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 论 文 学 欣 赏 的 心理 因素

杨 隆 诗

文学欣赏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文学欣赏则是一种具有

审美感受的心理活动,欣赏的过程,也就是

欣赏者对文学作品的感知、理解、想象和情

感体验的积极运转和相互交织的过程。笔者

认为,人们在进行文学欣赏时所产生的一系

列复杂的心理活动中,以想象和倩感表现得

最为突出。本文试图就此略作分析。

首先,想象是文学欣赏中的重要心理因

素。

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它不象视觉艺

术 (如绘画、雕塑 )或听觉艺术 (音乐 )那

样,直接诉诸于人们的视觉或听觉器官。“语

言艺术与诉诸视觉或听觉的艺术不同,它 以

直接唤起表象和想象的方式作用于欣赏者的

再创造〃 (工朝闻主缡(美学概论>第 2㈨页)。 人

们欣赏文学作品,通过感官所 直 接 感 知的

不是形象实体本身,而是语言文字,这就要

求欣赏者必须具有一种特殊的心理能力=亠
想象力。欣赏者在阋读文学作品时必须借助

于想象,才能在头脑中呈现出作品通过语言

文字所描绘的主人公的形象 (甚 至 心 理 活

动 )和生活境界,才能在头脑中形成一个个
“
未曾相见”的 “陌生人”和 “陌生地

”的

鲜明形象,从而更好地理解作 品 的 思 想内

容。可见,文学欣赏和想象是紧密联系的。

人们在欣赏中,通过对作品的语言文字的感

知,依靠想象才能把握艺术形象,具体地认

识形象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貌和本质,从而

感到欢欣愉悦,受到美感教育。

川 师 院 学 报 迦 业 班

.Jb理 学告诉我们: “想象是人脑对巳有

表象进行加工改造而形成新形 象 的 心 理过

程”。这里所说的表象,就是在人们头脑中

产生的过去感知过而当时不在眼前的事物的

形象。它是客观现实在人脑中 的 形 象 的反

映,但它不是对客观事物的直接感知,而是

过去感知过的对象在大脑皮层上留下的痕迹

再次变活的结果。文学欣赏之所以必须借助

于想象才能把握艺术形象,就 因 为 想象必

须以记忆表象为基础。记忆表象是想象不可

缺少的基本材料,想象只有从记忆的表象库

藏中提取材料才能进行有效的活动。文学欣

赏中的想象,就是欣赏者在感知作品语言、

文字的基础上,唤起自已记忆中的表象,经
过加工改造 (分析、综合、概括 )从而在

:头

脑中形成作家们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和生活画

面。高尔基说: “想象在本质上也是关于世

界的思维,但它主要是用形象来思∷维,是 ‘

艺术的
’思维”。这就是说,想象是一种用

形象 (即 表象 )来进行的思维,它是一种特

殊的思维形式。所以,如果人们没有表象和

想象等心理活动,则任何文学欣赏都是不可

能的。

心理学认为:想象可分为无意想象和有

意想象两大类。有意想象又根据其新颖性和

独创性上的差异,分为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

两种。文学欣赏中的想象,主要是凭借再造

想象来实现的 (当 然也须借助于创造想象〉,

所谓再造想象,就是根据词 (语言、文字 )

的描述或图样的示意 (图表、 图解、 符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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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 )在头脑中形戍新形象的过咫。在文学欣

赏中,欣赏紊通过竹f品 的浯言、 文 字 的 描

述 ,借助于再造想象,就 能
“
瞻言而见貌”

,

读若闻其声,思若见其形, 在 头 脑 中
“
再

造”
出一个个鲜明生动的形象。心理学还告

诉我们:语 言作为第工信号系统,它是客观

现实对象的抽象和概括。亻「l它具有刺激物的

特性,即任何一个词部和一切具体市}l激 物一

样是一种物质的现实刺激Ⅱ,可 !∴ {通过祝觉

的、听觉的、动觉的 :卜刂激 午'珥 :于大脑皮了 9

引起相应的神经活动。因此,人们靠语言的

帮助,既可以在头脑中引起相应的表象,也
可以把表象分解为各个部分和把几个表象或

各个部分联系组合起来,构成一个整体。所

以尽管我们从未见过的事物或芒至现实中不

存在的事物,也可以在头脑中想象出来。比

如 ,你从未到过西湖9也不知西湖的景色是

什么样子,但 当你读到艿轼写的 “水光潋艳

晴方好 ,山 色空蒙雨亦苻。欲 把 西 湖 比西

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
(《 饮闸山初晴雨后》)的

诗句时,你就会根据诗中语言的 描 绘 9 展

开想象:西湖象一个绝代佳人般的妩媚,无
论是水光潋艳的晴天,还 是 山 色 空蒙的雨

天,无论是浓妆或是淡抹,它都美丽极了。

这样,你在头脑中就形成了∵幅西湖尸‘光的

i画面,并从中领略到西湖山水之秀丽,厂 色

之迷

^‘

,仿佛亲临其境,Ⅰ 爽心悦目坤观番

一般。

文学欣赏不是对仃刀1的袒动的、消极的

感知,而是一种主动积极的艺术 “
再造”

活

动。因而在欣赏中,不仅要求欣赏考通过语

言的描述形戍新的形象9更重要的是要借助

于 自已已有的生活经验、感受和认识9把那

些在作品中没有直坊幂示出来。仪只含蓄地

包含的形象展现出来,才能更妤地胛解作品

的思想古义 ,从而得到审美的愉悦。这就需

要用创造惩象来补足。例如我们在欣赏蓠操

的 《观沧海 》中的 “日月之行,若 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 出其里”
的诗句时,在文字的

·娥8·

直按描写巾,我们可以看到:灿烂的太 l,n,

喘洁的 冂亮,东升西沉,出没于沧海;银河

万里,群 殂灿烂,都好象出没于沧海之中。

不仅如此,在 “屉汉灿烂″之后,我们又想

象到,在万籁俱寂的夜晚,清风拂面,沁人

肺胪。通过这种对景色的想象,还可进一步

想象出一个在历史上 “烈士暮 年, 壮 心 不

已”
的具有永不衰竭的进取精神的心灵美的

英雄形象。优秀的文学作温I常常运用含蓄的

手法,即讲求意境的含蓄,所谓 “言有尽而

意无穷
”,就是作者留有充分的余地以调动

欣赏者的想象.使他们能够进行由此及彼、

举一反三的联想和补充,使文学作品的形象

丰富和充实起来。欣赏者如果缺乏丰富的想

象力,那么再美的文学作品对他也没有多大

的意义,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 见长江天际

流”,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 是 银 河 落九

天”,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 前 头 万 木

看”·⋯ 唐̈诗中这些脍炙人口,富于表现力

的诗句所勾画的种种意境,在感受、想象能

力很差的读者眼里,也可能是平淡无奇的。

因此,在文学欣赏中,如果不依靠想象,不
经过 自己的积极的形象思维,就不可能对作

品的意境有深切的感受,就不能发现和了解

作 J吊 中的那些弦外之音,韵外之致。

然而,文学欣赏中的想象 又 是 有 条件

的。心理学认为,进行再造想象,必须具各

下列主客观条件:在客观方面,要求语言的

表述必须清楚正砷;在主观方面,要求储各

丰富的表象,对语言表述要有充分的理解。

这就告诉我们:在文学欣赏中,欣赏者在记

忆中所保持的表象越丰富.就越能借助于 自

己巳有的生活经验使想象驰骋纵横,积极主

动地 “
再造”跬l作 r昆 入物的形象9从而更好

地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此外,欣赏者还必

须对仵刀!的文学语言有充分的理解。因为文

学欣赏”肖先必须从感知、理解它的语言文

字着手。如读屈乐的 《离骚》: “
高余冠之

砭岌兮9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
'



难昭质其犹未亏。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

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

民生各有所乐兮,佘独好修以为常。虽解体

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如果对这段

文字不理解,我们就无法对这干古绝唱的诗

句进行欣赏,更体会不到属原坚贞不屈的高

贵精神。反之,如果对诗句的语言有充分的

理解,那么我们就能展开想象的翅膀,跨越

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仿佛看到在汨罗江畔 ,

一位伟大的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在徘徊着、

寻找着献身祖国的道路,他修身自好,为实

现自已的远大理想, “虽解体吾犹未变”。

通过想象,不仅在头脑中形成了一个品格高

尚、有顽强斗争精神、有修能贤德的伟大诗

入的艺术形象,而且为诗人热爱祖国、忠贞

不贰的高尚情操所感染,从中受到思想教育

和审美教育。因此,在文学欣赏中,欣赏者

要达到想象所要求的条件,一方面应深入社

会生活,仔细观察生活,获得丰富的感性材

料,有意识有目的地在记忆中储各革富的表

象;另方面还必须突破语言这个物质外壳的

障碍,尽可能地多学习和掌握民族语言的优

秀词汇,为想象插上强劲的翅谤。

其次,佶感亦是文学欣赏中的重要心理

因素。

文学是主情的。它的特点之一,就是具

有强烈的情感因素。托尔埒i泰说: “人们用

语言互相传达自己的思想,而人们用艺术互

相传达自己的感情。” “艺术活动是以下面

这一事实为基础的:一个用昕觉或视觉接受

他人所表达感情的人,能够体验到那个表达

自己的感情的人所体验过的同样的感情。v

(《 论艺术》)这 就是说,文学必须描写情感 ,

既包括被描写的人物的情感,也包括作者本

人的情感。文学仵品只有富于真情实感,才

能激起读者内心世界的强烈反响——产生和

作者心灵之弦的共鸣,从而发挥其认识、教

育和审美作用。因此,对于欣赏者来说,在

闻读文学作男:时 ,就必须和作 者 的 情 感相

通,犭 能休验到作品中所蕴台的思想情感。

欣赏者如果没有柏应的情感体捡,就很难进

入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境界,深入地感受作耆

所再现的生活。囚为文学欣赏与一般的阋读

科学论文不同,阅读科学论文是被它的理论

的讫证和论据的确凿性所折服,而阅读文学

作湿刂则是被作品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所吸

引、所感染。这就是说,文学欣赏不仅使读

者在理性上有所领悟,而且要引起情感上的

反应,这是文学欣赏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囚

而人们在文学欣赏中,总是伴随着情感这一

重要的心理活动的。我们看托尔斯泰的 《安

娜 ·卡列尼娜》,为什么要为主人公的命运

担'b?为 什么要为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爱情叹

息?又为什么要对卡列宁的虚伪和自私表示

厌〖?膏 《天云山传奇》,为什么要为罗群

和冯晴岚的高尚情操表示赞叹、流泪?又为

什么要对吴遥表示极大的愤怒和鄙弃?为什

么语言艺术大师们能够用文字来使读者进入

神往的奇异世界呢?这就在 于 情 感,在于
“情″

字移入了读者的心扉,敲开了读者情

感的大门,使读者爱作者 所 爱,恨 作 者所

恨。

心理学认为: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

态度的体捡”,亦即 “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

合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内心感受”,通
俗地说,它就是人们对所见所闻和所做过的

莘物所抱的一种态度,一种对事物的好恶倾

向。人们在认识客观莩物的时候,并不是无

动于衷的,总要对它抱有这样 或 那 样 的态

度,从而在主观上体验到满意或不满意、愉

快或不愉快、积极或消极,象这样一种由客

观事物直接引起的好恶倾向,就是情感。情

感是在认识过程中产生的,但它又和认识过

程不同,认识过程是人对客观事物本身的反

映,而情感则是人们对客观事物与人的需要

之间的关系的反映。亦即是说,情感反映的

是客体与主体之问的关系,客体与主体处于

不同的关系之中,就会产生不 同 的 情 感反

·‘9·



映。心理学还认为:情感具有
“感染性

”的

特征。所谓 “感染性
”就是以情动 i青 ,最明显

地表现为共呜,而且可以超越时空的界限。

以上论述启发我们:文学欣赏中的情感

活动不是元缘无故产生的,而是欣赏者对文

学作品所产生的一种好恶倾向。因为文学欣

赏实际就是一种认识过程,入们在对文学作

品感知、理解这样一个认识过程中,总是不

可避免地要伴随着情感沫验 ,要对作品产生

∵定的好恶倾向。我们阅读文学作品,之所

以会随同主人公的际遇而高兴 、辛黢、抑书、

感慨、赞叹,之所以要为那些 “陌生人”
去

哭、去笑 ,表现出我们的瓦情或憎恶,这正

是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的体捡
”

,

是 “情感的感染性
″的心理学原理在文学欣

赏中的具体体现。囚此 ,情感亦如想象一样

是文学欣赏不可须臾离开的,情感是欣赏者

必须具各的一种重要的心理特点。很难想象

一个麻木不仁,一个没有恬感或审关情趣低

下的人能够去感知、理解和欣赏一幅王羲之

的 《兰亭序》,或者 “
乔厂长

”式的
“
中国

脊梁″的真正意义。正如 鲁 迅 所 说: “看

了阿Q,如果没笑,即是没有吞懂。如 果只

是笑,那 岜没有看懂。
″这意思就是说,在

笑阿Q的滑稽行为时 ,更玉要的足∷刂
^他

的愚

昧和无知表示深切的同怙,从而过一步认识

造成 阿Q这样一种性格特征的社会根源。可

见,欣赏者的倩感,不 江影η句劲对仵品的认

识,受 到审美的艺术享受 ,而且.还要影响到

对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实Ι灼认识9受到思想

教育 .

在'Cp理 学的研究中,将情感分为低级情

感和高级情感两大类。高级情感就是入们通

常所指的 “情操″。它主Ι包括道德情感、

理智情感和美的
l清

感工种 ,这几氵种离级情感

在文学上统称为形象思维中的审美感。心理

学中所指的道德感就是指一个人对待别人和l

自已
:的

言行是否符合社会的要求而产生的一

种情感。它具有道镱规范的甘义 ,即根据社会

。50·

的道德行为标准来判断什么是应该的、什么

是不应该的,从而表现出相应的情感。理智

感是指人们认识和追求真理的需要是否得到

满足而产生的一种情感。它与人的好奇心、

求知欲、热爱真理等社会需要相联系。它是

一种与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相联系的情感。∴

美感是指人们根据美的需要对自然、社会生

活及其在艺术中的反映进行评价时所产生的

一种情感体验。

以上二种高级情感,是文学欣赏中的篮ˉ

要心理因素,它们在欣赏中发挥着特殊的作

用。文学欣赏是人们对作品中人物形象的一

种感受,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所以人

们的道德感、理智感、美感必然要在欣赏中

表现出未。在对具体的人物形象进 行 欣 赏

时,必然要作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

什么是对的,什 么是不对的,什么是美的,

什么是丑的等情感上的评价。因此,人们在

欣赏中褒贬什么,爱什么,恨什么,批判什

么,颂扬什么,全都是人们的高级情感的表

现。这就是说,在文学欣赏中,道德感、理

智感和美感始终制约着我们对人物的命运和

遭遇作出应有的评价。人们在 欣 赏 巴 金的

《家》时,对封建没落制度的无比痛恨,对
死于封建礼教的鸣凤、瑞珏、梅 的 深 刻 同

i青 ,对叛逆考觉蕙的赞颂,对高老太爷、冯

乐山等人的腐朽残岵表示出的愤u,无不是

人们 i寺 r;情感的体现。又如在欣赏 《人到中

年》时,一方面为主人公陆文咛在生活的道

路~L艰 难跋涉而j÷ 酿,另 方面 (更主要的 )

却为她在默默无氵
:两

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知识

分子深沉山L爱祖国、爱人民,从不考虑和计

较个人思怨得失,谦虚、 朴实、 诚恳、 善

良、正直、宙于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的高尚清

操所感动。它诤化了我们的思想感情,使我

们懂得:什 么样的生活才是'关好的。可见 ,

道德感、理智感、美感在文学欣赏中具有蠢

要的作用,它 们是紧密联系、交 织 在 一 起

的。人们在欣赏文学作品时9正 因为具有自



己莳遣镱欣赏观、幸美薷要和理智思维的标

准,才能对我们所欣赏丰的许多包含有

^.生本质意义的真著美和假恶丑表示眭热爱和愤

怒。正因为具有道德感、理智感、美感才能

使欣赏者在文学欣赏中所产生的激情变为心

演和热情,而在人们的头脑中 长 期 保 存下

来,从而使人们受到启发、感 奋 和 欢 欣愉

悦,受到美感教育。

心理学告诉我们:情感与 需 要 密 切联

系。客观事物与人的需要处于不同的关系之

中,就会产生不同的情感。文学欣赏中的情

感,反映了文学形象与欣赏者的需要之间的

关系。人们常说:喜、怒、哀、乐,七情六

欲,人 皆有之, “口之于味,有同嗜焉″
,

这是情感的苦遍性。春花秋月,人人軎爱 ,

但这种爱却又因主体对它的需要不同而有苻

不同的美的感受。晴月当空,有人对月举杯

怡然自得,-而有人却对月感伤。这是由于客

体对主体的需要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的情感体

验。可见
^、

的晴感,不可避免地要带上时代

的、社会的、阶级的、民族的一一个人的色

彩,这是情感的特殊性的表现。因而由于文

学作品与欣赏者的需耍不同,就表现出情感

的差异。同一部 《红楼梦》, “道学家看见

淫,才子看见缠绵,草命家看见排满,流言

家看见宫闱秘芋⋯⋯”,而我们昵,又晋见

了阶级斗争,看见了封建制度不可挽回的没

落与它的必然灭亡。可见,人们在砍赏文学

作品时,或是苒、 或是怒、 或是爱、 或是
J}艮 ,总是和自己的欣赏霭要紧密联系的。这

就是氵t,文学欣赏中的情感,要受欣赏者的

主观条阵-——如感受能力、生活经验、审关

情趣、审美理想、世界观、以及时代和阶级

所给予它的局限性所制约。

心理学中关于情感的两极性的原理,在
文学欣赏中的作用也是很突出的。在文学欣

赏中,当作品的入物形象满足了读者的欣赏

需要时,就会产生肯定的情感,反之,则会

产生否定的情感。有时会因入物形象的Ⅰ举

而受到鼓舞,产生积极的情感;有时又会因

人物形象的颓废而产生消极的情感。有时随

着情节的开展,情感变得愉快、轻松,有刊
·

又会担心主人公的命运而变得紧张、压抑。

人们在欣赏中所产生的这些不同形式的相互

对立的情感体验,心理学称为倩感的两极性。

情感的两极性是相反相成的。没有满意,就
无所谓不满意;没有爱,就无 所 谓 恨,没
有紧张,就无所谓轻松。所 以 同 时居于两

极性的对立的情感,总是互相联系的。体现

在文学作品中,便构成了情感的对比,情感

的交织。比如,我们欣赏 《红岩》,江姐在

亿万人民庆祝解放之时惨遭杀害,使人倍感

哀忱。这就增强了我们对敌人的无比仇恨 (

否定的情感 ),同对又对江姐为民族的解放

和共产主义革业献身的高尚情操表示无比的

钛佩 (肯定的情感 )。 两种对立的情感又是

可以互相转化的。如我们读 《犯人李铜钟的

故事》,李铜钟舍身为民、赴汤蹈火的悲剧

结局猛烈地震撼着我们的心,迎面扑来的悲

壮美激发了我们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激情。

在这里,现实丑变为艺术美,本来是消极的

怙感体验却转化为积极的振奋之情。

总之,情感在文学欣赏中的作用是很明

显的。一方面,它总是伴随着欣赏活动促进

人的欣赏,提高欣赏认识,另方面,欣赏活

动又激发人的情感、丰富人的情感、陶冶人

们的精神境界,使人们对丑的 憎 、 对 恶的

恨、对美的爱、对善的和光明的追求。高尚

的情感能激励人去完成崇高的事业。列宁说

过: “
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

有人对真理的追求。”
文学欣赏活动就是人

们对于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对于美好心灵的

培养和高尚情操的陶冶。因此,培荞人们的

高尚情搡——主要是培荞道德感、理智感和

美感,丰富人们的倩感生活,增强入们对客

观事物和现象的美与丑、善与恶的是非判断

的能力,并激励人们为崇高的事业而献身 ,

是文学欣赏的簋要作用。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