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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欣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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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艺术欣 赏始终饱含着欣赏者的感情
,

总是充满着联想和想 象
。

作品 中生动的 艺术形象
,

刺

激 了欣赏者的情绪
。

欣赏者对于欣赏对象
,

不是被动地消极地接受
,

而是进行着能动的积极的再创

造
,

艺术欣赏带有主观 色彩
, “

情人眼里 出西施
” ,

这是人们对这种审美的主观性的生动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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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欣 赏既有 与人类其他认 识活动相 同的地

方
,

也有自己的特点
。

正是 由于这些特点 的存在
,

使

艺术欣赏成为一种特殊的思维活动
。

一
、

艺术欣赏者的感情

“
艺术欣赏始终饱含着欣赏者的感情

,

艺术欣赏

活动
,

是 由作品中生动的艺术形象
,

刺激了欣赏者的

情绪而引起 的
”

lj[
。

托尔斯泰曾指 出
: “

艺术是这样

的一项人类的活动
:

一个人用某种外 在的标志有意

识地把 自己体验过 的感情传达给别人
,

而别人为这

些感情所感染
,

也体验到这些感情
” 。

这话虽有不全

面的地方
,

但在强调艺术离不开感情 这一点上是对

的
。

艺术家在创作 时充满着感情
,

欣 赏者 在欣赏活

动时同样带着感情
。

杜甫听了同时代的音乐家花敬定 的演奏后
,

写

道 ; “
此曲只应天上有

,

人间难得几 回闻 ?’’ 所谓 “
此曲

只应天上有
”
的说法

,

当然是一种极大的夸张
,

但却

说 明
,

这些音乐作品深深地打动了杜甫的心灵
,

激起

了诗人的感情浪花
。

在艺术欣赏中
,

欣赏者的感情总是随着作品 内

容的变化而变化
。

《元 曲选 》的编著减晋叔提到
,

成

功的戏剧演出
,

使欣赏者
“

宛若身当其处
,

而几忘其

事之乌有
,

能使人快者掀髯
,

愤者扼腕
,

悲者掩泣
,

羡

者色飞
” 。

甚至还有 因读书看戏感情激动致病而死

的
。

清人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 》中就记述了杭州一

个少女因酷嗜《红楼梦》而致病
。

当她的父母把书投

人火里时
,

那个少女在床上大哭说
: “
奈何烧杀我宝

玉 ! ” 汤显祖的剧作《牡丹亭 》问世不久
,

有一个叫俞

二娘的女子
,

读着这个 剧本
,

竟悲伤过度
, “

断肠而

死
” 。

欣赏者对于优秀作品的痴迷总是心驰神往
、

感

情满怀的
。

二
、

艺术欣赏的联想和想象

艺术欣赏总是充满着联想和想象
,

善 于欣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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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欣赏对象
,

不是被动地消极地接受
,

而是进行着

能动的积极的再创造
。

面对艺术作品
,

用 自己的生

活经验
,

感情记忆
,

按照 自己 的审美习惯和愿望
,

通

过联想和想象
,

给作品的形象以补充和丰富
,

使艺术

形象更加 具体
,

更 加丰 富
,

并 且使 它们 活现起 来
。

“

因为有了联想和想象
,

使得许多表面看来不大可能

存在的现象
,

变成为可能
,

使一些不大合理的东西理

所当然地存在着
,

使得一些本来没有生命的事物
,

也

活了起来
”

2j[
。

总之
,

通过欣赏者的联想 和想象
,

奇

迹般地出现了以下各种现象
。

(一 )静中生动

世界雕塑大师罗丹 在谈 到 自己 的审美经验时

说
:

每当他看 到 巴黎凯旋 门墙 上 吕德 的群 雕《 马赛

曲 》时
,

就好像听到 了那个展开双翼飞驰而过的 自由

之神
,

在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喊
“

武装起来
,

公 民们 !
”

“

经她号召
,

战士们纷纷前来
” 。

其 中
“

一个高卢人挥

动着他的帽子
,

好像在向女神致敬
,

现在你瞧
,

他的

小儿子要求和 他同去
,

我 已经够强壮了
,

我是一个男

人
,

我要去打仗
” 。

孩子紧握剑柄
,

好像 这样说
: “
来

吧 !
”
父亲用骄傲 的慈爱 的眼光望着他 的儿子

。

而

“
一个号兵向队伍吹出激昂的号声

。

旗帜在大风里

飘扬
,

枪矛一齐簇列在前面
。

信号已经发出
,

战斗已

经展开了
” 。

雕刻是一种
“

静的艺术
” ,

只是表现生活

中某一瞬间的一个 场面
。

它既不会 产生什 么音 响
。

也不会 出现连续性的动作
。 “
震耳欲聋 的呼喊

” , “
战

士纷纷前来
” ,

以及
“

信号 已经 发出
,

战斗 已经展开

了
”
等等

,

都只是雕刻的欣赏者通过 自己的联想和想

象而产生出来的效果
。

同样
,

人们也说
,

看到罗丹那

些栩栩如生的人物的雕像
,

往往忘记了那是用青铜
、

大理石为材料雕成的
,

而感到雕像里有着人的体温
,

人的血液的流动
。

我国古代传说画家张僧称画龙点

睛
、

破壁而飞的故事
,

也不过是基于欣赏者联想和想

象而虚构出来的
。

(二 )小中见大

小中见大
,

也是以 欣赏者 的联想和想象为前提

条件的
。

戏曲舞台上
“

三五步行遍天下
,

六七人百万

雄兵
” , “

一个圆场千百里
,

一支曲牌五更无
” ,

离开了

观众 的联想和想象
,

就变成为子虚乌有
。

中国画里

的
“

竖画三寸
,

当千初之高
,

横 墨数尺
,

体百里之迥
” 。

那也是建立在观赏者联想和想象的基础上的
。

王国

维在 《人 间词话 》写道
: “ `

红杏 枝头 春意 闹
’ ,

这 一
`

闹
’

字而境界全出
” 。 “

境界
”
也只是在读者的联想

和想象中才能
“

全出
” 。

齐白石所画 的《蛙声十里 出

山泉 》只画了蛾抖从山泉里流 出
,

让人从拼鲜的繁衍

联想出蛙声
。

英 国诗人和画家布莱克写过这样几行

诗
: “
从一粒沙子看出一个世界

,

从 一朵野花窥见极

乐之土
,

将无限握在掌心
,

使每一时辰联系着永恒
。 ”

这些所以可能 出现
,

靠 的是欣 赏者的联想和想象
。

人们还可以从莎士 比亚戏剧 中的哈姆雷特身上
,

看

到文艺复兴时期那些既想有所作 为
,

又缺乏坚决行

动的人文主义者的面貌
。

艺术欣赏中的这种小中见

大
,

从有 限到无限
,

从个别 到一般
,

以及举一反三的

现象
,

都与欣赏者的联想和想象有关
。

(三 )以假当真

有人说
: “

演戏
,

演戏
,

全是假的
” 。

是的
,

舞 台上

的杀人
,

杀人者只能虚晃一枪
,

被杀者也只是装死一

会儿
,

不必要也不可能 是真的杀人
,

这是谁都知道

的
。

可是观众欣赏时却信以为真
。

他们之中或担惊

受怕
,

目不忍睹 ; 或为被杀者 流下 同情的眼泪 ; 或愤

怒遮责杀人凶 手
。

画 幅上的 山水
,

不过是画 家用笔

墨勾勒点染 出来的形象
,

并不是真山真水
,

可是观赏

者不仅觉得画中的山水
“
可望

” ,

而且感到是
“
可行

” 、

“
可游

” 、 “
可居

”
的真山水

,

好像身临其境
,

流连忘返
。

李 白《秋浦歌其十五 》
“
白发三千丈

,

缘愁似个长
。

不

知明镜里
,

何处得秋箱 !
” “

三千丈
”
的白发

,

明明是夸

张的不实之词
,

但仍然觉得它是可信的
。

为什 么能

使这些艺术上的
“

假
”

像
,

变成人们感觉中的
“

真
”
像 ?

靠的是欣赏者的联想和想象
。

当然
,

要达到
“

弄假成真
” ,

需要有一定 的条件
。

除了艺术形象的真实之外
,

创作者还需要有真挚的

感情
。

戏曲演员提 出
,

在舞 台上
“
不要用刀 杀人

,

要

用心杀人
” 。

所谓
“
用心

” ,

就是强调要有强烈饱满的

感情
。 “

演员不动情
,

观众便走神
” 。 “

走神
”
了

,

就不

可能有全神贯注的联想和想 象
。

同样
,

绘 画不仅要

求形似
,

而且要
“

神似
” ,

在形似的基础上
,

描写 对象

之神
,

传作者之神
,

才能给人以真实可信的感觉
。

(四 )无中生有

许多艺术作品
,

往往留下不少虚无空白的地方
,

这是精通艺术规律的艺术家们有意识地 留下来让欣

赏者的联想和想象去填补的
,

以便使他们得到更大

的审美的满足
。

李解的《扬州画舫 录 》记载
,

清代扬

州评话艺人吴天绪表说张翼德喝断 当阳桥的故事
,

他
“
先作叱咤之状

,

众倾耳听之
,

则惟张 口怒 目
,

以手

作势
,

不 出一声
,

而满屋中如雷霆 喧于耳矣
” 。

以无

声的表演动作
,

收 到了
“
此处无声 胜有声

”
的效果

。

在戏 曲舞台上
,

布景往往省略
,

将景化人演员的表演

中
,

扩展在观众的想象中
。

《夫妻观灯 》
,

台上只有夫

妻两人
,

既无灯
,

也无旁人
。

但通过演员观灯的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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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段
,

诱导观众的联想和想象
,

使人觉得眼前好像出

现了华灯万盏
,

人声如潮 的热闹场面
。

《西厢记 》中

《长亭送别 》一场
,

那碧蓝的天空
,

南飞的北雁
,

血红

的枫叶
,

随风飘摇的柳丝
,

以及在遍地黄花中的长亭

等所构成的催人泪下的秋色
,

也都是观众 在演员表

演的刺激下想象中的东西
。

它 比在舞台上放着一两

块景片衬托
,

要丰富得多
。

通过观众的联想和想象
,

能够产生
“

无形 胜有形
”
的境界

。

美术作 品中的空

白
、

音乐中的停顿
、

文学里的虚写
、

戏曲舞台上 的亮

相 以及电影上的空镜头等
,

能够起到无形之相
、

无声

之音
、

言外之音的作用
,

总是与欣赏者的联想和想象

相联系着的
。

(五 )由物及人

有些艺术作品并不是直接描写人物的
,

如神话

传说
、

童话寓言
,

以及山水花鸟诗画等
。

这些作品通

过对
“
神

”
和

“
物

”
的描写

,

抒发人的感情
。

这种
“
人性

化 了
”
的

“
神

”
和

“

物
”
的形象

,

同样能启迪读者和观众

丰富的联想
。

人们把希腊神话 中那个 盗取天火传给

人间的普罗米 修斯
,

看作是雅典 民主斗 士 的化身
。

宋人所画的《归牧图 》
、

《四学图》
,

前者对于小牛那种

稚气的幼小者的神气和母牛亲子关系的描写
, “

能够

唤起人的亲子关系的联想和对于幼小者的爱怜 ,’i 后

者中那四只像在打架的羊
, “

其实是 闹着玩的羊
,

这

羊
,

也很像顽皮的孩子
” 。

把牛
、

羊看成为人
,

这正是

联想的结果
。

同样
,

人们把英 国诗人雪莱 《西风颂 》

里那摧枯拉朽
、

威力无 比的西风
,

比作革命的象征
。

高尔基的《海燕之歌 》中
,

那个呼唤着
“

让暴风雨来得

更猛烈些吧 !
”
的海燕

,

认为是反对沙皇罪恶统治
,

渴

望战斗的革命者 的形象
。

这些 寓意 于物
,

借景抒情

的作品
,

只有通过欣赏者的联想和想象
,

才能领会它

们的内涵
。

三
、

艺术欣赏的主观色彩

艺术欣赏带有强烈地主观色彩
。

艺术欣赏既然

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
,

就必然带上再创造者的主观

色彩
。 “

情人眼里出西施
” ,

这是人们对 审美 主观性

的生动说法
。

我 国 自古 以来就有
“

诗无 达话
”
的主

张
。

诗歌没有完全一致 的解释
,

这有一定 的哲理
。

因为欣赏者总是离不开 自己 的生活经验 和审美经

验
,

去理解一个作品
。

特别是那些哲理性较强 的诗

句
,

如苏东坡 《题西林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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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陆

游 《游 山西村 》中 ; “
山重水复疑 无路

,

柳暗花明又一

村
” 。

等等
。

欣赏者往往按照 自己 的生活体验去解

释
,

甚至借题发挥
,

引伸出新的意义
。

音乐
、

舞蹈
、

工

艺美术等艺术品种
,

由于它们的艺术语言较为空灵
,

艺术形象的外延性较广大
,

欣赏者 的主观感情就更

加容易渗人
,

再创造 的成分相对来说
,

也较多
。

当

然
,

我们所说的主观性有一个前提
,

并不是说
,

任何

作品都没有 自己 明确 的含意
,

而可 以由欣赏者 随意

解释
。

也不是说
,

越 能引起欣 赏者产生不同解释的

作品就越好
。

优秀 的作 品都 有 自己 明确的主题思

想
,

它能够通过生动 的艺术形象
,

使欣赏者在不知不

觉中接受作家
、

艺术家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意义
。

欣赏者的 主观性 只有在这个基 础上加 以丰富和发

展
,

才是有意义的
。

离开作品的胡思乱想
,

就不是欣

赏意义中的主观性了
。

总之
,

欣赏者的主观色彩
,

几

乎是不可避免的
,

主要表现在
:

(一 )艺术爱好的多样性

由于人们的社会 阅历
、

思想意识
、

认识水平和审

美观念的不同
,

在艺术欣赏中往往 出现不同的爱好
,

或者叫偏爱
。

有人喜爱壮美
,

有人追求优美
,

有人醉

心于华美
,

还有人以朴素为美
,

以奔放 为美
,

以奇巧

为美
。

刘姗在《文心雕龙 》的《知音》篇说
: “
慷慨者逆

声 ( 听到悲壮的乐声 ) 而击节 (赞赏不 已 )
,

蕴藉者见

密 (读到含蓄的作品 ) 而高蹈 (手舞足蹈 )
,

浮慧者观

统 (观赏华丽的篇章 ) 而跃心 (兴高采烈 )
,

爱奇者 闻

诡 (接触到新奇的作 品 ) 而惊听 (感奋起来 )
。 ”

个性不

同
,

艺术爱好千差万别
。

这种不同的爱好 就会在艺

术欣赏中表现出来
,

使艺术欣赏带有各 自不同的主

观色彩
。

当然
,

各人的爱好
,

既非 固定不变
,

也非独

一无二
,

有人爱好 比较广 泛
,

有人兴趣单一
,

综合个

体反映了人类社会艺术爱好的多样性特征
。

(二 )欣赏结果的差异性

对同一个作 品
,

往往有不 同的理解
,

这也是欣赏

中主观性的表现
。

鲁讯说
,

同是一部 《红楼梦 》
, “

单

是命意
,

就因为读 者的眼光而有 种种
:

经学家看见

《易 》
,

才子看出缠绵… …
”
造成这种种 的不 同看法

,

固然与作品本身丰富复杂 的内容有一定 的关系
,

但

主要还是 由于欣赏者之间思想水平和审美观点的差

异
。

因此
,

即使 对同一个艺术形象
,

看法也不尽相

同
。

人们常说
: “
一千个 读者有一千 个哈姆雷特

” 。

事实正是这样
。

歌德说
,

莎士 比亚所创造 的哈姆雷

特是
“
一个美丽

、

纯洁
、

高贵而道德高 尚的人
,

他没有

坚强的精力使 他成 为英 雄
,

却在 一个重 担下 毁灭

了
” ,

变成一个悲剧性人物
。

俄罗斯批评家赫尔岑认

为
,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全部作品中的典型
。

他说
,

他看完了这个戏的演 出
, “
我不但两眼流泪

,

而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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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大哭
” 。

而托尔斯泰则完全否定 了哈姆雷特
,

说这

是一个
“
没有任何 性格的人物

,

是作者 的传声筒而

已
” 。

他的结论是
“
莎士 比亚不是艺术家

,

他 的作品

也不是艺术作品
” 。

他们的看法已经达 到完全对立

的地步
。

不过
,

在一般的情况下
,

在大多数的读者或

观众中
,

欣赏结果 的差异性
,

不是对立的
,

而只是大

同中的小异
。 “

一千个读者 ", 合目中的哈姆雷特
,

毕

竟还是哈姆雷特
,

不会是别 的什么人物形象
。

这是

因为大家都是以同一个形象为依据
,

进行再创造
。

在艺术欣赏 中
,

艺术品 的特点是互 相联 系的
。

欣赏者与欣赏对象也是互相依存的
。

没有真实动人

的艺术形象的作品
,

激不起欣赏者的热情
,

鼓动不起

他们联想和想象的翅膀
。

相反
,

要是缺乏必要的感

情和想象力
,

即使是对着优秀的作品
,

也得不到应有

的艺术享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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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

写作也只不 过是在玩文字游戏而 已
。

不 同的

读者可以赋予文本以任何不 同的意义
,

而这些意义

也永远处于不断的解构之中
。

罗德尼
·

温赖特之所

以永远写不出他的论文
,

罗纳德
.

弗罗 比希尔之所

以再也写不出小说… …也都从另一方面道出了这种

危机性
。

从而
,

任何学 术研 究也多 变得毫无意 义
。

在实际批评领域
,

它又暗示我们
,

至关重要的东西不

是真理
,

而是你应该与他人有所不同
,

展现 自我所独

有的特性
。

新的理论便犹如托皮兹教授的黑手套
,

常常故作神秘
,

让大家猜测不已
,

却原来是掩盖了真

理
,

那便是—
一只健康完好而与他人无异的手

,

一

旦那只手暴露于众 目睽睽之下
,

手 的主人托皮兹也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

《小世界 》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另一点
,

是它

消除 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 限
,

做到 了雅俗共

赏
,

兼容并蓄
。

一改传统的
“

精英教育
” 文化为当前

流行的
“

大众教育
”

文化
。 “

高山流水
”
与

“
下里巴人

”

并存于书中
。

《小世界 》大 t 穿插 了浪漫爱情
、

性生

活
、

夜总会表演乃至脱衣舞等情节
,

体现了作者洛奇

刻意走出象牙塔的迫切愿望
。

洛奇本人也 曾说过
:

“

现在有文学抱负的年轻作家… … 并不会存 心让 自

己难以理解或成为一个 为少数读者写作的作家
,

我

甚至认为
,

有严肃的文学主张的作家
,

对市场也很敏

感 ;他们尽其所能地在不放弃艺术 家的诚实的前提

下
,

获得最大的读者群
” 〔习 。

种种特点可以看出
,

《小世界 》不愧为一部后现

代主义力作
,

同时它又是 一部现实主义小说
。

除此

之外
,

它既是学术小说
,

又是传统小说
,

还是爱情小

说
、

旅游小说
,

它还是象征小说
、

讽刺小 说
、

道德小

说
,

等等
。

它像个文本的
“
大观园

” ,

色彩斑斓
,

花样

繁多
,

每一次
“
入园

” ,

或观赏
、

或小憩
、

或把玩
、

或聚

会
,

它都会给人以迥然不同的全新感受
,

使人流连忘

返
,

心驰神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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