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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艺 批 评 是 一 种 审 美 判 断

苏  宁

从美学的角度来讲9文艺批评应该是对

文艺作品美不美的评价 (当然,是整体意义

的美,是真善美的统一),本质上是一种审

美判断。

(--)

∷文艺批评是t种审美判断,这是由文学

艺术的特殊性决定的。马克思说:“人类能够

依据任何物种底尺度来生产并且能够到处适

用内在的尺度到对象上去,所以人类也依照

美底规律来造型。
”
 (《经济学 哲学手稿冫人

民出版社m5了年版第sg页) 文艺作品自然也是人

类 “依照美底规律”所造之形,这就从根本

上决定了文艺具有美的属性和审美价值。具

体说来,在对象上,文艺反映的是现实生活,

这个现实生活本身就是人类的审美创造;在
方式上,文艺是入们对世界的审美掌握,它
与科学、宗教、实践精神等对世界的掌握方

式是不同的,在性质上,文艺作品本身就体

现了f美底规律
”,文艺创作是一种复杂,的创

造性的审美活动。它不仅从这样的审美角度

.去反映现实,表现主观情思,而且也从这样

的角度去寻求与创造能完菁地反映客观与表

现主观的美好形式。正是由于文艺创造艺术

形象,创造出艺术作品,并以这种精神产品影

响社舍,因而就构成了它本身特有的审美价

值,也就形成社会对这种精神产品进行估量

的审美价佴观念。对于艺术价值的分析与估

量,便是艺术批评。别林斯基说过: “批评

渊源于一个希腊字,意思是
‘
作出判断

’
,

因而在广义上说来,批评就是判断。”也就

是审美判断。审美判断,直接反映了审美观

的斗争。政治观点、伦理道德观点,都是通

过审美观起作用的。当然,对艺术价值的正

确估量,即我们的审美观,应该是真善美的

统一的审美观,不能把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

性、内容和形式割裂开来。任何优秀艺术作

品都应当是真善美的统一综合体。只有真善

美三种价值充分具各的文学艺术作品,才有

长久的艺术魅力。在∵件作品中,这三种价

值既是交融的,又是具有独立意义的。我们

∶的文艺批评,也应当从这三个不同的审美观

察点进行分析,但又是在一个统一的方向上

同时进行。

文艺作品要反映现实生活,是否反映了

一定时代社会现实生活的某些真实方面,从
而相应地具有某种程度的可供认识社会的价

~值是第一重要的∷,所以文艺批评的第-个美

学标准是 “
真”。文艺批评的第二个标准是

“善”,这是用以检验艺术品是否具各有益

于人类前进的实用价值。善的诸多价值中,

政治价值仅仅是一部分。激发人 的 崇 高 精

神,影响人昀灵魂,是最基本的价值。文学艺

术的特殊使命及其意义正在于此。硪们从艺

术是ˉ种创漳性的审美活动这一特点出发,

确认艺术创作是
“美”的创造过程。因此,

艺术与其它意识形态相比,最显著的特点,

即它必须是美的,它必须具各美的价值。艺

术的其它价值÷△认识价值、社会功利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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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通过美的形态显示出来。如果艺术失去

美的价值,艺术的其它价值也将全部丧失。

艺术批评的第三个标准,就是审美标准,以
鉴别作家在运用美的规律进行文艺创作中的

功过得失,检验艺术是否具各具体形象性、

情感性、独刨性等美感特征。

在文艺批评中,真善美各有自己的属性 ,

但又不是孤立的尺度,它们往往互相影响地

表现在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中。如果硬要将三

者分开;把批评标准变成一种机械的尺度,

而评价时又按照一定的机械程序,那么我们

的批评就会走向一种模式而陷于失败。因此 ,

必须从整体上把握批评标准。我们在对文艺

作品进行评价时,首先应当用美的标准来划

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别林 斯 基 说 过 :

“
艺术的,也就是道德的;反艺术的,习能

不是道德的,但不可能是道德的。因此,诗
情作品的道德性问题,应该是第二个问题 ,

是从对于第一个问题——作品究竟是不是艺

术的——回答中引伸出来的。” 首 先 按 照
“美底规律”来分析。在进入切实的美学批

评范畴之后,探求美的来源就成为文艺批评

的主要内容。批评者这时就不仅要着眼于艺

术的形式美,而且要透视构成美的其他条件

与基础,即构成美的诸种因素,也就是真与

善的内容。同时,还应当分析这些内容与形

式是怎样达到统一的。在这里,真与善是作

为美的条件、美的内容起作用的。而任何真

的内容,善的内容,只有当它具各美感特点

时,它才进入艺术的范畴α我们在批评实践

申往往有这样的体会,一部作品,我们认为

它美,总是真善美诸种因素和谐 统 一 的 结

果。这个 “美”同时也包含了内容与形式的

美。作品的思想内容往往溶合于美的艺术形

象、形式之中。就家盐溶于水,虽有盐味,

但不见盐形。思想内容过于直露的作品,往
往流于概念化。古人讲 “可意会不可言传

”
,

“诗无达诂”,就是指的这种可以意会到,

却难以明言,∶难以说尽的现 象。贝 多 芬 的
’·σ8、 ·

《命运》交响曲,具有深刻的哲魉性,怛理

在情中,究竟是什么理,能说得尽吗?当然

总的趋向还是说得出的,那就是人与命运的

搏斗,人必然战胜命运。为什 么这 样,就
在于审美认识是感情与理智、感性与理性、

有限与无限的统一。现象往往比本质 更丰

富,现象的丰富性是难以穷尽的。而我们的

文艺批评,离不开大量羊富的感性现象,在

由现象进入本质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抽出

几条筋来,机械地用某一个标准去套。应当

把真善美统⊥的审美批评标准,作为大体上

的审美方向,从自己切实的审美感受入手,

从文艺作品的美感特点入手,综合性地去估

量蕴涵于艺术作品中真善美价值的总和,同

时把各个艺术特点作为整体的有机 组 成部

分进行分析。然后去衡量作家从生活中发现

美的能力,以及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去衡量

作家对生活中的美进行典型化,塑造具有美

的魅力的艺术形象的水平,去衡量通过形象

所体现的作者本身的美学理想和作品给予读

者的美的启迪;还要分析作家的刨作个性,

这样才能对作品的艺术价值作出正确估量。

∴ (二 )

文艺批诤是以审美实践所获得的美感经

验为依据,而不是以业已彤成的思想观点为

依据。所以,文艺批评应是欣赏的深化发展

是高级的欣赏-这里,首要的前提就是,批

评家必须动员自己的整个心现功能 (感觉、

情感、理智柚想象等)去感受、了解文艺作

品,体验真中的美,捕捉美的形家。进而仵
出审美扪簖:如刘勰所说: “观文者披文以

入情,沿坡讨源,虽幽宓显。”刘勰要求批

评家透过文辞而进入作品的内在情感,从中

获得感受,从 而体会到作家情动辞发的过

程。这种批评就能将作家的情感态度和科学

态度统=起来。别~林斯基要求批评不能只背

诵几条标准的走义∵而是需要特别敏锐的审



美感受能力。干姿百态的艺术世界,决不是

简单几条标准所能囊括的。敏锐的诗意感觉 ,

对艺术美印象的强大感受力,是艺术批评的

首要条件。只有具各这个条件,才能够鉴别

矫揉造作的堆砌和真实感情的流露,鉴别墨

守成规的形式之作和充满美学生命的坚实之

作。显然,也只有具各这个条件,批评家所

掌握的标准才J具有意义 ,∶ 也才能作出切合艺

术特性的审美判断。

感觉、情感、理解和想象,几种心理因

素主动谐和的结果,达到审美愉快,这就是

批评的基础。审美认识离不开感觉知觉。艺

术耒感和-般美感一样,具有直觉的性质。

表面上看,好象纯粹是一种个人的主观偶然

的心理活动。实质上,美感直觉本身,却潜

伏着社会功利的实用内容。优秀的批评家不

∶是靠个人偶然得到的感觉,也不满足于直觉

赋于的表面印象,把文艺批评活动当作一种

无意识性的心理直觉活动。他们总是努力揭

示决定这种心理直觉活动的客观必然性,揭

示这种活动的时代和社会原因,以及这种活

动本身的社会功利性质和内容,自 觉地把自

己从艺术作品中所得到的审美感受,同时代

的△群众的审美要求结合起来,同特定时代

的先进思想结合起来,作出审美判断。

在这个过程中,理解的因素十分重要。

而艺术批评中的理解,又是带有情感的、哲

理性的认识。艺术作品不表现情感,就不成

淇为艺术作品;进行艺术批评如果没有传达

∶出你对作品的情感态度,也很难成为审美意

X上的批评。托尔斯泰在 《艺术论》中说 ,

文艺是 “用艺术家所体验的感情感染人”
,

批评家也应该传达出他在文艺作品中所感受

到的感情来影响人 ,调 动人们内心的情感 ,给

八以美的启迪。力什么别林斯基等优秀的批

评家,他们的论著至今还能引起 我 们 的 共

鸣?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情感的作用。优

秀的艺术作品总是灌注着浓重的情感,批评

家深深为它所打动,在具体批评中,自 觉或

不自觉地将它传达出来,成为审茉判断的一

个内容。它和群众的情感活 动 相 吻 合,这

就产生了共鸣。在这个基础上作出的艺术批

评,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批评家在进行艺术鉴赏、艺术批评等艺

术实践中,动用几种心理因素进行活动,使他

发现了美;另一方面客观的审美对象也不断

地影响着主体,培养和形成了批评家的审美

态度。有了这个审茉态度以后 ,就有了审美判

断的基础,也就有了衡量美的一种内在的看

法。真正的批评家独具慧眼,能在一般人看

来不美的地方发现美,就是因为他有这样一

种审美态度。而这种审美态度是在长期的艺

术实践中得到的,由 审美对象这个客体创造

的。所以批评家的艺术训练,思想修养,生

活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

(三
)

文艺批评既是欣赏的深化,就不能排除

主体的特殊性,也就是所谓 “J康
惕者逆声而

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

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
”

(《扣心雕龙·知音》)

任何事物都有特殊性,表现形式不∵定鲜明

而已。在艺术里不仅人物有个性,题材有个

性,主题也有个性。以艺术欣赏为起点的艺

术批评,和艺本创作一样 Hl能和应当是有个

性的。设有个性,就没有创漳惟的创作,没

有个性,文艺批评也难免ˉ股化。艺术创作

的多样性,也是为了适应欣赏者的个性、特

殊性。没有欣赏耆和批评者的个性、特殊惟

作用于艺术创作,创作的百花齐放也是不可

理解的。陆机提出的 “体有万 殊|物 无 一

量” (《 文赋》) 的要求,对文艺批评同样适

用。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有独创性的艺术批

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

这是因为客观事物有复杂性,艺术创作

对它的反映也是复杂的。按照形象大于思想

的原理,∶ 优秀作品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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睨的批评家就要以自己独特的审美观点为条

件去理解它,把 自己所感受的那个独特的意

义传达给读者。好比一个多棱镜,多角度地

投射出艺术作品在各个不同的批评家内心的

感受,而不会简单地产生千人一面的反映 :

费尔巴啥说过: “·⋯ 每̈一个人,都想往和

热爱在对象中,在别的东西中的自己。”我

们的文艺欣赏和文艺批评,都包括主体与客

体的统一。欣赏主体特殊性的发挥,不能离

开作品客观的特殊性。批评对象之所以成为

我的对象 (我之所以批评这个作品不批评那

个作品,之所以肯定作品这一点不肯定那一

点),就是因为某一形象本身具备了可能被

批评家、欣赏者所发现的特征,并且通过批

评家、欣赏者对于对象的爱而反映出欣赏主

体各自独特的审美趣味。这种趣味并不是个

人偏见,而是具有独创性的审美判断。

文艺批评既是高级的欣赏活动,就应该

具各创作的意义。艺术批评应该是富有个性、

创造性和艺术魅力的再生产。耐人寻味的感

动读者的文艺批评,也能达到钟嵘 巛诗品》

所提出的 “使味之者元极,闻之者动心”的

要求。这主要不是依靠它是怎样写的,而要

看它写了些什么。即批评家对他所认识的对

象,有没有真知灼见,他的批评,能不能给

读者以启示,能不能发现艺术作品的美学价

值和独创意义。作为 “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

的思维”∷妁艺术批评来说,既是再创造也是

再评价。不高明的批评家只是解释别人的作

品,统治他的感受不是来自他的生活,而是

来自别人的思想。如果批评家的感受算得上

深刻而有独创性,如果他的判断确实符合艺

术规律且~有高明的见识,那么,他将不可避

兔地脱离别人的感受,调动自己的全部心理

功能 ,去感受作品,理解作品,使 自己的批

评获得创作的意义。歌德的谈话录,莱辛的

《拉奥孔》,罗丹的艺,术论,这些著作不正

是这样吗?其中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作为批

评家的他们总被作为创作艺术家的他们所压

·60·

倒。开始的时候是在评一本书、一出戏,或
者别种艺术品。等到写下去,总是很快就发

展成一篇以这个艺术作品为题,或是关于这

个艺术品所提到的题目的独立的文章。总之 ,

变成了一件新鲜的艺术作品。他们以自己独

特的对生活的理解和审美感受为依据,他们

有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他们有真正高明的艺

术鉴赏力,他们也会有无法抗拒的冲动要用

客观形式把它们表现出来。他们的科学态度

和情感态度是统一的:一旦批评家将自己的

美学理想和客观审美批评标准融汇在一起,

形成聚光镜去透视艺术作品的美学价值时,

批评就成为真正的文艺批评。这样的批评,

作家是需要的,读者是欢迎的。

创造性的批评是对生活的发言。这样的

发言 ,是真善美的统一体。作为文艺批评本身

来说,如果不美,也是不易被人接受的。中

国古代诗人,用诗论诗, 巛文心雕龙”是系

统的文艺理论,它却 很 有 文 彩。司空图:的

巛诗品》,是理论也是艺术。柯勒惠支的版

画 《农民暴动》,刻划了一位母亲提着一盏

灯,在遍地尸首中寻找她儿子的尸体。鲁迅

的解说词是: “从前流着汗的地力,现在流

着血了。”这是控诉性的诗,它的形态是艺

术的,却有潜在的理论。这样的分析,震撼

入心。那种枯燥乏味的批评,正是由于批评

家对于生活和艺术没有真正的感情,对作品

所反映的冲突,也没有调动自己的心理功能

去深入理解。一句话,不是建筑在欣赏基础

上的批评,不是从自己的美感经验出发,而
是从某种概念出发。这样的批评,作家和读

者是不需要的。

别林斯基称文艺批评为 “活 动 着 的 美

学”
,∷ 主张 “文学艺术与批评并肩前进,彼

此都给对方以影响”。近年 来,我 们 的 社

会主义文艺开始了真正的复兴,我们的文艺

批评也应该从美学的角度深入探讨,促进文

艺创作,以便真正做到 “彼此都给对方以影

响”,提高我们民族的艺术水平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