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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系统原理进行审美研究试探

曾 永 成

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昔通系统论

在西方和苏联先后传播开来并得 到 迅 速 发

展。这一理论加深了对辩证法关于革物普遍

联系的规律性的认识,也启发人们重视并深

入发掘马克思理论和方法中的系统性原则。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实践已充分证实了

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和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借

鉴现代科学发展的经验,我们也应该充分重

视把系统论的基本原理运用到审美研究中 9

以探索审美研究的新课题和新角度。

根椐系统原理,自 然界、人类社会和志

识的一切现象,无不处在一定的系统之中,

又无不自成一个系统。在每一个系统内,整
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以一定的结构方式组

织成相互密切联系的整体。系统 原 理 强 调

串物的整体性,认为事物的质并不是各个部

分的简单相加,而是组成该事物整体的各个

部分(或因素)在一定结构和程序中桕互作用

和制约的结果。这就是所谓孚物 的 系 统 质
(又 称为 “非加和性的

”
或 “

集成化的
”
质 )。

事物昀这种质的揭示,说明了革物的那些不

能仅仅归结于自身而与所处整体不可分离的

某些属性的根源。系统质并不一定都物化在

组成该系统的辜物身上,而往往是存在于同

其他事物的联系之中。对事物联系的系统性

和事物的系统质的揭示,克服了对事物先分

析为各部分而后加以综合这种传统方法的局

限,也避免了简单因果论和线性因果论的缺

陷,开拓了从整体出发,从整体与部分的有

机联系中考察卓物的新方法。这就使我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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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物的网状立体的系统联系中更充分地认

识具有有机的和复杂的联系的事物。

人类的审美活动也是一个特殊的系统性

领城。对于这一领域中的规律,自然也必须

遵循系统原理所指示的方法去加以全面的研

究9才可能尽量地揭开这一领域的全部复杂

性。否则,人们在对审美活动进行考察时就

难免把研究的对象从所处的复杂的系统性联

系中孤立出来,而且有时把它本身也只看作

一个浞沌的实体。在我们的美学研究中,曲
由于在考察对象时注意了事物的 系 统 性 联

系,因 而在某些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同时,

又由于对系统原理的掌握和运用还并不自觉

和充分,才造成了 “
各执一隅之见”

而 “欲

拟万端之变
”

的困境。这就需要我们从方法

论上认真总结审美研究的经验教训,以便借

助于方法论的改莳使审美研究有实质性的突

破。把系统原理全面地运用来指 导 审 美研

究,它所展示的美妙前景是令人神往的。这

里,仅谈谈自己在思索这一方法论问题时的

粗浅感想。

(1)在 “自然向人生成
”

的系统运

动中考察美的禾质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康德关于 “
自然向

人生成″
的自然客观目的论观点 9指 出:“社

会是人与自然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体。″

“全部所谓世界史乃不过是人通过劳动生成

的历史,不过是自然向人生成的历史。”又

说 :“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 9

是白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 个 现 实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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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自然和社会统一在一个宏大浩瀚:,袋

括-切芋物,而以人的实践为核心、以人与自

然和人与人的矛盾为基本矛盾的系统之中9

并揭示了这一系统的客观运动进程。 “
自然

向人生成”,就是对这一系统的系统质的最

简洁的概括。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唯物主义

及其整个学说就是以这个系统为对象并正确

地反映了这一系统的根本规律。这一系统的

运动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指人尚

未从动物中分化出来成为实践主体之前9这
是自然向人生成的非现实的阶段;第二个阶

段指从人的诞生开始的历史,即 自然界生成

为人这一过程的现实的阶段。在第二个阶段

中又有两次关键性的 辽跃,一是由方动造成

的从猿到人的飞跃9一是由共产主义实现的

从自然的、自在的、片面发展的人向社分的、

自由的、全面发展的人的飞跃。有了这个系

统的大轮廓,就抓住了人也作为其中一个部

分的自然系统的客观结构 (纟[l织 性)不Π运动的

整体质。这个 “
白然向/`生 成v的

系统运动

规律的肯定性的感性显现,就丧现出韦物运

动和结构的节奏、旋律、生气、风神和吁致。

正是革物的这种属性或事物属性传达的这种

信启、,才是所谓美的基本特征。 “
自然向人

生成”的系统运动,就是人的本质生成发展

的具体的历史过程。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中展示的共同规律一样,存在于自然物身上

的表现 “自然向人生成”
的系统质的属性 9

只有在人的本质发展起来后才会逐步被认识

和发现,同样,存在于较低阶段的表现 “自

然向人生成”
的系统质的属性9也只有在人

的本质发展的较高阶段上才能真正理解。叉

由于人类需要的结构层次和个体 与 类 的 矛

盾,更增加了人类感知美的过程的复杂性。

一般地说,人们总是从与自己的需要直接相

关的层次和角度去感知事物的。因此9事物

的实用、的(包括物 质 的 “功 用〃和 道 德 的

f善?)方面往往最先进入审美领域Q许多事

物9特 :刂刂是自然物,常常是先以其社会性关

系或作为某种社会性信息的载体而成为审美

对象 9其 自身田有的审美属性 (女口白然属性和

形式属性)却是后来才逐步被人发现的。我国

自然美砍赏中从 “比德
”

到 “气韵
”,绘画

艺术中从 “写实
”

到 “写意”
的发展线索就

是生动的例证。,

“自然向人生成
”

是一个在矛盾斗争中

曲折前进的辩证发展过程,每一事物在这个

运动过程的链条中都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 ,

表现出过程在一定阶段或一定方面的特征 9

从而在具体关系中反映或折射出系统质来。

因此,不汉运动过程中的痛苦、挫折、毁灭、

牺挂以其与整体质的关系而具有特殊的审关

性质 9就连丑也在具体关系中成为审美对象。

悲剧震撼人心的力量就不在于它是 “
自然 向

人 th戍
”

的辩证过程的严 J唆 性的集中表现。

以人对老虎的审关关系为例吧。当初猫

手们把身波虎皮作为自己的方动业绩和勇敢

机智的灰现时,人们欣赏的是 “对象化
”

到

虎皮中六的猎人的本质力且。当实践仗人们

认识到这种本质力孟对于人类的自我生成的

辽玎志义 {感受到其中那夜现 “白然向人生

成
”

的规律的感性仲功时,就把老虎的 “虎

虎生气
v作

为它的某本的市关特性了。而
“
回

眸时看小於菟”
的 “母爱”

形象也因同样的

道理得到肯定,并 ~口 因̈为同老虎本身凶猛的

特性相关联而具有更强烈的意义。不矢口什么

时侯9老虎还以社会一员的身分闯进了社会

生活9有时是忘恩负义的学生,有时又是知

恩思报的病主9同 人 发 生了 更丰富的审美

关系。但是9这些关系已属于艺术创造,尽
管与老虎本身的某些属性有关,毕竟主要是

社会意识的特殊的类比、象征和寄托了。综

观老虎的这些审美特性,无论是属于什么形

态,不都是以肯定 “
自然向人生成″的系统

质才成为真正的美吗?

在自然与人相统一的系统中抓住 “自然

向人生成”
的系统质,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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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也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美学的根

本。正是在这个系统质中”才见出了真、善、

美的统一。对于审美研究来说,抓住这个系

统质不仅对考察美的本质有直接的关键性的

意义,而且可以找到把自然美和社会美在差

别中统一起来的真实途径。

(2)在具体的关系系统中考察具体

事物的审美性质

对于具体事物或事物的某种具体特征来

说,要判断其审美性质,也应当放在确定的

具体关系系统之中。同一件衣服,甲 穿则美

而乙穿则不美,是因为这件衣服在甲身上和

在乙身上分别处于两个由身高、体型、肤色、

发式等因素构成的不同关系系统之中,受到

其系统质的影响,这才显出了审美性质的差

别。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系统质的超越于

个体的特性。正是这种许多人因习惯而不愿

承认的系统质,决定性地影响着该系统内各

事物的审美性质。古人说 “靥晡(即酒窝)在

颊则好,在颡则丑;绣以为裳则宜,以为冠

则讥。”
(《 淮南子·说林训》)又说:“横看成岭

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还说: “逢比之

尽忠,死何尝不美?江总之白首,生何尝不

恶?⋯⋯富贵有时而可恶,贫贱 有 时 而 见

美。”
(叶燮)这些都说明不能离开事物所处

的具体关系系统去考察其审美性质。事物的

审美性质决定于系统质这一规律,表现为美

的具体性和整体性。不少人在日常的审美经

验中体会到了这个道理,因此他们穿着打扮

总能 “得体”和 “入时
”。那些盲目模仿者

弄巧反拙 ,“画虎不成反类犬
”,就因为他们

悖于此理。在行的艺术家总是从整体效果出

发去处理每一个细节,并往往为此而忍痛割

爱,这是由于他们实际上懂得美的具体性和

整体性这个重要原则。时下颇为流行的从文

学名著中摘精掇萃以广招徕的 《写作指南》

之类,其所以错误,就在于往往肢解了形象

的整体,违反了由美的具体性和整体性所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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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艺术规律。

在现实中,事物所处的关系复杂多样甚

至混乱芜杂,显示事物审美性质的具体关系

常常既不稳定又不清晰,这就造成了审美的

困难甚至错误。艺术反映现实。艺术家要对

现实中的关系加以选择、提炼、限定,按照

作者的观察和理解把这些关系更加清晰而集

中地表现出来,才能使事物的审美性质也显

示得更加强烈,便于人们感知和把握。艺术

的这种作用,狄德罗和菜辛早就有过明确的

论述。狄德罗说: “在自然界中我们往往不

能发觉事件之间的联系,由于我们不认识事

物的整体,我们只在事实中看到命定的相随

关系,而戏剧作家要在他的作品的整个结构

里贯穿一个显明而容易觉察的联系;所以比

起历史学家来,他的真实性要少些,而逼真

性却多些。”
(《 西方关冫史》~L卷第35硅页)莱 辛

也说: “艺术的使命就在于使我们在美的王

冈里省得自己去进行这△选择工作,使我们

便于集中自己的注意力。”
(《西方关学史》上卷第

丛33页)我国古代美学中的
“
山形面面观、步步

移
”

,“移步换形
”和 “

气韵
”

、“意境
”

等

说,也都体现了在具体的关系整体中表现美

的精神。在生活中把握并在艺术中鲜明地表

现出显示事物审美特性的具体关系系统的整

体,这正是艺术家,特别是偏于 “再现
”

的

艺术家的主观能动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个道理在欣赏老虎的例子中也可得到

证明。铁栅和深井把老虎伤人的凶残一面排

除了,其美的特征得以更鲜明而稳定地表现

出来。把老虎画在纸上,不仅排除了不美的因

素,而且使它具有在大自然中那样自由的生

命状态,经过艺术加工,其美的特征在一定

意义上就显得更充分了。这类事例在艺术中

随处可见。艺术要显示自己在审美认识上的

优越,就必须重视这种作用。

(3)在 审美的主体和对象所处的系

统中考察审美感受

一个审美对象自身是-个系统,又处于



复杂的多系统的关系中。一个审美主体本身

也是∵个由生理、心理、经历、修荞等因素

结构成的包含了多系统的复杂系统整体,而

且同样又处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多系统

之中。这样一来审美主体在欣赏对象时所产

生审美感受就必然受到这多个系统的复杂影

响。

稚气十足的儿童到公园看虎,竟然想直

接同虎玩耍,大一点的孩子则决不干这种傻

事。∵般的人唯见虎之皮色身姿而留连,受

害者不忘其尖牙利爪而趋避。这些都是不同

主体作为一个整体而受其意识系统作用的结

果。又如 ,同是欣尝巫山神女峰,熟悉有关神

话传说的人陶醉于生动的形象世界之中,仅

知其峰名者也会依稀看见一个亭亭玉立的少

女。而甚么也不知道的游客呢?或 者 面 对

奇 山异 石 突发奇想,自 己想象出一段美妙

故事来暗自品味,或者只从那六米高一块石

灰 岩 的 形 态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欣赏它

的峭拔和 奇 崛, 恐 怕也还有人徒见一块顽

石 耸 立 而无动于衷。对象一也,各人所见

不同,因此所感亦自不同。这种现象是由主

体的审美注意和想象所发挥的作用和审美能

力和趣味的结构差别造成的。要正确认识这

种普遍的审美现象,就必须注意由主客体双

方所处系统的作用而产生的中间环节。在这

里,作为对象和主体认知的中间环节的是审

美意象,而审美认知又是意象与判断之间的

中间环节。审美意象是主体感知对象时由于

主观意识系统的作用而形成的一个主客观结

合的意中之象。它所具有的信息已是经过主

体对对象特征的选择甚至改造过后而直接为

主体所接受了的。意象的存在说明不同主体

对对象的认识和判断实际是针对自己在对象

中所看见的、感到的那些特征和关系作出的。

审美认知是主体以自己的审美理想 (趣味)

为尺度对所见到的对象即意象进行判断的心

理活动。通过认知,主体得以敏感到意象同

自己的关系。据此而作出以审美判断为基础

的恬感反应”美感或丑感便油然而生。这样 ,

在审美过程中,对象和主体之间就有了作为

主体对对象的反映的审美意象和 作 为 对 对

象与自己关系的反映的审美认知这样两个重

要的中闸环节,然后才有主体的情感反应 ,

即审美态度的情感表现。由此可见,主体的

审美判断和情感反应已具有十分强烈的主观 ′

色彩。我们既不能把对象本身的性质同主体

所见到感到的意象等同,更不能把对象的自

身性质同对象与主体关系的性质相等同。美

感可能发生错误。即使同是正确的也还有品

格色彩的差异。因此,就不能仅凭主观性的美

感来判断事物的审美性质了。如果我们的分

析不仅限于这个审美心理过程的系统,同时

也联系到主体和对象分别所属的系统 ,那 么 9

影响审美判断的因素之复杂多样就更是可想

而矢H。

审关意象作为主体和对象两个系统的系

统质相互作用的结果,实际上不同程度地反

映了自然与人的统一系统的系统质,它的物

化形态就是艺术。艺术家用物质手段把仅为

他所见的意象从意识领域搬到现实世界,正

如画家把他从
“眼前之竹

”
所得的 “胸中之

竹
″

描绘出来成为
“
手中之竹”

一样。这样

一来艺术家所见的美就具有社会的传达性。

审关意象所具有的多系统质的复杂特征使它

不仅仅在艺术研究和美感研究中占有特殊的

地位。人们谈到的科学美,如 “公式美
”

,

实际是在公式中潜在的美。科学家能欣赏它 ,

是因为这公式在他的想象中可以展现为一个

具有自由律动的意象,从而作用于他的精神

视觉和精神听觉。艺术创作要先有一个意象

世界撩拨得艺术家不能自已。一般人也常能

在遐想和环境中自得其乐。如果意象美是存

在着的话,那么把美的客观性同物质性等同

的看法就值得怀疑。审美研究中许多争论的

解决恐怕正有待于打开审美意象这个
“
结

”。

我们应当在对意象的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 ,

借助系统原理和其它科学方法的帮助,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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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深入的认汐l。

(4)在社会多系统的关系中考察审

美关系的实明条件

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怎样才 能 建 立 起

来?这个问题只有在对人与现实的总体关系

和对社会多系统关系的考察中才能明白。

不是任便什么人和任便什么事物之问都

能建立审美关系的。马克思说: “对象怎样

变成人的对象9要取决于对象的性质和与对

象性质相适应的人的本质力 量 的 性 质。”

(《 184厶年经济学— 哲̄讠t手稿》)任何革物要成为

审美对象 ,必须具有审美特征。任何人要能成

为审美主体,也必须具有与对象审美特征相

适应的审美能力。但是9是否这样的人和事

物之间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建立起 审 美关 系

呢?也不是。只有在主体与对象之问能够达

到白由观照和情感契合的条件下9审美关系

才能真正实现。与对象审美特征相适应的审

美能力当然是达到自由观照的必要条件。但

是9这只是主体能从对象的感性特征敏感到

其内在志蕴的白注l(即所 11“应目会`b” )。

然而,只有这种白由还是不 够 的。马 克 思

说: “网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

限的古义。对于一个饥肠辘辘的人说来并不

存在右食物的属人的形式。” ‘6V亡 心忡忡的

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 元 动 于 衷。”

(冂 ~L)由 此可见审美需要同其他各种需要的

密切关系。 “
审美带有令

^解
放的性质

”。

(黑格尔)然 而这种解放却不是随心 所 欲 的 自

由。进入审美关系的人必须摆脱了狭隘的物

质欲望和狭隘的功利要求 《这或者是由于这

些要求已J基本满足9或由于主观精神力量的

强大和精神境界的广阔9也可能由于主体的

无知而未意识得到),达到 “重己役物
”

的境

地。因此必须从改善人的外部自然和内部自

然这两个方面来
“
解放

”
人的审美需要,使其

从感觉到心灵都处于白由状态,才能达到真

正的自由观照。主体的情感从狭隘的生活需

求中解放出来取得自由,是实现主客体情感

· Ι6·

契合的条件之一。I仝 面实现这种契合,对象

也必须在主体看来是不存在现实的威胁 、敌

对和危害的 (这 同样或者是由于对象的有害

囚素得到了现实的克服或限制9或者是由于

主体精神力量的强太9当 然仍可能是由于无

知而未意识到)。 由此 可见,审美的主体和

对象之间不仅要各自具各了相应的条件,而
且还必须处在具有相应的现实条件的情境之

中,方能真ⅠF建立起审美关系来。这里,我们

叉看到审美情境在审美中的重要性,也看到

审美情境的实现同人类整个实践的关系。

在人类审美关系的发展历史中,不同社

会地位的人享有审美情境的机会和水平是大

不相同的,他们获得这种审美情境的手段和

方式更是大相径庭。以人的解放为'目 标的共

产主义运动正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逐步创

造最仝面最充分的卞美情境的过程。列宁曾

说9为 了使!1尔斯泰 i勹 作品和其他陀秀的艺

术品能为人民群众所享有9必须首先进行反

对使千百万人陷于愚昧、卑贱、苦役和贫穷

境地的社会制度的斗争9必须使他们享有面

包和文化。今天,我们正在为发展高度的物质

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奋斗,这
正是从根本上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自由而全

面的审美情境门基本条件。为了促进这一过

程 ,美学就应当遵循系统原理所揭示的方法 ,

对审美情境的特点及其实现条件作全面的研

究。这样,美学将进一步扫除它那曾经仿佛

是不食人间烟火的 “重玄
”

气味,为切实地

帮助人民群众解决一些审美生活中的具体问

题当好参谋。美学这样做了,就能使一切形态

的美都充分地发挥其作用,使人民群众充分

地享有美,并在广泛活跃的审美活动中更好

地美化自己和整个社会。

在 “
自然向人生成

″
的系统运动中,人

类通过艰巨的实践终将实现共产主义,从而

达到人对在全部历史中发展起来的自身本质

力量的全面占有和自由发展,生成为从内到

外都美的新人。审美活动,作为人对自身本



质力冕的肯定和字受,首先属于人峋生活目

的本身,同时它又是人借以发展 自 己的 手

段。它象是生活的花朵,既显示着生活的怡

神风韵口又包孕着更美好的新生活的种子。

但是, “在私有制下,人们享受的对象不同 ,

彼此对立隔绝,所以人的感觉是片面的、狭

隘的、异化的,不同的人对于对象的肯定和

确认是不同的,甚 至达到人们完全失去对象 ,

无法确认世界的程度。所以,只有共产主义

下的人的感觉,才具有真正证明唯物主义本

体论的性质。”
 (杨适:《 马克思<经济学一哲学手

稿>述评》第11压 页)也只有在共产主义的条件下’

才能最终解决美感的主观合目的性 (主观自

曲性)与 美的客观合目的性(客观必然性)之

间的矛盾和对立,实现审美认识论和美的本

体论的真正统一。

我们运用系统原理稍稍窥祝了一下审关

领域中几个重要的方面。这个粗略的考察告

诉我们9运用系统原理研究↑iF关活动9不仅

必须从 “实物中心”转向 “乐统中心
”,而

且还得从 “
单一系统中心

”转向
“多系统巾

心
”。只有这‖,才能在多维多层次的主体

(上接第卫O犭页)

从而导致1860年 西西里农民大起义,狠狠打

击了西班牙波旁家族对南意大利的统治,为

意大利
“
民族之父

”
加里波的民族统一事业奠

下坚实的基础。正是那个对古罗马斯巴达克

奴隶大起义高度崇敬的加里波的及其所统率

的
“
△人红衫志愿军”与农民起义军一道转战

南北意大利,三进罗马城,剥夺了教皇的世

俗权力,最后完成了意大利的统一与独立。

意大利爱国主义的民主民族运动,经历

了三百多年才最后获得胜利。意大利人民不

能不缅怀他们的前辈但丁、马基雅维里等爱

国主义思想的启蒙者,正是他们不仅唤起了

考察Ⅱ仝面拐开人类审关活劝的秘密。这个

考察也告诉我们,美学基本理论对审美活动

一般规律的研究,其范围是十分广阔的。思

格斯在谈到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关系的研究时

说: “既然这是一种关系,这就表示其中包

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我们分别考察每

一个方面;由 此得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性质 ,

它们的相互作用。
”

(《 长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批判>》 )对于审美研究来说,就至少有四个大

的方面必须研究:即审美对象,审 美主体,审

美过程中主体与对象的相互作用和审美关系

的性质、作用与发展规律。由此可见 ,把 以人

类整个审美活动中所展现的审美关系忄i∶为自

己研究对象的美学,决不能仅限于iJf究 美、

美感和艺术美锣这些内容无论怎样重要,但

毕竞不是审美活动的全体,何况离开对审美

关系的总体认识,也难于对这些方 i面 有真切

的把握。同时9也只有把整个审关关系作为

关学 n勹对象,才能摆脱目前某些美学理论体

系那种用若干关学理论
“盖尖

”
而文艺理论

为主的状况,使关学真正以白己独立而完整

的衤科面貌出现。

丿、民的觉醒 ,也唤起 了意大利 国家 民族意 识

的觉酲。

匚注〕                
°

①但丁是佛罗伦萨医药业行会的成员,担任过佛罗伦萨共

和国最高官吏
“
首长

”职位,“首长
”的任期为两个月。

② 《炼狱篇》第16首 106-111行。 “
常有二日”,一为世

俗君主,一为教皇。

③ 《天堂篇》第30首 。

④ 马基雅维里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最高杈力机构 “十人委员

会
”的秘书和驻法国、南德意志与意大利本土的特使。

14θ 8-1512年 以其宋身经历的政治见闻写出《君主论》

为美第奇家族提供意大刊如何才能摆脱法国人和西班牙

人的统治的意见。

⑤⑥ 雅各布 ·布克哈特:《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第一篇:作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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