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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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探讨史前及原始造型艺术的审美发生问题。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史前及原始造型艺术是怎样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从不是审美对象生成转换为审美对

象，从而与主体构成现实的审美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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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史前及原始造型艺术形态的分类，本文仅根据知觉样式分为抽象形式形态，写实形态和装饰写实形态。另

外，为了节省篇幅，本文将在许多地方汉用“史前艺术”代表“史前及原始造型艺术”的概念。 

一、史前及原始造型艺术审美发生的根据 

    史前及原始造型艺术的审美发生这一命题本身包含着一个假设，即史前艺术的形态发生与审美发生是不同步

的，它有一个从非审美对象向审美对象生成转换的历史过程。为了使本文的研究建立在牢靠的前提和基础上，我将

首先论证这一假设的合理性及其根据。 

    虽然从考古发掘和发现的史前艺术形态和现代原始部落的艺术形态中可以证明史前人类和原始人在事实上已有

能力创造包含审美的性质的对象，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们就与当时的创造主体构成了现实的审美关系，这是因为，从

对象的存在方式看，它的各种不同性质是相互关联，共存于一具体对象的整体之中的。比如一件史前石器工具，它

的外在形式就可能既符合美的规律，也符合对象的功能目的，（就像心理学中常用的鸭—兔变形图这样，鸭的图形

与兔的图形能共存于一个形象之中。）这说明，对象一旦被创造出来，就在潜在和可能的意义上具有丰富多样的性

质，但它们能否与主体构成现实的、特殊的对象性关系.则取决于主体是否具有与对象性质相适应的本质力量。这

正如马克思所说：“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

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同时，对象性质的确定性也与马克巴在《<政治

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谈到的各种不同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有关系。因为很显然，艺术的（或者说审美的）掌握世

界的方式是不同于理论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的。这样，对象性质的确定性和它与主体构成

的现实的对象性关系也就因不同的掌握世界的方式而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我们能证明史前人类和原始人在创造那些

我们称之为艺术形态的对象时，还仅只有能力从对象的实用价值或巫术宗教的角度去把握它们的存在方式的话，那

么就说明，对象中美的性质还没有与他们构成现实的审美关系，就像一个还只有能力看到鸭子图形的害体。对于潜

藏于其中的兔子图形是现而不见的一样。所以马克思说：“对于一个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

义”。 

    当然，这并不是说主体是先创造对象，然后再与其发生特定的对象性关系。而是相反，主体的本质力量和对象

性质，以及两者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正是在制造和使用对象的方式和过程中获得和显现出来的。因为所谓“使用”也

就是把对象投入到一个与其它事物发生关系的结构和历史情境中，而根据整体大于部分的原理，某一对象确定的性

质则只能有它发生作用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和结构中才能呈现出来。我们之所以说史前洞穴壁画对于当时的人不是审

美对象，而是巫术宗教对象，就在于它们是被置入巫术仪式的情境中，被作为巫术工具来使用和操作的，“为的是

关于野牛，或者是猎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同时，主体的本质力量，主体的性质也是在使用对象的方式和过程

中生产和揭示出来的。因为主体使用对象的过程也就是对象使用主体的过程。所以，当史前社会中的创造主体和接

受主体还仅只能把史前洞穴壁画作为巫术工具来使用时，也就在事实上证明了他们还不是一个审美主体，而只是一

 

 

奇怪的战争

日食与战争

皮影春秋

吕澎：“镰刀-斧头”被遗弃的意识形
态符号

形式主义者如何介入生活

杨卫：我的野史观(上)

拜金主义和拜神主义

段炼：偏见与妥协

街头艺术、欧美之争与当代中国

图载论

裸露的真实: 性•性别与身体政治

当代艺术史：文化与政治的多维变奏

杜尚的“挪用”与文化诗学

美术馆：世纪梦想

警示生命

排他的“多元化”

“后社会主义”与“后毛泽东时代”

小箭师

新兴的70后艺术力量

光色无限

 

 



个巫术礼仪活动的操纵者和接受者，是客观化、社会化的巫术活动所使用和操作的巫术工具。 

    再从主体与对象性质的构成关系看。制造和使用对象的过程是把主体的欲望、动机和期待客观化、对象化的过

程，通过这一过程，一方面主体被操入对象所组建起来的外在事物的相互系联之中，成为客观结构中的一分子；另

一方面，客观世界也因此被纳入主体需要的价值系统中。由于制造和使用对象具有这种把主体与客观世界关联起来

的特征，主体与对象之间现实的，特定的对象性关系（巫术、宗教、审美等关系）也就能在使用和创造对象的过程

中呈现和建构起来。这说明，主体是与对象的哪种性质构成了现实的对象性关系，除了对象本身必须具备相应的性

质之外（如美的性质），还与对象怎样被使用，被置入什么样的事物之间的功能关系和结构以及历史情境中，起着

什么样的功能作用紧密关联。 

    但是，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证明在史前和原始社会中，主体不是先创造艺术品然后再创造工具和巫术对象；不是

先获得审美能力，然后再获得宗教的现象力和巫术的搬作能力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下面还要给予充分论证。在这里，我仅从人类需要的结构和逻辑次序的关系这一角度谈

谈这个问题。 

    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等级，它们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爱和相属系关，尊重需

要、自我实现。马斯洛认为，人类只有先满足了低层次的需要，才能向高级需要发展。所以他说：“高级需要是一

种在种类上或进化上发展较迟的产物。”马克思则认为:“对于一个忍饥挨俄的人说来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

……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这意味着，相对于人类最直接的生存需要来说，审美

需要是一种更高级的需要。当人类还处在史前和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认识水平的条件下时，他们的一切活动必

然首先是围绕着生存需要进行的。即使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审美需要（如在人体装饰等领域），在审美的进化序列中

也是低层次的。所以，人类的审美需要和围绕着这种需要发展起来的审美能力也必然晚于人关的其他某些需要和能

力。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穿、住，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虽然本文的重点是论证史前艺术的形态怎样从不是审美对象向审美对象生成转换的，但在此，我应该首先谈谈

这种转换的根据和一般原理。 

    我们认为，史前艺术形态之所以能从非审美对象转换为审美对象，是由人类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这一根本规律所决定的。我们知道，人类的劳动实践是一种以制造和使用工具为中介的，客观化、对象化的生产性

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主体的本质力量，主体的需要就能不断生产出来，并向新的对象、新的方向、新的领域分

化、迁移和转化。也就是说，主体在劳动实践中生产出丰富的对象世界的同时，也生产出了自身丰富的本质力量。

而当主体获得了与对象美的性质相适应的审美能力，有了“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时，史前艺术形态就能向审美对

象生成转换。 

    前面谈到，对象性质与主体特定的对象性关系是对象在被使用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由被使用的对象所组建

起来的事物之间的功能关系和结构以及历史情境所决定的，但是随着人类劳动实践的发展，新的文化因素（新的观

念，新的工具，新的社会和个体需要）等的增加，先在事物的结构和功能关系就将解体，分化，并向新的事物之间

的功能关系，组织结构和历史情境转换，组合和建构。这样，过去的石器工具就能成为后来历史博物馆中的文物，

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盆就能成为今日艺术博物馆中的审美对象。因为很显然，它们已被置入新的事物之间的功能关

系，组织结构和历史情境之中了。这无疑是人类劳动实践促使人类历史生成变化的结果。 

    史前艺术形态之所以能从其他对象向审美对象生成转换，还与对象本身有着脱离主体的目的和意图，超越它诞

生的历史情境的自律性和独立性有关系。因为这样，它就能穿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存活到后来的各种不同的历史

情境中，置入新的事物之间的功能关系和结构中，被新的主体用新的方式使用，从而由此获得新的性质，转换为新

的付象。虽然主体与对象性质之间特定现实的对象性关系在每一具体的历史情境中都是被限定的，但由于对象自身

上述的自律性和独立性趋向，它则又能超越每一历史情境的局限性而向未来历史的无限性开放，生成和转换。而这

也正是史前艺术形态能从非审美对象向审美对象转换的重要根据之一。 

    马克思说：“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史前艺术形态能向审美对象转换的客观根据还

在于它本身就是美的对象，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史前人类没有能力欣赏存在于对象之中的美，但美的对象必然通

过人类历史的发展生产的欣赏自己的美的主体，与其构成审美关系，从而使自身转换为审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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