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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作品是艺术思想的反映，什么样的艺术思想就会引发什么样的艺术作品。
本书所说的“艺术思想”，主要包括人们对艺术表现主题的要求、作品形式与风格、意境的评鉴，和
对创作技艺的欣赏诸方面。
上述方面当然也牵涉到人们对“艺术”及“艺术作品”的功能性认识内容。
　　在中国，艺术思想是在以血统为纽带的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制度下形成、并发展至今的。
在农耕经济的皇权制度历史时段下，艺术思想并不随朝廷易手、朝代更替而迅即改变，而是自有一个
渐进渐变的过程：有的时候几种艺术思潮共存，但总有一个主流地位的思潮在起主导作用。
而非主流艺术思潮与主流思潮之间总处于相互消长的地位变换过程中，在此过程中，艺术思想也发生
了从简单到丰富的变化。
其中由唐至宋，出现庶民出身的文人士夫群体，强化并赋“雅”文化予新观念；而元明以降，被正统
宗法社会边缘化的基层社会迅速膨胀，基层社会的艺术思想不论其成员，还是艺术表现门类、样式，
都显得体量庞大，其思想结构却仍不得不仿自正统宗法意识。
基层社会艺术思想和文人、贵族艺术思想自此构成中国艺术思想的整体，它们之间相互渗透、影响又
相互排斥，演绎出中国艺术思想特有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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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艺术意识的萌芽　　艺术思想是人类所特有的思想，艺术的意识则是艺术思想的片断，
人的艺术思想是在长期艺术意识的累积下逐渐形成的，但就具体的“人”而言，各人的艺术意识和艺
术思想并不尽然相同，有的人比较淡薄，有的人比较浓郁，有的人比较陌生，有的人比较敏感⋯⋯但
是，艺术意识的最初起始点在哪里?形态怎样?都是我们研究艺术思想史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第一节　艺术来自何方　　艺术是怎样发生的?这个问题有多种答案，一般影响较大的答案，有最
早的“游戏说”、“模仿说”、“劳动说”等等。
　　在康德提出艺术和游戏相通的基础上，席勒作进一步的详论：　　表明野人进入人性的那个现象
是什么现象呢?不管我们对历史的探究深入到什么地步，这个现象在所有摆脱了动物状态的奴役生活的
民族中都是一样的：对假象的喜爱，对装饰与游戏的爱好。
　　他提到的“假象”（Schein）一词也可译为“外观”，他认为客观事物的实在，只是客观事物自
己的作品，而事物的“外观”已经是人的作品了。
对“外观”的“喜爱”，也必然会导致对客观事物外在轮廓、形式的一种“模仿”的“冲动”。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冲动”呢?　　在他看来，就是“精力过剩”，　“精力过剩”就要及时“宣泄”
，最简单又最有效果的“宣泄”，能够充分表达出在“模仿”方式下那种对“外观的喜悦”的，就是
“游戏”了。
　　在一些少数民族保留下来的族群舞蹈中，确乎可以印证席勒的这番见解，2002年前后，我在贵州
的惮家族群，看到族中四位长老带领年轻族人习舞，在芦笙乐曲中围成一圈顺时针运动，或立身前行
，或躬身前跃，或弯腰摇晃，或蹲步仆地⋯⋯其实就是对虎犬、鸡鸭、蛇蛙等动物行走“外观”的“
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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