的就是人类在历史的
实践过程中，因与客观的对象发生关系，包括因
自己生命的能动性、创造性，不同程度地改造了
对象，从而使对象成为人的对象，并丰富了人对
自己和对事物的感觉与认知。从美的领域来说，
自然美固然存在于客观世界，即如艺术美，其美
质也客观地存在于文学艺术品中。由于存在客观
的美质，才培养和丰富了人对于美的感觉。而艺
术美由于体现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区别于自
然美，往往显得更充分更理想也更完美，从而也
更增添了观赏者的美感。但人要产生美的感觉，
还得有自己的主观条件，只有具备美感的主观条
件的人，才可能辨识事物的美与不美。比如对于
文学来说，也是先有文学作品中客观蕴含的美，
才培养了人对文学美的感觉。而对于一个从来不
曾接触事物的美或文学的美的人，他自然不可能
产生这方面的感觉。另一方面，一个人如果没有
美的感知能力，没有语言和文字的识别能力，他
当然也无从识别文学的美。正如没有音乐感的
人，最美的音乐对他毫无意义，而他的音乐感又
是从音乐的接触和认知、乃至创造中逐步培养起
来的一样。人们对文学的美的感觉和认知，及其
产生的愉悦性，也是从人与对象物互动的辩证关
系中发展起来的。

文学之美的构成要素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就包含有对于事物的
系统认识的思想。“关于自然界所有过程都处在
一种系统联系中的认识，推动科学从个别部分和
整体上到处去证明这种系统联系。”现代系统论
以现代科学形式为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观念提供
了补充和发展。系统论学者贝塔朗非认为系统论
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辩证法。其基本观念是把世
界看作一个巨大组织的机体，大系统下有子系
统。每个系统因组成要素与结构的不同而产生不
同的功能。从系统论的角度，文学所以具有审美
愉悦性，被人们称为社会的审美意识形态，因为
它的美的要素结构所产生的特点和功能，主要为
了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

那么，什么是文学之美的构成要素呢？
无疑，描写的形象性是最基本的一个要素。
马克思曾指出，人类反映世界有不同的方

式。他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存在从具体到抽
象，又从抽象再回到具体的两条思维道路时指
出：“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出现时，
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
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
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他还说：“具
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
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
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
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
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
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
体的再现。”马克思的如上论述，对于我们理解
文学艺术反映世界的特点具有深刻的启示。如果
说，哲学掌握世界的方式是从具体到抽象，那么，
文学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恰恰是从具体到具
体。即通过具体艺术形象的描绘，对世界作直观
的整体表象的综合把握。艺术形象既是文学之美
的要素，也是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摄影
等一切艺术的共同特点。而文学阅读者的美的感
受与具体形象的感受是分不开的。关于文学艺术
必须通过具体形象来把握和表现世界，这是过去
许多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都已认识到的。我国魏
晋南北朝时代陆机《文赋》论文学创作的形象思
维就说，“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
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咙而弥鲜，物昭晰而
互进”，乃至能够“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
瞬”，“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在西方，黑
格尔也说：“感性观照的形式是艺术的特征，因为
艺术是用感性形象化的方式把真实呈现于意
识。”高尔基特别强调：“艺术的作品不是叙述，
而是用形象、图画来描写现实。”

形象是美感产生的第一要素。完全抽象的东

西，就难以形成美感。抽象派的绘画或雕塑，以及
被视为艺术的汉字书法，也仍具一定的形象性。
文学作为语言艺术，虽然语言总具一定的抽象
性，但文学通过语言所塑造和传达的正是一定的
艺术形象。

人类从形象感知美，当然有个历史的过程。
原始人类并非从一切形象都感到美。在远古时代
风雨雷电、毒蛇猛兽都侵害人的时候，其形象引
起的感受就会是恐怖而非美。只有当人类实际征
服或借助想象和幻想以征服自然界后，才逐步认
识自然的美，并把这种认识表现于原始神话、传
说和歌谣中。它反映了人类对自己主体力量的确
信，并从这种确信中产生快感。文学的美最早见
于神话。如马克思所指出，神话正是人类借助想
象和幻想以征服自然界的产物。人类的审美意识
随着历史进程而不断发展和扩充自己的对象，开
拓自己表现的题材，乃至到了“包罗天地，晖丽万
有”的地步。但如鲁迅所说，“世间实在还有写不
进小说里去的人。倘写进去，而又逼真，这小说便
被毁坏。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龟，画果子
壳，画字纸篓，画垃圾堆，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
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就是一样的道理”。可
见，并非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方面或一切真实的形
象，都会为艺术所表现。文学艺术对人的表现与
人类学、人体解剖学的不同，就在文学艺术是从
审美的视角去选择和表现形象的。丑在文学艺术
中所以能够给读者以美感，是因为作家对丑恶的
揭露与鞭挞的批判态度体现出创作主体所传达
的美的理想与追求。别林斯基在《关于批评的话》
中说得好：“艺术应该是在当代意识的优美的形
象中，表现或体现当代对于生活的意义和目的、
对于人类的前途、对于生存的永恒真理的见解。”

细而论之，文学艺术形象所以区别于一般的
形象者，则因为它还有自身的构成要素，也即，艺
术形象总寄托一定的情和意，并离不开真和善。

列夫·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认为艺术的本
质在于通过形象“把自己的情感体验传达给别
人”。美国学者苏珊·朗格把文学归结为“情感性
形式”。现代诗论把诗的意象称为情感对应物，
都不是无因。普列哈诺夫曾补充说，“艺术不但表
现情感，它还表现思想。”其实，柏拉图的“理式”
说和黑格尔的“理念”说，也说明往昔哲人对思想
与美、与艺术的密切关系的重视。艺术中表现的
思想，一般地说，主流都是向善的思想，是有益于
使人类变得更善良、更美好、更崇高、更进步的思
想。情感是人类对事物关系的内心反应与体验、
评价与态度。它表现为爱悦、仇恨、悲哀、痛苦、愤
怒、惆怅、快乐、喜欢、忧愁、恐惧等内心的感受。
情感的产生不仅体现人与对象的实践关系，也体
现人作为主体的一定思想倾向。文学作为语言的
艺术，就是需要通过语言所描写的艺术形象，把
人们自己的各种情感和思想得到倾诉、发泄和表
达。自然，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情感既有作家自身
要抒发的，也包括作品所描写的人物的思想和情
感。以故，思想和情感同样是文学艺术形象的审
美愉悦性得以产生的要素。如果说，艺术形象是
文学作品的形式，那么，思想和情感便是文学作
品的内容。人们对文学的审美判断不仅有形式
美、包括语言美的判断，还必然包含有内容真伪
的认识价值判断和善恶的精神价值判断。虽然，
真和善的东西并不都表现为美，但美是以真、善
为前提的。而假和恶的东西则很难被人认为美。
正是情、意、象的统一和真、善、美多种判断的综
合，形成文学艺术形象的特点及其审美心理机
制，使读者和观众产生美的愉悦感。文学艺术形
象的描写，能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睹其
景，如感其情，出色地传达一定的感情和思想，并
通过文学作品的阅读，使人们的心灵得到真善美
的陶冶和升华。我们读屈原的《离骚》，固然会被
诗人所描绘的离奇想象所吸引，如抒情主人公可
以上天入地，腾云驾雾，朝夕千里，乃至凤鸟、飞
龙都能为他护行、驾车，但最感动读者的则是主
人公所表现的对国事的忧心、对楚王中谗言的忧
愤以及“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爱国
爱民的思想情怀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求索”的执著奋斗、追求真理的精神。《离骚》中
的艺术形象正因为有力地传达了强烈的感情和
一定的思想，体现了情、意、象与真、善、美的统一
而成为千古不朽的文学名作。

当然，作为语言的艺术，语言的美质也构成
文学美的要素。因为在文学作品里，艺术形象的
情、意、象和真、善、美都要通过语言的描绘来显
现。作品的语言如果不鲜明、生动、简洁、含蓄、优
美，富于表现的张力，必定会削弱作品的审美感
染力。

指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与认定它是社会
意识形态并不矛盾。这样说不会滑向唯美主义、
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陷阱。因为文学虽然以艺术
形象反映一定社会的生活，但在反映中总不同程
度地表现有特定社会的哲学、政治、法律、宗教、
道德、美学等观点及其制约的一定情感倾向，因
而，它当然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可是它又跟其他
社会意识形态不同。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大系统
中，它是一种以艺术形象表现的特殊意识形态，
即跟绘画、音乐、舞蹈、雕塑等艺术一样属于审美
的意识形态。它以审美的艺术形象表达情感和意
蕴，并且是为了满足人们对真善美的审美愉悦的
需要而生产和存在的。科学著作也有一定的形象
性，如数学中的几何图形、军事学中的沙盘图形
等。但那些图形虽然反映一定的真，却不表现善，
也不含审美的情感和意蕴。它们的价值在于实用
和反映客观的存在，并不能产生美感。

文学审美愉悦性的构成规律

深入探讨文学审美愉悦性的构成规律，对于
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上所述，文学艺术的创造是人的对象化的
成果。在这创造过程中，人对于现实的反映并非
如银版照相那样，而总是能动性的反映，总含有
一定的创造性的因素。在这种反映中必然会体现
创造主体在特定时代的认知水平和想象、幻想，

从而把自己的本质力量注入对象、改造对象。
前人关于美的种种阐述，如和谐、平衡、对

称、多样的统一等等，也都可视为构成美的某种
规律，并为艺术创造者所参照和利用。而文学艺
术美创造的更重要更根本的规律则在于人的对
象化中对自然现实的审美改造。它通过创造者的
幻想和想象，使艺术形象在内容和形式上更新
颖、更完美、更理想。从而使文学艺术作品源于现
实美，又超越现实美，创造出异于和高于现实的
艺术美。

马克思说，“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
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
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
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
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
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
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
身，而人则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
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
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
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
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
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马克思在
这里把人与动物的生产区别开来，并指出人的生
产特点是全面性，并摆脱自身需要而自由，能够

“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
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马克思把这
两点都视为“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任何一个
种的尺度”自然指世界万物的各具客观性的尺
度。而“内在的尺度”则更多体现人作为主体的主
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这就是说，上述两种情况都
符合美的创造的规律。前一种情况是对客观现实
的“再现”；后一种情况则可归入自我主观的“表
现”。应该说，这两者都属于人的对象化的范围。
如果说，你依照真老虎的模样画一幅画，符合美
的规律，因为人们从对客观对象的成功再现中确
证了自己的主观潜能而感到愉悦；那么像民间艺
术那样做个布老虎，虽然不完全像真老虎，却因作
者是根据自己内在的尺度来做的，尽管有所夸张、
有所变形，那也是艺术，也符合美的规律。因为同
样会使你确证自己的主观潜能而兴奋不已。至于
你要建造一座宫殿、一座园林，谱写一部乐曲，或
写作《西游记》那样的幻象世界，那都是自然界原
先不存在的，就只能根据你所构想的内在的尺度
去建造、去描写。只要这种新颖的尺度既具创造性
又合理，那也符合美的规律。因为人们观赏中会因
你的创造而感到美，感到振奋、新奇和愉悦。

文学的美，当然也是人作为主体对于客体的
美的反映和加入主体自我表现的产物，也即是按
照美的规律创造的产物。现代符号学学者卡西尔
从文化哲学体系论证文学艺术是具有创造性、虚
幻性的符号系统。他指出，“若说‘所有的美都是
真’，所有的真却并不一定就是美。为达到最高
的美，就不仅要复写自然，而且恰恰还必须偏离
自然。规定这种偏离的程度和恰当的比例，成了
艺术理论的主要任务之一。”其实，“即使最彻底
的摹仿说也不想把艺术品限制在对实在的纯粹
机械的复写上。所有的摹仿说都不得不在某种
程度上为艺术家的创造性留出余地”。文学艺术
的“再现”和“表现”及其不同程度的结合，可以说
概括了所有文学作品的创作，包括现实主义、浪
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创作，也包括阳
刚和阴柔等各种各样艺术风格的创作，都体现为
艺术形象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现实与理想的统
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情、意、象和真、善、美的
统一。

情真、意善、象美，三者缺一不可，是文学艺

术形象塑造的具有永恒性的历史追求，也是文学
艺术美源于现实美，又可能高于现实美的规律性
的要求。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如果虚假，成为矫情，
就很难感动读者；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意蕴如果缺
乏崇高、向善、进步的导向，不是歌颂善良的道德
品格，赞美正义，鞭挞邪恶，反对压迫，而是相反，
同样难以引起读者的认同和共鸣；文学作品的形
式，包括语言，如果不符合美的规律，形象描写缺
乏真实感，不鲜明生动，缺乏完美的表现结构和
形式手段，不能与所表现的内容相和谐，那同样
也难以让读者感到美的魅力。

当然，文学艺术的美因其内容与形式的不同
取向或偏颇，也有高下雅俗之分。“阳春白雪，下
里巴人”自古就有。《红楼梦》与《金瓶梅》审美品
位的差别，思想崇高的深刻现实主义之作与某些
标榜表现平面与碎片的后现代主义的分野，也是
读者容易识见的。

正是创作主体对于现实的能动的创造性的
反映，才使文学艺术的美既源于现实生活又可能
高于现实生活。毛泽东曾指出，人类社会的现实
生活与文学艺术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
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
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
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就说明，第一，艺术
美虽然是人的创造，但追根溯源，它仍然是现实
美的反映；第二，这种反映不是机械的模仿，而是
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将美的东西按照一定
的规律加以集中、概括与改造；因而，第三，艺术
美可能高于现实美，不仅具有更强烈的魅力，也
更典型、更理想、更有普遍性。正因此，文学艺术
的美由于作家、艺术家的创造而获得一种现实超
越性和理想完美性，一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
陌生感和新奇感，让读者和观众从中体验到从现
实生活里所不曾体验的美感愉悦。像李白的诗
歌：“日照香炉生紫烟，庐山瀑布挂前川，飞流直
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由于采用各种比喻
和联想的想象，就显得比现实的庐山瀑布更美；
即如《三国演义》中描写诸葛亮的超人智慧，《水
浒传》描写武松打虎的神勇，都是文学作品塑造
得十分成功的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典
型，是更集中、更理想的成果。其产生的审美愉悦
性的强烈，是为大家所共见的。

可以说，以上也就是文学艺术作为审美意识
形态所以产生审美愉悦性的具有本质性的规律。
从而也使文学与哲学、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
其他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区分开来。人们从哲学中
得到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和对人生哲理的启悟，从
政治中得到治理众人事务和解决阶级冲突的经
验与办法，从法律中得到国家制度和人们行为的
规则，从道德中得到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内心规
范，从宗教中得到某种人生的信仰与慰藉，而从
文学与艺术中，人们主要要得到的则是审美愉悦
性的感受。虽然，在文学中也会得到某种哲学、政
治、法律、道德、宗教的一定认知。那毕竟不是主
要的。而且这些方面的认知也是通过审美感受而
得到的。文学能够使读者沉迷它所创造的艺术形
象和境界中，感到审美的愉悦、情绪的感染和精
神的熏陶，乃至手不能释卷，与阅读哲学等其他
著作全然不同。这就是人们所以更愿意阅读文学
作品，达到废寝忘食地步的原因。以故，我国古代
的《诗序》总结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
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
化，移风俗。”古罗马的贺拉斯也说：“诗人的愿望
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
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寓教于乐，既劝谕
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于此可见文
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特殊功用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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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暨
毛泽东诗词学术研讨会”在江汉大学召开。本
次研讨会旨在对毛泽东诗词进行学理的深度
剖析，弘扬其精神与艺术力量，推动毛泽东诗
词在当下的传播。

审美特征与精神特质的多重观照。与会
者从相对宏观的视角，选取毛泽东诗词作品中
最具代表性的审美特征、精神特质进行解析，
对毛泽东独异的艺术风貌再次进行深度挖掘，
颇具启发意义。张永健从“气”这一中国古代
哲学概念的角度对毛泽东诗词中的思想、精神
进行剖析，将其诗词中不同的精神侧面分别对
应其本人骨气、志气、勇气、才气、士气、正气、
王气七种精神特质。以为这七种“气”体现出
诗人“自信、自尊、自主、自立、自强”的精神内
质和与众不同的人格情操。彭松乔从“苍茫的
宇宙意识”、“强烈的使命驱策”、“超拔的境界
追求”三个方面论述毛泽东诗词的审美特征，
他认为毛泽东的诗词具有辽阔深邃的时空美
感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境界高远，充满浪漫
的想象与追求，而这些都植根于他的伟大人格
和对宇宙人生的超强感悟力。

诗国撷英·史海钩沉。对毛泽东诗词的断
代史研究是这次研讨会的另一个特色。邓国
栋用“诗”“史”互证方式得出结论：毛泽东井冈
山时期的诗词，蕴含了对大革命失败的反思和
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吴艳从史诗意味、多变风
格及杰出成就三方面对毛泽东延安时期的诗
词作了仔细解读。认为毛泽东延安时期的诗
词既是毛泽东个人抱负的直抒胸臆，也多半代
表了处于上升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理想，
不管是立足国内视野的《清平乐·六盘山》，还
是立足世界立场的《念奴娇·昆仑》。毛泽东创
作于延安时期的诗词为之前诗词创作之集大
成，在诸多方面达到了艺术成就的高峰，也在

某些方面开启了毛泽东1949年后诗歌风格之
先河。

山水意趣·千载诗心。有学者从微观视角
解析毛泽东诗词中的具体意象。刘义贤将

“山”归结为毛泽东诗词的魂魄，以“山”之伟岸
高峻特点类比毛泽东的崇高人格和伟大情怀，
认为其诗词中的进取精神、求真精神、献身精
神、乐观主义精神至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邹
建军选取毛泽东诗词中自然景观的五种形态，
并以山的意象为中心，探讨毛泽东诗词如何通
过地理空间的建构，表达对自我与他者、主体
与客体、自我与自然、自我与文化之间种种关
系的思索。杜雪琴以“雪”之意象为视点，探讨
毛泽东诗词中的大气象。认为在万里雪飘之
意境中，可见出诗人开阔潇洒之大气度、诗人
之大我情怀和诗人铮铮之大傲骨。

“80 后”、“90 后”学子眼中的毛泽东诗
词。武汉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郭帅帅和江
汉大学中文系 2011 级学生韩晶晶分别代表

“80 后”、“90 后”学子在大会发言。郭帅帅
以《菩萨蛮·黄鹤楼》等诗词为例，从地域文
化角度，考查武汉这座城市在毛泽东诗词里
烙下的印记。结合毛泽东在1927年、1956年
两次来到武汉的经历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
剖析诗人当时的心境。认为 《菩萨蛮·黄鹤
楼》 体现了大革命失败时，毛泽东痛心、愤
懑却又愈挫愈勇、壮怀激烈的心态，而 《水
调歌头·游泳》则寄托着毛泽东在共产主义大
动荡的一年，自己仍有勇气大胆冒险、与时
间对抗的强劲精神力量。韩晶晶结合当下流
行的“接地气”、“正能量”的概念展开分
析，认为毛泽东力求用通俗生动的语言使诗
词为人民群众所欢迎，同时，这种贴近群众
的写作姿态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向上的、斗志
昂扬的精神状态。

毛泽东诗词的多重解读
□ 邓雨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