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g8碴 年第 碴丿:1

中圃古舆美学关于窜美体验豳探讨

在中曰古典美学思想体系中,概念 (范

畴)是十分革富的。这些杌念从不同的方面

总结、概括了人们对审美叨J宋 、审美经验的

认识成果,它们具有鲜明Ⅱ民族特色,反呋

出我国民放占I审 美心珏十.∶ 征和审关t页 向。而

且整个概念体系的内部结构也有白己独特的

模式。如果粗略地勾画一下中画古典美学的

概念系统的内部结构,大致包括三个方面 :

关於关的哲学 (对关和审美坝:象 作哲学均本

质栎讨)的概念;关於审美心理学 (对 由审

美对象弓|t的美感作心理冖分忏)00|l乇念9

关於艺术社会学 (以 艺术为主要对泉佧社会

历史的分析)的概念,这些概念又与审美经

验的分析研究有着非常密切纾联系。在中国

古典美冫 J吁 想休不中”关於审关心△学的概

念也是十分丰宙:0,它 '仃 :走 r卜 :1古丿∷tI Ⅲ

重要组戊部分 ,亡 至是它L饣 中心部分。因为中

回古典美学除少X大学茗作il文 艺扌:论扌i匕评

家的美学论述带有内在体系9口 而只r有 分析

性和系统性外 9多数属於经验形态 ,是文学艺

术家的创作实践和欣赏经验的总结9并且常

常是一种描述性的,因 而更带直观性。同时9

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它偏重於

表现的美学思想体系,因而它突出地表现出

重审美中的体悟的倾向,而这种体悟更多的

是同表象、情感、想象紧宦地融合在一赶呻1

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虽然重况用语言等物

质手段塑造艺术形象ρ但是绝不满足於作品

所塑造的形象实境本身;要求实境必须富有

宕示性和诱发力,以便最大限度他激发欣赏

皮 朝 纲

苕的想象力与理解力,去领会艺术形象的
“
味

外之旨
”、 ‘r争外之尔

”。口而中国古代艺

术和关学就很重视艺术创作和审关活功中t0

美主体的那种独特的审美体验和感受。这‖

不少关学论著和言论都涉及审关心理学白J内

容。认真研究探讨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均基

本范畴,有助於更深入地研究中曰古典美学

的概念体系。

在中田古代|F美 心理宁巴f中 ,审关体

验是一个重要∴
′
0红成邙分,它广泛涉及审美

知艾、审美注言、审美j象 、审夫意象、审

关苴觉等各方面的内容”是研宄中国古代i了

美心理学的重要环节。

什么是审美休验?它是指审关}体对审

ft对象过行聚将会神的i0美观照讨在内心所

经历t感受。审关

^验
沟成∴t” 就圮卞关感

受|1茨 彳:舅 f0关
|'⒈ ⒒∴∶深产、9引起审jt感受

n1淙 化。这 i`∶ ,卞关∷t殓 沟发生和反诀,必

然涉及卞关客体与审美主体两个方面。只有

当审美对象具有审关特征”富于美感力量 ,

从而能投合人们的审美需要、激发人们的审

美情感台t时候9它才能成为人们 注 意 的 中

心ρ引起强烈的审美体验。另一方面,只有

当审美主体具有审美能力和审美需要时,他

才能对审美对象进行聚糈会神的观照,从而

产生审关体猃。

中国古典关学对审美体验的探讨,是比

较详细而深刻白1” 表现了中国古典美学理论

思维的民族特色。

关于审美体验9中 目古典美学是用
“
味

″

。】9。



这个概念来扌述灼。作为美学眺念的 “味
”

,

它的基本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审美主体

的审美活动 (主要指审美体验)9二是指审

美对象 (主要是文艺)的审美特征、美感力

量。这两方面的含义常常是密切结合在一起

的。文艺创作要通过审美体验获 得 审 美认

识,才能将审美认识物态 f匕为文艺作品;文

艺欣赏要通过审美体验9才能感受和把握审

美对象的审美特征、美感力量。关于含义的

后者,我已在 《〃味
”-——具有我国民族特

色的审美范畴》一文中作了初步探讨 (载 《关

的研究与欣赏》丛刊第二辑), 兹不赘述。

关于用 “味
”

这个概念来指审美主体的

审美活动”主要指审美体验时,其用语有 :

“味
” (孙过庭 《书谱》: “

余志学之年,

留心翰墨,味钟张之余烈,挹蓑献之前规
”。

着重点为引者所加,下同)、 “体味
” (胡

应麟 《诗薮》: “学者精心体味,两得其说

乃佳。”)、
“玩味

” (方薰 《山静居画论》 :

“临摹古画,先须会得古人精神命脉处。玩

味思索,心有所得,落笔摹之;摹之再四,

便见逐次改观之效。”
)、 “咀味

” (刘熙载

《艺概 ·诗概》: “
放翁诗明白如话,然浅

中有深,平 中有奇,故足令人咀味。”)、

“寻味
” (叶燮 《原诗》: “舒写胸襟,发

挥景物,境 皆独得9意 白天成,能令人永言

三叹,寻味不穷。”)、 “研味
” (《文心

雕龙 ·情采》: “研味李老9则知文质附乎

性情。”)、 “讽味” (《颜氏家训 ·文章

不》: “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讽味以为

篇可独得。”
)、

“吟味” (魏 泰 《临汉隐居

诗话》: “魏晋南北朝乐府,虽未极淳,而

亦能隐约意思,有足吟味之者。”)、 “其

味” (谢榛 《四溟诗话》: “熟味唐诗,熟

枢机自见
”。)、 “细味” (胡仔 《苕溪渔

隐丛话》后集: “林逋 ‘疏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
’之句,古今诗人,尚不曾

道得到,第恐未易压倒耳。后人不细味太虚

诗,遂谓诚然,过矣。”冫、 “深味” (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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聿 《观林诗话》g “
半山尝于 江 ⊥人 家壁

间见一绝云: ‘一江春水碧揉兰9船趁归潮

未上帆。渡口酒家赊不得”问人 何 处 典 春

衫。’深味其首句,为踌躇久之而去 O”)9
等等。 “

体味”、 “玩味”
、 “咀味

”
、
“
寻

味”、 “研味”是从性质上表明审美体验是

一种欣赏和领悟,而不是说理和推论。 “熟

味”、 “细味”
、 “深味”是表明审美体验

的深度和广度。 “讽味”、 “吟味
″是表明

进行审美体验的某种方式。

中国古典美学在擦讨审美体验的时候 ,

注意了对审美体验的三个重要环节的研宄。

“
用志不分,乃疑于神

”

审美体验既然是审美主体在对审美对象

的聚精全神的观照中所经历的感受9那 么,

审美注意在审美中就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按照心理学的解释, “注意是心理活动对一

定事物的指向和集中。由于这种 指 向 和 集

中,人才能够清晰地反映周围现实中的一定

事物,而离开其余事物。” (曹日昌i三编:《 普

通̀已
、理学》⊥册)而审美注意最重要妁特征,就

是指向性 (有远择的指向)。 由于这种有选

择的指向,在每一瞬间,人的审美心理活动

就只能指向一定的审美对象 (审美主体只能

运用相应的审美感官诸如视觉或听觉去注意

特定的审美对象),而离开其余的对象。这

样9审美注意的指向性,就使审美者能够清

晰地反映特定的审美对象,从而获得审美体

验。

中国古典美学对审美注意的特点和在审

美活动中的重要性,作了形象化的描述和精

采的论证。 《庄子 ·达生》篇中关于 “
佝瘘

者承蜩
”和 “梓庆削木为璩

v的
寓言,说明

掌握一种技艺应该 “用志不分,乃疑于神
”

:

佝瘘者 “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

之知”;梓庆 “斋以静心”, “未尝敢以耗

气
”,甚至忘记自己的 “四枝形体

”,不分

心于外界事物,心中只有 “璩
”

的形象。“用



志不分,乃疑於神
”,概括了审美注意的特

点。而审美注意就是凝神的境界,就是一种

极端的聚精会神的心理状态 (虽 然注意本身

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心理过程,而是感觉、知

觉、记忆、思维、想象等心理过程的一种共

同特性,但 市关体验却是审美注意的积极的

成果)。 晋代陆机提出了在艺术构思中 “其

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滂讯
”(《 文赋》),

齐梁时代的刘勰提出了 “陶钧文思,贵在虚

静 ,疏瀹五脏 ,澡 雪精神
”(《 必也、雕龙·神思》),

都是强调作家进行艺术构思时,只有将全部

注意力集中在所认识观察的客观事物上,才

能使 伯清瞳陇而 弥 鲜,物 昭 晰 而 互 进
”

(《 文赋》),形成鲜明、清晰的审美意象,引

起审美体验9获得审美感受,然 舌才能 “窥

意象而运斤
” (劬由选》),把审美意象转化成

为艺术形象。

中国古典美学与艺术,不仅指出在文学

C刂 作和欣赏中要重视审美注意,而且指出在

绘画、书法等艺术创作和欣赏中也要重视审

美注意。唐代画论家张彦远指出 :“ 守其神,

专其∵,合造化之功,假吴生之笔,向所谓

意存笔先9画尽意在也。凡事之臻妙者,皆

如是乎,岂止画也。” (《 历代名画记》)宋代

画论家刘道醇指出: “观画” “要当澄神静

虑,纵 目观之” (《圣朝名画评序》)。 他还指出

画家傅文用 “每见禽鸟飞立,必凝神详观,

都忘他好,遂精於画。” (《 圣朝名画评》)“赵

光甫 ,尤善画番马。凡欲为之 ,必心潜虑密,

视听皆断,方肯草本
” (同 L)。 汉代书法家

蔡邕指出 :“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

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 ,如对至尊,

则无不蔷矣。” (《 笔论》)唐代书法家虞世南

指出 :“ 欲书之时,当 收视反听,绝虑凝神,

心正气和,则契於妙。” (《 笔髓论·契妙》)上

述所谓 “守其神,专其一’
,“澄神静虑

”
,

“凝神详观,都忘他好
”, “

'心潜虑密,视

听皆断
”9 “默坐静思

”, “收视反听,绝
虑凝神

”,都是强调 “虚静
”,强调 “用志

不分,乃疑於神
”在艺术创作和欣赏中的董

要作用。无论是在文艺创作中,还是在文艺

欣赏中,只有注意力高交集中,才能对所描

绘和欣赏的审美对象作深入的观照9才有可

能在头脑中形成鲜明而清晰冉1审美意象9因

为 “神凝则象滋,元 意而皆意 9不法而皆法”

(清 ·月星莲:《 临池蓄见》),从而引起审 美 体

验,获得审美感受。在白然美的欣赏中,也

需要收视反听,凝神观照。明代文学家袁中

道在 《爽籁亭记》一文中,生动地记叙和描

绘了他欣赏大自然美景时需要凝神观照的经

验 :

玉泉初如溅珠,注为修渠,至此忽有大石

横峙,去地丈余,邮泉而下,忽落地作大声 ,

闻数里。予来山中,常爱听之。泉畔有石,~。T

敷铺,至则跌坐终口。其初至也,气浮意嚣,

耳与泉不深入,风们谷鸟,犹得而乱之。及瞑

而息焉,收吾视,返吾听,万缘俱却,嗒焉丧

偶,而后泉之变态百出。初如哀松碎Ι,已如

鹇综铁拔,已如疾雷震霆,摇荡川岳。故予神

愈静,则泉愈喧也。泉之喧者,人吾耳,而注

吾心,萧然冷然,浣濯肺腑,跖i瀹尘垢,洒洒

乎忘身世,而一死生。故泉愈喧,则 吾神愈静

也。

可见,在审美时,如果审美感官不能集中在

审美对象身上,就不能发生审美感知 (“耳

与泉不深入”
),甚至审美知觉受到干扰 (“风

柯谷鸟,犹得而乱之”
)” 不能引起审美体

验。只有审美注意高度集中,收视返听,“万

缘俱却,嗒焉丧偶,而后泉之变态万出
”

,

在头脑中涌现出千姿百态的审美意象,当 美

妙的泉声入耳注心,使 审美者的心胸为之
“
浣

濯
”9 “萧然泠然

”9从而经受强烈的审美

体验。总之,对白然关的审美观照,应当
“
澄

怀观道9静以求之
”(浦 ·恽正叔:《 南田画跋》)。

一些古代文艺埋论批评家和美学家还指

出,在对审美对象的凝神观照中,应该做到

物我两忘,以 便送人最高的审美境界,引起

强烈的审美体验。张彦远指出 :“ 凝神遐想,

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身固可使

如槁木 ,心 固可使如死灰 ,不亦臻於妙理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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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画之道包。″ (《 历代名画记》)宋人罗大

经记述丁喾云巢工画草虫的刨作经验: “曾

云巢元疑工画草虫,年迈愈精。余尝问其有

所传乎”无疑笑曰: “是岂有法可传哉?某

白少时9取车虫笼而观之9穷昼夜不厌。又

恐其神之不完也9复就草地之问观之。于是

始得其天,方其落笔之际9不知我之为草虫

耶,l扛 虫之为我也。此与造∫匕生物之机缄盖

元以舁9岂有可传之泫哉 l’
” (《 钙林置痃》

丙编卷六《画马》)宋人惊师道记述 了 包 鼎 画

虎的i宵况 g“宣城包鼎画虎,扫溉一室9屏人

声 ,塞门涂牖丿穴室取明。一饮斗酒,悦 衣 据

地,卧起行顼,白 祝真虎 岜。复饮斗酒9勇;(

笔一挥9△尽而去,不待成岜。” (见 《中国

画论类编》1029页 )所渭
“
不知我之力草虫耶”

草虫之为我也
”夕所谓 “卧起行顾9自 视萁

虎
”9部是指艺术家在艺术构思桕审夫照观

中过入了物我两忘的极境9经受了最大的审

美体验。

〃咀嚼既欠,乃得其意
”

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十分强调在审美

活动中,对审美对象的观察、欣赏,要精心

体察,反复玩味,以 父由表及里、由浅人深

地捕捉、领悟和把捏审关对象的审美持征 9

揭示更深闸忘蕴,以 t∶ 审美体捡逐步深化。

文艺创作和欣赏的实践I明尹对艺术作品i勹

鉴赏和体验9只有
“咀r浔 Ι元久”乃得其意”

(范‘希文:《 对宋夜语》)” 只 要 蚪:加 玩 味″

(张炎:《 词源》)9住往是 “咀之而味 愈 长
”

(魏泰:《 临汉隐居诗话》)9在审关体痊 均深 入 中

领悟作品包容的深永的志味和活趣。元人杨

载指出:“观汉魏古诗9芍然有感动人处9如

《古清十力Ⅱ苜》9皆当△I议玩切t,自 见其赶。”

(《 诗法家数》)宋代文学家、书法家欧阳修指

出: “
余始得李邕书,不芒好之。然灰邕以

书自名9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为他书少

及者,得之录晚,好之 尤 笃。” (《 试笔·李

邕书》)宋 i弋画七家邙右茔沟 《口画见闻志》

·22 ·

和画沧家董逋沟 《广川画跋 ·阎立 Ik氵吊济

图》都记载了唐弋画家闩立本鉴赏张僧繇i0

绘画那种由浅入深,反复咀嚼,从而把握了

审美对象的审美持征,领悟了作品的意蕴的

情景: “立本世以画显9当在荆州时,得张

僧繇画,初犹未解,曰 : “
定虚得名耳。9

明日叉往9自 : “犹是近代妙手。’明日又

往,口 : 酋
也下定元虚士。’

十口不能去 ,

宸卧△下对之。∴画至于去辙过古,其难悟

女Ⅱ此。后人画未能辨笔画,而学不知形象所

主,见解叉革得若立本极其功用。至于论画

一望而悬断是非得失 者,妄也。” (《 董道:

《广丿丨丨画苡》)闰立本对张僧繇绘画均 欣 赏 ,

从 “初尤未饵
””认为张氏 “虚得名耳

”
,

到认为张氏 “仁下定无虚士
””因而 “十日

不能去,寝卧其下对之”9为张氏之画所吸

引9说 ui对优秀作品要做到 “去嫩迹”而把

握它的意蕴,是十分 “难悟
”的9只有反复

揣摩,才能使审美体验逐渐深入。

“
彻悟到家,一 了百了

”

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强调审美体验要追

求一种 “味外之旨
″

、 “韵外之致
” (司空图

《与李生论诗书》)和 “束外之象9景外之景
″

(司空图:《 与极浦柠》)。 优秀艺术作品妁底蕴

是十分革富的,它能让尔在有限的形式中领

略元穷均意味。审美沐验总是不断深入的,

因而对审美对家均审夫特征和意蕴的领浯和

j己握也总是不断 深 入 1I%一 些 文 艺 理 论

批评家 和 关 学 家用 “寻味不穷
”(叶燮:《 原

诗 》卷一)、 “
味 之 不 尽

” (工上慎语,见 《i廿经

虫 t话 》卷 -)、 “
味 之 元 极

” (刘 熙载:《 艺概 ·书

概》)9来慨i苫 礻f夫 体验Ι旬这一重要恃点o虽然

优秀艺本作品的
“
滋味元穷

””审夫i皆 的卞关

″i沧是%二嚼不 :” (见清人贺9台引、《诗筏》)。 但

是,审美体验总会达到一I|豁 然 开 朗。心

领神解”令人赏心怡神的坑界。这正宋清弋

画家王时敏所说的 “犹如祥古彻活到家,一

了百了,所泪一超△入如未地,i一知半解者



所能望其尘影也。” (《 西庐画跋》)中国古典

美学常用 “悟
”

这个概念来表述审美体验所

达到的这种境界。
“
悟

”
是审美活动中的一个特珠的阶段 ,

是审美体验所达到的一种境界,它的表现形

态就是兴全的爆发,审美感受的获得,审美

意象的产生。我匡古代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

曾经探讨过兴会问题。有的指出文艺创作离

不开兴会 :“ 艺事必借兴会,乃得氵沐漓尽致,

催租之罢,时或憾之。”(方薰:《 山静居画论》)

还有许多人对兴会的状态作过生动的形象的

描绘,有 的还曾指出兴会的获得是以大量的

生活经验、丰富的学识、长期的艺术实践、

专心致志的思索为基础的,其“
遭际兴会

”
,

“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口
” (袁守定:《 占毕

丛谈》),因而它并非是神秘主义的。必须指

出,兴会的获得,要靠审美主体的 “悟”
,

要靠审美体验达到 “妙悟
” (严羽:《 沧浪诗话

·诗辨》)的境界。明代涛论家谢榛说: ‘‘诗

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苦索

不易得也。” (《 四溟诗话》)对兴 会 的 获 得
“非悟无以入其妙

”, “悟者得之,庸心以

求,或失之矣
” (同上)。 清代诗论家叶燮指

出审美感受 (兴会)的获得,只有
“妙悟天

开,从至理实事中领悟,乃得此景界也。”

(《 原诗》)

上述几个环节,实际上涉及到丁审关体

验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那么,审美主体

的审美体验怎洋才能深入呢?中口古典关学

对此作了多方面的探讨9提出了一些有参考

价位n1志见。

苜先,审夫休验的深入,i斋要有丰富的

审i∶ 红验和较强妁审关感受力。不少文艺家

和文艺理 )仑 批 }i三 宋拍出,在审关活动中9要

想使审夫体验逐步深入,获得审美感受,必

须使人们主要均审关忠官 (视 觉和听觉)具

有较强的审美感受力。汉代文学 家 王 褒 指

出9对于洞萧演奏的欣赏9 “知音者,乐而

悲之9不知音者,怪而伟之。故闻其悲声,

则莫不怆然累欷9擎涕汶泪。其奏欢埃,则

莫不惮漫衍凯,阿那猥膝者已。”(《 洞萧赋》)

《淮南子》指出 :“六律具存,而莫能听者 ,

无师旷之耳也。⋯⋯律虽具9必 待 耳 而 后

听。″ (《 淮南子·泰族训》)宋代画家韩纯全拍

出: “琼瑰琬琰,天下皆知其为玉也,非卞

氏三献,孰别其扪山之姿而为关。” (见 《山

水纯全集》)他 f门 在实际上指拥了一个道埋,要

能欣赏音乐与绘画之美,获得审美体验与感

受”必须要有能感受音乐的耳朵和感受形式

美的眼睛,对手不辨音律的耳朵和不能欣赏

形式美的眼睛说来,最美的音乐和绘画也是

毫无意义的,因为,这 “何异奏雅乐于木梗

之侧,陈玄黄于土偶之前哉
″ (葛洪:《 抱朴子

·外篇·知止》)。 一些文艺理论批评家明确提

出欣赏者必须有 “具眼” “具耳
”
”必须

“
有

独闻之听,独见之明
″,方能对审美对象作

深入的观照、体验。明代诗沦家李东阳指出 :

“诗必有具眼9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

声,闻琴断,知为笫几弦,此具耳也。月下

隔窗辨五色线,此具眼也。” (《 怀麓堂诗话》)

唐代书论家张怀璀指出: “玄妙之意,出于

物类之表·幽深之理,伏于杳冥之问;岂常

情之所能言,世智之所能测。非有独闻之听 ,

独见之

"9不
可汶无声之音9无形之相。⋯

⋯有千年明镜,可以照之不 i玻,琉璃屏风 ,

可以洞彻无碍。” (《 书议》)

其次9审 美体验∴j深入,需要有丰富的

生活经验。许多艺术宋和文艺理沦家十分强

调生活阅历以及对生活的深入观察、研究对

于文艺创作和审关欣赏莳置太意义。他们说

“不渎万卷书,不 iⅡ 逍理之渊博多不行万里

路9不知天地之广大。”(元 ∫k凵宋黄于久语,见谢

笙《书画所见i,t冫 引)他们说应以大臼
^为

师 ,

“应知古人稿本在大决内。” (∶川·沈畚贝:《 田

麈)元代画家李注叟指出:“画山水者冫须要

遍历广观”然后知著笔去处。” (《 画说》)清

代画家盛大士说: ε讨画均有江山之助”若

局促里门,踪迹不出百里之外9天下名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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丿丨丨之奇肛,未经0f自 ?朐襟何由而开拓。”

(《 溪山卧游录》)宋代著名山水画家范宽
“居

山林间,常危坐终日9纵 目四顾,以求其趣。

虽雪月之际,必徘徊凝 览”以发 思 虑。”

(刘道醇: 《圣朝亿画评》)。

一些文艺理论批评家还拍出,审关者与

艺本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有相似或相同的

生污经历或心境l寸 9就能够比较深入地领悟

和扌E握 艺术的审美特征”获得深切夂审关体

验与感受。宋人童迪说: “李戍熙作宫口;山

水图”写象赋f,得其全 I主 。溪山萦带9林

屋呋蔽 9烟云出没,求其固者可以知其处也。

佘去口十年矣。i「 系于朝不得归。每升高东

顾9想在家山,而补驰意到9自 有见闻。宾

想既悟,而悲悼随之。及观正大所示图真得

乡路矣。反若不敢识者,亦似失其悲心者矣。

咸熙画手妙绝今世共知之。至于营邱之寓于

画者,余独知之9他人恐不 能 尽 识 也。”

(《 广丿|丨 画跋·书李成画营邱图》)对于 李 咸 熙 把

〃营邱之离于画
”9为什么董迪 “独知之

”
,

而 “他人恐不能尽识
”?因为李氏的营邱山

水图9勾起了童迪
“
去国十年

”
的思乡之情”

引起了他对家乡山水的深切怀念9他的生活

经历及其对生活的体验与作品所表现的生活

内容及其思想感情有相通之处9因而董迫能

“独知
”画屮之志9从而能获得强烈的审美

体验与感受。明代画论家重其昌介绍他自己

白t审美经验时说: “古人诗语之妙,有不可

与册子参者 ,唯 当坑方匆i之 。长沙两岸皆山,

予以牙樯游行其中夕望之地皆作金色。因忆

水碧沙明之,语 。叉自岳州顺流而下,绝无高

山9至九江则匡庐突兀,出樯帆外。因忆孟

襄阳所 i胃
苗
拄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

浔阳郭9始见香炉峙。’真人语千载不可复

值也。矽 (《 画禅室随笔》)董氏关于 “唯当境

方知
” “古人诗语之妙”之说9相当深刻地

说明丁当欣赏者的生活经历与艺术作品的思

想内容相似和拍通,就能产生亲切的审美体

验。总之,对优秀艺术作浔l的欣赏与体验 9

·2犭 ·

“必须实历此境”方见其奇妙。” (△ ·曹沽:

《归田诗话)一些文艺批评家曾指出了心境、怙

绪对审美体验的肜响。章炳麟说: “凡感于

文言者,在其得我心。是故饮食移味,居处

媪愉者,闻劳人之歌 9心 犹泊然。大愚不灵,

无所愤悱者,睹眇论则以为恒 言 也。身 有

疾痛”闻幼眇之音,则感慨随之矣。心有疑

滞。睹辨析之论,则 悦怿随之矣。” (《 国故

论衡·文学'总 论》)明代文学家袁宏道更明确拍

出: “
人有其苷 。虽至乐不浇使之不苦多人

有真乐,虽至苦亦不能使之不乐
” (《 与王以

明书》)。

再次,审美体验的深入,需要有丰富的

想象力。对艺术的鉴赏与体验,必须借助于

联想和想象,把艺术形象转化成为审美者头

想中的生动的审美意象9并用自己的生活经

历及其体验、思想情感、审美理想和情趣去

补充再造这种审美意象,使之进入艺术家所

创造的艺术境界9经受强烈的审美体验。我

国古代许多文艺家和文艺理论家都十分重视

联想和想象在审美欣赏和体验中的作用。刘

勰明确指出,艺术家在创作时,必须进行
“
神

思” (艺术构思中的创造性想象活动),才
能把从生活中观察得来的生活形象转化成为

审美意象,然后 “窥意象而运斤
” (《文b雕

龙·神思》)9把审美意象迹化成为艺术形象。

在通过审美想象形成审美意象的过程中,艺

术家的审美情感、审美体验随着意象的逐渐

鲜明与穗定而逐渐强烈与深化 9“ 神用象通 ,

情变所孕”,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

溢于海9我才之多少夕将与风云而并驱矣o”

(同 J二 )清 代画论家沈宗骞说: “学画者必须

临摹旧迹,犹学文之必揣摩传作,能于精神

意象之间,如我意之所欲出,方 为 学 之 有

获。” (《 芥舟学画编·山水·摹古》)要想真正进

入文艺家所创造的艺术境界,获得深切的审

美体验与感受,就必须借助想象活动,把艺

术形象转化成为自己头脑中的生动的意象,

真正 “如我意之所欲出
”。刘氏与沈氏虽然



讲的是文学创作与学画9但其理可通于审美

欣赏。许多文艺家还用自己的创作实残和审

美经验说明了想象在文艺创作和欣赏中所起

的作用。清人廖燕说: “意也者9岂 非为万

形之始,而亦困画之所从出者欤?予尝闭目

坐忘,嗒然若丧9斯时我尚不知其为我,何

况于物?迨意念既萌,′ 贝刂舍我而逐物,或为

鼠肝,或为虫臂,其形伏又安可肚穷也耶?

传称赵子昂善画马,一 日倦而寝,其妻窗隙

窥之,偃 仰鼾呼,俨然一马岜。妻惧。醒以

告之。子昂因而改画大士像。未几,复窥之 9

则慈悲庄严,又俨然一大士。非子昂能为大

士也,意在而形因之矣。万物在天地中,天
地在我意中,即 以意为造物,收烟云、丘壑、

楼台、人物于一卷之内,皆以一意为之而有

余。” (《 意园图序》)这说明在艺术构思中,

艺术家是生活在想象世界里,生活在意象之

中,当意象产生 (“意念既萌
”)之时,常

常是审美体验和感受获得之时。清代戏曲理

论家李渔曾说: “予生忧患之中,处落魄之

境,自 幼至长,自 长至老,总无一刻舒眉。

惟于制曲填词之顷,非但郁结以舒9愠为之

解,且尝潜作两间最乐之人,觉富贵荣华,

其受用不过如此,未有真境之为所欲为,能

出幻境纵横之上者——
我欲做官,则顷刻之

间便臻富贵;我欲致仕9则转盼之际又出山

林;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

身 ;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嫱、西施之配·

我欲成仙作佛,则西天蓬岛,即 在砚池笔架

之前;⋯ ⋯若非梦往神游,何谓设身处地。

无论立心端者,我当设身处地,代生端正之

想。即遇立心邪辟者,我亦当舍经求仅,暂

为邪辟之心。” (《 闲情偶记》)李渔也生动而

深刻地说明了艺术家在进行艺术构思时9是

生活在 “幻想纵横”, “梦往神游
”之巾,

'常常 “设身处地
”

亲身领受自己所创造的人

物的命运和情景,在这之巾,艺术家经历了

强烈的审美体验,获得了最大的审美享受。

我们从上面关于中国古典美学对审美体

验的几个重要环节和审美体验如何深入的几

个方面的探讨中,可以看到,中 国古代审美

心理学是以探讨审美体验为中心环节来探讨

审美心理结构的其他层次的,在涉及古典美

学的基本范畴时,是以探讨 “味” (体味)

这个概念为主来探讨其他概念以及它们之间

的层次关系的,这些美学概念之间的层次关

系大致如次:“味
”(审美主体的审美体验)

与 “悟”—— “悟
”

与 “兴”—— “兴”
与

“意象
”—-— “意象

”
与 “神思

”一一Ⅱ“神

思”
与 q青” “理

”·⋯¨—_“味” (审美

对象的审美特征)。 “味
” (体味)作为美

学概念是对审美体验的概括。 “悟
”

是审美

活动中的一个特殊的阶段,是审美体验所达

到的一种境界,它的表现形态就是 “兴会
”

(审美直觉)的爆发,审美感受的获得,审
美意象的萌生。 “兴”

是指审美活动所获得

的一种感受,它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与心

理过程,是感知、想象、情感、理解等诸种

心理功能和谐的自由的结合 (特别是想象力

与理解力和谐自由的统一,是情与理和谐自

由的统一),它们的和谐统一尤以情感为中

介和网络点,而情感的深化,必然导致对事

物的本质的认识,诚然这种认识却不以明确

的概念为中介,它是深深地渗透在清感之中

的o“兴”
的沟成因素离不开审美意象。“

意

象
”

即意中之象,在审美活动中,审美意象

与审美感受往往是同时产生的,当 审美意象

产生之时,就是审美感受获得之时,意象的

酝酿、组合、凝聚和扩大 ,就是美感的捕捉、

撷取(发展与深化,意象具体体现和凝结着

审美感受 (参见拙作《意象与审美》,载 《L「lJ丨 丨丿币院学

报》【g8海 1期 )。 审美意象的产生、形成,离

不开 “神思” (创造性想象活动)。 在 “神

思”
中,想象力推动理解力的深化,理解力

促进想象力的发展,而理解融化 在 想 象 之

中,从而实现情理的和谐统一。 (《文心雕

龙 。神思》所说的 “神用象通,情变所孕 ,

(下 转第5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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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值的了。但作者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又

在这一基础之上来个峰回路转,给读者打开

了新的联想天地。他由自然界的杜鹃联想到

人世间的欺世盗名的 “入面杜鹃
”,并在结

尾时指出:

过去和现在都有无敖的人T"杜 出被人哺

育着。将来会怎样呢?莺虽然不能解答这个

问题,人是Ⅱz该解答而且能够铒笞的。

这真是神来的一笔!它顿使作品溶进了

更为深广的社会内容,更促人深思,耐人寻

味。

已选入初中二年级语文课本上的《银杏》

也是此类散文的精品。这篇满含作者深情的

散文,初一看9处处是在介绍银杏,介绍银

杏的持征”介绍银杏的历史,介绍银杏在植

物学中的地位,介绍银 杏 对 人类的各种功

用。但细细推敲,又处处藏有关节,寓有深

意。作者热情赞美银杏巍峨、蓬勃、青翠、

滢洁的丰姿和端直、坚牢、葱笼、庄重、不

依阿、不骄傲、不隐遁、不避风寒、不畏霜

雪的品格,实际上是在歌颂中华民族源远流

(上接25页 )

物以貌求,心以理应”,就是把神与貌、怙

与理、心与物都和谐自由地统一起来。)艺

术作品是审美感受和审美意象的物化形态,

而作为艺术作品的审美特征 (“味”)是审

美感受的具体体现。因此,从作为审美客体

(艺术品)的审美特征的 “味″
来说,它 既

是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的客观化、对象化,

它又同艺术作品的 “意境
”

等因素紧密地联

长而又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和刚投正直、坚

韧不拔、不骄不诌、不畏强暴的性格特征。

而这在当时,也正是对国民党卖国政府宣扬

民族虚无主义和推行媚外投降政策的一种有

力的批判和讽划。它对于培养广大小读者从

小养成优秀品格9热爱自己的民族,都会起

右潜移默化的作用。

※    ※    ∵

综上听述,郭沫若在我国儿童文学的理

论研究、队伍纽,织 和创作实践等方面”都是

有着重要贡献的。他是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

积极倡导者、热情组织者和辛勤耕耘者。当

然,正如许多伟人往往不是完人一样,他的

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也许不都 是十 分 完美

的。但是,他为儿童文学所建树的功绩是不

可磨灭的。尤其是他的一辈子热诚地关怀儿

童,热心于儿童文学事业的精神,足可以使

人干秋敬仰”万世引为榜样。雨呆在巴尔宀

克落葬仪式上的讲话中曾说:巴尔扎克离开

了人间”但溶进了天上的星群。我想,郭沫

若岜一样9他将永远作为天上星群中的-颗

闪光的星星,为亿万儿童所仰望,所怀念。

系在一起。这样,作为美学范畴的 “味
”(它

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就成为联系审美主体

的审美意识与审美客体∴J审美特征的重要纽

带;它的两方面的含义,分别联系着有关审

美意识和审美特征的一系列 美 学 范 畴 (概

念)。 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木范畴的内在的

多层次关系问题,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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