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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市场经济对文艺生产的影响

赵 曦

内容提要 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文 艺的存在和运动的时空形式中,出 现

了文艺市场这个新的空间和关系。由于它的出现 ,使 文艺面向市场生产 ,这就引起文艺

生产力内部结构发生变化 ,生 产规模发生变化 ,生 产机制发生变化 ,同 时对文艺正负价

值的取舍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对这一现象作了初步考查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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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生产尽管是一种特殊的生产 ,但在整个人类生产活动体系内,从总的历史进程看 ,它的

性质和发展都是要受物质生产的制约的。当整个人类生产进入到商品经济的历史阶段 ,文艺产品

也具有商品的属性。同时,在文艺存在和运动的时空形式中,出 现了文艺市场以及它造成的新关

系。这个新关系直接对文艺生产力的结构、运行、活动机制产生作用 ,并对文艺的正负价值的调节

取舍产生作用。研究这些新关系及其作用 ,在当前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一、文艺市场与文艺生产力的结构变化

文艺市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在自然经济状态下 ,文艺作品也有以货币交换的现象 ,但从总

体上说 ,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市场。文艺大体上是一种自产自给、自我消费的封闭性运行

模式。它的创作、发表、出版、发行、营销和市场后服务 ,基本上是一体化的。司马相如把《长门

赋》写好 ,呈献给陈皇后 ,整个过程就完成了。贺拉斯写作品是献给他的保护人罗马大富豪梅赛纳

的。直到已经有了出版商 ,有了原版盗版纷争之事 ,如塞万提斯的《堂 ·吉诃德》原版方出,盗版

就开始面市。但他仍然按欧洲古老的寄食制模式 ,将他的作品献给他的保护人、经济赞助人雷莫

斯伯爵。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 ,文艺生产者主要是非专业创作人员 ,从屈原到吴承恩 ,他们都不是

职业文艺创作生产者。编辑、出版、发行、零售等等 ,更不是专职工作。那时生产资料极为贫乏 ,没

有形成专门的分工协作的文艺生产体系。生产手段也因科技水平的限制而落后。总之 ,构成文艺

生产力要素的生产者、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 ,都相应地缺少独立和成体系的基本形态。文艺生产

更多的是指精神生产 ,它也受经济因素制约 ,但几乎很少受制于特定的经济规律。 、

随着人类进入了商品经济社会 ,社会分工愈加细致和专门化、有序化、标准化。商品经济发

展 ,市场应运而生。市场不只是商品交换的场所 ,更是商品经济中交换关系网络的总和。在商品

经济中,任何个人和生产单位 ,离开了市场就无法生活和生产。受生产、科技发展的影响和生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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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分化 ,于是文艺生产作为一个独立了的生产系统独立了出来。在商品经济中,文艺市场也产

生了。文艺市场 ,是文艺性商品的交换场所 ,是文艺生产与交换流通关系的总和。由于受到市场

这一新的经济关系与机制的作用 ,社会生产部门作了逐渐调整 ,生产资料也作了新的配置 ,专业

化的创作人员也逐步涌现。同时 ,专门为出版服务的编辑、排版、印刷、发行等人员也逐步形成 ;专

门针对文艺市场作全盘的经营、组织的出版商 ,也开始出现。法国学者罗贝尔 ·埃斯卡吱曾经论

述道 :“正是企业家将印刷者的职能降为专事印刷技术 ,又将书商的职能缩减为专事买卖 ,他 自己

首创了出版社 ,他在其中协调书籍的生产和销售需要 ,协同作者及各种承包商共商出版事宜 ,并

从全局出发 ,将各个独立的发表行为纳入企业的总方针之内。
”n〕 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育较

为健全的条件下 ,文艺生产系统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 ,作为一种必然面向市场的特殊生产力形

态而存在。

生产力指能劳动的人跟生产资料 (生 产工具和生产对象)相结合而构成的能力。由于大批量

地生产物化状态的文艺复制品 ,文艺生产力中的生产者就不仅是从事精神生产的作家艺术家 ,它

还包括专门为发表、出版、编辑等工作的人 ,包括专门把精神产品物态化的声象、影视、图书印刷

等生产部门的人 ,以 及为文艺商品走向市场而服务的各类工作人员。他们构成完全不同于自然经

济状态下的文艺生产系统的生产者。文艺生产资料构成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

看 :一是作为创作的生活素材因商品经济的出现而发生巨大变化。二是复制生产的物化生产资料

发生变化 ,新闻纸、图片纸、感光胶片、拷贝,各种高保真磁带、唱片等等。生产工具从毛笔、钢笔、

简单的印刷工具等等 ,走向铅印、胶印、电脑打字、激光照排、卫星传版。摄象机录音机也趋于电脑

化。

文艺生产力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它与外部的机械力、电力、运输力和其它无线电传播

等部门发生复杂的联系。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化生产系统 ,它的生产无论怎样特殊 ,必然摆脱不

了相应的商品经济规律制约 ,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只能正视它 ,努 力掌握这些以推动

文艺生产健康发展。

二、文艺市场对文艺生产力的影响

文艺市场的出现和发展 ,对文艺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 :

(一 )从生产资料的角度看 ,商品、市场经济提供了远比小农经济更为复杂的社会生活原材

料。

在商品经济中,人性受到一次全面的 ,具有全新意义的熔炼。社会生活的震荡、裂变、喧嚣、沉

沦 ,五光十色 ,远 比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生活复杂。商品经济影响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 ,影响千家万

户。金钱利欲挟裹或冲击着每个社会成员。金钱关系 ,商品意识 ,甚至撕下国家机器应严的外表 ,

挑破蒙在家庭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把许多传统的美德弃如敝屣。巴尔扎克曾借《夏停上校》里的

律师但尔维的道白控诉道 :“我亲眼看到一个父亲给了两个女儿每年四万法郎进款 ,结果自己死

在一个阁楼上¨¨那些女儿理都不理他⋯⋯看到做母亲的剥削女儿 ,做丈夫的偷盗妻子 ,做老婆

的利用丈夫对他的爱情来杀死丈夫⋯⋯为的是要跟情人消消 停停过一辈子。我也看到一些女人

有心教儿子吃喝嫖赌 ,促短寿命 ,好让他的私生子多得一分家私。
”Γ2J资本来到世问,每个毛孔都

滴着鲜血。在贪婪、无耻、丑恶的金钱利欲驱使下 ,人的社会生活受到空前的异化 ,“ 人和人之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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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除了冷酷无情的
‘
现金交易

’
,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3彐

另一方面 ,商 品经济极大地剌激了生产力 ,提高生产水准 ,从各个方面充分培训和发挥着人

的聪明才智 ,极大地改变着人的封闭、落后、保守、愚昧等面貌和心智。在人欲横流的大海中搏击 ,

必然熔炼出新的性格 ,使人性有所丰富和提高。正是商品经济的出现 ,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 ,为文

学艺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作原料。文艺复兴以来 ,欧美文艺高峰叠起 ,作家艺术家群星争灿 ,世

界一流的名家层出不穷。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间的文艺作品超过自然经济条件下数千年来文艺

作品总量的数百倍 ,塑造了许多个不朽的典型形象。由于要描写深刻的、动荡的、复杂的社会矛盾

和人的复杂性格、人性演变的明晰轨迹 ,许多不同种类、不同体裁的文艺形式也日趋成熟。比如对

现实进行批判性描写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戏剧、长篇叙事诗等 ,空前的繁荣。文艺

形式上的容量扩大 ,为作家
“
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

”
提供了更好的空间 ,以 容纳商品经济

带来的人世社会广泛、深刻、纷繁复杂的戏剧场面和人性厮杀的丰富内容。

中国正在走向市场经济 ,必然要影响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的生活。人性被放在一个新的条件

下 ,受到新的冲击 ,在某些方面 ,可能演出新的、形形色色的
“
人间喜剧

”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 ,一方面可能激发起空前的热情、智慧、斗志 ,

许多人在
“
下海

’’g弄
潮

”
的经济竞争中∵试身手 ,熔炼新的生活态度和性格 。另一方面 ,也不可避

免地带来一些消极影响 ,比如有的人会变得贪婪、狡诈、奢侈、腐化 ,拜 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

义得以孳生。为此 ,就需要更加高扬崇高的人格精神 ,展示非凡的智慧才干 ,充分发挥其积极作

用 ,又最大限度地限制其消极影响。人性在这个伟大的经济转变中受到的冲击与熔炼 ,其声威、色

泽 ,远 比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的展示更为复杂、艰巨,也更雄伟、动人。这一切必然给文艺生产

提供较之过去更加有声有色的丰富生动的原材料。它从生活资料这个角度 ,为文艺繁荣准各了条

件。

(二 )市场经济把文艺家从旧的经济关系中解放出来 ,形成专业的作家、艺术家、编辑、出版、

发行等新的生产者队伍。文艺生产力中生产者的新构成 ,形成独立体系。生产者的解放 ,必然带

来文艺生产力的空前解放。

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面向市场生产 ,文艺生产冲破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格局 ,生 产必然

走向社会化。市场需求和市场营销都要求文艺作晶以商品形式出现 ,文艺生产必然要进行大批量

的复制 ,以 便面市。批量生产涉及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 ,涉及资金回收与再投资 ,维持和扩大再生

产。这一切 ,都是社会化大生产组织、分工、协作的问题。于是生产环节增多 ,专门组织生产 ,挑选

作品以决定是否批量复制和印刷、出版、营销的人 ,分别生产 ,相对独立。通过市场交换流通的文

艺作品,再也不象自然经济条件下是单个人的产品,而是协同的大生产结果。这样 ,一个独立的、

庞大的生产体系 ,面 向一个有广阔需要和消费的市场 ,文艺生产力就有可能得到空前解放。二是

市场经济对文艺生产者的解放。这个解放是针对两个历史事实而言 :一是对封建时代的封建经济

下的文艺生产者状况而言的解放作用 ;二是对计划经济的
“
大锅饭

”
体制而言的解放作用。

先讨论第一问题。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在 自然经济、封建经济条件下 ,作家艺术家都是非专

业性的,他 们的自身衣食住行等都依赖于封建贵族阶级 ,在欧洲古代即是寄食制与资助制。中国

是
“
食朝廷俸禄

”
。经济上的依赖性必然造成意识受制、甚至人格依附的后果。于是诗为君王南面

之
“
经

”
,文是士大夫载道之

“
形

”
。作家艺术家都是为圣者立言之人。商品经济就不同了 ,作品可

以作为商品 ,作家的生存不依附于封建贵族或朝廷 ,依赖于市场——版税或稿酬。经济上自立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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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受制减少 ,人格也相应摆脱依附。虽然摆脱不了对钱袋的依赖 ,但起码一点 ,钱是靠自己的劳动

。换取的。命运在自己手中,便不必察颜色而提笔 ,体上意而运 思。作家能更加自主地安排自己的

命运 。比如清末中国文艺市场初具规模 ,一大批封建文人投市场而背朝廷。典型的例子是清末著

名作家吴趼人在他作的《李伯元传》中提到的一事。即
“
光绪辛丑朝廷开特科 ,征经济之士 ,湘乡曾

慕涛侍郎以君荐。君谢曰:使余而欲仕不及今日矣。辞不赴
”
。㈦居然不应征朝廷。作者的解放必

然带来创作的解放。清末的形势如鲁迅所言 :“群乃知政府不是与图治 ,顿有抨击之意矣。
”
于是不

靠朝廷俸禄的作家起而弄笔 ,谴责、讽刺、暴露小说蜂起并作 ,一时形成泱泱大势。

欧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 ,在 15世纪就造就了出版商 ,文艺人直接诉诸文艺市场。16世 纪的

法国巨子拉伯雷写《巨人传》,怕遭迫害 ,但出版商认为极有市场。先印《巨人传》第二部。销路极

佳 ,很快又印第一部。该书遭到神学院查禁 ,出 版商艾苇安 ·多莱被处火刑。但该书已产生极大

影响 ,成为世界名著。著名诗人雪莱一开始其文学生涯便运用自费出版之武器向神学和专制斗

争。巴尔扎克、狄更斯都曾被债务逼迫过 ,都从卖文为生 ,诉诸文艺市场。惠特曼初始时 ,自 费出

版《草叶集》一干册 ,不 为上流社会肯定 ,但逐步为广大人民接受 ,从 1855年 至 18叩 年 ,共出 12

版 ,终于成为世界性著名作家。南美 20世纪初的文艺复兴更是一个明显的例子。zO世纪 60年

代 ,南北战争后 ,南方农奴制解体 ,以前处于庄园农奴制状态中彼此孤立的作家 ,在新的商品经济

关系中联合起来 ,自 办刊物 ,以 急剧变动的南方生活为写作对象 ,以 自由经济为基础 ,南方文学出

现了辉煌的局面 ,产生了十二个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 ,其中福克纳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其次 ,针对我国实际 ,市场经济对原先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
“
大锅饭

”
体制 ,是一个解放。这又

可以从两个角度看 :首先 ,在计划经济所决定的上层建筑方面 ,它具有明显的高度统一性、指令

性、计划性。作家艺术家经常被统一的要求约束 ,写 中心、唱中心、演中心即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

文艺创作生产中的极端现象。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要求 ,加上不正常 (非常容易不正常)的

政治运动(象十年
“
文革

”
那样),极容易搞成一个戏、一本小说都要到中央机关讨论方决定能否通

过,作家艺术家很容易受到批判,因而就严重地束缚文艺生产力。市场经济把
“
大锅饭

”
打破 ,评

判的权力转向市场 ,属于广大的消费者 ,从创作、生产和消费机制上 ,就为解放文艺生产力提供了

前提。

再次 ,计戈刂经济条件下 ,作家艺术家仍是吃
“
皇粮

”
,为公家办事。写作不写作 ,写作好坏都由

国家养起。文艺创作、生产缺乏内在竞争的推动机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作家、艺术家的经济待

遇不高 ,而与之相应 ,创作激情和创新、拓展等观念也就显得不足。文艺面向市场 ,势必引入竞争

机制。它将优秀之作突出出来 ,其经济效益也跟着上去了。

(三 )由 上两个方面看 ,市场经济对文艺生产力起着解放作用。为了面向市场 ,文艺生产的大

批量物态化复制生产成为文艺生产重要环节。这就必然使科学技术更深入广泛地介入文艺生产

力的构成 :

首先 ,文艺要面向市场 ,必然要大批量的复制生产 ,这就需要大量投入物质材料和新的科学

技术。这里有几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 :一是从文艺消费的投入看 ,以 美国为例 ,从 19吐 6年到 1982

年 ,按当年价格折算 ,美国人用于文化艺术消费的开支从 85亿美元增加到 1267亿美元E田 。这也

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其生产投入的巨大数量。二是
“
日本的大众文学产品竟然使出版业在 1967年

一跃成为
‘
一兆亿元产业’(即总销售量达一兆亿日元的产业 )”

E6]。 文艺生产受市场需求的剌激 ,

要大批量的复制生产 ,必然使社会生产资料向这个领域倾流。在商品社会中,物质生产资料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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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商品的形式出现的。它们必须经过市场才能被文艺生产部门买进 ,本身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

其次 ,文艺作品的物态化复制生产 ,由 于文艺种类性质不同 ,所需的物质材料不同 ,对物质材

料的生产技术性处理也不同。一些文艺作品的复制生产 ,更多地借助于科学技术。文学作品的复

制得靠印刷、排版等的新科技。在现代科技条件下 ,电脑编码、激光照排、卫星传版、铅印胶印等 ,

影视上的高保真拷贝、磁带、声像的激光唱片等 ,广泛地介入文艺产品的物态化复制生产环节 ,改

变着文艺生产力的构成成份 ,使物化生产和技术性生产成份加重 ,更具有物质生产的色彩。由此 ,

它也更加受到物质生产过程和运行更多地受经济规律制约的这个总关系的调节。

物态化的复制和科技的介入 ,也改变着文艺产品的审美知觉面貌。前苏联美学家卡冈曾指

出 :“文字 ,还有印刷术对于文学和音乐具有新材料手段的意义 9由 于这些新材料手段在艺术文化

的这些领域中便形成了新的、前所不知的 a)创 作形式,b)艺术价值存在的形式和 c)知觉的形

式。
”[7彐 正是因为新的物质和新的技术手段在文艺产品复制生产中具有如此意义 ,文艺生产迫求

新材料和新的科学技术 ,便不仅是复制过程的需要 ,而且也是文艺审美形式和新知觉形成的一个

自发自觉的要求 ,是一个内在需求机制起作用的问题。这种要求和机制 ,必然从内部把文艺的物

态化复制生产不断地向前推进。而物态化复制生产的发展和扩大 ,又必然使更多的物质材料和科

学技术转到文艺生产领域 ,它 们必须经过市场方能运行。

(四 )面向市场生产 ,推动了文艺的大众化民主化进程 ,使社会化大消费成为可能 ,这种消费

反过来推动文艺生产的运行。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 ,文艺生产力的解放 ,生产者的构成和生产资料构成以及物态化复制生产

等一系列重要变化的发生 ,归根到底 ,是与文艺市场的出现相关。文艺市场的出现 ,有 力的推动文

艺的大众化、民主化过程 ,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社会所有成员都能广泛地享受和占有文艺作品的

波澜壮阔的文艺现象。之所以能造成这种结果 ,是与两个因素相关 :-是文艺的商品性 ,商品自然

具有交换品格 ,而且交换性质是自由交换 ,按等价交换原则行事。交换是自由的、平等的、民主的、

自由竞争的。由此 ,自 由流通自由卖买的性格必然使之具有大众化和民主化的色彩。当今世界 ,

深山农民和都市总统都可在市场购买同一文艺商品。二是文艺作品批量复制生产 ,大批量地复制

必然会占有大批量的读者群。使少数人占有原作的而多数人不能享受现象成为历史。

文艺的大众化、社会民主化程度越高 ,文艺的市场消费也越高。消费是生产的目的 ,消 费的扩

大是生产的动力。因而 ,在文艺市场出现的新的条件下 ,文艺生产成为一个带有经济活动和精神

文化大众传播双重色彩的运行机制制约下的生产活动。消费作为需要 ,市场消费又以经济的(资

金 ,货 币交换流通)运行为消费注入动力 ,它 们都必然紧紧追迫文艺不断生产 ,扩大生产。从这个

角度说 ,文艺市场的出现给文艺生产带来全新的动力机制和用武的空间。

三、市场对文艺生产正负取值的影响

市场对文艺生产正负取值的影响 ,是研究市场对文艺生产影响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市场

运行对文艺生产正负取值的影响 ,是 由市场经济始终只追求利润和文艺生产本质上是追求人类

祟高精神价而不追求利润这对矛盾造成的。具体分析起来 ,文艺面向市场生产 ,由 于整个生产中 ,

主要是物态化复制生产环节必然考虑利润 ,它直接受商品经济规律制约 9其生产受市场需求调

节。市场需求是复杂多样的,而迎合市场需求的生产组织者也是有不同追求的。由此 ,必然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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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生产的复杂性。从需求来说 ,由 于任何文艺层次、审美修养、受教育水准不同的人都可以持货

币以进入市场。他们的需求极为复杂和参差不齐 ,对一个历史负担过于沉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

低层次需求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它对较低层次的读物有很大的需求量。市场需求量大就意味着营

销成功率大 ,获利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一些文艺生产的组织者 ,对
“
所有的书籍实行一种经济

挑选的总标准。
”E:]~方面有较低层次的需求 ,一方面有针对这种需求进行大规模批量的生产。只

要有利 ,什么都可能做。比如 ,根据有关材料统计 ,前几年市场上曾出现淫秽作品《玫瑰梦》,书商

转手之间就获利 160多万。19ss年 出版的色情内容突出的《销魂时分冫等读物达 924万册 ,是当

年其它图书的 122%,总码洋达 2600万元E9]。 “
如果考虑到它的黑市价格和私自非法加印的印

数 ,那么,实际码洋不低于 2亿元 ,是全国出版社 1984年 向国家上缴积利总数的 5倍。
”E1"这个

生产量显然是受市场需求制约的。只要有利 ,就有人铤而走险。面向市场的文艺生产与需求的趋

同,有深刻的经济原因 ,就其只逐利而行的这一面看 ,与文艺生产的本质是对立的。当然 ,要改变

这一状况,不是让文艺生产回避市场经济 ,而是应从各个方面提高消费者的欣赏水平 ,改变市场

需求成份 ,提高需求的质量层次。同时 ,也应适当运用法律和行政管理、经济制裁等手段 ,进行调

节与控制 ,以 便使文艺生产在市场性与审美性互不冲突的前提下协调起来。

面向市场的文艺生产 ,它的正面取值也能得到肯定。这由两个机制决定 :一是从长远的观点

看 ,市场还是能把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接受下来 ,使之成为稳销、畅销书。文艺复兴以来的中外名

著发行便说明这一点。二是市场是自由竞争的 ,它促使原有生产者奋争 ,也使新生力量不断加入 ,

使这个领域充满活力。

文艺正负价值受市场调节 ,是文艺生产的一个重要课题 ,这方面的研究 ,还有待深入 ,本文不

在此处展开。

总之 ,从宏观的角度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正在建设中,市场经济对文艺生产的影响 ,

在十余年的商品经济大潮所引起的震荡、倾斜和冲撞 ,已初露端倪。社会主义文艺生产要真正满

足人民群众日新月异的需要 ,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既不能脱离市场

经济必然要发生作用的运行机制的制约 ,又不能听凭市场经济的自发力量任意左右其生产。这里

依然需要我们的历史主动精神 ,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艺生产的关系 ,让文艺生产运行

得更好 ,更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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