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情感:
 

纯粹符号创新能力的保障

谭光辉

内容提要 在艺术理论发展史上,“什么是艺术”一直是一个哲学

难题。究其原因,大多是因为没有谈及艺术之所以存在的那个更高目

的,而是对已经被认可为艺术的东西进行描述。从生存的角度看,人
的一切情感都服从于更有利于人类生存这个目的,所以艺术情感也必

然服从于这个目的。人类进化出艺术情感,目的就是保护人类的符号

创新能力。艺术情感与日常情感的核心区别在于,日常情感需要情感

的符号化主体参与,需要接受者做出自我保护的应激反应,而艺术情

感不需要。艺术情感是对于纯粹的符号创新能力的追求、赞赏、敬畏

等情感。艺术就是在某种语境中,以唤起接受者艺术情感为目的的符

号文本。
关键词 艺术情感 情感符号学 艺术定义 艺术符号学 情

感研究

一、
 

“什么是艺术”的哲学难题

研究艺术情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艺术是什么”。然而,艺术

理论发展史上各种学说似乎都很有道理,大家都有道理之后反而证明

了这个问题基本无解。在解决“艺术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一般

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是概括艺术的一般共性,第二种是从艺术起源论

的角度回答“人为什么需要艺术”。吴炫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些艺术

起源观的问题所在:
 

这些艺术起源观“都是先形成‘什么是艺术’的艺

术观,然后再推测艺术起源观的,或者干脆把艺术起源和艺术观混为

一谈,以艺术观的张扬代替艺术起源观的提出”。更严重的问题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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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艺术起源观“都是在确立人成为人之后,才来考察和分析艺术的

起源的,从而把艺术起源和人的起源视为一种‘非同步’现象”。① 这大

约是点中了要害。
从逻辑上说,第一种思路必然面临这样一个麻烦问题:

 

如果要概

括艺术的一般共性,得先确定哪些是艺术,不然如何概括呢? 然而要

确定哪些是艺术,就得先有一个艺术观,并给艺术一个定义,所以这种

思路就必然走进循环定义的死胡同。第二种思路回答“人为什么需要

艺术”,则会面临吴炫所提的问题,必须先定义人,而且必须认为人的

存在在先。然后还是得面临第一种思路的问题,先有一个艺术观,确
定了哪些是艺术,再去推测艺术的起源。所以,对“什么是艺术”这个

问题,穆尔(Moore)和布鲁德(Bruder)给出了极其悲观的结论:“没有

什么是一切艺术品的共同点,也没有什么能把一切艺术从一切非艺术

中区分开。”所以他们认为使艺术成为艺术的,“是它们被解读的方式,
或者是它们从中被制作出来的那个语境”,“我们应当把艺术视为社会

现象”。② 然而,结论如此说,其实是回避了问题,因为我们仍然需要进

一步追问:
 

人们以什么方式解读从而使艺术成为艺术? 艺术作为社

会现象跟其他社会现象有何不同? 这样,我们又只得无可奈何地回到

问题的起点。
概括艺术一般共性的很多回答都是描述性的。描述性的定义看

起来是对的,但是往往不着要害。比如威尔森(Edwin
 

Wilson)和戈德

法布(Alvin
 

Goldfarb)所说的“艺术是生活的镜子或反映:
 

一种对于我

们如何生活、思考和感受的延展和推测”③,试问有哪种符号文本不具

有这种功能呢? 描述性的回答往往不具有排他性,无法通过定义反

推,即无法根据定义去判断一个具体的作品到底是不是艺术品。人类

历史上一些著名的艺术定义,大都有致命的弱点,只要拿到实践中去

检测,马上就会面临尴尬,很容易被举出反例。下面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模仿论”。上文所说的威尔森等人的反映

①

②

③

吴炫:
 

《本体性否定:
 

穿越中西方否定理论的尝试》,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08年

版,第401页。
布鲁克·诺埃尔·穆尔,肯尼思·布鲁德:

 

《思想的力量》(第9版),李宏昀、倪佳

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版,第577—578页。
埃德温·威尔森,阿尔文·戈德法布:

 

《戏剧的故事》,孙菲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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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就是摹仿论的一种。模仿论由德谟克利特提出,苏格拉底、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将其发扬光大。模仿论的核心在于,它认为艺术是对某种

对象的摹仿。两千多年来,模仿论一直雄霸欧洲,成为主流的艺术理

论,而且不断得到完善。完善过程一般是不断地抽象被摹仿的那个

“对象”。比如柏拉图认为“诗的模仿对象是在行动中的人,这行动或

是由于强迫,或是由于自愿”①。在柏拉图看来,现实世界摹仿理式世

界,艺术摹仿现实世界,所以艺术世界因与真理隔着三层而不真实。
亚里士多德同意模仿说,不过他认为艺术世界也是真实的,而且比现

实世界更为真实,因为它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亚里士多德认为

诗或艺术的模仿对象有三种:
 

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传说中的或人

们相信的事、应当有的事。② 亚里士多德看似是把他的老师柏拉图的

理论向前大大推进了,实则仍是一种对艺术的描述性定义,只是把摹

仿的对象从现实世界拓展到了理想的世界和可能的世界。后来,摹仿

论有一大批继承者。比如别林斯基认为:“艺术是现实的再现;因此,
它的任务不是矫正生活,也不是修饰生活,而是按照实际的样子把生

活表现出来。”③别林斯基是在谈诗歌与道德的一致性时说这番话的,
当然也代表了他的艺术观,这是柏拉图艺术理论的另一种说法。他接

着说:“一部真正富有艺术性的作品,把人的精神提高和扩大到洞察无

限事物的地步,使人和现实和解起来,而不是使人去反对现实。”④这就

好比说艺术是现实的延伸。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理论家,对
艺术的理解,总是围绕着“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在谈问题,比如车尔

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都持这一看法。然而,与所有摹仿论

天然具有的缺陷一样,反过来一思考,问题就非常明白:
 

模仿了某种

对象的作品是否就一定是艺术呢? 科学发明不也是在模仿“应该有的

事”吗? 历史叙述不也是模仿过去有的事吗? 新闻报道不是在摹仿现

在有的事吗? 后来的模仿论不论如何发展,都无法回避这些问题,而
且无法很好地解决,所以,模仿论是描述性的定义。

①

②
③

④

柏拉图: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26—127
页。

亚里士多德:
 

《诗学》,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0页。
别林斯基:

 

《孟采尔,歌德的批评家》,《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

版社1979年版,第73页

同上,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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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模仿论一样,很多“表现论”也是描述性的。诺埃尔·卡罗尔

(Noël
 

Carroll)总结了表现论的一般观点:“艺术在本质上涉及把感情

带到表面上,把感情带到外面,如此就可以被艺术家和受众感知到”,
“艺术的特色在于它主要关心感情的表现或者交流”。① 卡罗尔认为,
从涵盖性的角度看,表现论确实比摹仿论和再现论高明,理由是“表现

论不仅以比以前的对手理论更有涵盖力的方式解释是什么把某事物

搞成了艺术,而且也解释为什么艺术对我们是重要的”。② 但是表现论

也有跟摹仿论一样的致命缺陷,正如卡罗尔所说的那样:“有些艺术,
或许大多数艺术,可能从事传达或者探索感情;但并非全部艺术都干

这个。”③所以表现论也是描述性的,它只描述了一部分艺术作品的某

种特征。
跳出模仿论和表现论之外,20世纪艺术理论中最富创见性的理论

可能要算阿瑟·C.丹托(Arther
 

C.
 

Danto)的“艺术界”理论了。丹托

认为,之前理论的最大问题,是因为艺术概念的逻辑构架出现了问题,
是因为“人们已经理所当然地把艺术品看成是一类相对同质的事物,
认为它们可以轻易、迅速地从其他东西中识别出来”④。然而,20世纪

以来的现代派艺术已经证明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比如杜尚用小便器

做的作品《泉》和沃霍尔的名作《布里奥盒子》。因此,丹托和迪基提出

了“艺术界”的理论,认为“作品只有在特定语境下才能确立其作为艺

术品的历史位置”,这个复杂语境就是“艺术界”,或叫“艺术体制”,“艺
术资格的获得在根本上取决于作品成功地与外在于它的特定历史语

境———艺术理论与艺术史氛围———建立了联系”。⑤ 但是,这个“艺术

理论与艺术史氛围”到底是什么,却并不是明确的,它只能是一种文

化的累积。最终,丹托并没有具体地提出定义艺术的办法,而是认

为“最稳妥的做法也许还是让专业人士遵照实际艺术实践来为艺术

①

②
③
④

⑤

诺埃尔·卡罗尔:
 

《艺术哲学:
 

当代分析美学导论》,王祖哲、曲陆石译,南京大学出

版社2015年版,第68页。
同上,第74页。
同上,第84页。
阿瑟·C.丹托:

 

《艺术和意义》,见诺埃尔·卡罗尔:
 

《今日艺术理论》,殷曼楟、郑从

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5页。
殷曼楟:

 

《“艺术界”理论建构及其现代意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
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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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定义”①。很遗憾,丹托在终结了传统艺术定义之后,也没有最后找

到他所说的“第三个条件”,不得不把问题抛了出去。
丹托启发了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个是从“意义”的角度,而不是从

艺术品的实物本身去寻找艺术品与非艺术品的差别;第二个是他认为

不能从艺术品本身,而是应该从艺术品所处的语境中去判断某物是不

是艺术品。丹托的思考非常深邃,但也有缺陷。他给艺术定义设了三

个条件,第三个条件没有找到,第一、二个条件也有问题。第一个条件

是“艺术品总得要有关于某物”,第二个条件是“艺术作品要具体地展

现出某种意义,即展现出它们是有关于什么”。② 虽然丹托为这两个条

件做了长篇辩护,但这个辩护仍然显得比较苍白。就反对派提出的

“非具象绘画”的反例,他认为脱离具体事例,这种反例就会变得“无聊

之极”。反对派的难点在于无法拿出一个不依靠物质而存在的艺术

品,因为没有物质性的作品,是“拿”不出来的。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

进步,我们不能排除在未来某一天,艺术作品也许并不需要实存之物

就可以实现。或许某一天,科学技术可以进步到只为我们制造“艺术

品形象”,而且无须通过感官,只通过电波的形式直接作用于意识。科

幻电影《降临》讲的正是这样一种设想:
 

也许某种外星生物,或将来的

人类,可以绕开传统的感官交流信息。那么,艺术作品的创作和欣赏,
或许也可以绕过传统感官实现,当然也就不需要物质实存。艺术并不

必然依附于某物之上,它只是一种特殊的感知。画家在头脑中构思成

熟的画作,还没有落在纸上,你可以辩称这时还不存在艺术品,但对画

家本人而言,艺术实际上已经存在了,他能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他脑

海中作品的艺术之美。又比如,文学作品的物质实存是什么呢? 更有

极端的情况,一个笔名叫“比目鱼”的作家,写了一本书就叫《虚拟书

评》,他还在书的前面做了一个注:“所谓‘虚拟书评’,就是为那些并不

存在的、‘虚拟’的书撰写的书评。”③虽然这只是作家创作小说的一个

技法,但从创作过程上讲,要按书评体裁写出这个作品,作家恐怕还不

得不在心中先大致构思一个作为评论对象的文学作品,而这个文学作

品并无物质形态,只是一个“心象”。艺术品的最初形式,都是“心象”,

①

②
③

阿瑟·C.丹托:
 

《艺术和意义》,见诺埃尔·卡罗尔:
 

《今日艺术理论》,殷曼楟、郑从

容译,第178页。
同上,第166、168页。
比目鱼:

 

《虚拟书评》,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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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心象”的特征,可能才是使艺术成为艺术的关键。归根结底,
艺术之所以是艺术,是因为它具有某种形式,而不是因为它所附着的

物质。艺术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
丹托第二个条件中的“某种意义”是什么意义呢? 解决这个问题,

就需要第三个条件。可惜的是,丹托给不出第三个条件。陆正兰、赵
毅衡把历史上各种对艺术的定义分成四种:

 

功能论、表现论、形式论

和体制 历史论。丹托的观点属于第四种,他们认为体制 历史论与

“开放概念”结合,就比较接近文化符号学的立场。“展示”是文化体制

加入艺术意图的常用方式。① 后来,赵毅衡又写了专文论述“展示”之
于艺术作品的意义,认为“艺术品就是被展示为艺术品,从而促使我们

当作艺术品来进行理解的符号文本”②。这个洞见非常深刻,艺术必须

被解释为艺术。
至此,对艺术的认识应该说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而且可以解

决诸多现代艺术中的难题。在丹托的基础上,赵毅衡指出了使艺术成

为艺术的一种基本途径———“展示”。在某种艺术观念或解释艺术的

历史语境或艺术体制之中,将某作品作为艺术品展示,就逼迫解释者

按艺术品的方式对其进行解释,它就被解释为艺术品。这样,艺术品

就不再是具有某种特殊性质的东西,而是被解释为艺术品的东西。艺

术定义的重心,就从“发送者”的意图,转向了“接受者”的解释。问题

是:
 

如果使艺术品成为艺术品的重点在艺术接受者,那么接受者按什

么规则将其解释为艺术品呢? 如果接受者是按艺术体制来解释,这个

艺术体制是如何形成的呢? 杜尚的《泉》刚出现的时候,把它解释为艺

术品的艺术体制还没有出现,为什么它(至少被一部分人)被解释为艺

术品呢?

二、
 

从生存论角度解释艺术的尝试

艺术品确实能够给人带来一种独特的体验,没有这种体验,人就

无法感受到某种“艺术性”,也就没有依据将感受到的对象归入“艺术

①
②

陆正兰、赵毅衡:
 

《艺术不是什么:
 

从符号学定义艺术》,《艺术百家》2009第6期。
赵毅衡:

 

《展示:
 

意义的文化范畴》,《四川戏剧》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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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因此,定义“艺术品”的关键,就在于合理地描述这种独特的体

验。这种体验,是一种心灵的感知。表现论将这种体验称为“情感”,
或称“艺术情感”。可惜的是,表现论并没有很好地区分一般情感和艺

术情感,造成“情感”这个概念无助于将艺术品与非艺术品区别开来。
艺术情感是一种什么情感? 它与日常情感有区别吗?

我们通常都会有这样的体验:
 

曾经某个时候令我们震撼的艺术

作品,如果接触久了,就再也感受不到最初接触它们时的那种惊奇,也
领略不到其艺术性了。一幅画的复制品,其艺术价值得不到承认。一

部被公认的文学作品,如果出现仿作、续作、跟风作品,其艺术价值也

会大打折扣。精美的设计,批量生产进入日常生活,使日常生活“艺术

化”,但这些进入日常生活的物品,也不被视为艺术品。丹托最常举的

例子《布里奥盒子》,作为沃霍尔的作品是艺术品,但与其外观极其相

似的超市肥皂包装盒却不是艺术品。这是为什么呢?
要解释这些现象,我们就得首先追问情感的目的和艺术情感的目

的。人为什么会有情感? 笔者在多篇文章中反复论及这一问题,情感

是生物在进化过程中为求生存或更好地生存而进化出来的一种应激

能力,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为了保护自我、群体,为了更好地争取

生存空间、生存环境,人进化出情感的能力。人的情感能力能够对现

实情况进行评估,为之后的行动做出选择。比如,恐惧感可以对直接

威胁人生存的环境做出评估,抑制行动以避开危险。爱的情感是出于

群居本性,人类必须通过保护他人以实现间接地保护自己并延续种族

而存在的情感等。那么,艺术情感是为什么目的而存在的情感呢? 通

过追问艺术的目的来解决艺术问题,或许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我们可以简单地做一个思想实验,来使问题明确,就像我们成长

过程中第一次体验到艺术情感那样。人从类人猿逐渐进化成人类。
在类人猿时期,他们大概有了基本的符号表达,以使信息得到沟通,互
相配合,猎杀动物。因为这个优势,类人猿们得以领先其他动物,逐渐

成为生物界中的王者。在这个过程中,越是能够善于准确传达、领悟

符号意义的类人猿,越是有优于其他类人猿的符号能力,越是能够为

人类的生存繁衍做出贡献。当然,最初的简单符号传递,逐渐不能满

足更复杂的社会分工和群体配合,所以就需要发明越来越多的复杂符

号。每一个新的符号的发明,都会引发群体的欢欣鼓舞,都会打开人

类智慧的新领域,也为人类的生存繁衍带来新的可能。对于类人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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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生存技能的提升就是新符号的发明,发明新符号就是人类提高生

存能力最为重要的途径。发明了新的符号,有其实用性,可以提高人

类生存的能力,久而久之,人类逐渐懂得了对发明新符号能力本身的

痴迷和赞赏。简单地说,人类的情感中多了一种对单纯的符号创新能

力感到欣喜的情感,这是喜感的一种。由于符号创造和创新能力可以

保证人类更好地适应生存,它本身逐渐成了人保证其存在感的一种技

能,所以要保证这种能力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就需要有一种对之加

以欣赏的情感,以确保这种能力得以延续。艺术情感,正是这样产生

的,它在大的类属方面,属于喜感。研究发现,许多动物“都具有使用

信号进行相互交流的能力”①,但是却没有证据显示动物会欣赏符号创

造行为。所以,迄今为止,艺术情感可能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情感。当

然,思想实验仅仅是思想实验,得出的结论也只能说是推测,这需要在

更多伟大的人类敏锐的感觉中去寻求证明。
第一个提出自然的一切都有一个“目的因”的人是亚里士多德。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切事物的发展,最终都是由目的因控制的。亚

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表明,在整个

宇宙体系中,真正起作用的是第四因,就是目的因。② 当然,这几种因

是相互交织的,不能简单归结为一种。但是他指出了重要的一点,即
万事万物的产生,都有一个目的。用目的论的方式解释人类世界的发

展,比起因果论来,更具说服力。在这个思想指导之下,我们或许可以

做出许多因果论给不出来的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解答。人文社会

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关键,正是在于人类为了生存这个最高目的,
发展出了各种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和体系。因此,情感、艺术情

感之所以被进化出来,也就必然有一个更高级的目的,就是生存。受

此观念影响,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把人的审美(艺术)定义为“无目

的的合目的性”,就显得非常深刻。“无目的”所说的那个“目的”,可以

理解为实用的目的。这就符合上文推测的,艺术情感没有指向一个符

号的实际目的。“合目的”中的那个“目的”,可以理解为人类为了生存

而必须具有的创造符号的能力这个目的,所以艺术情感又是合目的性

①

②

韩蕾:
 

《论<老子>的人类主体世界建构:
 

一个生物符号学观点》,《符号与传媒》2018
年第2期。

邓晓芒:
 

《古希腊罗马哲学讲演录》,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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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某个具体的符号交流目的,而是为了

展示人的符号创造和创新能力。所以康德反复强调审美判断的“无功

利”性特征。审美(艺术)愉悦,是无关功利的,因为它与其真实的功利

隔着两层。同时,我们也不能说艺术是无用的,因为它总归是有目的

的,这个目的,服从于更宏大的人类生存目的。
艺术情感的关键,在于对“独特”的创造性的欣赏和喜悦。它无关

所创造的具体的事物或符号能解决什么问题,而仅仅是有关这种创造

性的能力。所以,对于作品的“艺术评价”也往往不关乎艺术作品的思

想内涵,而是关乎创造性的“技艺”。但是,艺术又不仅仅是关于“技
艺”的,因为“技艺”是可学习的,是可以通过模仿和熟练达到的。艺术

是关于创造的,是不可学习的,是模仿、熟练之后的飞跃。仿作、续作、
跟风作品的艺术价值得不到人们的承认,大概正是由于其缺乏创造性

只能算是“技艺”而不是艺术。艺术都讲究“独创性”。现实主义文学

作品的生命在于创造典型,而典型的核心要点,不在于其“共性”,而在

于其“个性”。童庆炳认为,“典型是具有特征的、能够激发人们美感的

人物形象”,他进一步解释说,“‘特征’是一个关键词”。① 希尔特、黑格

尔、别林斯基、泰纳、阿·托尔斯泰等人都对“特征”有过强调和论述,
黑格尔还将其发挥成“特征化”的原则。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这一原则

非常赞同,他广为人知的论述艺术典型的一段话,表达了他的这一观

点:“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说的,
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②恩格斯借黑格尔的理论说明的,正
是艺术的真正要义,在于它的独创性。关于艺术与其他文化的主要不

同在于其创造性的观点,我们可以在古往今来许多的艺术家的发言中

看到。聂鲁达(Neruda)说他不相信“独创性”,但他相信艺术必须具有

“个性”:“我不相信独创性。它是我们这个飞速崩溃的时代制造出来

的又一个偶像。我相信通过艺术创作的任何语言、任何形式、任何立

意所表现出的个性。”③朱立元在《美学大辞典》中把独创性称为“艺术

①

②

③

童庆炳:
 

《现实主义文学的审美范型》,《文学审美特征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第127页。
恩格斯:

 

《恩格斯致明娜·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544页。
巴勃罗·聂鲁达:

 

《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林光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
337页。


































































































































前锦排版 抽复样(教育191703) 2020-03-21



艺术情感:
 

纯粹符号创新能力的保障 /205  

的基本属性之一”,“是艺术本性的要求”。① 李保钧在谈文学创作时说

得更彻底:“独创性永远是艺术生命的心脏。独创性是作家、艺术家毕

生捕捉的目标,它是艺术创作、写作艺术的生命线。”②刘勰在《文心雕

龙》“通变”篇中,详细论述了“变”和独创性的艺术功能。他总结道: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乏。”③即是说,只有不断地变

化、不断地创新,才可能使艺术生命持久。所有的艺术,之所以吸引

人,也正是因为它具有创造性,能够开启智慧,拓展生命可能性,艺术

情感正是针对这种创造性本身的情感。
很多人在理解艺术情感的时候,都把“艺术情感”和“艺术作品中

的情感”视为同一个东西,在谈艺术“本质”问题的时候,都把艺术表达

出来的那种作为对象的情感作为最重要的内容加以论述。以“艺术情

感”为篇名的论文,基本上都是指的这个意思。比如易中天就持此论: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艺术的本质概念,即:

 

1.艺术是人的确

证;2.艺术是情感的表达;3.艺术是情感的对象化形式。”④其中第2
点,可以算是表现论的代表观点,第3点,则是借用苏珊·朗格的情感

符号学理论,可以算是形式论艺术观的一种。苏珊·朗格认为艺术是

“情感的形式”“生命的形式”,或者是“情感符号的创造”,她把情感视

为艺术的来源。在她的理论框架下,“生命形式”是出发点,生命形式

直接表现为情感、欲望和特定的知觉行为,艺术形式与生命形式有着

象征性的联系,艺术家创造的,就是与生命形式相对应的艺术形式。
艺术形式需要符号来表现,所以,艺术就是人类生命形式的情感符号。
朗格的理论看起来完备自足,其实从根本上说,也只是一种无法取得

实证的推测,更不能从她的定义去反推和判断到底哪些是艺术。她的

定义仍然是描述性的。正如刘纲纪所言,柯林伍德和苏珊·朗格一

样,“虽然他们反对把艺术看作个人情感的发泄,但却始终讲不清艺术

与非艺术的区别究竟何在”⑤。朗格所说的艺术情感,是区别于个人情

感的人类普遍情感,表现人类情感中的共同性。然而,不但无法把“共
同情感”从“个人情感”中表现出来,而且也难于识别出来。哪一个“共

①
②
③
④
⑤

朱立元:
 

《美学大辞典(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649—650页。
李保钧:

 

《相似论的文学实证及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1页。
刘勰:

 

《文心雕龙》,王运熙、周锋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05页。
易中天:

 

《艺术:
 

情感与形式》,《艺术学研究》2007年第1期。
刘纲纪:

 

《艺术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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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感”能够在一个具体的艺术作品中不通过“个人情感”来实现呢?
把人的一般情感作为艺术理论的出发点,注定要走向死胡同。

不过,朗格把分析艺术的出发点确定在“生命形式”,倒是把艺术

理论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遗憾的是,她立足于人的生命之内来看艺

术,必然被生命本身的局限所困。任何一个定义,只有置身事外,才能

看到它的种属关系,也才能说得更为清楚。如果站在人类生命视野之

内,当然也就看不到人类生命的目的。如果站在一个更高的视点审视,
就会发现人类的一切行为不过都是为了人类的生存繁衍而在努力,问题

就豁然开朗了。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一切喜怒哀乐情感欲望、一切宗教

政治意识形态,不过都是为了人类这个物种的繁衍兴盛,还有什么不能

归于这个最高目的之下的呢? 处于生命之中的我们被情感左右,因情感

而做出选择,这是人之为人不能逃离的宿命。试想,如果人不是被情感

左右,而是可以左右情感,那情感还能促使人类不断地创造、繁衍昌盛

吗? 所以,情感是人最不能控制的东西,因为造物的设计,就是让人不能

控制它,而是受它控制。情感并不是生命的形式,而是生命的动力和方

向。艺术也并不是与生命形式有象征性联系,而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生命

动力、生命需要和生存技能。人类对艺术的需要是在进化过程中已经注

入我们血液的本能。尼采说得很诗意:“艺术,除了艺术别无他物! 它是

使生命成为可能的伟大手段,是求生的伟大诱因,是生命的伟大兴奋

剂”,“艺术是生命的本来使命,艺术是生命的形而上活动”。①

艺术本能在人出生后只是一种潜能,随着对符号的掌握和运用逐

渐被激发出来。首先,所有的艺术只能用符号来表达,没有符号,连以

“心象”的形式存在的艺术品也不可能有。所以,符号是艺术存在的前

提。看不懂符号的幼儿,也就不可能懂得艺术。甚至于有些符号能力

较弱、没有“艺术细胞”的成人,大约也体会不到艺术带来的那种感觉。
艺术感觉能力的差异,首先是符号能力的差异。其次,丧失生命冲动、
“万念俱灰”的个体,大约也不可能会有欣赏艺术带来的那种震撼。所

以能否对艺术进行欣赏,还得需要一个接受者的期待视野。很多人看

到艺术品中的内容,就会忽略艺术品的符号创造,也就领略不到艺术

的魅力。所谓“道学家看见淫,经学家看见易”,如果专注于艺术品内

① 弗里德里希·尼采:
 

《瓦格纳事件:
 

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年版,第413、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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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或无视艺术品的创新点,也就无法领略艺术的美妙,艺术的创造和

欣赏,都需要一个主体意向性的参与,需要有一个“元艺术”能力的培

养。最后,文化氛围、历史语境、个体倾向、符号现实,都参与人的元艺

术能力的养成,所以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必然与这些都有关系,这就可

以很好地解释丹托之问。艺术之所以为艺术,与艺术创造者、历史语

境、接受者的元艺术能力,有着深层的联系,所以,对艺术之为艺术的

看法,又必然是动态的、变化的、随个体不同而不同的。

三、
 

艺术情感与日常情感的区别

问题的难点在于,很多艺术作品都要表达情感,我们应该如何把

艺术情感和艺术表达的那种情感或日常情感区分开来呢?
童庆炳曾就这个问题展开过专门的讨论,他认为,要区分的是自

然情感和艺术情感,艺术情感来源于自然情感,但必须要有一个转换、
移置,“在这里的关键是回忆与沉思,或者说是‘再度体验’”。接着他

举了华兹华斯创作诗歌时的例子,以过去自己的情感为基础,然后平

静地回忆,由回忆进入沉思,于是这种情感就进入了艺术的境界,把这

种情感传达给读者,读者也会“带有极大的愉快”。① 然而问题是,如果

不是华兹华斯写诗,而是一个普通人在回忆往日的痛苦,是不是也可

以获得这种“艺术情感”呢? 很显然,回忆中的情感,如果不将其符号

化,如果不表达出来,在内心深处隐藏着,那它就不会变成艺术情感。
再做一个假设,如果不是华兹华斯把这种情感写出来,而是由一个拙

劣的诗人用拙劣的打油诗的形式把它写了出来,读者还能感受到读华

兹华斯诗歌的那种情感吗? 这就说明,即使作者用“回忆”“沉思”的方

式处理了自己的情感,它仍然不会自然地变成“艺术情感”。
笔者曾撰文论述过现实情感与虚构情感的差异。虚构情感之所

以存在,是因为情感叙述的对象物化的可能性更小。回忆、沉思等处

理,只不过使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情感离现实情感更远一些而已,不见

得就必然会转化为艺术情感。本文想要说明的是,艺术情感,从根本

上说,就是不同于日常情感的东西,它既不同于现实情感,也不同于虚

① 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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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情感。艺术情感与它们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情感反映的是符号化

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现实情感的接收者符号自我是现实人格,虚构

情感的接收者符号自我是约定的可能人格。”①不论是现实情感还是虚

构情感,都需要接受者的符号化主体参与。而艺术情感,不需要接受

者的符号化主体参与。简言之,艺术情感,不需要接受者做出应激反

应,不需要接受者将情感付诸行动。
比如说,悲伤这种情感,在现实情感的层面,弗朗索瓦·勒洛尔等

人认为它至少有这样几种功能:
 

教您避开类似的触发情境;使您停止

行动,反思自身的过错;吸引他人注意,引发同情心;暂时保护您不受

他人攻击;使您对他人的伤痛产生同情或同理心。② 总之,悲伤通过抑

制自身的行动,积极地参与了对自我的保护以及对他人的保护,从而

使生存变得更为有利。需要说明的是,抑制行动,也是行动的一种。
从虚构情感的层面来说,“在虚构的世界中体验悲感,正是为了抵抗因

日常生活中悲感匮乏引起的恐慌”③。它的产生原理与现实情感产生

的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参与其中的情感主体,是一个虚拟的人格。
但是,艺术情感则非常不同。在现实中我们遭遇悲伤之事,唤起

现实的悲感,我们会伤心哭泣。在虚构故事中看到悲惨之事,唤起虚

构的悲感,我们可能也会伤心哭泣。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虚构故事

中的悲惨之事,都是经过巧妙的、别具匠心的设计的,这种设计让我们

体验到了一种在日常生活中久违了的悲伤感,唤醒了我们快要僵死的

情感和遐想,我们便折服于艺术家的匠心和巧妙,惊叹他非凡的编织

故事的能力,佩服他创造力的伟大。这个时候,我们的艺术情感便被

唤醒了,虽然仍沉浸在虚构故事的悲伤感之中,但我们的灵魂似乎受

到了一次升华和洗礼,感受到一种激动和欢欣。由此可见,悲伤感,不
论是现实的还是虚构的,都不是本文所说的艺术情感。艺术情感与个

体的悲伤、喜悦、恐惧无关,它只与创造力有关。个体不必为艺术情感

做出具体的应激行动,只需在精神之中体验、惊叹、玩味、折服、升华。
不论是现实情感还是虚构情感,都可以是“艺术中的情感”,只不过越

是靠近虚构的情感,越是容易引发艺术情感。而“艺术情感”,指的是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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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情感:
 

纯粹符号创新能力的保障 /209  

人对于“艺术”本身的情感,只有拥有了这种情感,人才能被催生出源

源不断的艺术创造力。一部小说所表现的情感与对这部小说的赏析

文章分析出来的都是同一种情感,但如果没有从小说中分离出艺术情

感,我们怎么能够区别赏析文章和小说本身的艺术价值?
艺术情感之所以难于从“虚构情感”等日常情感中析出,主要原因

可能是与这些情感结合得过于紧密。由于很多艺术都倾向于表现情

感,而表现出来的情感由于其并非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情感,就会被误

认为是艺术情感。比如爱德华·蒙克的名作《呐喊》,如果把这幅画传

达出的那种惊悚、恐惧、痛苦、孤独等复杂情感本身视为艺术情感,恐
怕就走偏了。因为不论你从画作中读出了什么情感,那也是“艺术中

的情感”,这些情感与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别无二致。我们在欣赏这幅

画作的艺术性的时候,当然首先要分析这其中包含的情感,但仅仅分

析这些情感又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之所以获得了艺术情感,是因为:
 

1.我们首先折服于画家敏锐的感觉力、洞察力,他捕捉到了如此复杂

的情感;2.他将如此复杂的情感表现于一个画作之上;3.他如此准确

地传达了一种时代的情绪;4.在蒙克之前没有人如此表现过这种情

感;5.画家展示了一种非常特别的心理形象……总之,我们在分析画

作的具体情感之余,更关注的是画家的独特性、创造力、观察力、表现

力等,然后才产生了艺术情感。
艺术情感也并非完全不诱发人的应激反应,它只是不诱发像日常

情感那样的、可以分析为自我保护措施的应激反应。艺术情感可能使

人激动、欢愉,产生敬畏感、崇高感,并有可能诱发创作的冲动,还可诱

发探索其奥秘的行为。但是,这些冲动、探索,都与人的现实生存境况

无关。这些行为指向的,仅仅是如何使人类的符号表达更丰富、更美、
更趋近真理和善。

结论

艺术必然起源于符号产生之后,没有符号就不存在艺术,任何艺

术都必然是符号性的。任何符号产生之初,都是具有创造性的。随着

被反复使用,这些代表了人类智慧闪光的符号逐渐被抹去了创新的光

环,变成了日常的表意方式。但是人类只有具有创造新符号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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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使符号系统不断完善、提升,才能发现更多的关于宇宙和生命的

秘密,提升人类的生存能力。对于纯粹的符号表现能力的追求、赞赏、
敬畏等情感,就是本文所说的艺术情感。“现代艺术本身对标出性的

追求是显而易见的”①,艺术情感的存在,正是现代艺术大多都追求“标
出”的原因。它可以保证人类永不停止符号创新的脚步,用不同于其

他物种的特有优势,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反过来看,我们就可以

冒险给艺术下一个新的定义:
 

所谓艺术,就是在某种语境之中,以唤

起接受者艺术情感为目的的符号文本。
这个新的定义,可以解决一些艺术难题。首先,这样定义绕开了

表现论和再现论的困境。表现论和再现论描述的只是创作艺术品的

手段或者部分艺术的目的,只能概括部分艺术作品的特征,涵盖面较

小,且无法区别艺术品和非艺术品。本定义可以概括更多的艺术品的

特征。无论摹仿再现也罢,表现也罢,都只有具有了艺术情感,才能被

人作为艺术品接受。模仿、再现、表现都不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原

因,传达了艺术情感才是原因。其次,这样定义可以解释丹托的“艺术

体制”难题,回答丹托留下的问题。丹托的“艺术体制”并不明确,而现

代艺术、后现代艺术之所以为艺术,恰恰是反体制的。本定义说明,符
号文本恰恰是因为“反体制”而具有创造性,反而容易被视为艺术品。
再次,本定义也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展示”是艺术品形成的一个重

要手段。因为把日常经验中不可能被“展示”的东西展示出来,本就是

一种创造性的符号活动,而且“展示”通常能够使作品的创造性得到足

够的重视,逼迫人以艺术的方式去欣赏它,它就“更容易”被视为艺术

品。最后,本定义可以将苏珊·朗格的“情感符号”“生命形式”具体

化,以更直观的方式说明艺术情感与日常情感的区别。这个定义还有

一个好处是可以照顾到个体差异,虽然某些接受者看不懂艺术,但是

如果他看到了作品具有唤起艺术情感这个目的,仍然得承认它是艺术

品。不同个体被唤起的艺术情感不一样,对艺术品的价值判断也就具

有差异。而这些,正是“艺术体制”“语境”等形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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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标出性”诸问题》,《符号与传媒》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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