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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艺术究竟是受感性支配还是由理性控制？艺术能完全脱

离现实吗？作为老百姓和一些艺术初学者，面对艺术市场的的不完善

以及天马行空五花八门的艺术品，又该如何判断？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纷繁复杂的艺术世界？本文通过分析感性和理性因素在艺术中的不同

作用，简要论述了作者个人对艺术价值标准的看法。帮助艺术类初学

者和艺术工作者妥善处理好在学习与工作中面临的感性与理性的变化

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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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会上普遍存在一种对于艺术的误解，认为取得成就的艺术

大师拥有一些常人所没有的天才，更有甚者，有人直接断定，天

生没有灵感的人即使经过努力也是不可能在艺术上有所建树的。

如果艺术是后天努力而无法接近的境界，那么艺术教育又从何谈

起呢？于是我们对于何为灵感，而这飘忽不定的感性能否独自承

担艺术创作的全部责任产生了莫大的兴趣。我们不否认，从事艺

术工作需要丰富的情感素质，但是艺术本身作为一门学科，也是

有规律和标准可循的。这就是一切探索和研究所需要的理性素质

和对客观现实的把握。所以，艺术工作需要感性，也需要理性。

那么二者是如何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得到运用的呢？他们的关系

又如何呢？介于我们学习的《西方美学史》课程，我们从古希腊

的美学思想中找到了研究的切入点。 

翻阅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我被一个词吸引—— 

“迷狂”。这个词让我立刻联想到世人眼中癫狂的“艺术家”，

他们不修边幅，不按常理出牌，生活在“自我”的世界里。然而

艺术家和疯子毕竟是有区别的，真正的艺术家一定都想大多数人

揣测的那样迷失在狂放不羁的自我世界中吗？

“迷狂”这一概念，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的。他认

为，艺术是神通过迷狂的感性体验给予作者灵感，才导致艺术家

的艺术创作活动的。因此，真正的艺术，在神那里。人所做的，

就是通过迷狂的沉醉状 ，与神灵相通，在毫无主观意识，毫无

理性的情况下，创造出艺术。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艺

术由感性支配的流动与不确定性，但似乎将理性排除在了艺术的

大门外。

人们常说，“距离产生美。”常指的是情侣们在空间上保持

距离可以让对方有思念的可能，而由此人们便产生了美的想象。

然而距离也可以是一种心理上的长度，它也可以使艺术与现实生

活分离开来。例如，当我们将一天所发生的事情记录在日记中并

在之后的某个时刻再细细品味时，发现品味时快乐的体验比那一

天当下的快乐更丰富，痛苦的感觉也更深。这是由于我们已经不

再是当下那个深陷其中的体验者，而是一个艺术欣赏者了。这时

我们持有的 度是审美的。而造成我们这种审美 度的，正是一

种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在这一距离下，我们可以冷静地旁观我们

曾经的生活，并对此进行判断。我们知道，“旁观者清”，那是

旁观的人与当事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他们可以冷静，可以较少

掺杂个人主观的情绪来判断和处理问题。在艺术创作上，这句话

可以理解成“艺术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艺术创作毕竟，要

和当下的“迷狂”保持一定的“距离”。“距离”，强调了一种

冷静的理性。在这种理性的距离下，我们体会并创造艺术，这与

一个完全沉醉与迷狂状 的艺术家的活动有着天壤之别。

那么，究竟哪一个是真正的艺术呢？艺术家是要冷静还是迷

狂呢？而讨论这一切，对于现今的艺术工作者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弄清艺术的本质有利于确立艺术的价值标准。

艺术是什么？历史上答案万千，而人们还要不停地追寻。从

艺术起源学到艺术本质论，不论艺术是巫术，游戏，表现还是模

仿，都不能准确而全面地定义她。人们试图找到一个艺术的充分

必要条件，然而却都只找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其实艺术并不是一

个单一，凝固的元素。她是一个活的有机整体，包含多维度的配

比。她不是孤立地存在与人类的文明中，而是联系渗透与整个文

化世界中。如果把艺术比作一个人，那么她就有灵魂和肉体。在

艺术的躯体里，有各种不同的器官，它们相互依存，息息相关。

包括知识、技能、习惯、材料、形式等等；而在整个艺术灵魂

中，两种力量是根本的支柱，它们就是感性与理性。

感性与理性的配比决定了艺术的本质，就如灵魂决定了人的

气质。艺术究竟是理性的工具，还是感性的释放？历史上不同的

派别有着不同的解释。在这里，我将结合我绘画实践的体会，作

一个肤浅的小结。

一、艺术不同于科学，她由感性的冲动带领

我们知道科学家的工作是十分客观和严谨的。研究的对象具

有什么特征，必须完全被尊重与记录。虽然历史上许多的科学家

和艺术家一样具有热烈的激情和丰富的想象力，但 终检验其成

果的必然是客观规律，而这规律必然有明显的标准以便判断。

然而纵观人类艺术的发展史，从远古壁画到后现代设计，千

变万化的创意，百花齐放的风格，各种流派以及不同地域间的审

美选择，就像世上成千上万片树叶一样，没有完全相同的面貌。

很难想象，艺术家们是用麻木冷静的纯粹理性判断，来完成千

变万化的艺术作品的。更加不可理喻的是，不同年龄，不同肤色

的艺术欣赏者，在面对万紫千红的创作时，使用的是整齐划一的

明确而客观的标准。中国明清时期著名的画家石涛便说：“法无

定法，法自我立。”他强调的是，艺术创作的真正标准是个人化

的，是依据艺术家自身对世界的理解而融会贯通的。而这种融会

贯通的理解，只有灵魂的感受可以达到。艺术家，是依靠他们由

自然之“受”的感悟而产生的感性冲动引领的。

二、艺术不同于巫术，也不是发疯，她是人类有意识的审美

创造活动

19世纪末，艺术起源于巫术的理论兴起，各种物证将人们带

入了更加遥远莫测的原始状 。但是稍作分析，不难发现，艺术

不同于巫术。巫术是有目的的，功利的。而艺术是无目的的和目

 迷狂与距离
——由理性与感性在艺术中的作用而产生的对艺术价值标准的认识

韩易明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     福建厦门     361005）

经过对中国动画史的研究不难发现，保有中国独特民俗符号的动

画造型才能以其特有的符号特征在中国动画史，甚至世界动画史

上留下深刻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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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是非功利的。虽然巫术中有歌曲和舞蹈，但人们并不把它

们作为审美的对象。因为当时，人们满心想的都是当下如何取悦

神灵。只有当音乐、歌曲、舞蹈没有功利色彩时，人们才能从生

活现实的第一线退出来，有距离地审视它们，发现美。

同样，发疯的人和沉醉迷狂的人都是正在生活，而不是高于

生活。由于他们无法超越生活，所以他们无法欣赏生活。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原身在此山中。”冷静的距离是产生

理性的必要条件。理性让人们更自由与超脱地感悟艺术。“人类

是至高的理性。”而现实中，艺术家似乎并不理智，他们不按照

常理出牌，使得人们将其归入另类的行列。难道他们有从神灵那

里得来的灵感吗？还是他们只是沉醉在自我的世界中？专门依据

直觉判断和表现一切？有人甚至开始研究艺术家和疯子的联系。

事实上，他们的表现都是表象，不能说明他们是不依据理性

生活的人。这是由于他们有着与常人不一样的判断标准。也正是

因为他们所持有的理性的不同，造就了他们不同的个性。

柏拉图的迷狂说，对后世影响很深，特别是克罗齐的表现

说。从神灵给予的迷狂状 ，到根据直觉的自然表现，人们描绘

出了一幅神秘的艺术创作图景。很多艺术家，正是信奉这些理

论，才开始了自己疯狂的艺术创作之路。那么，在柏拉图以前

呢？那时的艺术并没有独立出来，艺术家的地位也不被重视。而

这一切，都是与当时人们对于艺术的理解上的欠缺所决定的。我

曾经建议朋友去看画展，他们总是说：“不去了，反正也看不

懂。”很难想象，一个人在完全不理解一个事物的情况下能接受

它并且认为它是美的。相反，我们对陶渊明退隐的缘由十分理解

的时候，便不会去计较他穿着草鞋在耕种的姿势不美了。“感受

了的我们不能理解它，理解了的我们能都更好地感受它。”

可见，艺术家离不开理论，欣赏者离不开理解。理性是艺术

不可缺少的元素。

三、艺术是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的最高阶段

既然艺术由感性带领，也包含理性的元素，那么感性和理性

是如何共同作用于它的呢？它们谁更重要呢？

席勒在《美育书简》中提出，人的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必

须通过游戏冲动才能有机地协调起来。通过游戏，人们才冲破了

物质和理性的羁绊，实现真正的自由。那么游戏的状 又有哪些

特性呢？艺术又是怎样通过这些特性与游戏联系起来的呢？

游戏虽不注重技巧，但没有娴熟的技巧便不能进入游刃有

余的游戏状 。喜欢打篮球的人都知道，如果连运球都不会，一

到场上就会磕磕碰碰，可能还会被球砸到，你是很难在比赛中感

受到游戏的乐趣的。可见，游戏的心 是一种高姿 。在实践的

初期，我们感受到的是艰难与如履薄冰的谨慎，达不到游戏的效

果。艺术也一样，真正进入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需要多年基本功

的磨练。真正的艺术是磨练的 终阶段。

在假设文中所有的“理性认识”都接近客观真理的前提下，

我尝试将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分成几个阶段，它们是：第一次实

践，产生了初级感性认识，通过分析综合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

认识；接着第二次实践，这次产生了带有理性认识指导的感性认

识（从这一步有了审美的萌芽）；经过思维的提炼，第二次的感

性认识上升为理念；带着理念进行第三次的实践（进入自由的游

戏状 ），这第三次的实践我们把它称为艺术。这里的“艺术”

是广义的，它不仅包括文化产业，也包括一切成功的，完美的生

产实践过程。清明上河图可以艺术，庖丁解牛也可以艺术。

游戏不注重结果，在过程中发现乐趣。但游戏在客观上对我

们的实践和认知起到了促进作用。艺术并没有政治、经济那样功

利，但是艺术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艺术是处于上层建筑的

高层，处于意识形 的部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

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艺术的作用，就是引导整个社会趣味

的方向。由此，我们才知道接下来实践的方向。

综上所述，艺术是人类认识实践活动的 高阶段，它对我们

的精神生活起到了引导的作用。虽然它本身是由感性认识开始，

但整个过程是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纯粹的艺术境界是人们艰

难实践与认识过程的美好结果，它与现实世界密切联系。而它也

客观上促进了现实世界的发展。

基于以上对于艺术的认识，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大的价值框

架。艺术的多样性决定了对它评判标准的模糊化，因此，现实中

艺术似乎没有标准。

记得在大一上美术史论课的时候，我问了老师一个问题：

“艺术是否没有标准呢？”老师的回答是：“好恶无标准，趣味

有高低。”当时，我并不能理解这句话。既然萝卜青菜各有所

爱，那还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呢，只要喜欢就好。直到 近，我

才渐渐地看出，区分艺术作品中的高雅趣味的价值。

什么是高雅艺术？它与低俗艺术的区别在哪里？

艺术活动是人类的有意识的创造活动。虽然艺术是由感性冲

动指引的，但感性中无不渗透着理性的力量。虽然艺术的形式由

感性来判断，但艺术的性质 终是由理性决定的。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体验，有的艺术风流一时，有的艺术千

古垂青。风流一时的抓住了你的感官，千古垂青的抓住了你的心

灵。凡是低俗的艺术，必定仅是以强烈的感官刺激吸引人的。不

论是创作者还是欣赏者，都被一种感官的本能所驱使。这种本能

并不是人类的专有，就像小狗也会被飘香的肉骨头吸引一样，低

俗艺术无法体现人类的优越。而凡是高雅的艺术，无不体现着人

类对真理的追求。在这一点上，人类的所有文明达到了统一，真

善美都必须具有“真”的基础。任何美的形式都是相对的，任何

流行都有衰败的时候。一个有价值的艺术品，之所以历经千年不

朽，是依托了真理不坏的内核。

正是因为艺术有揭示真理，启迪智慧的作用，艺术本身的价

值才不可忽略。她不仅仅是一种茶余饭后的娱乐，不仅仅是贵族

显富的奢侈，不是其他人类文明的附庸。尽管她柔美多姿，她却

从来有自己坚定的立场，完整的性格。因此，她是不可替代的存

在。

“好恶无标准”，指的就是对于具体的形式感，人们由于感

官上的偏好有自己特有的选择。一个时代，相比其他历史时期，

也有自己的喜好标准。“趣味有高低”，指出了一个有理性依托

的喜好能够产生一种风格和情趣。这种选择，相对与一般的好恶

要准确与持久。这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艺术中理性的重要性。

那么，纯粹的理念化艺术是否就一定优于世俗的艺术呢？不

能这么说。

首先，人类的理性都有局限性和片面性。一味地追随片面

理论的艺术也同样先天不足。在空间上，它不能成为所有人的追

求；在时间上，也有落伍的一天。就像我们今天看中世纪的宗教

艺术时，无法升起一种神圣感；看文革时候的进步艺术也没有崇

拜感一样。

其次，艺术是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无法以外在形式冲击

人们感官的艺术，也将排除出艺术的大门。历史上一些文人画，

由于渐渐缺少形式上的吸引，淡出了大众的欣赏视线，成为少数

人的理念追求。这与艺术的初衷相违背。

由此，我们知道，如果把艺术比作一棵大树，理性就是深扎

在地下的根。虽然我们很难从艺术品中直接看出作者的理性，但

它却是孕育艺术的源头。感性是地表婀娜多姿的树干和欣欣向荣

的枝叶，它是艺术之树 好的诠释，代表着艺术的存在。而现实

则是树下深厚的土壤，没有它，就没有艺术生存的依托。而艺术

家，就是种子。

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我们要将自己投身于现实的土壤中，

从中汲取养料。在真理阳光的照耀下，通过感动而萌发生长，建

构自己坚强有力的理论根基，厚积薄发，自信而奔放地展示出健

硕的身姿和繁茂律动的枝叶，为那些正在旅途中进发的人们，带

来一丝希望和慰藉的绿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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