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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审美文化》是一本原杭州大学全校性公共选修课的讲义。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国家领导人李岚清曾多次在我省的高校校长会议上谈到学习传统文化的必要，
于是我就在学校领导，特别是在原杭州大学董如宾副校长的积极鼓励下，大胆地开出了中国传统审美
文化课，对传统审美文化作了些初步的探索工作，谈不上有什么成熟的成果，今天出版《中国传统审
美文化》，旨在抛砖引玉耳。
　　《中国传统审美文化》最后一章，即“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与世界遗产”的初稿，是由浙江工商大
学的青年讲师侯富儒老师撰写的。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的“世界遗产”，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创意结晶，是为世界各国所公认的
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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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太极审美文化审美文化既是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化，其产生当在人类的审美意识的产生之后，没
有审美意识怎能创造审美文化？
那么，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我们远祖的审美意识萌芽于何时，创造了怎样的审美文化？
让我们作些初步的研究吧！
第一节 中国原始社会的一般概况一、鸿蒙初开，人猿揖别我们的远祖是何时开始其人世生活的？
也就是古老中国的原始社会何时开始？
据一般推算，中国的旧石器时代大约从60万年前到1万年前，而新石器时代则从大约1万年前到4000年
前。
最新的考古资料表明，考古学家又在我国云南省的元谋地区发现了距今400万年的蝴蝶人。
这样人类社会又大大地向前推进了，如果这一重大考古发现是确证的话。
旧石器时代分早、中、晚三期。
早期为蓝田猿人及北京猿人时期，北京猿人是由猿到人的中间阶段。
中期以丁村人及其文化为代表；晚期则以河套人文化和山顶洞人文化为代表。
我国学术界对远古原始期的研究，起步较晚，真正科学的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以后，受摩
尔根的《古代社会》的启发才开始的。
目前的状况是，材料缺乏。
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其早期文化因无实物验证，基本上还是空白点。
其中期如按地域来划分的话，黄河上游主要是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黄河中游即中原地区主要是仰
韶文化；黄河下游主要是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是屈家岭文化；长江下游是青莲岗文化。
此外，内蒙、新疆一带称为北方草原，统称为细石器文化（包括晚期）。
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从黄河上游来看，主要是半山马厂文化和齐家文化，中下游都为龙山文化。
长江中下游则分别为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
此外，还有云南的元谋，四川的巴蜀一带，及东北的辽宁等地，前几年都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特
别是石雕的女性头像的发现，是近年来原始社会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
地下发掘物，一般统称之为文物，是研究古代文化的珍贵材料。
根据上述各地的文物材料至少说明了如下两个大问题：（一）社会文明是以生产工具为标志的，社会
的划分也往往以生产工具为主要证物从生产工具来看，原始社会主要以石器为工具。
在整个漫长的原始社会阶段，生产工具也在缓慢地发生变化：由天然石器变为打制石器，再变为反复
加工的石器，与此同时也产生了青铜器。
如1975年在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类型遗址第42号探方第三层中出土的，距今约有五千年，是目前我国
发现的最早的一件青铜器。
以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故称为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间只有一个大致区别的界限，即前者以天然石器为主，后者以反复加工的
石器为主。
随着生产工具的变革，导致了社会的变化，在社会变化的基础上，又带来了婚姻制和分配制的变化。
由于婚姻制的变化，导致了由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变迁；由于分配制的变化，突破了原始公社的平
均主义，也就开始了向奴隶制的过渡。
（二）关于“原始人道主义”问题现有某些美学家鼓吹“原始人道主义”，把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生
活说得很美，其实，这是一种想当然，至少是证据不足的。
很早以前，历史学家就认为，在漫长的原始社会，由于宽松的自然环境，原始人之间不会有战争行为
。
然而，1995年在澳大利亚发现一幅一万多年前的岩画中，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都看到了一场组织有序
、规模空前的战争图案。
可见人类之冲突，乃是人的本质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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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很低，原始人共同狩猎、采集野果，果腹之外，所剩无几，实现分配的平均
制，不过是没有掠夺的对象而已，并不是什么“人道主义”。
原始社会是否有政治民主？
尧舜禹的禅让，不过是传说而已，实际上是奴隶制时代的思想家的幻想。
“给”，是以“有余”为前提的；“爱”，也须以“自我牺牲”为基础。
否则，只是空话而已。
在原始社会，“有余”不可能，“自我牺牲”也不会达到自觉的高度。
所谓“人道主义”，只能是子虚乌有。
人道主义，或人道精神，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只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我们在下面再谈。
二、中国原始社会审美意识的起源审美意识是人类的特殊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审美对象在人们头脑中
创造性的反映，一般称之为美感。
关于审美意识的起源问题，我国学界通行的观点是所谓“同步”说，即认为审美意识的起源同艺术的
起源是同步的、一致的。
关于艺术的起源，在西方有所谓模仿说、劳动说、情感说、巫术说、符号说等等，在中国美学史上也
有类似的观点。
现学界有人主张艺术起源的“多元说”，认为艺术的起源有不同的情况，它往往是由许多因素交错而
成的，而单一的起源论难于全面地说明问题。
下面我想就中国原始社会审美意识的起源问题，谈些不同的看法。
（一）审美意识起源于原始人的生产劳动意识是存在的反映。
没有社会存在，也就不可能有社会意识。
审美意识既是对客观的对象的美的反映，它的起源也就与客观的美的对象分不开。
那么，什么东西是人类最早的审美对象呢？
人类最早的审美对象是对维持人类生存最有意义的生产工具，原始人在劳动（采集或狩猎）过程中，
为了收到有效的成果，他们须不断地加工和完善石器工具。
对某一能在劳动中获得有效成果的工具，制作者自然会感到得意和喜悦。
因为这一工具肯定了制作者的智慧和能力。
美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艺术是审美意识客观化的典型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
马克思说，“人是按美的规律来建筑物的”。
而人猿揖别的主要标志，就是人能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
所以，作为人的标志的生产工具，乃是人按美的规律来建造的第一个产品。
审美意识与艺术有密切的联系，但它们的起源并非同步。
应该说艺术的产生，乃是审美意识成熟的标志。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其光辉的著作《没有地址的信》里，曾反复论证“劳动先于艺术”，
这是个客观的真理。
因为“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它们”。
（《没有地址的信》，《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395页）审美意识的产生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诸如模仿劳动活动的种种游戏，及祈祝劳动丰收的种种巫术活动，都对促使审美意识的发展产生过不
可忽视的作用。
但生产劳动，乃是产生审美意识的核心的原因。
而其他只是辅助的因素了。
80年代末期，有人想推翻这一“传统的旧观点”，但缺乏足够的事实根据。
（二）陶器和彩陶艺术现在我们来进一步分析原始社会审美意识的发展和独立的原始艺术的产生。
根据已发掘的地下文物来看，中国原始社会的审美文化，主要是这几样东西：1.陶器；2.舞蹈和音乐
；3.绘画；4.石雕。
在这四个类型的活动中，最有代表性的，主要是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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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最早利用化学变化改变一种物质物理、化学结构的创造性活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陶器的地区之一，古代有“神农耕而作陶”的传说，说明陶器的发生与人类进
入新石器时代、实行定居、经营农业生产有必然的联系。
陶器本是原始人的使用工具。
在新石器时代，它几乎无所不在。
如生产中用于收割的陶刀、狩猎的陶弹丸、捻线制纱的陶纺轮、揉制皮革的陶锉；生活上，从烹饪、
饮食、汲水到储藏等等，陶具也是不可或缺的；在精神领域则有陶哨、陶埙、陶鼓、陶响球这样一些
用于愉情的乐器，还有一些反映原始宗教内容的女神塑像、动物塑像等。
此外，陶器还广泛地用于随葬。
最初，陶器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实用目的。
但在使用过程中，原始人对之产生了感情，逐渐注意了美化，首先表现在对陶器的种种造型上，经历
了一个由模仿植物、动物的形状到脱离模仿的过程。
如半坡博物馆陈列的猪形壶（山东大汶口出土）、鹰鼎（陕西华县元君庙出土）和人头壶（陕西商县
出土），就是生动的例证。
尤其是人头壶，是对人面的模仿，表明人类已开始通过自己的创造来肯定自己，也就明显地体现了人
类审美意识的自觉。
其次，还表现在对陶器的纹饰上。
陶器纹饰的演化过程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关，一般经过这样几个发展阶段：首先由绳纹、云纹、水
纹发展到动物纹，是由采集阶段过渡到渔猎阶段；再由动物纹发展到植物纹，说明由渔猎阶段过渡到
农业阶段；然后由植物纹变成为几何纹，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开始由被动适应自然到能
动改造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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