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马克思的美学思想的若干问题

洛 必街

一
、

马克思的美学研 究和美学修养

马克思 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闻名于世
,

一般人或许会产生

这样的疑问
:

马克思是 不是研究过美学 ? 他有没有美学修养 ? 要谈

论马克思 的美学思想
,

必须首先澄清这些 问题
。

根据现有的可靠的

资料
,

我们可 以肯定地说
,

马克思 曾经对美学作过精深的研究
,

从

而 获得 了深厚的美学修养
。

马克思 在大学学的是法律
,

但是他花了很多工 夫来研究哲学
、

历史和艺术
.

对于艺术和美学
,

他尤其钟情
。

他在 1 8 3 7 年 11 月 10

日给 父 亲的信中说
,

他断绝 了从前的一 切 交往
, “
只想专心 致志 于

科学和艺术
” 。

因 此他在大学里修读了许多有关文学艺术和艺术史

的课程
,

诸如
“

希腊罗 马神话
” 、 “

荷马研究
” 、 “

现代艺术史
”

等
。

至 于

美学
,

他主要是通过独 自阅读美学名篇来进行学习 和研究的
。

他在

同一信中列举 了他所读过的美学著作
,

诸如莱辛的 《拉奥孔 》
、

佐尔

格的 《埃尔温
。

关于美学和艺术的 四问答 》
、

温克尔曼的 《古代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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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等
,

他还按照 自己的读书习惯作了摘录并写 了感想 气 对于黑

格尔的美学
,

他钻研得更深
,

还是在 上述信 中他 写道
: “

在患病期

间
,

我 从头到 尾读 了黑 格尔 的著作
。 ’ ,

② 黑格尔 的 《美学 》首 版于

18 3 5 年
,

自然在马 克思的阅读范围之 内
。

马克思在写于 18 3 7 年 2

月 以前的 《讽刺短诗 》里就谈到了他研究黑格尔美学的情况
,

他写

道
: “

我们已把黑格尔的哲学潜心研究
,

却还无法领略他的美学观

点
。 ’

绍
夕

后来 当马克思孕育他 自己的美学思想的时候
,

他从黑格尔

的美学中汲取 了丰富的养料
。

精研美学理论
,

这 只是马 克思的美学修养的一个方面 ; 另一方

面
,

马克思精通欧洲文学
,

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
。

马克思一生都

对文学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和 爱好
,

这种兴趣和爱好始于 青少年时

期
。

这跟两位老人对他的影响有关
,

一位是马克思的父 亲
,

另一位

是被马 克思称为
“

父亲般的朋友
” 、

后来成为马克思的岳父 的威斯

特华伦
。

前者非常熟悉法国文学
,

后者对荷马和莎士 比亚具有渊博

的知识
。

在这两位老人的熏陶之下
,

马克思在中学时代就对古典文

学表现 出了非凡的理解
,

这从他的毕业证书的评语 中可 以看出
。 ’

、

要想了解马克思对欧洲文学的广博而丰富的知识
,

请 看柏拉威尔

所著的 《马 克思和世界文学 》一书吧
。

马克思对文学评论和 文学理

论也有浓厚的兴趣
。

他在大学时代就计划创办一 个名为
“

戏剧评

论
”

的刊物
,

还约请 了所有的黑格尔派著名美学 家为它撰稿户 在

主编 《新莱茵报 》期间
.

马克思写过一篇题为 《论宗教 和 艺术 》的论

文诬
,

可惜这篇文章没有保存下来
。

据马克思的女婿保尔
·

拉法格

说
,

马 克思非常推崇巴尔扎克
,

他曾打算在完成政治经济学著作之

① ② ①
,

⑤ 《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 》 ,

第 4 0 卷
,

人民出版社 1 9 8 2 年版
,

第 1 4
、

16 页
,

第

8 2 7 ~ 8 2 8 页
,

第 1 7 页
。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中文第 2 版 )
,

第 1 卷
,

第 7 36 页
。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

第 2 7 卷
,

人民出版社 1 9 7 2 年版
,

第 4 21 ~ 4 2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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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就动手写一篇评论《人间喜剧 》的文章①
。

文章虽然没有写成
,

但是马克思的这个想法本身就足以表明他对文学的热爱和他的文

学理论修养的高深
。

马克思的美学修养
,

特别是对黑格尔美学的研究的造诣
,

想必

享有一 定的声望
。

有一件事可资证明
,

那就是在 1 8 5 7 年 4 月 《美国

新百科全书 》的编者查
·

安
·

德纳约请马克思为该书撰写一 篇关

于 美学的文章
,

要求用一页篇 幅按黑格 尔的观 点彻底地 阐明美

学
。

② 我们有理 由认为
,

以德纳的约请 为契机
,

马克思集中精力阅

读了一些美学资料
,

思考了一些美学问题
。

根据是
,

正是在这一年

的上半年
,

马 克思 阅读并摘录了弗
·

费舍的三大卷的 《美学或美的

科学 》一 书
,

除此之外
,

马克思还对各 种百科全书的美学条 目和

埃
·

穆勒所著的 《古代各民族的艺术理论史 》作 了摘要
。

③ 上 述阅

读和摘录
,

是为撰写美学条 目而作准备的 一个明显的迹象
。 j 我们

知道
,

从 19 世纪 4 0 年代初开始
,

马克思就把 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到

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
,

而 且恰好在 1 8 5 7 年那一 年
,

他开 始系统

地整理多年来搜集的材料
,

着手写经济学巨著
,

工作非常繁重
,

用

马克思 自己的话说
, “

目前我的工作量很大
,

大都要工作到早上 四

点钟
’ ,

⑤
。

就在这种情况下
,

马克思依然乐意接受约请为百科全书

撰写美学文章
,

为此不惜花费宝 贵的时间去广泛地搜集资料
,

去啃

大部头的美学著作
,

这足见他对美学的兴趣是多么的浓厚
,

同时也

表明了他对 自己的美学修养是多么的 自信
。

保尔
·

拉法格
:
《 忆 马克思 》

,

载 《摩 尔和 将军 》
,

人民 出版社 1 9 8 2 年版
.

第 94

页
。

《 马 克思 恩格斯全集 》
,

第 2 9 卷
,

人民出版社 1 9 7 2 年版
,

第 1 35 页
。

参阅《 文艺理 论与批 评 ))l 9 9 4 年第 2 期 为 《卡尔
·

马 克思
:

泰奥多尔
·

费舍 <美

学或美的科学 )一书摘要 》所写的《 编者的话 》
。

《 美国新百科全书 》现存的美学条 目究竟是 不是 出 于马 克思手笔
,

尚有争议
,

因

与本文论 旨无关
,

故 ! 而勿论
。

《 马 克思 恩格斯通 信集 》
,

三联书店 1 9 5 7 年版
,

第 28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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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人
,

他决不肯拾人 牙慧来为百

科全书撰写美学条 目
。

所以根据以上所述
,

我们可 以设想
,

经过精

深的美学研究
,

马克思 自己的美学思想的核心业 已形成
,

只是 由于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几乎 占去了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
,

他因而无暇

把 自己的美学思想加以展开和发挥
,

并形诸笔墨
。

这样
,

马克思的

美学思想就恰如一粒种子
,

虽已蕴蓄于他的心中
,

却未能获得条件

得以发芽
、

生长
。

据此我认为
,

马克思关于美学的言论
,

虽然多是片

言只语
,

但是绝非 门外之谈
,

而宜于把它们看做是云 龙之一爪
,

风

豹之一斑
。

二
、

马克思的美学思想的核心

马克思的美学思想的核心究竟是什么 ? 我以为可 以用一句话

来概括
,

那就是
:

人的 自由的生命表现
,

而人的 自由的生命表现就

是乐生的劳动
。 “
人的自由的生命表现

”
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

马克思指 出
,

跟动物相 比
,

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特 点是
“
自由

的 自觉的活动
” ①

。

所谓 自觉
,

指的是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
,

他

把 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 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
, “

有意识的生命

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 区别开来
’ ,
②

。

比起 自觉来
,

自由

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更高一级的本质
。

自由指的是人能够超越狭隘

的功利 目的来进行生 命活动
, “
自由地发挥 自己的体力和 智力

’ ,

③
。

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自由的生命活动多有说明
。

他们在《德意志意

识形态 》一书中写道
: “ `

自由活动
’

— 在共产主义者看来这是
`

完

整的主体
’
(用

`

施蒂纳
’

容易理解的说法来说 ) 的从全部才能的 自

① ② ③ 《 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 》第 4 2 卷
,

人民出版社 19 7 9 年版
,

第 9 6
、

9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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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发展中产生的创造性的生活表现
。 ” ,

这里 已经明确地指出
“

自

由活动
”

即 自由的生命表现是跟人的全部才能的 自由发展密切相

关的
。

到了 《资本论 沙
,

马 克思提出了
“

自由王国
”

的概念
,

对人的生

命活动的 自由性作了更为充分的阐发
。

自由王 国指的是人的生命

的自由表现得以完全
、

充分实现的 一 种境界
。

自由王 国与必 然王 国

相对应
。

必然王国指的是受
“

自然必然性
”

统治的状态
。

人类必须

进行物质生 产获取生活资料以维持 自己的生存
、

发展 和繁衍
,

这就

是
“

自然必然性
” 多 。

自由王国必须建立在必然王 国的统治之 上
.

但

完全超越 了必然 王 国
.

自由王 国 以人的能力的全面而 自由的发展

为目标
。

可以说
.

必然王 国是人类求生存的状态
,

自由王国则是人

类求 自身的能力的发 展 的境界
。

因此
,

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 “

自由王

国 只是在 由必需和外在 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 ; 因

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
,

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
。 ” “

在

这个必然王 国的彼岸
,

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
,

真正的 自

由王 国就开始 了
。 ’

以 由此可 知
,

进人 自由王国 的根本条件是要有
“

自由时间
” 。 “

自由时间
”

是一个同
“

劳动时间
”
相对应的概念

。

劳

动时间指的是 为 了获取生活资料而进行劳动的时间
.

属于 必然王

国的范围
。

自由时间指的是进行 自由的生命活动来表现 和 发展人

类的能力的时间
.

属于 自由王国的范围
。

所 以
,

必然王 国和 自由王

国并不是径渭分明
、

截然分开 的
,

在 自由王 国全 面地到来之前
,

即

人人有权力
、

有条件 自由地发展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境界到来之前
,

自由王 国就局部地实现了
,

这就是社会上 的一部分人获得 了自由

地发展 自己的能力的权力和条件
。

请看马克思对这种情况 的分析

和 描述吧
。

他写道
,

在存在着一些人不劳动而 生活的社会里
,

不劳

.

T 《马 克思 恩格斯 全集 》
,

第 3 卷
,

人民 出 版社 1 9 60 年版
,

第 2 4 8 页
。

雳 《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 》
.

第 2 6 卷
,

第 . 册
,

人民出版社 1 9 7 4 年版
.

第 2 8 2 页
。

压 《 马克思恩 格斯 全集 》
,

第 25 卷
,

人民 出版社 1 97 4 年版
,

第 9 2 6一 9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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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社会部分的 自由时间是以劳动的那部分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为

基础的
, “

因此
,

在一方产生剩余劳动时间
,

同时在另一方产生 自由

时间
。

整个人类的发展
,

就其超出对人 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

来说
,

无非是对这种 自由时间的运用
,

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

是把这种 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
。

可 见
,

社会的 自由时间

的产生是靠非 自由时间的产生
,

是靠工人超出维持他们本身的生

存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 延长的劳动时间的产生
。

同一 方的自由时

间 相应 的是另一方 的被奴役的时间
” 〔

。

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指

出
: “

一方的人的能力的发展是 以另一方 的发展受到限制为基础

的
。

迄 今为 止的一 切文 明和社 会发 展都 是 以这 种对抗 为 基础

的
。 ” ②

根据以上所说可 以看出
,

在马克思的心 目中
, “

人的生命活动
”

或 曰
“

人的生命表现
”
这个概念是有特定的涵义的

。

它不是指吃
、

喝
、

性行为这样一些动物性的机能
,

也不是单单指人的精神活动
,

而 是指人的能力包括体力和智力的 自由的表现和发挥
。

在马 克思

看来
,

人的生命活动的主要的方式是劳动
,

劳动最突出地体现了自

由 自觉的特点
,

马 克思写道
: “

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 中
,

人才真正地

证 明自己是类存在物
。

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
.

通过这种生

产
,

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
。

因此
,

劳动的对象是人

的类生活的对象化
.

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 自己
,

而且

能动地
、

现实地复现 自己
,

从而在他创造的世界中直观 自身
。 ”

`

川

值得注意的是
,

马克思 反复 申明要分清两种性质的劳动
。

一种

是为获取生活资料以维持生命的劳动
,

这是一种
“

谋生的劳动
” ; 另

一 种是作为人的真正 本质的
“

证实和实现
”
的劳动

,

这种劳动对人

① ②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

第 4 7 卷
,

人 民出版社 1 9 7 9 年版
,

第 2 16 ~ 21 7 页
.

第

2 1 5 页
。

③ 《马 克思恩格斯 全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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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外 页
。

14 5



来说是一种享受
,

可以说是一种
“

乐生的劳动
” 。

虽然这两种劳动都

是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表现
,

但是
,

惟有乐生劳动才是人的 自由的

生命表现
。

乐生劳动不以获取生活资料为 目的
,

而以发展人本身的

人类能力为旨归
,

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 “

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

为劳动
,

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
,

在那种情况下
,

直接形式

的 自然必然性消失 了
; 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

的需要
。 ” ① 恩格斯认为这种劳动不但使人感到快乐

,

而且是一种

解放人的手段
,

他写道
: “

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

现 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
,

这样
,

生产劳动就不再

是奴役人的手段
,

而成 了解放人的手段
,

因此
,

生产劳动就从一种

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 ” ② 马克思据此预言

,

这种劳动将成为
“

生活的

第一需要
’ ,

③
。

谋生劳动却使人的生命表现的性质发生了异化
,

以

至于生命的表现变成了
“
生命的外化

” ,

生命活动变成
“

只是活动的

假象
” ④

。

请看马克思对这种异化的根源及其表现的分析吧
,

他写

道
: “

劳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动
,

是工人本身的生命表现
。

工人正

是把这种生命活动出卖给别人
,

以获得 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

可

见
,

工人的生命活动对于他不过是使他能以生存的一种手段而已
,

他是为生活而工作的
。

他甚至不认为劳动是他 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

相反地
,

对于他来说
,

劳动就是牺牲 自己的生活
。 ’ ,

⑤

两种劳动中
,

跟美学发生瓜葛的是乐生的劳动
,

谋生劳动却还

没有达到跟美产生缘分的地步
。

俗话说
“

民以食为天
” ,

我们就拿食

物为例来说吧
。

用同样的原料
,

比如面粉
,

谋生劳动仅仅以制作出

发面馒头为满足
,

因为它的 目的只是供人充饥而已
。

乐生劳动却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

第 46 卷
,

上册
,

人 民出版社 1 9 7 9 年版
,

第 2 8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2 。 卷
,

人民出版社 1 9 71 年版
,

第 3 18 页
。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

第 19 卷
,

人民出版社 19 6 3 年版
,

第 23 页
。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

第 42 卷
,

第 38 页
。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

第 1 卷
,

第 3 5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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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地把面团塑造成各种动
、

植物的形象
,

不仅供人食用
,

而 且要

令人赏心悦 目
。

墨子说
: “

食必常饱
,

然后求美 ; 衣必常暖
,

然后求

丽
。 ”
谋生劳动以求饱求暖为标的

,

乐生劳动 以求美求丽为原则
。

需

要指出的是
,

在现实生活 中谋生劳动和乐生劳动并非截然对立
,

互

不相容
。

谋生劳动并不排斥乐生的成分
,

如吹糖人
、

捏面人的手艺

人的劳动就是这样
。

还有
,

对劳动者本人来说是谋生劳动
,

对他的

雇主来说却可能变成一种乐生劳动
,

如果他雇用这种劳动是为他

的审美 目的和需要服务的话
,

建造宫殿的工匠 的劳动便是这样
。

在

这样一些情况下
,

我们看到
,

跟美发生瓜葛的依然只是乐生劳动的

成分和性质
。

异化劳动能创造美这个事实的秘密也就在这里
。

作为人的生命的自由表现的劳动跟美产生瓜葛的关节是什么

呢 ?关节就在于这种劳动把人的本质力量物化在劳动的产品之中
,

使劳动产品成了反 映人的本质力量的一面镜子
。

人从这 面镜子直

观人的本质力量而感到喜悦和 自豪
。

这种喜悦和 自豪感就是美感
,

而作为反映 了人的本质力量的镜子的产 品就是 美的对象
。

所 以
,

美
,

乃是人的生命的 自由表现所开放出来的花朵
。

马克思对这种情

况作 了生动的描述
,

他写道
: “
我在我的产品中物化 了我的个性和

我的个性的特色
,

因此我既在活动中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
,

又 在

对产品的直观 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
、

可 以直观地感知

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
。 ” U 特别需要指出

的一点是
,

马克思认为
,

在进行作为生命的 自由表现的劳动时
,

人
,

完全是为了表现 自己 的本质力量而劳动 ; 与此相应
,

物
,

纯粹作为

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镜子而出现
。

人 与物双方都摆脱了实用 的 目

的
,

诚如马克思所指 出的
: “

需要和享受失去 了自己 的利 己主 义性

质
,

而 自然界失去 了 自己 的纯粹有用性
。 ’ ,

②这样的主体和这样 的

客体就构成了审美关系
,

所以审美具有超功利性
。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 2 卷
,

第 3 7 页
,

第 1 2 4~ 1 2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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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的自由的生命表现的劳动跟美发生瓜葛的观点有其理

论来源
,

源头可追溯到黑格尔
。

黑格尔认为人有 自我表现的冲动
,

这种 自我表现的冲动凭借改造外在世界的实践活动而得 以实现
。

自我表现冲动的实现
,

就把人的内心 生活复现在外在事物上
,

人在

这复现 了他 的性格的外在事物中观照和欣赏 自己
,

从而得到乐趣
。

且看黑格尔的陈说吧
,

他写道
: “

人有一种冲动
,

要在直接呈现于 他

面前的外在事物中实现他自己
,

而就在这实践过程中认识他 自己
。

人通过改变外在事物来达到这个目的
,

在这些外在事物中刻下他

自己 内心 生活的烙 印
,

而且发见他 自己 的性格就在这外在事物中

复现了
。

人这样做
,

目的在于 要 以 自由人的身分
,

去消除外在世界

的那种顽强的疏远性
,

在事物的形状中他欣赏的只是他 自己的外

在现实
。 ” `

黑格尔在探讨古希腊人为什么崇尚人体美的原因时说

过同样意思的话
,

他说
: “

在人体中人类直接发现 自己
,

人类要把身

体改造得同他改造一般的
`

自然的东西
’

一样
。

所 以最重要的精神

的 兴趣
,

便是要把身体发展为
`

意志
’

的一个完美的器官一 这一

伶俐一方面是可 以达到其他 目的的工具
,

而另外一 方面
,

它 自身便

是 一个 目的
。

因此在希腊人中间
,

各个人便有这种无限的冲动
,

要

表现他们 自己
,

并且在表现中找到快乐
。 ” 岁 在黑格尔的 《美学 》著

作中冒出了含有那么 深刻的美学意味的一个思想
,

黑格尔本人却

仅仅把它看做是人的自我认识的一 种方式而 已
,

而 没有对它所蕴

含的美学意味进行深入的开掘和充分的发挥
。

幸而 这个思 想启迪

了马 克思
,

马 克思在自己的人学思想的 基础上
,

继承和改造 了黑格

尔的这一思想
,

提出了
“

人的 自由的生命表现
-

一实践论
”

美学
,

从

而 在美学史上独树一帜
,

开辟 了一条全新的美学思路
。

① 黑格 尔
: 《美学分

,

第 1 卷
,

商务印书馆 1 9 86 年版
,

第 3 9 页
。

② 黑格 尔
:
《历史哲学 》

,

三 联书店 1 9 5 6 年版
.

第 2 8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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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 问题

有这 么一种观点
,

认为
“

美学从来就是以哲学 为它的理论基础

的
” ,

对此很少有人怀疑
,

因此几乎成 了一种定论
。

按照这个观点
,

马 克思的美学思想 自然也有它 的哲学基础
,

在这 一点上不见有什

么分歧
。

那么
,

马克思的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究竟是什么 ? 对这个

问题就有不 同的看法了
。

大致有两种看法
,

一种
一

认为是认识论
,

首

先是反映论
,

另一种认为是历史唯物 主义
。

对这两种看法
,

暂且不

加议论
,

我想先提 出两个问题
:

第一
,

美学必有哲学作为它的理论

基础吗 ? 从西方美学史来看
,

的确存在着那样一 种相 当普遍的现

象
,

就是美学家大都是哲学 家
,

他们在 自己的哲学基础之上
,

建造

了自己 的美学 之宫
,

著名的
、

有影响的美学家尤其是这样
,

从柏拉

图到黑格尔莫不如此
。 “

美学从来就是以哲学为它的理论基础
”

的

观点想必就是 以此种现象为根据的
。

但是
.

不能不看到还有另外一

种情况
,

有的美学家的美学理论很难说它有什么哲学基础
,

特别是

到 了近 代
,

这种情况更为突出
。

随便举几个例子来说
,

以弗洛伊德

为鼻祖的心 理学美学
,

它的理论基础恐怕是心理学而非哲学
,

非要

找出它的哲学基础
.

这将会是一种无效的劳动
。

丹纳虽然服膺实证

主 义哲学
,

但是他用来研究美学的方法却是植物学的方法
.

因此他

把 自己的美学经称为
“

实用植物学
’ ,

①
。

我们对他的 《艺术哲学 》
,

还

有必要非 去追问它的哲学基础吗 ?罗丹和汉斯立克
.

分别是雕塑美

学和音乐美学 的巨擎
,

他们两个人都不是从某种哲学出发来建立

起他们的美学理论的
。

他们的美学理论
,

或者是 自己的艺术创作经

验的升华
,

或者奠基于对大量的艺术 作品的分析和研究
。

由此看

来
,

认为美学必有哲学作为它的理论基础的观点是有以偏概全之

弊的
。

第二
,

说
“

美学以哲学为它的理论基础
”
究竟是什么意思 ? 是

丹纳
: 《艺术哲学 》 ,

安徽文艺出版社 1 9 9 2 年版
,

第 5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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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美学家 自觉地以某种哲学为出发点
,

由之推演出一套美学理论

呢
,

还是说凡美学思想总是跟某种哲学观点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呢 ?

如果说的是第一种情况
,

那可是未必尽然
,

已如上 述
。

倘若说的是

第二种情况
,

那就要避免泛泛而谈
,

而 应作细致
、

深人的具体分析
。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马克思的美学思想跟他的哲学观点究竟有什

么样的关系
。

关于 马 克思的美学思想
,

根据前面的叙述对其要 旨可 简明地

概括如下
:

人类从生命的自由表现 即
“

自我实现
”

到
“
自我欣赏

” ,

这

就是审美活动的全过程
。

所谓
“

自我实现
” ,

就是人类通过作为生命

的 自由表现的劳动
,

把 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
,

这样劳动产品就成

了人的 自我实现的产物
,

成为
“

对象性的人
” ;所谓

“

自我欣赏
” ,

就

是人类从上 述劳动产品中直观 自己的本质力量而感受到乐趣和享

受
。

认识论是关于 认识 的来源 和 认识过程的哲学 学说
, “

自我实

现
”

即生命的自由表现与认识论显 然没有什么关系
, “

自我欣赏
”
恐

怕也难以纳人 认识论的范围
。

因此把认识论看做是马克思的美学

思想的哲学 基础
,

似乎说不大通
。

至于历史唯物主义
,

它的基本思

想是
: “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
、

政治生 活和 精

神生活的过程
。

不 是人 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

相反
,

是人们的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 ” ① 要把

“

自我实现
”

和
“

自我欣赏
”

同历

史唯物主义 的基本思想直接挂起钩来
,

看来也难免牵强之嫌吧
。

根

据以上分析
,

在马克思的美学思想同他的哲学观点之间
,

我们实在

看不出有什么直接的
、

紧密的联系
。

因此在我看来
,

说马克思的美

学思想以他的哲学 (不管是认识论还是历史唯物 主义 )为基础
.

是

缺乏根据
、

缺乏论证的
。

如果一定要为马克思的美学思想找出一种理论基础的话
,

我

认为
,

马克思的人学倒是能担当此任的
。

马克思在 《 18 4 4 年经济学

一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

第 2 卷
,

人 民 出版社 19 7 3 年版
,

第 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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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手稿 》中就提出了
“

人的科学
”
或

“

关于人的科学
”
的概念

。

尽管

马克思后来没有写出关于 人的科学的专著
,

但是他的人学思 想却

是极为丰富而深刻的
。

这些思想就像盐溶于 水中一样
,

隐含在他的

经济学著作之 中
。

经过梳理
、

归纳和提炼
,

我们可 以看到
,

马克思的

人学有如下一些要点
。

第一
,

关于人的本质
。

在谈论人的本质时马 克思指 出
: “

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

多样的
。 ” ① 他又说

: “

如果用人的许多特性 中的一 个特性来顶替人

本 身
,

难道这不是荒谬的吗 ? ” ② 这就是告诉我们
,

人的本质是多重

的
、

多样的
,

切勿把人的本质单一化
。

关于 人的本质
,

马克思是从两个层面来看的
。

第一个层面是物

种层面
.

就是看人 和动物的 区别
。

关于人和动物的 区别
,

有多种多

样 的观点
,

有的用理性
、

有的用宗教
、

有 的用道德来把人和 动物 区

别开来
。

马克思并不否认这些都是人的特点
,

但是
,

他认为人 和动

物 的最根本的 区别乃是人能劳动
,

他指出
: “

可 以根据意识
、

宗教或

随便什 么来区别人 和动物
。

一当人们 自己开始生 产他们必需的生

活资料的时候 (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 )
,

他们就开

始把 自己和动物区别开 来
。 ” (

⑧ 正因为马克思把劳动看做是人区别

于 动物的最基本的本质
,

所以他把人的劳动能力称 为人的本质 力

量
。

第二个层 面是社会历史层面
,

这是为了说 明人与人之 间的差

别
。

不仅不同时代
、

不同社会的人
,

本质有明显 的差异 ; 即使同一社

会 内不同阶级
、

不 同阶层的人
,

本质也并不一致
,

诚如恩格斯在 《英

国工人阶级状况 》一书中所说的那样
: “
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

,

说的

是另一种习惯语
,

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
,

另一套习惯和 道德原则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

第

《马 克思恩格斯 全集 》
.

第

《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 》
,

第

4 2 卷
,

第 1 2 4 页
。

8 卷
,

人民出版社 1 9 6 1 年版
,

第 5 7 9 页
。

1 卷
,

第 2 4 ~ 2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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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宗教和政治
。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
,

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

同
,

就好像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
。 ” ①为什么会这样呢 ? 马克

思提供了答案
,

这是因为
“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具 有的抽象

物
。

在其现实性上
,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 ②

。

马克思的这个判

断揭示了人与人之间本质不同的真正的现实的根源
。

由此我们还

可以认识到
,

如果说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
,

主要在于生命表现的

方式 ; 那么人与人相区别的本质
,

主要是人的精神世界
、

人的意识
,

而人 的意识的不 同
,

是由于他们分别生活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社

会关系之中
。

第二
,

把人当做原则
。

马克思主张
“

把人当做原则
” ③

,

就是一切为了人
,

一切社会活

动都要把人 当做目的
,

而不仅仅把人当做工具
。

正是从这个观点出

发
,

马克思对私有制
、

特别是资本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

因为在

私有制下
,

广大劳动人民事实上沦为活的生产工具
,

马克思指出
:

“

工人本身就像他们在资本主义 中表现的那样
,

只是生产资料
,

而

不是 目的本身
,

也不是生产的目的
。 ’ ,

④同时
,

马克思以极其深邃的

历史眼光看出
,

资本家
,

作为人格化的资本
,

虽然不把工人当做人
,

但是
,

他却为把人 当做原则 的社会的诞生创造 了条件
,

马克思写

道
: “

他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殖
,

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

生产
,

从 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
,

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
; 而只有这

样的条件
,

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
、

以每个人的全面而 自由地发展为

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
。 ” ⑤

第三
,

人的终极追 求
。

人是 目的
,

这是依人的社会活动的旨归而作的规定
。

由这个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

第 2 卷
,

第 4 10 页
。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

第 1 卷
,

第 18 页
。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

第 42 卷
,

第 2 5 8
,

第 2 61 页
。

⑤ 《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 》
,

第 23 卷
,

人民出版社 1 9 7 2 年版
,

第 6 4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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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引出一个新的问题
,

那就是被作为目的看待的人
,

他又追求什么

样的终极 目标呢 ? 马克思曾经 以赞同的态度引述过摩尔根如下的

话
: “

单纯追求财富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
。 ” ① 那么在马克思的心

目中
,

人类的最终命运即终极 目标究竟是什么呢 ?是人类本身能力

的全面而 自由的发展
。

马克思恩格斯在震撼世界的《共产党宣言 》

中向世人宣告
,

他们领导无产阶级为之奋斗的社会
, “

将是这样一

个联合体
,

在那里
,

每个人的 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 自由发展的条

件
’ ,

②
。

马克思所向往
、

所追求的
“

自由王国
”
就是这样的联合体

。

说罢马克思的人学的要 旨
,

我不禁想起 了萨特对马克思 主义

的批评
。

萨特指责马克思主义
“

把人吞没在观念里
” ③

,

他还说
: “

这

种哲学的中心有一块具体的人学的空场
。 ’ ,

④根据 以上所述我们可

以说
,

如果 萨特的批评是针对马克思本人 的话
,

那是没有根据
、

没

有道理的
。

《理想的冲突 》一书的作者路德
·

宾克莱虽然对马克思

主义误解甚深
,

但是他对马克思的人学倒是有相当正确的理解 的
,

他说
: “

那种认为马克思所最关心的是工人吃得好
,

领丰厚的工资
,

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娱乐的想法
,

是把马克思的思想庸俗化了
。 `

福

利家园
’

并不是马克思的启示性 的幻想的一切
。

按马克思的意思
,

社会主义是一个使人人都能在 自由和创造力中实现他 自己的社会

的必要条件
。 ” ⑤

现在让我们来归结一下马克思的人学跟他的哲学和美学思想

的关系吧
。

马克思的人学跟他的哲学 的历史唯物主义部分有明显 的
、

直

接 的关 系
。

作为人的物种本质的劳动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
;

① 《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 》 ,

第 45 卷
,

人民出版杜 19 8 5 年版
,

第 3 97 ~ 39 8 页
。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

第 1 卷
,

第 273 页
。

③④ 萨特
: 《辩证理性批判 》 ,

第一分册
, 《方法问题 》 ,

商务印书馆 1 9 6 3 年版
,

第 23

页
,

第 6 3 页
。

⑤ 宾克莱
: 《理想的冲突 》 ,

商务印书馆 1 983 年版
,

第 10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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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社会本质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规定的 ;指出人

的终极追求的实现
,

受到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
,

这也是完全符合历

史唯物主义 的
。

所以如果说马克思的哲学是他的人学的理论基础
,

我以为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

马克思的人学跟他的美学的联系也是一望而知的
。

马克思的

美学思想是 以他的人学为出发点的
。

作为人的生命的 自由表现的

劳动是美的根源 ; 人在生命 的自由表现中把 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

化 了
,

对象化 了的人的本质力量构成了美的本质 ; 人的终极追求即

超功利的自我实现 和 自我欣赏
,

使人进入 了美的王 国的领地
。

因此

我们可 以说
,

马克思的人学是他的美学的理论基础
。

这样
,

马克思的美学思想和他的人学
、

哲学就联结成了一个系

统
,

而他的人学是把他的哲学和他的美学思想沟通 起来的中间环

节
。

四
、

关于 艺术 的审美本质

前文提到
,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多种多样的
,

不能用人的一

种特性来顶替人本身
,

这话也适用于艺术
。

根据这个观点
.

把艺术

的本质 单一 化
,

或者规定为意识形态性
,

或者规定为掌握世界的一

种方式
,

都是 不足取的
。

马克思对艺术的本质并没有作过专门的研

究和论述
,

但是
,

他的关涉艺术的言论却触及 了艺术的本质的若干

方 面
。

在这 里我只想着重地谈一谈 马克思关于艺术的审美本质的

思想
,

因 为这一思想被人长久地忽视 了
。

马克思对艺术的审美本质是十分重视的
,

他说
,

音乐能满足 我

们的
“

审美需 要
” 办 ,

给我们
“

一 种美的享受
”

,
,

文艺作品能唤起公

《 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 》
.

第 4 8 卷
.

人 民 出版社 ] 9 8 5 年版
.

第 57 页
。

《 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 》
,

第 4 7 卷
,

人民出版社 19 7 9 年版
,

第 1 5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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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
“

审美感
”

j
,

培养出
“

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
”

「

2 。

满足我们的
“

审

美需要
” 、

给我们以
“

美的享受
” ,

是一切文艺作品所必有的功用
,

而

对世界的掌握却不是一切文艺作品所必有的功能
,

比如纯音乐 (无

标题的器乐曲 )就是这样
。

由此看来
,

对于艺术来说
,

满足审美需要

比起掌握世界 乃是更为基本
、

更为普遍的 一种本质
。

并且
,

马克思

还非常着重审美享受和审美能力对人的意义
。

马克思在比较人 和

动物的生命表现的不 同性质和特点时说过
: “

动物只是在直接 的肉

体需要支配下生产
,

而人甚至不受 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
,

并

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才进行真正 的生产 ; 动物只生产 自身
,

而人再生产整个 自然界 ; 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
,

而 人

则 自由地对待 自己的产品
。 ”

「

引

人所独有的艺术生产
,

就是一种不

受 肉体需要的支配而进行 的生产
,

艺术是一 种不 同肉体需要直接

联系的产品
,

艺术创造和艺术鉴赏的能力是一种
“

不追求任何直接

实践 目的的人 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
” 卫

。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来看
,

这样的一种能力才是特别符合人的身分的
。

马克思认为人 的终极

追求是人的能力的全面而 自由的发展
,

人的审美能力的发展实在

可 以看做是人的能力发展 的高度和深度的一个标尺
。

马克思还深刻地揭示 了人的审美能力的发展对社会的物质 生

产的极为内在而隐秘的关系
。

马克思指 出
,

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

体
,

人在任何一个领域的活动中受到影响和改变
,

这种影响和改变

最终都会在人在其他领域的活动中表现出来
。

马克思写道
: “

人本

身是他 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
,

也是他进行的其他生产的基础
。

因

此
,

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
,

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

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
,

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
、

商

《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 》 ,

第 2 6 卷
,

第 I 卷
,

第 41 5 页
。

《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 》 ,

第 4 6 卷
,

上 册
,

第 2 9 页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

第 4 2 卷
,

第 9 7 页
。

《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 》 ,

第 4 7 卷
,

第 2 1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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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
。

在这个意义 上确实可 以证

明
,

所有人的关系和职能
,

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地方表现

出来
,

都会影响物质生产
,

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性的

作用
。 ”

正是这样
,

艺术通过满足人的审美需要
,

影响人的个性的发

展
,

最终也会对物质生 产发挥积极的作用
,

马 克思指出
: “

钢琴演奏

者生产了音乐
.

满足了我们的音乐感
,

不是也在某种意义上生产了

音乐感吗 ?.
· ·

… 钢琴演奏者刺激生 产
,

部分地是 由于 他们使我们的

个性更加精力充沛
,

更加生 气勃勃
,

或者在通常的意义 上说
,

他唤

起新的需要
,

而为了满足这种需要
,

就要用更大的努力来从事直接

的物质生 产
。 ”
马克思关于审美能力的发展与物质生 产的关系的见

解是多么的鞭辟入 里啊 !

(作者工作单位
:

中央音乐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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