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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的主要论点可表述为：史前及原始造型艺术的审美属性是在人类劳动实践的基础上，在人类历史和艺术历史各种因

素的辩证发展过度中逐渐发生的；它经历了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发生和随审美需要在艺术历史发展中的社会化、制度化、惯例

化而成为艺术世界中的审美对象这样两个不同的阶段，史前及原始造型艺术形态的审美发生的意义在于它作为史前及原始造型

艺术发生的最后一个环节，标志着史前及原始造型艺术发生过程的完成。

    所谓艺术世界或艺术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人类的审美需要社会化、制度化、惯例化的

历史过程。我们认为，在史前和原始社会是不存在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艺术世界的，那些被我们称之为艺术品的东

西，主要是其他文化制度和惯例中的存在物，并服务于各自制度和惯例所规定的社会文化功能。这是因为相对而

言，审美需要不像人类其他需要（饮食男女）那样迫切，所以，在人类历史中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婚姻制度、道德规

范、饮食规则和巫术宗教的观念与行为规范等。这样，人类的审美需要还仅只处在自发的日常生活领域的层面上，

也只能在其他社会化，制度化的文化惯例的物化形态中满足和发展自己的审美需要。但是人类既然已在生产实践活

动中发展出了这种需要，它也就会首先通过创造物态化的美的形式来满足自己，随着人类文化历史的进步，人类的

审美需要也就必然通过艺术世界的建立而社会化、制度化和惯例化，以此保证自身在整个社会结构系统中的相对独

立性。当然，即使在现在，我们也并不能保证每一个进入艺术博物馆和剧场的人都是为了审美，但这种机构作为艺

术世界中的一种物质设备，它在文化上的本质功能却是为了满足人类审美需要的。我们在前面谈到抽象形式形态的

审美发生经历了两个阶段——日常生活阶段和艺术世界阶段。而后一个阶段则只有在艺术世界把审美需要社会化、

制度化和惯例化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我们在此谈的原始艺术中写实与装饰写实形态在艺术世界中的审美发生也是一

样。但是，由于它在史前和原始社会的主要功能是巫术宗教方面的，所以它是处在神圣的领域之中的，这样，它就

不像史前和原始艺术抽象形式形态的审美发生那样，经历了一个日常生活阶段。而当它被发现，被接受的时候，人

类已经组成的艺术世界或艺术共同体则已为它的审美发生准备了充足的社会学方而的条件。所以，它只经历了艺术

世界的审美发生阶段。并且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只有当艺术世界建立，人类审美需要因此而被社会化、制度化、惯

例化后，史前和原始艺术作为艺术的审美对象才有可能实现。而这则是以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社会分工的不断分

化发展为根本条件的。 

    但是，从年代学上考察，为什么史前及原始艺术写实与装饰写实形态的审美是发生在19世纪，而不是历史中的

其他时期呢？除了上面谈到的一些原因外，我们认为还与人类社会历史与艺术历史发展的辩证过程有关系，下而我

将从这个六度来论证这个问题。 

    事实上，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直到19世纪，历代都有从其他角度记载、谈论、描述史前和原始艺术作品的人存

在。如“世界上第一个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生活于希腊伯里克利时代之前。他曾到处周游，对原始人的艺术作了大量

的查询。他描绘了里海的、埃塞俄比亚和色甫斯人的服饰和人体画，还提到了迦太基人如何超越海格立斯的柱子同

非洲人做黄金贸易的。……他对相异的艺术形式虽感兴趣，但却对之不甚理解或不大同情。”1520年丢勒访问布鲁

塞尔时写道:“我看到了从新的黄金之地（墨西哥）带给国王的东西——一个硕大的金色太阳和与之同样大小的金

银色月亮，……在我一生的所有那些日子里，我从来看到过像这样使我心欢愉悦的尔西，因为我从中看到了美妙的

艺术品，我为域外大地上的人们巧夺天工的独创面惊叹折服。”但是，直到18和19世纪上半叶原始艺术的发现和收

藏主要还是通过传教士和海员来完成的，所以，它对艺术世界的影响几乎还没有发生。 

    再从中国的情况看，早期历史文献虽然也有对无文字时代的艺术活动的记载和想象性的描述，但也同样是从史

前巫术、图腾等宗教观念的角度去把握的。“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府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

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击石附石，百兽率舞。”

“若国大早，则帅巫而舞云。” 

    上述事实说明，在19世纪中叶以前，人类很少真正从审美的角度去关心史前和原始艺术的审美特性。我们认

为，这与文明社会中艺术形态的历史发展基本上是沿着否定史前和原始艺术的拙稚、简单和素朴的原始性方向前进

有关系。如西方艺术形态的历史发展，虽然因时代和观念的影响而出现了许多不同风格的艺术流派，但是在追求幻

觉空间、模仿写实、比例透视、阴影和对象色彩的视觉真实性上则是大致相同的。在这种追求过程中，艺术家们是

看不到史前和原始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的，因为它们处在被否定、被排斥、被超越的阶段。这说明，当艺术的发展

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一部分人能专门从事艺术的创造活动，所以，对艺术形态的探索也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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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向艰深和复杂的方向发展，而这又往往是以强烈的排他性（排斥史前艺术、民间艺术、原始和野蛮人的艺术，

甚至包括外来文化的艺术形态）来给予保证的，并以无意识和有意识的方式影响社会中的艺术接受者，使他们在不

知不觉中接受这是艺术，那不是艺术的成见和判断。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曾以哥特式艺术的风格化过程

作比喻，以说明文化整合是造成不同文化模式的原因。我们认为，这也可以解释西方或者中国艺术形态是怎样在不

同的追求中走向自身的一体化的。如果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于黑格尔把东方艺术划在史前艺术的范围，对英国批

评家罗斯金说出如下的话，也就不会感到惊奇。罗斯金说，在西方艺术之外，即“在整个非洲、亚洲或美洲，根本

不存在艺术。”其实，在中国明清时期，西方文化也同样受到中国文人的排斥，如吴历，邹一桂就曾极力反对西洋

画法而推祟中国自身艺术的价值。邹一桂说西画“笔法全无，虽工亦匠”，“不入画品”。然而也正是每种文化在

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偏见”保证了自身文化和艺术形态的一体化特征。当这种一体化过程还没有基本完结时，

它是不可能看到其他文化和原始文化与艺术的价值的。这种对外来艺术、原始艺术形态的排斥和否定，一方面使原

始艺术的审美属性在19世纪中叶之前不能进入艺术世界，另一方面它又为史前和原始艺术审美发生提供了重要条件

和契机。关于后一方面，我留到后面再谈。 

    虽说文明社会艺术形态的发展过程是以否定原始性艺术为其基本特征的，但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着

一股不断回到原始性艺术的相反努力。而这种努力在艺术历史中的存在也为真正的史前和原始艺术在艺术世界中的

审美发生提供了重要条件。以西方艺术史为例，在古希腊就有柏拉图反对当时希腊的艺术潮流而崇尚古埃及艺术的

原始性。他在《法律篇》中说:“伟大原始的作品与行动将成为艺术作品”。古希腊的瓶画曾被大卫的学生德莱克

吕兹称之为有原始性的艺术。中世纪的哥特式艺术，在古典主义者眼中曾是原始和野蛮的代名词，但在后来的浪漫

主义者那里则大受青睐.如歌德在谈到哥特式教堂斯特拉斯堡的建筑艺术时说:“就这样原始人用可怕的模型和鲜艳

的色彩，并让这种艺术由最任意的形状组成.……这种意义深刻的艺术才堪称真正的艺术.”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家

转而赞扬艺术复兴初期的安杰利科、波提切利、佩鲁吉诺等人的艺术，认为它们纯真、朴素，因此，他们被称之为

“原始派”艺术家。 

    当然，上述文明社会艺术中（19世纪中叶以前）所谓向原始的艺术回复形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到原始艺

术。像古埃及、文艺复兴初期和中世纪等时代的艺术形态，只是在特定的意义上才可称其为具有原始性的艺术形

态，而与真正的史前艺术和原始艺术形态已相去甚远（当然也具有某些同一性）。但是，人类艺术史的这种不断否

定原始性以及不断赞美和回到原始性的辩证发展过程则为史前和真正的原始艺术的审美发生提供了条件与契机。如

果没有这股回到原始性，否定高级复杂艺术形态的势力，那么，当19世纪史前艺术被发现，原始艺术被大量介绍给

文明社会时，它们也不可能对当时的艺术世界发生任何影响，从而使其进入艺术世界，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所以

说，史前艺术和真正的原始部落的艺术的审美发生只不过是艺术史中再一次回到原始性艺术的表现而已。但是，这

一次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回复到原始性的艺术在于：这一次几乎跨越了人类从史前到近代的整个历史之间的距.

离，从而回复到了真正的原始艺术。当前，即使是这种向真正的原始和史前艺术的回复，也并不意味着它否定了文

明时代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而是以人类整个艺术史的发展到了非常成熟，并且在某些形态中几乎是登峰造极的水平

为基础的。这说明，否定原始性的艺术形态的发展过程本身，不但阻碍，同时也促使史前与原始艺术能审美发生。

并且否定得越彻底，回复到原始艺术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为如果说文明社会的艺术形态在19世纪后期还有自己的

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还有许多的可能性有待发掘，前人所开辟的某一条艺术道路还可能激发人们的兴趣走下去的

话，那么，史前艺术和原始艺术中的写实与装饰写实形态即使被发现，被引进文明社会，也只不过是人类学博物

馆，历史博物馆中的文化遗存而已。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史前及原始艺术中写实与装饰写实形态的审美发生确

实是整个人类历史和艺术历史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的产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从更大的范围看，史前及原始艺术中写实与装饰写实形态的审美发生还根源于人类社会的文明与人类的本能欲

望和需要之间的冲突；“审慎对热情的冲突”；文明与人的天性之间的冲突。上述人类艺术历史中回复和否定原始

性的历时性结构和表现形态，从动力方面看，正是因为在人类文明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上述共时性

的对一立和冲突的深层结构，并促使历代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们从各种角度去认识和思考它们，从而给艺术史中回到

原始性艺术形态的冲动以巨大的动力作用。它们具体表现为:当人们强调文明对本能欲望压抑的合理性的重要价值

时，柏拉图式的道德观和政治理想就会促使人们回到古代和原始性的艺术。但是，回到史前和原始艺术的冲动主要

还是来自对文明的不满。当文明的进步使人们变得贪婪，欲海难填，尔虞我诈，互相欺骗时，想象中的原始社会中

的无为、无争、平等互爱、坦诚相见的景象就成为人们向往的乐园。当文明的进步使生活与艺术变得奢侈浪费、虚

伪堕落、繁褥花哨、虚张声势时，人们又开始向往原始社会中的素朴、淡泊、自然和纯真的生活与艺术。当文明社

会中的理性、秩序、机器、社会制度（如资本主义）使人存在的完整性被分裂、被异化、被变成机器中的一部分

时，人们则又看到了原始社会中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完美结合，看到了自由和主体性的重要价值。当文明社会中

的人们因繁琐的礼节、等级森严的制度，严格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而变得温文尔雅、文质彬彬、弱不禁风时，人

们就开始呼唤原始神话中英雄们的那种野蛮的力量、旺盛的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当文明社会通过伦理道德规

范把人的本能冲动纳入社化、制度化的秩序而使它过分受到压抑时，人则开始追求原始社会中源于本能冲动的放纵

和热情、迷惘和沉醉的生命价值……。不论艺术家、思想家们对原始社会的认识是否准确，这种对文明的不满在很

多情况下则是通过想象（也许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一个美好的原始社会给了满足的。而对于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

至关重要的是，史前原始艺术的审美发生正是通过上述那些对原始社会的认识或者说善意的误解得以实现的。 

    黑格尔认为，“生命是向否定以及否定的痛苦前进的。”因为生命的力量就在于它本身能设立矛盾，忍受矛盾

而又解决矛盾，由此形成了连续不断的生命过程。史前及原始艺术的审美发生过程也是一样，它只有在人类文明社

会和艺术的进步历史过程中，通过对自身的否定才能显出肯定性的生命力，才能解决自身形态与审美不同步的矛

盾。同时，史前及原始艺术审美属性的多样性、丰富性，也只有通过文明社会中的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

各种矛盾、各种力量（如道德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的冲突和斗争才能呈现出来。并且也正是人们回复到史前

和原始艺术的动机是多方向的（道德的、政治的、审美的等），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认识

 



论、历史学和人类学方面的根源，才使得史前及原始艺术审美属性的丰富性发生出来。同时，尽管史前及原始艺术

在艺术世界中的审美发生，在开初也许并非都是出自审美的需要，（如道德、政治等），但由于审关意识、审美趣

味和审美理想是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相相关联、相互渗透的。所以，它们在客体方面就可以通过一独特的我们现在

还没有完全弄明白的微妙方式生成转换到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中来，在主体方面则通过主体的审美态度把其他意识

转换为审美意识和审美趣味，从而在主客体之间构成了一种新的审美关系。这样，我们也就可以解释如下事实：即

渗透在史前及原始艺术形象和形式艺术中的巫术宗教观念，虽然曾阻碍它的审美属性在史前及原始社会中发生出

来，但当它在艺术世界中成为审美对象时，它的巫术宗教观念不但无需解体，而且它还能在近现代社会高度文明的

文化背景中转换成为“有意味的形式”，给人类以独特的审美享受。 

    史前及原始艺术写实与装饰写实形态的审美属性之所以能在近现代艺术世界中发生，还与这个历史时期特定的

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现象有紧密的关联。如照相机的发明，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的动荡（如两次大战、经

济危机等），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和理性主义的衰落等。这些问题因在人们谈论现代艺术的发生中已有很多的论

述，所以，限于篇幅，本文就从略了。但有一点是本文必须再一次强调的，即由于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遥远的

过去与不远的现在（或眼下的当代）因某些联系和需要而具有相互生产的性质，所以，史前及原始巫术审美属性则

只有通过近现代社会对它的主动接受（认识、批判、模仿、创造）才能发生或者说生产出来。 

结语一一史前及原始造型艺术审美发生的意义 

    上面的分析论证说明：史前及原始艺术的审美属性是在人类生产劳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很长、曲折而又艰难

的人类历史和艺术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逐渐发生的。它经历了在史前和原始社会的日常生活阶段（抽象形式形态）

和通过后来艺术世界的建立进入艺术领域、成为艺术世界中的审美对象的阶段。并通过近现代艺术世界的主动接

受，改变了现代艺术的形态、发展方向和审美趣味，从而形成了人类艺术历史发展的新时期。所以，我们可以说，

史前和原始艺术审美发生的意义，首先就包含在它的这一审美发生的历史性过程之中。史前及原始艺术审美发生另

一方面的意义表现为它在其现实性上完成了史前和原始艺术发生的全部过程。当然，这只有把史前及原始艺术的审

美发生放在艺术本质和艺术发生与史前及原始艺术发生的关系这一大的范围中，才能理解这一点。 

    从艺术的本质特征看，艺术是由人工性、形态性、审美性、艺术世界这样四个层面相互制约组合而成的共时性

结构。但是，这个共时性结构的四个因素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依次逐渐发生、组合建

构而成的。这个过程，我们认为构成了艺术发生论的研究对象。史前艺术的发生如果被纳入艺术发生论的研究框架

中，从严格意义上说，则仅具艺术的人工性和形态性的发生含义。由于概念不清，研究对象和范围不明确，导致学

术界首先误把史前艺术发生与艺术发生（或称艺术的起源）相等同；其次误把史前艺术的形态发生（它的上限、它

的动力、它的表现形态、过程和功能）与史前艺术的发生相等同。而在事实上，过去所谓对艺术发生或史前艺术发

生的研究，都仅只是对艺术这个共时性结构中的人工性和形态性（偶尔从自发性和日常生活角度涉及审美性）的发

生研究。 

    这说明，史前艺术的发生过程也应包括人工性、形态性、审美性（日常生活阶段与艺术世界阶段）这样几个发

生阶段，才能转换成为史前和原始艺术。这样，史前艺术的发生与艺术的发生则有了区别（当然也有联系）。因为

艺术发生研究的是从人工性到艺术世界的组合这样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而史前艺术从形态发生到成为艺术世界中

的审美对象的过程则是断裂性的，它是在艺术世界组成后被突然抛入到艺术世界领域中，从而导致它审美发生的。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史前艺术不是发生一次，而是发生两次，即它的形态发生和审美发生。下是这一点，使史前

和原始艺术的审美发生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正是它，完成了史前及原始艺术作为艺术发生的全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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