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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学 心 理 学 小 孝L

周 正 举

在我国的艺苑珍闻中,有不少关于文

学艺术欣赏者在 欣 赏 时
“
病愈”

或
“生

病
”的记载。给这些看似荒唐的资料以科

学的解释和说明,这,可能是当今美学新

学科——美学心理学的研究者钔 感 兴 趣

的。

(¨ )

宋李欣 《古今诗话 》云: “
杜子美因

见病疟者日: ‘
诵我诗可疗’。令诵

‘
子

章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锃大夫
’之句,

病遂愈。”
读几句诗,疟病竟止。

明何良俊 《语林 》云: “陈孔璋 (陈

琳字 )草檄文成,以呈营公 (操 )。 公先

苦头风,是 日疾发,卧读孔璋所著,翕然

而起曰: ‘
此愈我病

’。”阋∵篇文,头

病竟愈。

清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 》云: “邑

子宋生者,病疟。宗吕 (高 字 )过之
'

酒酣泼墨,写菊数本,复写奇石修竹,寒

香飘拂,凉风飒然。宋跃起视之,病霍然

良已。〃看一幅画,疟病竟已。

对于欣赏文学艺术能
“
演病

”,古今

很多人是不予置信的。拿诵杜诗止疟来说

吧,持异议者何止一、二。宋葛立方 《韵

语阳秋 》云: “
子美固尝病疟矣,⋯ ⋯何

不自诵其诗而自已痰耶?″ 近人丁福保于

《杜工都草堂诗活》中扌:L逋 : “
谓诵杜诗

能除疟,乌有是理?!″
“
乌有是理”?竟有是理! 予 试 肓

历唼

之。

现代医学证明,不少病的产生是由于

人的有关神经的亢进或麻痹引起的;就是

病菌、病毒侵入了人 的 肌 体, 能 形 成
“
病”与否,也与中枢神经的拮抗作用的

强弱有一定关系。人病了,只要人体的神

经健全,就能够很好地指挥体内的抗病、

修复和代偿的机能,从而恢复身体健康。

当然,神经本身也受身体其它条 件 的 影

响。如果整个身体衰弱,它也很难独特地

得到健康。中国传统医学中的针灸,就是

通过强、弱和远距离的不同刺激,来兴奋

或抑制有关神经,从而达到治病的目的。

以疟病为例。于病因,西医认为是由于疟

原虫进入人体血液损害红血球所致,中 医

认为是由于风、寒、暑、湿等外 邪 之 侵

袭,客于表里之间而成。于治疗,西药以

奎宁为特效;中医则以针灸为绝招。如治

之于 “
中”,验之于

“
西”,结果则是 :

“
曾有患者,经确诊 后 (栓 查 有 疟 原

虫 ),才针治,停止了发作,再 检 查 血

液,疟原虫有的已不存在;有的 先 还 存

在,隔几夭检查就没有发现。” (朱琏 :

《新针灸学》 )

读诗已疟,亦可作如是解。欣赏文学

艺术是一种特殊的认识,它所包含的心理

活动带有一定的特珠性:读者在欣赏中,

逋过各种想象,进行充分的感受,大脑中

再现感性的艺术形象,从雨产生了真正的

美感ρ这时, “
传入神经

”
传导的是曲审



美娱悦所产生的特殊性的兴 奋。 这 里 ,

“兴奋”二字和通过针灸使神经兴奋中的
“兴奋”是同一个概念。既然通 过 针 灸
“振奋经气

”
可以 “通治诸疟” (南京中

医学院等:《 针灸学讲义》)。 那末,审

美过程中所产生的特殊的兴奋可以已疟 ,

也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当然,这里我们

有必要指出:欣赏文学艺术中产生的昂奋

可以治病,决不是每一个有病读者都能奏

效的;只有那些谙于艺术,欣赏 时 又 能
“
凝之于神

”,达到出神入化境界的人,

庶或济乎:

(二 )

人世间无奇不有。奇怪的是,有的人

在欣赏文学艺术时反倒生了 “
病

”:更有

甚者,有的竟因此丧命。

《论语 》中孔子论 《韶 》乐月3三 见,

其中有云: “
子在齐闻《韶 》,三月不知

肉味,曰 g ‘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 述而》)《 韶 》,舜时乐曲名。孔子

听《韶 》乐竟被弄得长时间味觉失灵。

《红楼梦 》第二十三回写林黛玉听十

二个女孩子演习《牡丹亭 ·惊 梦 》戏 文

时,有云: “
再听时,恰 唱 道: ‘

只 为

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听了

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 ‘
你在

幽闺自怜⋯⋯’等句,越发如醉如痴,站
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

美人儿林姑娘听曲文,又 “
病”了。

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云∶ “
舍人

张孝祥,以廷试第一,移知潭 州。 因 宴

客,妓有歌陈济翁《蓦山溪 》词 者, 至
‘金杯酒,君王劝,头上宫花颤

’,张之

首不觉自为摇动者数四。座客忍笑,指 目

者甚多,而张不知也。”张头部震颤,亦
可谓之

“
病”了。

清朱彝尊 《静芯居诗活》云: “
娄江

女子俞二娘,酵嗜《牡丹亭 》曲,断肠而

死。”《牡丹亭 》作者汤显祖知道这件事

后,煞是激动,写 了《哭娄江 女 字 》诗
云: “画烛摇金阁,珍珠泣绣窗。如何伤

此曲,偏只在娄江?”诗中的
“?” 号 ,是

令人寻味的。

医学上 病 (歇斯底里 )的 精 神 变

态,多为精神受刺激,如过惊 恐、 过 悲

愁、过愤懑所致。而文学艺术欣赏中所产

生的种种
“
精神变态”,则是艺术欣赏中

的特殊情感活动所引起的。这种 情 感 活

动,我们说它 “
特殊

”
9就在于:它在艺术

欣赏中是一种极其复杂、极其活跃的心理

活动。它不只是消极被动地接受 艺 术 形

象,而是一种在感受、理解、联想、想象

等认识活动中产生,必然与一定的认识内

容相联系,表现了不同程度的主观能动作

用的积极心理活动。孔子闻《韶 》乐而忘

肉味,不仅仅是困为 《韶 》乐的音高、音

强、
′
音色、节奏和旋律为孔子所 直 接 感

知,这些因素的艺术组合使孔子产生音乐

的美感和情绪的共鸣 (《 论 语 ·八 佾 》

云: “
子谓《韶 》,尽美矣

”。 杨 伯 峻

《论语译注 》云: “ ‘
美’,可能指声音

言
”。 );还在于孔子用自己的知识、理

论来加深对 《韶 》乐内容的理解,用 自己

的观点、理想从另一角度来进行欣赏,从
而获得美感 (《 论语 ·八佾 》云: “

子谓

《韶 》,⋯⋯又尽善也。”
杨伯峻《论语

译 注 》云 : “ ‘
善’, 可 能 指 内容

言。”
)。 孔子之 “

病”,实际上是艺术

欣赏中存在着的联想与想象、感受与理解

彼此融合、促进这样一种心理活动所引起

的。可惜的是9孔子对于自已的
“
病”因

并不清楚,他感慨万端地说: “
唉,真想

不到,欣赏 《韶 》乐竟被弄到了 这 般 田

地:” 当时,美学心理学这门科学还在娘

肚戍里睡觉呢,孔子不理解,不亦宜乎 :



(三 )

美学心理学运用科学的宇宙观和方法

论,研究各民族美感心理史,研究审美心

理的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9研究美感的各

种形态及其本质特征,研究艺术欣赏和创

造过程,研究实用工业、医学、建筑等技

术产品设计审美心理等。文学艺术欣赏是

审美心理的典型表现。它既是美的形态显

现过程,又是主体与客体和谐统一的心理

过程。入们在文学艺术胶赏活动中,充分

调动直觉、幻觉、联觉、知党、统觉等各

种感受,充分运用联想、想象、情感、趣

味、个性等各种心理形态,从而进入一个

生命流动的艺术境界里去。在这个艺术境

界里,充满着美感产生、流动与发展、消

逝的复杂过程。对于在这个复杂过程中产

生的各种
“
怪

”现象,我们的先人曾花了

极大的精力进行研究,企图得到合理的解

释,如汊工充就曾经说过c “志有所存,

顾不见泰山;思有所至,有身 不 晖黾彳句’’

(《 论衡 。书解 》)。 但是,曲 于各种原

因,他们的解释或显得抽象、玄虚,或失

之荒诞、偏颇。由于这种
“
怪

”现象长期

以来被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而人们对它

又 “说不清楚
”,以至发生各种各样的社

会:家庭和个人悲剧。这是有文可征的,

r巳举一例。元人景元启小令《殿前欢 ·梅

花 》云: “
月如牙,早庭前疏影印窗纱。

逃禅老笔应难画,别样清佳。据胡床再看

咱夕山妻骂: ‘
为甚情牵挂

’?大都来梅

花是我,我是梅花。”曲中主人 公 观 梅

影、描梅影的艺术欣赏、艺术创造活动 ,

飧 然遘到了老伴的怀疑和嗔怪: “
你这个

老东西又在牵挂窗外你什么人?” 你看 ,

老泮的责怪好无道理!看来,主人公关于
“
梅我-致”的解释,对于消除夫妻间这

个不太不小的误会是无济于事的。我们相

信,随着美学心理学知识的普及-不但能

使滓多
“
怪”现象得到科学的解释,更重

娶约是,它将开拓美学的新境界,为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新

的贡献。

(接 60页 )及其所引起 冖 人 们 生 活 方

式、恩想方式、行为方式以及道德观念、

习俗的变化,就需娶对未来的犯 罪 情 势

及社会治安态势进行预 涮。囝然, 改 革

能够促进法制莛设,囚止L沱在改 革 中 加

强经济立法厨l行政立法,并探寻 司 法 改

革的途径,为璋立和完善具有 中 国特 色

的社会主义法制而努力9拦也 应 看 到,

改革也对立旌、执法 (包括司法 )和守洪

提出了许多新润题,如聚炝理不 好 就 会

有冲突和矛盾。这也需要进行预涮分析 ,

以便适应变化发展了沟经氵氵∫、政治形势以

及思想文化、动夺9谰婪审l文啻我们的法治

56

体系。而j∷ 行预测,就丝毫也离不开定量

分析。

总之,我￠l应 当很好地利用法社会学

来为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服务。我们的法

学理论工作者应走出渌堂、走出研究室,

司法实际工作者也应跨出自已的 业 务 领

城,广泛深入到社会实际中去,围绕自己

所研究和所关注的法律问题, 调 查、 了

解、研究、分析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现象

和社会问题P并写出各种类型的 调 查 报

告,从新的深度和广庋上推进对各种法律

社会闸题∴t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