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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稿是作者多年的艺术理论教学和研究在哲学层面上的一个深入的总结。

　　书稿内容包括导论和正文五章。
导论阐明美学的对象和方法，五章分别研究艺术创造的心理结构、艺术形象的审美心理本质、艺术的
审美情感、艺术形式分类和艺术与社会物质生活的关系。

　　书稿内容有以下特点：
　　1，坚持并论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关于物质生活是艺术活动的根源和基础的观点；
　　2，对艺术创造过程中的“形象思维”、“比”“兴”，以及情感符号的论述，对艺术形象的强
调，对审美情感的揭示很有独特性；
　　3，把艺术形式的分类逻辑化地解释为“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很有独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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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书城，字守之，1932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海宁，为著名书画鉴定家、书画家徐邦达先生长子。
徐君家学渊源，擅花竹画，髫年时又曾得到著名画家吴湖帆先生亲炙，并师从著名篆刻家陈巨来先生
，故颇得传统精粹。
徐君之画不附时流，以秀雅平淡见长。
徐君青年时期习画之外，又曾就读于浙江大学及北京大学西语系及历史系，深耽艺术、文学、哲学及
历史。
今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史论教授，长期从事美术史及美学理论研究。
四十年来发表过大量著作及论文，其专著有：《中国绘画艺术史》、《中国美术史·宋代卷》、《绘
画美学》、《中国画之美》、《艺术美学新义》、《走向现代艺术的四步》（译著）等，现为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中华美学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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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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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的一些作家和理论家大都继承了别林斯基的这个观点并加
以进一步发展。
例如高尔基在《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中用的是“用形象来思考”和“用形象的思维”。
但是第一个明确地应用“形象（的）思维”的概念则是法捷耶夫。
他在1930年所作的《争取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艺术家》的著名演说辞中，较详细地论述了他对“形
象思维”这一概念的见解：“艺术，特别是文学，首先同人类社会、同人及其生活打交道。
然而，正像我们说过的那样，科学与艺术是通过不同的手段去解决这个任务的。
大家知道，科学家用概念来思考，而艺术家则用形象来思考，这是什么意思呢？
艺术家传达现象的本质不是通过对该具体现象的抽象，而是通过直接存在的具体展示和描绘。
艺术家通过对现象本身的展示来揭示规律”。
 上述法捷耶夫的这种说法，从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一直不容置疑地成为苏联的“形象思维”理论
的经典定义。
这个观点的最基本内容，就是强调艺术同科学具有完全等同的“认识”作用和功能。
他们认为，艺术的“特点”（特殊性）只不过是用“形象”来取代了科学所用的“概念”形式而已，
其内容、功能和目的不过是同科学一样“认识”和“揭示”现象（形象）中的规律，两者并无本质区
别。
这就是所谓“用形象来进行思维”的基本内容。
这个理论自20世纪40—50年代传人我国，迄今有许多学人仍毫不怀疑地信奉为唯一的“马克思列宁主
义美学原则”。
 但是我们知道，自20世纪50年代起苏联已有一些理论家对上述的“形象思维”理论提出过异议。
例如较有名的尼古拉耶娃在1953年发表的长篇论文《论艺术文学的特征》，就指责过某些“形象思维
”理论对艺术的“特殊性”重视不够，她强调指出：艺术和科学不能“等量齐观”，否则“就会使艺
术失去特征”。
她又说“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两者“无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其本质都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尽管尼古拉耶娃口头上承认两者的“内容”有着“本质”不同，而实际上，她也仍然认为艺术
不过是用“形象”为形式，其“内容”和科学仍无不同。
例如她说：“形象思维的特征是：在形象思维中对事物和现象的本质的揭示、概括是与具体的、富有
感染力的细节的选择和集中同时进行的。
只有把内容的这种特征与形式的特征统一起来，才能产生真正的典型和真正的艺术文学作品。
”由此可见，她所强调的艺术的“特殊性”，仍是空无实际内容的。
事实上，只要谁还保持着把艺术创作活动看作是“用形象来进行思维”——“认识”、“概括”和“
揭示”事物现象中的“规律”（其实也就是一种图解性科学知识），强调艺术的“特殊性”就必定是
白费力气，就像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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