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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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史前及原始造型艺术中抽象形式形态的审美发生 

    

    史前艺术抽象形式形态可分为两个大的部类：一类是工具和器物本身的外部造型样式，另一类是描绘在人体、

工具、器物、建筑等表面上的抽象形式形态。我们也常称它为“装饰”因素。 

    与史前艺术形态发生的次序相同，史前艺术抽象形式形态的审美发生也先于写实与装饰写实形态。究其原因有

两点：一、史前艺术抽象形式形态与劳动实践中制造工具的活动直接关联，与史前人类的日常生活，或者说直接的

生存需要直接关联；二、抽象形式形态与主体的感受之间具有肯定意义上的直接性。所谓肯定意义，是指这种形态

与主体的愉快感受相联系，是肯定生命的，是美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而不是异化。所谓直接性，它的第一层意思是指

无需通过复杂和否定性的社会观念（如巫术宗教观念）就能在主体与对象之间建立起审美关系。直接性的第二层意

思是指史前抽象形式形态不但直接生产出，而且也直接作用于主体感受形式美的生理和心理结构。总之史前艺术抽

象形式形态审美发生在先，是由史前社会中主体的认识水平、审美能力和抽象形式形态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从史前石器工具中的抽象形式形态发生看，它与人类的行为，动作和意识围绕着制造工具这一劳动形式被组织

起来直接相关，是人类从动物行为的动作图式向制造工具的动作图式换，并达到手、心、眼之间、主体动作与工具

对象之间一定程度协调的必然结果。但是形态发生并不意味着它的审美会同步发生。这是因为史前人类创造具有几

何形态、光滑、对称等形式因素工具的目的和动机，首先是为了省力，好用和效率。这样，对工具（而不仅只是形

态）的愉悦心理感受，首先是由身体和手等器官为媒介来承担（如触觉、平衡感等），并通过节律化、规则化的动

作图式体现在制造和操作工具的过程之中的。这样，史前工具中的抽象形式形态的审美属性就还须在此基础上再前

进一步才能发生，即主体必须从对制造和操作工具的运动过程中的身体感受向对静态的工具中的形式美因素的视觉

感受转换；从关心工具的整体性在劳动过程中的好用、省力和效率向仅关照工具中的形式美因素（整体属性之一）

转换。只有在此条件下，史前工具中的形式美因素才能从实用的工具转换为审美对象。必须说明的是，在从使用工

具过程中的身体感受向视知觉和工具的形式美因素转换的过程中，主体必然经过一个关心工具功能形式的中介过

程。同时，主体对工具形式美因素的关注所带来的视觉愉悦感，并不是完全舍弃身体在制造和操作工具过程中的愉

悦感受，而是通过身体器官之间的内在联系（如触觉和视觉等）和功能形式与美的形式之间的相关性，转换、浓缩

在对形式美的视觉感受之中。马克思说：“眼睛又对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眼睛的对象不同于耳朵的对象。”而

当眼睛的感受从整个身体的感受中分离出来，被导向工具中形式美的因素时，工具也就同时从实用的过程中分离出

来，显示出它在形式美方面的魅力。 

    从生产出具有形式美因素的工具到能对这种形式美进行审美观照，是人类在漫长的劳动实践过程中经过千百万

次的重复和向制造更形式化的工具进化的结果:由于这样，我们不同意达尔文、沃林格等从为人类先天具有审美冲

动，审美能力的观点，同时也不同意那种认为审美发生是主体意识对艺术形式、客观世界审美的形式直接的，无中

介的审美反映的结果的观点。因为在我们看来，只在通过生产劳动实践，通过漫长的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过程，才能

一方面生产出具有形式美因素的工具，另一方面也逐渐生产出主体的“欣赏形式美的眼睛”，感受形式美的生理与

心理结构，但必须说明的是，一方面我们并不反对人类的先天条件在审美发生中的重要作用，而只是认为这些先天

条件只有在生产劳动实践过程中，在创造和使用工具的过程中，才能同审美能力、审美需要、审美意识生成转换。

另一方面，我们虽然在发生的意义上反对那种认为审美发生是主体对美的形式直接和无中介反映的观点，但是当人

类获得了审美意识的时候，主体与对象形式美之间直接性的审美反映关系也就存在了。 

    从工具中的形式美因素向抽象装饰领域（人体装饰、器物装饰等）转换和迁移，是史前抽象形式形态向更复杂

多样的形式构成方向的发展和进步。这一发展本身意味着史前抽象形式形态的创造和欣赏已从实践的物质生产领域

向人类精神和观念的领域转移了。由于这一特征，这种抽象形态的审美发生也就不同于工具中形式美因素的审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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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这首先表现为在人体装饰形态的发生过程中，从一开始它就是与主体好看的心理欲求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一个

在工具形式形态中从关心工具好用的过程和关注功能形式向欣赏关注工具中好看的静态形式；从感受形式的身体器

官向视觉器官的转换过程。所以，人类只有到了创造人体装饰形态的艺术时，艺术的形态发生才与它的审美发生同

步，并相互促进。当然，也正如许多学者所推测的那样，人体装饰的创造主体，并非没有实用的目的和动机，如：

吸引异性，作为代表一定社会地位的标志和符号，表示主体具有某种品德等。但是，创造者的这些意图和动机与创

造好看的人体饰品并不矛盾，因为只有好看的装饰才能达到吸引异性和提高社会地位的目的。所以，在这里手段

（好看的饰品）与目的（吸引异性等）不但一致，而且目的还是手段的自然结果。这样，好看的形式作为手段在创

造主体那里从一开始就将多于对目的本身的关注。 

    从现代原始部落的某些抽象形式形态的含义推闭，史前时代同样存在过一类注入了复杂和否定性的社会观念

(如果术宗教观念)的抽象形式形态。这类艺术形态重要的不是它的形式，而是它所象征的含义和对象。并且向于这

些含义和对象有着控制、支配他们日常生活的神秘力量而往往成为恐惧、敬畏、祈祷和禁忌的对象，这样，主体就

很难对它们采取审美的态度。所以，有着这类观念和神秘力量的抽象形式形态，其审美发生的历程就比上述那些形

式形态要艰难曲折一些。由于抽象形式的组合作为观念的载体与所象征的含义之间有特殊关系的一面（详后），从

而也能在史前和原始社会这一特定历史时间内转换为审美对象，即它们可以有复杂的社会观念向无社会观念的纯抽

象形式形态转换。普列汉诺夫关于人体装饰从实用向审美转换的思想比较适合论证这类形式形态的审美发生。普列

汉诺夫认为：原始民族装饰中的动物皮、爪、牙齿和羽毛“最初只是作为勇敢、灵巧和有力的标记而佩带的。”

“当狩猎的胜利品开始以它的样子引起偷快的感觉，而与有意识地想到它所装饰的那个猎人的力量或灵巧完全无关

的时候，它就成为审美快感的对象，于是它的贴色和形式也就具有巨大和独立的意义”，并且认为正是这些观念装

饰具有了审美价值。在此，我们必须对普列汉诺夫所举的例子和结论进行修正，才能谈注入了巫术宗教观念形式形

态从实用向审美转换的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说，普列汉诺夫所举的这个例子相当于我们前面听说的那种与主体具有

肯定性和直接性关系的形式形态，因为灵巧，勇敢等观念和形式都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体现，本身就是愉悦的

对象。同时，猎人选择羽毛、爪、牙齿作为人体饰物，除了这种物质本身佩带方便，持久耐用外，由于前述人体装

饰的动机与审美需要不矛盾，这样，它们本身的样子从一开始就是猎人感到愉快的对象。所以，我们认为，这种人

体装饰与审美是同时发生的，不存在一个从实用向审美的转换问题。当然，灵巧、勇敢的观念与这类装饰形成某种

因生活而产生的联系确实能加强它们的审美意义，但这却又不适合于说明注入了巫术宗教观念的形式形态的艺术，

因为在史前社会，史前人类还没有获得欣赏那种高于自身的巫术宗教力量的审美能力。只有当这类抽象形式形态中

的观念被解体，重新降低成为与主体具有直接性和肯定性关系的对象时，才能从宗教对象转换为审美对象。但是这

又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呢？ 

    我们认为，是通过如下的途径、条件与契机使这类抽象形式形态中的观念被解体，从而导致它的审美发生的。 

（一）文化传播。找们知道，被注入了巫术宗教和图腾观念的抽象形式，它们的具体含义和所代表的具体对象是由

特定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生态环境所决定的，它们对这一共同社会中的所有成员的行为、思想和感情都有约束、指

导、监督等社会作用。因为它们表达的是集体的观念，而非个人的想法，是用抽象形式形态写成的道德箴言、法律

条文、伦理思想和宗教信条，具有整个社会成员所认可的神秘力量。有这样的抽象形式面前，是不可能激起主体的

审美制度的。但是，由于在史前社会中，互相隔离的原始部落，虽然在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等方面有大致相同的结

构，但是用什么样的抽象形式作为符号来象征它们的观念和具体对象，从而把它们转化为一种可感、可触和可视的

外在形式，则可能因生态环境、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的不同而有很大区别。我们可以用国旗这一个现代例子来说明

这一现象。世界各国的国旗在代表一个国家这一意义上是一致的，但是国旗中的内在含义则是千差万别的，这样，

外有的形式也就千姿百态。所以，当一个部落的抽象形式符号向另一个不同的文化背景的部落传播时，抽象形式中

的符号所代表和象征的观念就会自然消解，它所包含的对特定社会起着大作用的神秘力量也就随之消失。因为抽象

形式与它所伏表的观念因文化背景的改变必然丧失相互对应的关系，这样，抽象形式本身的形式美感也就自然会显

露出来，成为审美主体关注的对象。 

    （二）历史变化。即使在同一文化圈内，同一社会中，也有可能导致这类抽象形式形态的审美发生。这是因为

劳动实践必然带来生产对象的扩大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从而促使整个社会，文化和观念体系发生历史性的变化。

这样，那些注入了复杂的社会观念的抽象形式就会随着历史的变化逐渐丧失与开初复杂社会观念的联系，并在形式

将变成如列维一斯特劳斯所说的那种“不稳定的能指”，其形式和色彩的构成之美就会成为主体关注的唯一对象。

这可以从中国彩陶纹样在历史中的演化发展为例来说明。我们知道，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样经历了三个发展

阶：一、源于纯技术的抽象装饰阶段；二、源于观念的写实装饰阶段；三、抽象装饰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生产技

术的特点决定的；第二个阶段是注入了图腾巫术观念的时期；第三个阶段则是向纯装饰的方向进化的时期。在从写

实装饰形态向抽象装饰演化的过渡中，抽象形式中仍然有着比较浓厚的图腾巫术观念，但是随着历史和文化的变

迁，也随着抽象形式形态越来越远离写实装饰形态，开初抽象装饰中所包含的图腾巫术观念、祖先崇拜等思想也就

越来越淡化，并逐渐消失。于是，抽象装饰就开始向审美对象转换，主体也才能从关注观念转而欣赏美的形式本

身。 

    史前艺术中的写实与装饰写实形态也同样注入了原始宗教巫术观念，却不可能在史前社会中转换为审美对象

（详后），但为什么具有同样性质的抽象形式形态却能在史前社会中导致审美发生呢？这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点外，

我们认为还和抽象形式与观念的联系方式有着约定俗成的任意性有关系，这使它和文字符号与含义的联系方式有些

类似，但又没有文字的形态与含义因特殊的功能而联系得那样稳固。所以，它所包含的巫术宗教观念就很容易在文

化传播过程和历史变化中丧失掉，从而比较容易转换为纯装饰形态，导致审美发生。 

    虽然史前及原始艺术中抽象形式形态的审美属性在史前和原始社会中已经发生，但是它们仍然处在日常生活领

域中，审美感受与对象在当时社会文化惯例中的功能还是分离的。只有到近现代社会（从19世纪后半叶起），随着

人类审美需要在人类历史和艺术历史发展过程中建立起了“艺术世界”而被社会化和制度化之后，它们才进入艺术

 



世界，从而成为艺术世界中的审美对象。当然，史前及原始艺术的抽象形式形态在艺术世界中的审美发生是通过多

种观念的影响，艺术历史本身的发展状况和艺术家们的主动接受（或者说重新认识）而得到实现的。我们可以根据

近现代西方艺术史的发展情况，把史前及原始艺术中抽象形式形态在“艺术世界”中的审美发生概括为两条途径： 

    第一条途径是通过对图案装饰艺术价值的重新认识达到的。它来自对两个不同问题的重新考虑。第一个问题是

针对幻觉写实艺术而言的。因为幻觉写实艺术的探索，在不断征服平面上表现视觉真实困难的过程中，他丧失了人

类早期就已高度发展起来的，表现在平面图案中的秩序性和清晰性等价值。这一点，虽然在歌德谈凡•爱克作品的

得失时已被提出来，但只有到了19世纪中叶，这个问题才引起艺术世界的广泛讨论。1851年举行的“大博览会”的

组织者之一马修•迪格比•怀亚特曾写道：“从设计的连贯性来看……，当我们发现那些一向被我们视作野蛮人的设

计要远远胜于我们时，我们自然会感到惊讶”。当时著名的装饰家欧文•琼斯在其《装饰的基本原理》一书中，选

择了新西兰切斯特博物馆的一个带花纹的头像作为例证，他说：“要让大家知道，这种野蛮的做法显示了最高级的

装饰艺术的原理”。他认为艺术家可以“从野蛮部落的作品中”获得“有关构图的良好教益”。戈特弗里德•森也

认为印第安人的图案艺术优于西方文明的自然主义装饰艺术。 

    第二个问题是针对工业革命的。威廉•莫里斯和约翰•罗斯金呼吁改革工艺美术，他们讨厌通过机器大批量生产

的廉价、俗气、无人性的装饰品，强调中世纪、古代、东方和原始装饰艺术的手工操作的艺术价值，强调手工艺与

人性完善之间的关联。威廉•莫里斯说：“我所理解的真正一书就是人在劳动中愉快的表现。”但“整个的社会基

础……已经腐朽堕落得不可救药了。”所以，他有时“想起了野蛮主义能再度泛滥全球，使世界能再次变得既美丽

动人而又富于戏剧性效果。”正是通过莫里斯等人的领导的“工艺美术运动”和后来19世纪末发生的“新艺术”运

动，史前及原始艺术中的抽象形式形态的艺术风格才成为当时艺术世界中广泛注意的对象。英国艺术理论家冈布里

奇曾以（图案优先）为演讲题目，阐述了装饰艺术的原始性在当时艺术中的价值。 

    史前及原始艺术中抽象形式在近现代艺术世界中的审美发生的第二条途径是通过现代绘画和雕塑艺术的发展达

到的。如果追根溯源，这与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在一种强调美在形式的美学传统有关联。但也许是由于艺术在社会中

的多重功能的关系，西方艺术实践则主要是围绕着解决幻觉写实的技巧问题进行的，所以，再现和模仿对象在视网

膜上的真实感觉是他们一直追求的目标。这样，艺术形式生身的价值总是从属于对对象光影透视、比例和空间真实

感的探索。但在19世纪后半叶，对艺术（绘画）的自律性——线条、色彩等形式构成本身的艺术价值的强调也在悄

然兴起。惠斯勒首先通过对作品的命名表达了这种艺术主张，如他在1871年画的《母亲肖像》即被命名为《灰色与

黑色的布局》。另外，通过马奈、塞尚、高更、马蒂斯等人对艺术形式的追求，终于衍生出了康定斯基、蒙德里安

为代表的抽象绘画，也出现了布朗库西、贾科梅蒂、亨利•摩尔等现代雕塑家那些近乎抽象构基的雕塑作品（他们

也有比较写实的作品）。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这种对绘画、雕塑的艺术形式自律性的追求与工艺美术运动强调装饰

趣味的平面化、秩序化和有机形式的感官愉悦是不同的；也不同于写实艺术对题材和对象本身含义的追求，而是强

调内在于形式和材料自身的意味，或者说形式自身的生命力、表现力和感染力。正是对这种“有意味的形式”的追

求和探索，使这些艺术家对史前及原始艺术中形式和一位发生了兴趣。比如说，抽象绘画的鼻祖康定斯基对抽象艺

术精神的思考，就显然受到了俄罗斯的民间故事和深化中神秘精神的影响。亨利•摩尔本人曾撰文谈原始艺术的表

现力。美国现代艺术史家阿纳森认为贾科梅蒂的“第一件独立的雕塑作品，不仅反映了对利普希茨和劳伦斯的立体

主义雕塑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对原始艺术和史前艺术的认识”。而从绘画手段看，相对于那种花了几百年才

达到幻觉写实技巧的艺术来说，抽象绘画在许多人眼里则犹如从没有受到过专业训练的儿童画的作品一样。尽管说

这多少是种误解，但也确实表现了一些现代艺术家摈弃传统写实技巧，回到艺术原初状态的努力。因为在西方的一

批现代画家和理论家看来，回到原始艺术和回到绘画本身，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关于史前及原始艺术在近现代艺术世界中审美发生的原因和情况，我在下面还要从其他角度谈到，在这里我想

就另一个问题先做些说明：因为史前和原始艺术在近现代艺术世界中的审美发生一方面是通过进入艺术博物馆，成

为人们欣赏学习的审美对象；另一方面是通过艺术家有意识的学习和模仿、继承和改造，从而影响现代艺术世界的

形态和风格实现的。而后一种方式则意味着史前及原始艺术在艺术世界中的审美发生与现代艺术的发生是部分重叠

的。所以，这就会因探讨问题的角度不同而有不同的观点和结论。也就是说，从现代艺术发生的角度看.史前艺术

和原始艺术在现代艺术世界中的影响可以被说成是现代人对它们重新认识和再发现的结果；但从史前和原始艺术的

角度看，我们则可以说是它们通过人类社会和艺术历史的发展而进入和现代艺术世界，从而导致自身审美属性发生

的历史性过程。（我们说传统仍然活着，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正在于它具有改变和构成未来历史的巨大力量。）但

是，上面的两个结论并不矛盾，并且可以在尊重各自前提的条件下统一起来，因为很显然，说史前及原始艺术在近

现代艺术世界中的审美发生和说现代艺术中的原始性反映为人类对史前及原始艺术的重新认识是互为条件、缺一不

可的。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史前艺术抽象形式形态的审美发生经历了从简单的工具形态向复杂的抽象形式形

态；从身体感受向视觉形式感受；从物质生产领域向精神生产领域；从对形式美的无意识向有意识，从日常生活领

域向近现代艺术世界领域生成转换的漫长历史过程，从而完成了它的审美发生的全部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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