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论艺术制作
＊

冯宪光

（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

【 内容摘要 】

“

思想精深 、 艺术精湛 、 制作精 良 。

”

这在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中提出 了重视艺术制作的新问题。 把制作工艺作为艺术存在的一

种核心要素 ， 发掘艺术具有物质交换社会实践的审美文化性质 ， 这

对于中 国实践美学及其艺术理论确立一个唯物主义基础极为重要。

而对艺术制作的研究 ，
可以在艺术学理论中加强和深化对制作媒介

工具的研究和认识 ， 直接扩展对艺术和艺术史的认识 ， 把艺术品形

式的研究摆在一个突 出 的重要位置。 艺术制作的工具媒介还有传播

功能 ， 是制作功能与传播功能的结合 ， 对于深人研究互联网传播时

代的艺术工艺制作有现实意义。

［ 关键词 ］

艺术制作 ； 实践美学 ； 制作工艺 ； 传播功能

＊ 此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 目
“

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
”

（ 课題编号 ：
１ ５ＺＤＢ０２２ ） 阶段性

成果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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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 指出 ：

“

精品之所以
‘

精
’

， 就在

于其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 。

” ①值得注意的是 ， 这里对艺术品的创作要素有

的提法 ， 提出了艺术品的三个要素 ： 思想 、 艺术和制作 。 对艺术品腦想和艺

术两个要素或方面来界定和分析 ， 是以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常规认识 。 而这里 ， 提出

了还要在思想和艺术之外 ， 关注和重视艺术作品的制作 。 在这个讲话中 ， 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艺术品创作三要素的论断 ， 提出 了中国化马颇 文论关于艺术的新问题和

新思想 。

在这个ｉ井话中 ，
习近平总书记谈及艺术制作并不是词语的偶然触及 ，

而确实

是把艺术品的制作作为艺术创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来加 以论述 。 比如 ， 在谈

到文艺创新时说 ：

“

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 、 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

新 ， 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 ， 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 要把创新精神贯

穿文艺生产全过程 ， 增强文艺原创能力 。

” ② 这里讲的文艺创作
“

是各种艺术要素

和技术要素的集成＇其中的
“

技术要素
”

就是艺术品制作的工艺技术 。 在谈及当

前艺术形态 、 类型的新格局时指出 ：

“

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 ， 催生

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 ， 也带来了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 。 由于文字数码化 、

书籍图像化 、 阅读网络化等发展 ， 文艺乃至生活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 。

”

？ 现在 ，

“

改变了文艺形态 ， 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
”

的不是思想或艺术要素 ，
而是以

数字技术为代表的艺术制作工艺这一要素 。

制作作为艺术创作和艺术品的要素以及
“

制作精 良
”

艺术精品 的要求肯定需

要当前中 国 的文艺创作认真贯彻落实 。 而这一论断对美学和艺术学理论的建构而

言也具有重要意义 。 我们可 以认识到 ， 艺术生产作为重要的审美实践 ， 把制作工

艺作为艺术存在的一种核心要素 ， 认识艺术是物质交换社会实践的审美文化性质 ，

对于中 国实践美学及其艺术理论确立一个唯物主义基础极为重要 。

①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２０ １ ５ 年 ， 第 １ ０ 页 。

② 同上书 ， 第 １ １ 页 。

③ 同上书 ， 第 １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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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 肯定制作是艺术创作和艺术品的要素 ， 进一步揭示了艺术品的存在是内在

审美意识物态化的实体存在的事实 。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对艺术存在的深刻认识 ， 对于

深化实践美学的唯物主义基础的认识 ， 澄清和消除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存在的一

些人极力坚持的
“

实践美学是唯心主义美学
”

的错误观点 ， 具有理论建设意义 。

在改革开放以后 ， 在中国 ， 人类学本体论哲学或主体性实践哲学的美学 ， 以马

克思关于人类在劳动 ， 特别是劳动工具的使用和制作中存在和发展的思想 ， 揭示了

人化 自然的外在工艺物质世界与内在文化心理结构积淀的双重化人类和社会存在的

图景 ， 是一个重要美学理论 。 但是他的实践美学在艺术理论的论说方面 ，
主要局限

于对文化心理结构积淀的探讨 ， 缺失了艺术实践活动除了必需的文化心理结构驱动

和运动之外 ， 还需要艺术工艺制作的工具性劳动的物质性要素的理论认识。 这成为

一些人把实践美学视为唯心主义理论的一种理由 。 把制作作为艺术要素 ， 则为中国

的实践美学完善其唯物主义基础提供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路 。

制作并不是艺术这一特殊职业分工所独有的实践活动 ， 它是人类社会化劳动

主体的组成部分 。 艺术制作与其他物质生产劳动一样 ， 都是世界三大存在体系的

物质交换活动 。 现在一些实践美学和实践艺术理论 ， 往往把艺术实践活动局限于

审美和艺术活动人的主体性的创造性的实现 ， 而忽视了艺术实践活动不是单纯的

人的活动 ， 包括艺术的在内的人类劳动实践实质上都是三大存在体系的物质交换

活动 。 卢卡奇在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 中突 出地论述了人的实践活动与 自然

界的关联 。 这一观点是对他早年 《历史与阶级意识 》 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仅

仅是社会理论 、 社会哲学的一些误解的纠正 。 世界有三大存在领域 ， 即无机 自然

界 、 有机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 。 世界本体是物质的 ， 不以人的意识和意志而客

观地存在 。 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看法。 在人类存在以前 ， 人类赖以生存的以地球

为中心的物质世界早已存在 。 人类正是因为以这种物质空间和基础为依托 ， 才开

创了属于 自 己的历史 。 人类出现以前 ，
以地球为中心的这个我们称为世界的地方 ，

只有 自然界的存在 ， 即无机 自然 （ 无生物生命 自然 ） 和有机 自然 （ 有生物生命 自

然 ： 植物 、 动物 ） 。 而人后来也成为有机 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 ， 从 目前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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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来看 ，
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之处在于人类社会成了在世界上与无机 自 然和有

机 自然可以并列的第三种本体论存在。 这三大存在始终具有关联和差别 。 人归根

结底不能扬弃其生物学的存在形式的基础 ， 人始终是有机 自然界的组成部分 ， 而

这一生物学存在形式则始终又无法扬弃与无机 自然界共生的前提 。 无机 自然 、 有

机 自然是人的社会存在无法扬弃的前提和基础 。

“

因此 ，
三大存在类型的共生 （ 包

括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基本差别 ） ， 乃是各种社会存在的基础 ， 假使不承认这种

多样化的基础乃是基本事实 ， 那么人就不可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展对于世界的认

识 ， 也不可能认识 自我 。 这种存在的形势也是人的各种实践的基础 ， 所以它必然

也是人赖以进行各种思维的一＾不可排除的出发点 。

” ① 显然 ， 人的各种实践肯定应

该包括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 。 国外马克思主义一些流派在讨论实践哲学 、 实践美

学时 ， 少有论及审美实践 、 艺术实践与三大存在体系的基本关联。 影响所及 ， 国

内实践美学论者也不太注意这个问题 ， 以至于在国内关于实践美学的争论中 ， 有

人一再提出实践美学没有从唯物主义的物质第一性、 精神第二性的论断出发 ， 因

而是唯心主义美学观的看法。 笔者不赞成因为实践美学没有从物质第一性 、 精神

第二性的传统唯物主义观点立论就应当进行否定的批评意见 。 物质第一性、 精神

第二性是包括旧唯物主义在内 的所有唯物主义看问题的 出发点 ， 也是归宿点 ， 而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物质第一性 、 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前提 ， 但是对旧唯物主

义理论基础进行了实践论的改造 ， 使物质变精神 、 精神变物质 （ 自然人化 、 人化

自然 ） 的实践观点成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核心 ， 成为出发点和归宿点 。 而在

对实践的理论探索中 ， 卢卡奇根据马克思有关论述提出实践是三大存在体系的物

质交换活动的观点 ， 就阐释了马克思实践观点的唯物主义性质 。 现在所讨论的艺

术制作问题 ， 恰好是关乎艺术实践的物质性的现实问题 ， 我觉得可以在艺术制作

问題上深化对实践美学的唯物主义的理解 。 这里的理论前提是要在阐释实践这个

基本概念时 ， 必须具有人类实践活动是世界三大存在系统物质交换的含义。

① Ｇ ． 卢卡奇著 ， 本泽勒编 ：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 上卷 ， 白锡堃 、 张西平 、 张秋零等译 ， 重庆 ： 重庆出

版社 ，
１ ９９３ 年 ， 第 ３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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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 ，
三大存在类型在康德 、 黑格尔的哲学中都有涉及 。 康德从认识、论上理

解了无机 自然与有机 自然的 区别 ， 从伦理学提出人与包括其他动物在内的 自然界

的区别 ：

“

自然的历史从善开始 ， 因为它是上帝的作品 ； 自 由 的历史从恶开始 ， 因

为它是人的作品 。

”
？ 上帝创造的 自然和人在实践中追寻和创造的 自 由是分裂的 。 他

的
“

人是 目 的
”

的至上设定 ， 是排斥三大存在系统客观物质性存在的先验理性。

黑格尔从客观唯心论出发 ， 演化了无机 自然到有机 自然再到人类精神 （ 人类社会

颠倒的幻像 ） 的历史图像 ， 但是他一直在唯心主义的抽象化、 逻辑化 、 观念化的

轨道 中证明 ， 三大存在类型始终是绝对精神 自身演变的化身 。 康德与黑格尔关于

人的实践的理论是唯心主义理论 。 而马克思主义可以而且已经建立了新唯物主义 ②

①康德 ．

？

《人类历史揣测的开端 》 ， 李秋零主编 ：＜康德著作全集 》 第 ８ 卷 ，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０

年 ， 第 １ １ ８ 页 。

② 新唯物主义 ： 本文使用
“

新唯物主义
”

这一概念 ， 是为了描述马克思的创新性的唯物主义性质 。 物质第一

性 ， 精神第二性是西方从古希腊以来一切唯物主义哲学的观点 ， 是与唯心主义哲学区别的标志 。 按照恩格

斯在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 中的说法 ， 物质与精神 ， 谁为第一性的问題 ， 只是在讨论世界的本

体起源时才有效。 离开了这个语境 ， 这个问题是无意义的 。 这就是说 ，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不能等同于费

尔巴哈等其他唯物主义者的思想 。 为此 ， 他在发表 《终结 》 时 ， 专门把 １ ８４５ 年马克思的 《关于费尔巴哈的

提纲 》 作为附录发表 。 恩格斯认为 ， （提钢 》 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４文献。 而第二国际 、 普

列汉诺夫和斯大林 ， 不听从恩格斯的遗训 ， 始终把物质与精神谁为第一性的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

根本观点 ， 把辩证法和物质与精神关系问题剥离开来 ， 误读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思想 。 事实上 ， 马克思以

前的唯物主义都把物质第一性、 精神第二性作为理论结构的核心 ， 既是出发点 ， 又是归宿点 。 如果我们只坚

持这个观点 ， 把这个观点作为马克思思想的底线 ， 仍然还是停留在旧唯物主义立场上 。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

仅坚持了物质第一性 、 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窗鹿 ， 而且在人类亲历的社会生活中去考察物质与精神这些抽

象的哲学概念 ， 辩证地理解物质与精神的关系 ， 批判了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不从主体去理解客观物质对象

的哲学错误 ， 创新了以兼具精神与物质特性的人类与无杭 自然 、 有机 自然的物质世界进行物质交换 、 新陈代

谢 、 动态平衡的实践一生产哲学思想 ， 这就是新唯物主义 。 新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命名 ， 马克思说 ：

“

旧唯

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 ， 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

”

新唯物主义是社会存在本

体论的实践唯物主义 ， 因为这种新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用辩证法去解析物质与精神关系的结果 ， 所以称为辩证

唯物主义也是正确的 。 而历史就是物质与精神辩证联结的人类社会活动过程 Ｄ 在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中 ， 辩

证 、 唯物 、 实践和历史这四大核心观念是结为一体的 。 把马克思主义总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也是正确的 〇 但是不能简单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割成为各 自独立的两个部

分 。 经中共中央批准 ，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成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点著作译文审核和修订

课題组 ， 由 中央编译局组织实施 。 课题组 ２００９ 年出版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十卷本 ， 在第一卷说明中指出 ：

“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新世界观的过程中 ，

一方面坚决批判唯心主义 ，

一方面 自觉地同旧唯物主义划清界

限 。

”

目前的问题是 ，

一些反对与主张实践哲学 、 美学观点的学者不一定都明白这个道理 。 这是笔者个人的

看法 ， 可能不对 ， 敬请读＾ＩＥ 。 （ 所引引文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１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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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理论。 因为只有马克思在 《 １ 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 中才开始揭示了三大

存在类型之间的正确关系 。 马克思指出 ：

“

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

才是存在的 ； 因为只有在社会中 ， 自 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 ， 才是

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 ， 只有在社会中 ， 自然界才是人 自 己的合乎人

性的存在的基础 ， 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 。 只有在社会中 ， 人的 自然的存在对

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 ， 并且 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 因此 ， 社会是

人同 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
是 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 是人的实现了 的 自然

主义和 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 ①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新唯物主义思想有一

个重要思路 ， 就是只有充分认识人的主体的社会性 ， 才能认识人的主体具有的客

观 自然物质属性和 自然本体的纯粹客观物质属性 。 马克思 １ ８４５ 年 《关于费尔巴哈

的提纲 》 对此有更为明晰的说明 ：

“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 （ 包括费尔 巴哈的唯物

主义 ） 的主要缺点是 ： 对对象 、 现实 、 感性 ， 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

解 ， 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 ， 当做实践去理解 ， 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

解 。 因此 ， 和唯物主义相反 ， 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 ， 当然 ， 唯

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 、 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

”

？ 新唯物主义要求在社会中实际存在

的人 ， 在面对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时 ，
不能把客观物质对象当做一种与人无关的纯

粹客体来对待 ， 应该从主体方面 ， 即感性的人的实践活动方面去理解 。 恩格斯认

为 ， 《提纲 》 的这一论述是包含着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 列宁

在 《哲学笔记 》 中有一个论断 ：

“

在 《资本论 》 中 ， 唯物主义的逻辑 、 辩证法和认

识论 （ 不必要三个词 ： 它们是同一个东西 ） 都应用于一门科学 ， 这种唯物主义从

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 ③ 而且这并不

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能够理解 ，

“

辩证法也就是 （黑格尔和 ）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论 ， 正是问题的这一
‘

方面
’

（ 这不是问题的一个
‘

方面
’

， 而是问题的实质 ） 普列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１ 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１ ８７ 页 。

② 同上书 ， 第 ４９９ 页 。

③ 《列宁专题文集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１ 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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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夫没有注意到 ， 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
” ①

。 辩证唯物找的逻

辑基础和逻辑起点不是
“

物质第一性、 精神第二性
”

的物质本体论 ， 而是
“

辩证

唯物
”

的实践本体论 。 也许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有分歧和差异一直存在于马克思主

义发展的过程之中 。

正是人类的实践活动使有机 自然界和无机 自然界成为人类的社会存在不可分

离的基础 ，

“

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
”

，

“

才是人 自 己 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 ， 才

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
”

， 是因为人类及其社会的产生和发展都来 自人以使用和制

造工具为主要实践的劳动 。 从劳动的意义来说 ， 人与动物都劳动 ， 但人与动物的

区别是他必须而且能够使用 、 制造工具 ， 形成超越动物界的全面的实践活动。 这

当然出 自人类不断开发和发展的卓越的心智创造能力 ， 但是如果单纯地把人类所

开创的改造 自然的伟业 ， 全部归因于人类主观心理能力的超凡卓越则是片面和唯

心的 。 人类经历了千万年的劳动实践 ， 才从对 自然界的学习 ， 积累无数经验 ， 开

创为系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 那些使用和制造过的工具 ， 无不是取之于 自然

界的质料 ， 利用人 自身作为生物体的身体能力所进行的创造性劳动的产品 。 工具

及其工具生产的各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制品 ， 都是凝结着人类心灵奇情巧智

的 自然界材料的改造性 、 创造性产品 。 这是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认识。 劳

动实践是人与无机 自然界和有机 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和场域 ， 人们的劳动

工具和产品都取之于 自然界 ， 人从事劳动必须的感官 、 脑力与体力都是人作为有

机 自然的生物体的功能 。 因此 ， 无论是物质生产劳动实践还是精神生产劳动实践 ，

都是三大存在系统的物质交换 。

比如 ， 人类文化最重要的形式是语言 。 文学的制作工具就是语言 。 语言的出

现是世界三大存在物质交换的结果。 三大存在类型共生 、 共效提供了语言产生的条

件 ， 这些条件就是在无机 自然中有风等空气流动的条件 ， 可以把声音传送出去。 人

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体 ， 人的感官是有机 自然的组成部分 ， 发声器官和听觉器官

① 《列宁专題文集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１ ５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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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有机 自然的器官 。 有机 自然中其他动物的嘶吼可以使人领悟到人也可以用嗓音

引起他人的注意 ， 再加上人的手势等肢体动作可以指示外物 ， 形成指意符号 。 于是

在语言交流这一实践的 目的性活动的漫长过程中 ， 就产生了语言这一类的劳动 、 曰

常生活和艺术的基本手段 、 媒介 、 工具 。 以此类推 ， 音乐演奏的乐器、 舞台演出和

影视拍摄的设施等 ， 这些艺术制作工具的产生和使用都是三大存在体系物质交换的

结果。 现在中国大学有一门
“

慕课
”

， 是华中师范大学教师赵洪啸开设的 《生活中

的 自制乐器与演奏 》 ， 他的观念是
“

天地万物皆乐器
”

， 在课堂教学中演示用树叶制

成叶哨 ， 吸管制成笛子和排箫等 。 在 自然界空气流动的条件下 ， 通过对这些物质实

体或平面或中空的形态结构和人的呼吸强弱气息与嘴唇 、 喉管 、
口腔共振的发声条

件的实际联系的探索 ， 他制作了一些简易而实用的美妙乐器。 这是一个说明艺术是

物质交换社会实践的审美文化的很好实例 。 从根本原理上说 ，

一切乐器的制作都是

审美实践在无机 自然 、 有机 自然和社会存在三大存在体系中的 自 由运动 。 把实践作

为三大存在实践物质交换活动 ， 实麟学为什么没有唯物主义的基础呢？

第二 ， 对艺术制作的研究 ， 可以在艺术学理论中加强和深化对制作媒介工具

的艺术工艺学的研究和认识 ， 直接扩展对艺术和艺术史的认识 ， 把艺术品形式的

研究摆在一个突出的重要位置 。

马克思在他亲 自主持出版的 《资本论 》 第一卷中指出 ：

“

达尔文注意到 自然工

艺史 ， 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 。 社

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 ， 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 ， 难道不

值得同样注意吗 ？ 而且 ， 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 ？ 因为 ， 如维科所说

的那样 ， 人类史同 自然史的区别在于 ， 人类史是我们 自 己创造的 ， 而 自然史不是

我们 自 己创造的 。 工艺学揭示出人对 自然的能动关系 ， 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 ，

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 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 。

” “

这种方法是唯

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 ， 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

” ①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非

①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５ 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４２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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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重要的 。 请注意 ， 马克思这里说的
“

唯一的唯物主义方法
”

就是研究人类使用 、

制造工具的劳动实践过程的方法 ， 而从这一工艺史研究方法可 以揭示
“

人的社会

生活关系和 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
”

。 从这一经典论述 ， 我们必然也

可以引 申 出来 ， 我们的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的研究 ， 不仅只是去研究作品的思想和

艺术 ， 而且应该进一步去研究作品的制作 ， 制作时的工艺 ， 制作工艺的发展史 ，

这样做 ， 难道不可以按照这种
“

唯一的唯物主义方法
”

去深刻地揭示 出艺术与社

会生活的关系和 由此产生的艺术观念吗 ？ 由此 ， 我们也可以领悟到习近平提出 的

艺术精品应该
“

制作精 良
”

的理论意义。

郑板桥把 自 己画竹的创作过程分为
“

眼中之竹
”

、

“

胸中之竹
”

和
“

手中之竹
”

三个步骤 ， 清晰地概括了艺术创作过程的三个环节 ： 首先是艺术创作冲动的萌生 ，

其次是作品创作的心理构思 ， 最后是将艺术家的心理构想 （ 包括生活体验、 思想

蕴涵 、 艺术风格等的形式表达和结构组织等等 ） 用艺术工具媒介方式完美地制作

出来 。 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制作 。 过去的一般艺术学理论都注重于对前两个环节的

研究 ， 即创作心理学研究 ， 而对制作工艺学的研究并不多 。

艺术的制作和人类其他实践活动一样 ， 主要是使用和制造工具 ， 创作出艺术

品 。 艺术制作的工具 ， 在艺术学上 ， 往往称之为艺术媒介 。 从今天的理解来看 ，

艺术工具媒介有两个不同的意义 ，

一个是使艺术品存在形成物态化方式的工具媒

介 ， 就是亚里士多德 《诗学 》 所说 ， 艺术的分类在于摹仿的媒介不同 ，
比如画家 、

雕塑家
“

用颜色和姿态来制造形象
”

， 吟游诗人、 朗诵诗人 、 歌唱家
“

则用声音来

摹仿
”

， 史诗
“

则只用语言来摹仿
”

等 。

？ 现代艺术在制作媒介上有更为完整和精

细的分化 ， 制作工具十分丰富而明晰 。 而艺术制作工具的使用和制造则是一个 比

较漫长的过程 ， 对它如果从史学角度研究 ， 则可以看出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

某种工具与当时由人们的审美表达所驱使的能动性 ， 以及这种工具使用所引领的

审美风格和潮流 。

① 亚里士多德 ： 《诗学 ＞ ， 贺拉斯 ： 《诗艺 》 ， 罗念生等译 ，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１ ９ ８２ 年 ， 第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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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艺术中书法和中 国画使用的主要工具是毛笔。 毛笔可为人手持的主

干是竹筒 ， 下端是用羊毛或狼毛制作的后粗前尖的毛刷 ， 与竹筒粘结成笔。 相传

公元前 ２２３ 年 ， 秦国大将蒙恬为了迅速汇报军情制作毛笔在帛上书写 。 而 １ ９５４ 年

６ 月 ， 在长沙左加公山战国古墓的竹筐内发现了毛笔 ， 笔毛是用上好的兔箭毛作

的 ， 这是至今为止发现时代较早也最完整的一支毛笔 ， 比蒙恬用毛笔时间要早。 许

多史实已无详考 ， 但是在战国时期前后中 国人较为普遍地使用毛笔在如帛等轻薄

的载体上书写文字则是事实 。 也许对书写的普遍需求 ， 在供给侧催生了相对绢布

廉价和便捷的纸张的发明 。 在社会出现了专事精神生产的文人之后 ， 在文人长期

书写汉字过程中 ， 为了把字写得好看 ， 产生了书法之美的意识。 中国绘画当然不是

产生于书法 ， 但是中 国画后来形成独特的制作方式和美学格调则与书法相关 。 所

谓在中 国画论中流行的
“

书画同源
”

论不是起源的同源 ， 是文化和美学风格的同

源 。 徐复观在 《 中国艺术精神 》 中从起源角度否定
“

书画同源
”

论就错了 。 事实上

一些文人在使用毛笔书写实用性文稿同时 ， 也用来书写具有文学意义的诗歌、 散

文 ， 也追求书写的美 ， 其中又有一些人涉足绘事 ， 用毛笔在绪布或纸张上绘画 。 大

家知道 ，

“

笔墨
”

是中国画的根本性美学概念 ， 笔墨交会的游戏可以表达世界的多

重面貌和人的无限情思。 诗歌之美 、 书法之美与绘画之美的同步协调 ， 这是中国画

在使用毛笔这个特定工具中形成以
“

笔墨
”

为核心的绘画技法和美学韵味的工艺史

根源 〇

西方和 中东阿拉伯世界与 中 国 的书写工具迥然不 同 ， 书写载体羊皮纸是

羊 （ 或其他动物 ） 的皮 ，
工匠把从动物身上剥下的整皮绑在木框架上 ， 用力拉

伸 ，
尽量减少厚度 ， 并用刀加工削薄 ， 烘制成片状物的羊皮纸 。 它与 中 国将植

物碎化、 捣浆成为纤维交缠凝结成的我们熟知 的纸张在质地上有根本差异 。 羊

皮纸质地较为坚硬 ， 因此其书写工具开始是可蘸墨水的苇管笔 ， 后来普遍改用

手工切割的鹅毛笔 。 鹅毛笔的书写也能 以其细腻的笔触 ， 把拼音文字写得漂

亮 。 但与 中 国的软笔书法不 同 的是它形成硬笔书法 ， 而且西方也从来没有把书

写文字之美作为一门艺术 。 当然 ， 从 １ ３ 世纪以后纸张的制造与使用在西方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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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 ， 但 １ ３ 世纪 以前西方绘画普遍在羊皮纸上制作 。 今天收藏于都柏林大学

圣三一学院博物馆的公元 ８００ 年前后的 《凯尔经 》 约翰福音书的封面是画在羊

皮纸上的 ， 羊皮纸有独特的对颜料的附着力 ， 现在也可以看到千多年前的羊皮

纸绘画上颜料所保持着的美轮美奂的鲜明色彩 。 其影响直接导致了西方的绘画

工具或有使用硬笔的流韵 ， 如铅笔采用硬质铅芯 ， 油画笔采用硬毛猪鬃 ， 有 圆

形 、 扁平和扇形之笔和刷子等 。 中 国 画和西洋画画风不同 ， 这个差异一部分就

是来 自制作 的工具。 中 国纸张 ， 特别是专事绘画 的宣纸墨水浸润性强 ， 毛笔的

柔软可致用笔灵动 ， 而西洋画使用的羊皮纸以及后来的画板和框定的画布 、 画

纸 ， 其功用在于不使墨水和颜料随意扩界浸染 ， 保持色彩的稳定。 由此二者的差

异在绘画技法的线 、 块 、 色 、 形的表现上 ， 中 国画 以线为主 ， 以线条的勾勒去烘

托、 渲染块和色 。 而西洋画则 以块面和色彩的表现为主 。 在中 国画里 ， 画中的黑

色是与 白纸相映衬的唯一颜色 ， 在黑 白世界中 ， 以黑色勾勒出 的竹子 ， 也可 以

令人想象到竹子的青葱翠绿 ， 而在线条勾勒 出物象之后 的专门作色称为
“

绘
”

；

而西洋画在线 、 块 、 色 、 形 中 ，

“

色彩决定形式
”

，

“

形式是直接用色彩表现 出

来的
”

。
？

在艺术研究中 ， 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 ， 在研究方式上应该提倡从艺

术品制作的工具 、 技法所形塑的艺术形式人手 ， 切实地研究具体作品在制作上的

特色 。 这就需要艺术评论和研究要从艺术形式入手 ， 从艺术品的物质性与精神性

结合统一的完整实体中去探究他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 因为艺术品的精深思想和精

湛艺术特色是用工具媒介制作出来的 ， 这种制作的产品并不直接言说他的思想和

艺术内涵 。 这是有意味的形式 ， 所有精深思想和精湛艺术的内蕴都存在于制作的

形式之中 ，
工艺媒介制作出来的作品形式是呈现该作品特定精神内涵的唯一途径 。

形式在艺术生产 、 艺术接受 、 艺术评论和研究中都应该 占有一个重要位置。 现在

一些艺术评论仅仅抓住作品的某一些似乎是较为明显表述思想意识的言辞或表征 ，

① 赫伯特 ？ 里德 ： 《艺术的真缔 ＞ ， 王柯平译 ，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４ 年 ， 第 ３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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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对作品下定论的做法实不可取 。 弄懂形式 ， 才能以此为路径弄懂艺术作品 。 这

个问题很重要 ， 本文在此不能详述 。

第三 ， 近年来许多文化研究者指出文学和艺术的传播方式在现时代已从 口头

语传播 、 文字书写印刷传播 ， 发展到数字化传播的阶段。 艺术品的传播问题越来

越引起关注和重视 。 这是因为现代数字化传播的快速 、 方便 、 能量巨大令人震

惊 ， 不能不引起注意 。 正如马克思所说 ， 人体解剖为猴体解剖提供了钥匙 。 分

析较高级社会形态的结构可 以提供认识较低级的社会形态本质的钥匙。 今天我

们对数字化传播时代艺术生产制作工具的认识 ， 可以成为研究艺术发展的一个

重要线索 。 卢卡奇指出 ，

“

任何一种存在在其同时存在的变化中都具有一种客观

连续性 ， 它是该存在的 自在存在的本质标志之一
”

？
。 我们可以推知 ， 艺术制作

的工具媒介还有另一个意义 ， 就是它在制作艺术品 的 同时也具备将其展示 、 传

播的一定功能 。 或者说制作工具本身就有传播功能 ， 是制作功能与传播功能的

结合。

比如人类最早的 口头文学 ， 在创作 出来时往往就同时发表出来 、 传播出去 。

首创的 口 头文学作品被他人接受之后 ， 如果他人能够完整记忆 ， 可以再次口头传

诵 ， 进行广泛的再传播 。 最早的文字制作的诗歌、 散文是手书的 ， 手书作品写完

之后也具有即时性的展示和传播功能 。 他人对原作者手书作品的抄写也是再传播 。

这两个阶段的传播 ， 都是原创作者在制作出来艺术品后即刻进行展示性传播 ， 再

传播则是他者对原创作者工具制作方式和方式的模仿性再制作 。 总之 ， 创作的制

作与传播的制作是一体的 。 而从印刷媒介流行开始 ， 作家在纸上书写的作品其传

播作用极其有限 ， 它必须仰赖于书稿付印之后的流传 。 手稿无法流行 ， 只有用印

制工艺完成书籍印刷才能流行。 这里 ， 独立传播工具的介人开始出现艺术品制作

与传播的断裂 ， 而这种断裂是有限的断裂 ， 他只是在作家艺术家手中的断裂 ， 书

① Ｇ ． 卢卡奇著 ， 本泽勒编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 下卷 ，
白锡堃 、 张西平 、 张秋零等译 ， 重庆 ： 重庆出

版社 ，
１ ９９３ 年 ， 第 ５ １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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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 出版社的出现弥合了这种断裂 ， 成为艺术制作与传播的中介 。 大家知道 ， 印

刷术的发明和推广对文学发展 ， 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兴起和发展居功至伟 。 没有印

刷传播 ， 我们就没有 １ ９ 世纪 、 ２０世纪伟大长篇小说的辉煌 。 特别是 ， 在工具技

术基础上形成的独立传播机制 ， 倒逼艺术制作融人社会公共空间 ， 形成社会性更

为广泛的
“

艺术圈＇在作家艺术家 、 印制厂 、 出版商 、 读者、 评论家组成的艺术

圈的互相冲突与融合的状况下 ， 可以较好地保持文学艺术的社会认同的美学水准 。

现在又进人了数字化传播的新时代 ， 互联网 的 出现当然并不彻底否定和消除书籍

印刷文本的流行 ， 但是它给予了文学艺术制作和传播一体结合的又一次新的机遇。

特别是 自媒体的 出现和流行 ， 作家艺术家制作的作品可 以第一时间在 自媒体上发

表。 这里好像也在形式和程序上有一个制作和传播分裂的距离 。 但是在互联网发

表的传播因素必定会在艺术制作要素和过程中得到体现。 比如 ， 现在在互联网上

发表的小说 ， 在长度上远远超越印刷传播独大时期 ， 长达数千万言的小说在互联

网上屡见不鲜 。 超长文本的 出现在文学史上是一个新事物 ，
也带来了新问题 。 不

是没有好的作品 ， 但大量作品的描写语言 、 描写段落多次重复 ， 令读者哭笑不得 。

通俗之中不免庸俗 ， 作品文学性追求了无踪影 ， 文学垃圾不少。 这种局面使得艺

术制作的成本比任何时期都低 ， 它一方面解放了文艺生产的一些束缚 ， 使得人人

都可以成为作家艺术家 ， 但另一方面又使互联网文学艺术成为品位不高的作品的

流行之地 。 互联网文艺 目前还没有融入现实社会的
“

艺术圈
”

， 或者说现实社会

存在的
“

艺术圈
”

还没有来得及做好接纳互联网文艺的准备 ， 存在这些问题是必

然的 。

人类的媒介 由身体的 口头传播 ， 发展到文字的书写传播和文字的印刷传播 ，

再到今天的电子技术的多媒体传播 ， 这是一个人类以经济发展为动力的社会整体

发展的阶段性的结果 。 要认识到 ， 这是一个历史前行的不可逆转的进程。 几种在

历史 当 中存在的主要传播方式在 目前和以后的 日 常生活中依然可以保留和运用 。

但是 ， 在每一个经济条件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 ， 只有一种媒介方式可以成为主流

传播方式 。 正如在印刷传播盛行之时 ， 人们 已经不可能再使 口头传播成为主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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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 在今天 ， 主流传播方式就是电子技术的多媒体传播 。 媒介的每一存在形式都

是从世界历史的 、 作为历史的世界的伟大的不可逆转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 。 因此 ，

在互联网上 ， 特别要提倡艺术品
“

制作精良
”

。

作者简介 ： 冯宪光 ，
１ ９４５ 年 １ ２ 月 出生于重庆市 ，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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