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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并无直接的道德影响

文艺具有对人的影响力。比如暴力影视作品传达

一种态度，它把暴力视为对危险的恰当反应，而且它可

能信奉一种价值观，把暴力视为有魅力的和勇敢的。

但实际上，如英国美学家安妮·希坡迪指出的，人们对

于暴力作品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一些人倾向于暴力

行为，一些人会沉迷于对暴力的幻想而非在现实生活

中做出暴力行为，有些人则排斥暴力，即便暴力被呈现

为迷人的，还有一些人不为所动，既非被吸引也非排

斥。一般情况下，艺术的道德影响不是必然的，因为我

们是把既存的态度带入阅读之中，我们对暴力在最初

就是厌恶的，这种厌恶可能修正或克服暴力作品的影

响。即是说，艺术的影响既非如此确定也非如此直接，

其对价值观和态度的影响常常是微妙的、非直接的，只

有在事后才能察觉。某部艺术品是否有影响、有何种

影响，必须做社会学心理学的跟踪实验调查，包括大规

模数量的人群、长时期的跟踪，要考虑其他元素包括遗

传因素、社会背景、教育状况等所发挥的作用。

具有良好的道德内容的艺术是否真的能够改善其

读者，这需要认真考察，我们不能对艺术的道德影响做

简单的结论。但我们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否定艺

术具有任何道德影响。马克思主义给予艺术极大的自

律，但不否认艺术与道德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艺

术是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承认艺术形式和规则的重

要性，但认为最终地，艺术反映了社会和经济现实。因

此，艺术的道德和政治内容反映了艺术所产生其中的

社会。

文艺可以做道德批评

受到康德美学，特别是随后的审美主义和形式主

义以及新批评等批评实践的影响，许多20世纪的艺术

哲学家不仅忽视了艺术的伦理批评，甚至认为艺术的

伦理批评或者是不相干的或者是概念上不合法的。艺

术领域里的自律主义认为，艺术有其自身的价值领域，

有自己的评价规则，这种规则排除了道德评价作为其

合法的标准。艺术的本质即形式和目的提供了非功利

的愉悦，它具有自己的方法、效果和价值，不能化约为

其他的人类实践，不能屈从于较远的目的诸如产生道

德后果或引发道德教育。但是，我们可以这么回答自

律主义：作品是行为的产物，我们能够谈论作者在作

品里做了什么事情，因此我们能够在道德上评价作者

体现在作品中的行为。伦理瑕疵不应该被理解为艺

术品影响观众的因果性力量。毋宁是，瑕疵是艺术品

的内在特质，即是它体现了伦理上应受谴责的态度，

比如《意志的胜利》因为表达了对纳粹和希特勒的支

持。艺术品表达了某些观点，这些观点是可以进行道

德评价的。此外，对艺术品的道德评价可能基于艺术

品鼓励读者所获得的道德经验的品质。虚构性的作品

邀约或设定道德判断的过程，我们可以讨论这个过程

中虚构作品是否正确地操练了我们的道德能力或加深

了这种能力，或者它们是否混乱了或扭曲了道德理解，

掩盖了道德感知，或误导了道德情感，伦理批评家可

以把焦点放置在艺术品所塑造的道德经验是否正直

上。有些文艺作品呈现有关社会问题的生动画面，以

便读者不仅能够理解而且能够感受这些问题，其目的

是致力于产生社会影响和艺术效果，激发诸如义愤这

样的道德情感，因此这些作品在艺术上就是有价值的。

大体而言，艺术品通过三种方式获得伦理价值，即

它们表达的态度、它们开拓的问题和它们对观众所具

有的影响。当艺术家给予他们的作品这种伦理价值，

而且观众期待去发现它们，当这种价值的追求是艺术

家的计划之时，这种伦理价值就是艺术价值。因此，从

伦理角度批评之就是合理的。

文艺能够促进道德

我们习得了许多道德原则和概念，但它们是非常

抽象的。艺术中的道德教条确实已经广为人知，但艺

术教给我们的不是新的教义和概念，而是如何把它们

应用到具体案例中，通过提供细节性的实例、虚构帮助

我们获得一种关于如何智慧地恰当地应用这些抽象原

则的感觉，这就操练了我们的情感和想象力以及我们

的辨识能力、道德理解能力和反思能力等，进而保持和

扩展了我们的道德判断的能力。当代美国批评家伊利

斯·默多克认为，虚构性的文学是最重要的获得无私感

知的工具，而这对于正当的道德行为是非常必要的；伟

大艺术家创造的作品呈现给我们的是，当被无私地观

看的时候，世界是怎么样的，以及我们的自私的追求的

无价值。英国美学家玛莎·慕思鲍姆认为，道德感知的

运作需要我们使用想象去构造一幅具体的精细的关于

卷入道德语境中的人和那个道德语境本身的图画，这

就牵涉到敏感性和交往行为，其中正确的行为依赖的

不仅是所做的，而且依赖它是如何做的，依赖它所告知

的道德形象。道德图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没有它们，

从感知到义务到正确的行为的道路就不能被构造，因

为只有对于道德情景的正确感知，更为一般的规则和

原则的应用才是可能的。小说提供了我们投入其中的

领地，其心理学和具体细节的丰富性是不可能出现在

哲学文本中的。在阅读小说时，我们发展了敏感地感

知道德现实的能力。宏富的、复杂的、精彩的小说不仅

提供了我们对特殊性的感知，它们也塑造了读者位于

特定情感中心的判断力。这些判断力包含了大规模地

组织和转变感知的潜力，这对于政治变革和个体的自

我批评是非常重要的。

艺术品把特殊的、有趣的、难以解决的案例呈现给

我们，从而说明我们思考和感受到的是什么。艺术品

能够通过定向的实践指导我们的情感，以合理的缘由

和合适的程度去爱和恨某些事物，扩大我们同情的力

量，引导我们关心那些我们会忽视的人们，比如其他种

族、性别、民族、弱势群体等。阅读复杂的叙述作品能

够让我们更好地意识到责任感。艺术品中的大量的

特殊的案例邀约我们去探究复杂的道德态度和情感，

而不是以伊索寓言说教式的道德教育告知我们这一

点。艺术帮助我们在想象中推崇有力的但在我们目

前的行为中不能完全推崇的道德理想，这是在其复杂

的方向中指向那些理想并借助那些理想以保持我们

完整人性的鲜活性的重要方法。没有艺术，道德要么

变得空洞抽象，要么变成死板性的规则；有了艺术，道

德作为人类生活的复杂组织的基础部分就变得鲜活

明了。艺术的道德价值存在于它给予我们想象性的

洞察其他人的能力之中。想象性的洞察与道德培养

的关系是，对其他人的更好的理解有助于道德优点的

发展。如果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他人，我们就会在对待

他人时更友好更公平。

狭义的道德诸如对错概念、义务和责任观念、善恶

观念的判断等，讲的是如何对待别人。还存在着更宽

泛的道德概念，有时以“伦理”命名，它关注的是善的生

活或有意义的生活问题。这种伦理关注提出的问题更

为宽泛，即是什么使得生活有意义？它要求我们思考

一个人该如何活着，该忠诚哪些价值。古希腊的哲学

家思考了这些核心的伦理问题，现代伟大的文学作品

也在探讨这些问题，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傲慢与偏

见》《恋爱中的妇女》等都提出了这些问题。当代美学

家如科拉·戴蒙德、赫伯恩、默多克等人认为，不应该把

道德设想为在特定的场合某个人应该做什么以契合特

殊的原则，应该把道德设想为构想整个的生命模式。

戴蒙德说，伦理学是对某个人的存在模式的反思，即是

某个人希望成为某种类型的人的整体式的图画。在试

图塑造某个人的生活的时候，他不仅需要关注特殊行

为的内容，而且要考虑那些归类为审美的东西，诸如对

词汇和风格的选择，他所发现的哪些东西是讨厌哪那

些是值得高兴的，这样美学和伦理学就交织在一起

了。艺术品丰富了我们的审美经验，也发展了我们的

想象力和理解力。如果我们发展了对艺术反应的能

力，就会发展我们的作为人的存在的潜力。在开拓人

的有价值有意义的存在模式之时，文艺作品的伦理价

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代文艺批评透视当代文艺批评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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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喜剧美学研究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和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喜剧艺术创作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的第五届全国喜剧美学研讨会在武汉举行，近百名来

自学术界、艺术界、传媒界的学者专家与会。

董健认为，要探明喜剧精神，必须将当前大众娱乐

中非常盛行的“生理感官的笑”剥离出去，真正具有喜

剧精神的笑，应饱含理性和自由的意志。修倜认为，它

不是如黑格尔主张的消极的否定性的意志自由，而是

积极向善、更新宇宙面向未来、合目的性的超越生存悖

论的意志自由，是释放压抑、修复人性、乐观向上的智

性自由。张中全将它诠释为多元化的价值体系、源出

平凡的秀婉之美、解构与颠覆的功能。苏敏认为，它是

从作者到作品由内而外散播的主体性，集中表现为拥

有自由心性的人的“识”。

有学者在概念表达上虽略有不同，但其主张的概

念内涵仍与喜剧精神高度贯通。苏晖主张的“喜剧意

识”，其内涵是喜剧审美主体以鲜明的主体意识反思人

类社会及人类自身的丑陋、缺陷和弱点，发现其反常和

不协调等可笑之处，从而实现对自我与现实的超越。

傅守祥主张的“喜剧美学核心”，观点大致与苏晖相近，

但他更针对大众传播中将喜剧作为纯粹娱乐的观点，

强调必须具备“智性的清透”内核。

陈孝英认为，国人的喜剧价值观出现前所未有的

突变，这强有力地推动了喜剧艺术的发展，喜剧美学新

时代已经到来。王幼贝认为，喜剧艺术新时代不等于

喜剧美学新时代，当下喜剧艺术中大量出现的媚、浮、

俗、蔫，至多能称“新常态”，因此，这是一个“向往进入

喜剧时代而仍置身于闹剧的后悲剧时代”。邹元江更

认为，在急剧增长的视听传媒作用下，当前已进入用博

人一笑换取金钱的“娱乐至死年代”。传统的喜剧美学

理念根本无法适用于当下。这个时代无所谓喜剧性，

也没有喜剧美学。如果一定要继续坚持喜剧美学的存

在，就必须彻底转换思维，从当前的传播事实出发，构

建全新的研究范式。

王九成认为，当下的确存在喜剧不美、以丑为乐的

困境，但不尽如人意的喜剧新时代毕竟还是到来了。

羊驰认为，近年出现的喜剧新形式中仍然含有喜剧精

神，不能予以全盘否定。麻文琦认为，以“娱乐至死”抹

煞当前的喜剧现状，带有反抗消费、反抗工业的偏激

性。倘若果真存在“娱乐至死”的现象，恰正验证了传

统喜剧美学理念的价值，因为它可以对该现象起到天

然的“解毒”效用。喜剧美学新时代的到来无需质疑。

不少学者关注学界和艺术界、传媒界结合乏力的

问题。王幼贝提出，研究应紧跟艺术实践“新常态”的

步伐，积极关注网络喜剧、段子等新样式。研究只有从

实践中充分吸取营养，才能有效指导实践，切实服务群

众。魏久尧提出，要从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三方面

发力，实现研究理论、艺术作品和生活思维的齐头并进

与良性互动。王九成陈述了“喜剧365”网站的建设实

绩，为这种并进与互动作了典型示范。

更多学者开始推进纵深化和交叉化研究。朱洪关

注到喜剧样式命名的准确性问题，如“丑角”、“脱口

秀”、“网络段子”等命名，存在指向模糊不清的问题。

只有厘清这些称谓的内涵外延，才能增强喜剧美学体

系的科学性，确保学科健康发展。谢旭慧从语言学视

角剖析了喜剧喜感的来源。张丽芬从地域文化视角探

讨了常州的“抒情滑稽戏”。南台从小说创作视角主张

“越好玩越文学，越独特越美丽”，提出了“意蕴链”、“段

子小说”等新型术语，以探讨喜剧人物的塑造和喜剧小

说的创作。

喜剧是人类的自由之花、智慧之果，也是人类的未解

之谜。在各种喜剧理论中，影响颇广的不谐调理论，在当

代也遭到质疑，美国戏剧理论家柯列根就提出：“不谐调

既是戏剧中恐怖的起因，也是引人发笑的根源。”当代喜

剧艺术的发展需要对喜剧理论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喜剧精神是喜剧之魂，喜剧精神是否充盈和高扬是

评判一部喜剧作品成功与否的最高标准，也是衡量一个

时代、一个民族喜剧是否发达的最高尺度。那么，什么是

喜剧精神呢？喜剧精神的内涵是什么？

喜剧精神的内涵包括四个彼此联系又相区别的方

面，它们依次是：讽刺批判精神、乐观自信精神、理性超脱

精神和自由狂欢精神。

讽刺批判精神是喜剧艺术作为一种根植于社会生

活、贴近现实人生的艺术样式所具有的最为彰显的精神

特质。喜剧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鲜明的讽刺批判色

彩。讽刺批判精神固然是在讽刺喜剧里得到最充分的体

现，但在幽默喜剧、感伤喜剧和荒诞喜剧里也无不随处可

见它的身影。

喜剧是社会的清道夫，是文明的捍卫者，是自由的代

名词。所有生活中的可笑之人和可笑之事都是喜剧猎获

的对象。讽刺有温婉和辛辣之别，批判有浮浅和深刻之

分，但讽刺批判精神却一以贯之，它是喜剧的本性，是喜

剧精神的突出表现。

讽刺喜剧和幽默喜剧是传统喜剧的两大类型，如果

说前者张扬的是讽刺批判精神，那么，后者彰显的就是乐

观自信精神。与悲剧相比，喜剧的乐观自信精神就显得

更为突出。喜剧家大都是既执著于现实又对未来充满信

心的理想主义者。即使有荒诞派戏剧家因对现实的失望

而表现出悲观的心态，但他们所创作的荒诞喜剧正是失

望中的抗争，仍未完全丧失对理想的追求。黑格尔曾说，

从喜剧人物的“笑声中我们就看到他们富有自信心的主

体性的胜利”，这正是创作主体乐观自信精神的体现。中

外喜剧中的仆人、丫环、丑角往往是体现喜剧精神的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

的智慧和生活能力往往超过上流社会人士。那些丑角、仆人、丫环在喜剧中

出现，不仅带来了轻松欢乐的气氛，也突显出喜剧乐观自信的精神。在很多

时候，他们就是世界的主人、喜剧的精灵。

如果说讽刺批判精神和乐观自信精神是喜剧精神的第一个层面，那么，

理性超脱精神就是喜剧精神的第二个层面。喜剧和悲剧在强烈的社会批判

意识这一点上有着共同的趋向，但它们实现社会批判的方式和途径却有不

同，悲剧的批判是通过直接地表达同情或愤怒的感情而实现的，而喜剧则

是以间接的、曲折的方式来表达。悲剧的批判是控诉和谴责，喜剧的批判

则是嘲弄与讽刺。喜剧的批判和悲剧的批判之所以有这种区别，原因就在

喜剧具有理性超脱精神。简而言之，悲剧表现为情感的拥抱，喜剧则是理性

的超越。

喜剧是人类智慧和理性的产物，只有当人类的智力和理性能够领悟到

自身的愚拙、渺小、矛盾以及生活的空虚、无聊与荒诞时，才有喜剧精神的

诞生。面对世人的愚谬、世事的参差、世风日下、邪恶横行，悲剧家是感慨

悲愤、痛哭流涕、义形于色，喜剧家则是超然为怀、冷眼旁观、嬉笑怒骂。

所以英国作家沃尔波尔有句名言：“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

凭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喜剧家不是没有感情的人，相反，喜剧家的感

情尤为强烈和深沉。他和悲剧家的区别是在当他观察生活、进行创作的时

候，他首先是跳出生活之外，以清醒的头脑、睿智的眼光、理性的精神去审视

现实、透视生活。他是超脱的，所以清醒，因为清醒，所以充满智慧和理性精

神，从而能处处发现人类的愚笨、褊狭、矛盾、荒谬等可笑的弱点，并引发出

或欢快或嘲讽的笑声。因此，所有喜剧中的幽默、机智、妙言慧语，都来源于

清醒的理性。

喜剧精神的第三个层面，也是喜剧精神最深层的内涵是自由狂欢精

神。自由是喜剧的本质所在。自由与喜剧是与生俱来、如影随形的。喜剧

是自由的艺术，自由狂欢精神就是喜剧精神的最高境界。

古希腊喜剧最初体现的就是一种自由狂欢精神，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将

人类要求摆脱烦恼、争取自由的愿望表达得淋漓尽致。古希腊喜剧自由狂

欢的精神传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喜剧艺术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这种自由

狂欢精神主要是体现在莎士比亚、拉伯雷等人的喜剧作品之中。在莎士比

亚的喜剧里，通过笑谑地给狂欢国王加冕和脱冕，运用婚礼、舞会、欢宴、乔

装、假面等狂欢式的变体形式以及建构戏剧的“绿色世界”等，使人获得一种

狂欢化的世界感受。所谓狂欢化，就是一种交织着欢乐兴奋与冷嘲热讽的

无拘无束、自由放肆的氛围与境界。狂欢感实质上就是一种自由感。在狂

欢化的世界里，脱冕神圣、解构权威、全民共欢、平等相处、亲密接触、自由不

羁，人性获得了解放，主体精神极度高扬。

就喜剧精神在作品中的体现来看，它的四个方面不是互相割裂的，而是

有机统一在一起的。当然，在不同类型的喜剧中，喜剧精神的四个方面的体

现也会各有侧重。喜剧的分类，因标准的不同而说法各异。根据人类喜剧

创作的实践和喜剧的风格特征，喜剧形态主要有四种：讽刺喜剧、幽默喜剧、

感伤喜剧、荒诞喜剧。在讽刺喜剧中，讽刺批判精神最为突出；在幽默喜剧

里，乐观自信精神则得到彰显，理性超脱精神和自由狂欢精神也融于其中；

感伤喜剧是近代才有的新的喜剧形态，它的喜剧精神的主体是讽刺批判精

神与理性超脱精神的融合；在荒诞喜剧里，讽刺批判精神、理性超脱精神和

自由狂欢精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综合。但一般来讲，在每一部优秀的喜剧

中，喜剧精神的每一个方面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而其中的某一个或几

个方面可能会体现得更加突出。喜剧精神充盈和高扬是优秀喜剧的必备条

件：没有体现喜剧精神的作品，就不是喜剧；喜剧精神微弱的作品，就不是好

的喜剧。

喜剧精神既是作家主体精神的表现，也是读者（或观者）对喜剧作品所

呈现的精神特质的感受，它从创作主体、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的结合上研究

喜剧的本质，将为喜剧理论研究打开一条新的思路，拓展出一片新的天地。

开创喜剧创作和研究的新天地
□韦 乐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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