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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希穆涅克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艺术符号学美学
匡存玖ꎬ王　 誉

(四川农业大学人文学院ꎬ四川 雅安 ６２５０１４)

摘　 要:二十世纪 ７０ 年代中后期希穆涅克在捷克斯洛伐克特殊的政治语境下推进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符号美学之思ꎬ抵制艺

术领域庸俗化、形式化的不良倾向ꎬ从音乐、小说等具体艺术形式入手切入艺术的语义化、艺术客观化、艺术形式等问题研究ꎬ
融入了人道主义、社会历史、实践、意义等理论批判维度与方法ꎬ体现了一名东欧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勇气和求

真精神ꎮ 希穆涅克对二十世纪 ８０ 年代中国学界的人道主义思想产生影响ꎬ可为当代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提供一

些良好的理论参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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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根希穆涅克(Ｅｕｇｅｎｅ Šｉｍｕ̊ｎｅｋ)是捷克斯洛

伐克著名马克思主义美学家ꎬ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以来ꎬ他从音乐、舞蹈、戏剧、小说等具体艺术样式

切入美学原理及艺术学一般问题研究ꎬ先后出版
«音乐阐释美学问题» (１９５９)、«现代音乐发展美

学»(１９６０)、«艺术价值学说引论»(１９６９)、«美学的
哲学问题»(１９７６)、«美学与艺术总论»(１９７６)等著
作ꎬ蕴含复杂丰富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符号美学思

想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ꎬ希
穆涅克在捷克斯洛伐克特殊政治历史背景下ꎬ坚持

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论ꎬ批判和抵制艺术领域
庸俗化、形式化的不良倾向ꎬ对艺术符号学问题做

了诸多精彩的分析和讨论ꎬ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艺

术学美学思想向纵向发展ꎮ 希穆涅克继承了“布拉

格之春”前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人道主
义批判精神ꎬ坚持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角度展开

美学、艺术学问题探讨ꎬ重视讨论人的发展及其艺
术自由、解放等话题ꎬ体现了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

子对本国命运的关注与时代担当精神ꎮ 目前国内
学界对希穆涅克的美学艺术学思想关注较少ꎬ本文
主要基于董学文 １９８７ 年译希穆涅克«美学与艺术

总论»一书ꎬ从其人道主义美学批判背景、艺术语义
学批判、艺术客观化及形式等论题整理其艺术符号

美学思想ꎬ进一步推进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
研究ꎬ力求为当前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提供

一些理论上的参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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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道主义批判:历史的继承与现实的奋争

希穆涅克的艺术符号美学思想植根于东欧深

厚的人道主义理论传统之中ꎮ 东欧国家由于特殊

的地理位置ꎬ联系东西方学术传统及其最新发展ꎬ
历史上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深受西欧与俄苏的影

响ꎬ而且历经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思潮熏陶ꎬ形
成了极其关注本国历史发展命运、个人自由、生存

意义等复杂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ꎮ 二十世纪以来ꎬ
在东欧国家面临多重国家与民族的深重灾难之时ꎬ
东欧国家知识分子的这种人道主义情怀显得更为

强烈ꎮ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ꎬ匈牙利著名学者卢卡

奇就在开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同时ꎬ大力推进

资本主义的“物化”“异化”现象批判ꎬ从人道主义角

度透视马克思主义ꎬ发展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中

影响最大的人道主义思潮ꎮ” [１]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

代ꎬ以波兰著名哲学家沙夫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

者积极倡导“马克思主义人的哲学”ꎬ认为“马克思

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ꎬ是一种彻底的人道主义” [２]ꎬ
对中国学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而在二十世纪五

六十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ꎬ以施陶尔、科西克、斯维

塔克等一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学者ꎬ也在积极从

哲学、艺术、文学等领域酝酿了一场旨在推进本国

政治经济改革的思想运动ꎮ 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当

中挖掘人道主义内涵ꎬ从哲学、艺术、文学等领域寻

找自由、民主、真理等突破口ꎬ加快了捷克斯洛伐克

“布拉格之春”的到来ꎮ 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科

西克为代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存在人类学派”ꎬ
关注人存在的真理及其捷克斯洛伐克本国发展问

题ꎬ融合现象学、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试

图追求一种海德格尔式的本真性存在ꎬ从对结构主

义等批判中寻找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ꎮ 身为著名

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捷克斯洛伐克文化部部长的施

陶尔ꎬ也在批判结构主义“非人化”倾向的同时ꎬ从
历史和客观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人化符号美学思想ꎬ
认为艺术美学应当反映社会中的人和人的社会性ꎮ
作为“布拉格之春”前夕社会主义改革激进的鼓吹

者和旗手ꎬ斯维塔克极力把人权或人道主义引入现

代社会ꎬ通过结构变化推进制度、社会结构的革命

与变化ꎮ 他把诗和艺术视为一种人的自由的体现ꎬ
对欧洲人类历史上人的理性模式、生物学模式、社
会学文化模式、古代的人的模式等进行了全面梳

理ꎬ从中寻找人道主义发展的痕迹ꎮ 应该说ꎬ这些

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提出ꎬ对希穆涅克在二

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继续倡导人道主义艺术美

学思想具有直接影响ꎮ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希穆涅克重提人道

主义艺术符号学美学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ꎮ １９６８
年ꎬ捷克斯洛伐克掀起了一场“布拉格之春”的激进

民主改革运动ꎬ但最终因苏联的军事干涉而失败ꎬ
随后捷克斯洛伐克党政机构及其文化机构当中的

改革派被大量清除出队伍ꎬ大批科学家、艺术家诸

如科西克、斯维塔克等学者ꎬ以及普通党员被开除

出党ꎬ甚至被迫流亡国外ꎮ 诸多学者受到监管或不

公正待遇ꎬ不允许从事他们原来的教育、艺术创作、
学术研究、大众媒体等专业和职业ꎮ 二十世纪七十

至八十年代ꎬ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又重回到计划经济

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政治模式ꎬ拒绝政治、经
济体制领域的任何改革ꎬ造成本国社会与经济矛盾

的日趋恶化ꎮ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ꎬ捷克斯洛

伐克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矛盾及其反抗渐趋明显ꎬ并
由此引发了 １９７７ 年 １ 月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
运动ꎮ 有学者指出ꎬ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
运动从根本上讲就是由剥夺权利的知识分子及被

清洗的捷共产党员发起成立的ꎮ” [３] 希穆涅克对当

时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思想文化领域的沉闷和保守

也颇感不满ꎮ «美学与艺术总论»这本书正好出版

于“七七宪章”运动爆发前夕ꎬ正如他自己所说ꎬ“本
书就是从美学对当代人、对解决我们社会的迫切思

想需 要 具 有 实 际 重 要 性 的 观 点 出 发 写 成

的ꎮ” [４]２(前言)他以人道主义艺术批判为武器展开对

社会现实的批判ꎮ 在他看来ꎬ艺术与社会现实生活

紧密相连ꎬ“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便具有社会关系

的性质ꎬ这种社会关系的基础是崇高的社会理想和

带有社会－政治性质的纲领ꎮ” [４]２(序) 他对艺术的人

道主义批判具有鲜明的社会现实针对性ꎮ
针对这个时期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学界艺术政

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不良倾向ꎬ希穆涅克给予了坚

决抵制ꎮ 他在«美学与艺术总论»中用了较长篇幅

讨论美学与艺术的“人化”问题ꎬ延续了“布拉格之

春”前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思考ꎬ关
注艺术中人的自由、灵性、审美等研究ꎬ充满了批判

和战斗的激情ꎮ 他指出ꎬ艺术绝不仅仅是一种时代

精神的传声筒或政治道德上惩恶扬善的方式ꎬ它不

能像地图那样成为对现实的图解ꎬ也不同于纯粹的

意识形态批评或社会学研究ꎮ 在他看来ꎬ艺术是一

种内在含蓄的东西ꎬ有其特殊性和审美价值ꎮ “美
学是人对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最高形式之

一” [４]５０ꎬ美学的任务就在于研究人的特殊价值ꎬ并
以某种方式参与人的发展的艺术审美现象ꎮ 应该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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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ꎬ希穆涅克在特殊政治背景下重新评述艺术的审

美价值ꎬ体现出了一名东欧知识分子求真求实的精

神和时代担当ꎮ 阿拉多钦科曾高度评价希穆涅

克的这种人道主义批判精神ꎬ在他看来ꎬ“«美学与

艺术总论»不是一个冷漠的问题分析者的作品ꎬ而
是一个满腔热忱、真诚深信美学的社会作用、相信

美学对解决当代许多基本问题具有实际重要性的

人的著作ꎮ” [４]２２０希穆涅克把人的自由视为艺术美感

知的先决条件ꎬ在他看来ꎬ只有当人处于相对自由

的状态时ꎬ接受者才可能认识和发现周围世界的

美ꎮ 艺术体现自由本真的状态ꎬ人可以通过遵循美

的规律并在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中实现自由ꎮ 这

明显继承了捷克斯洛伐克“存在人类学派”的人道

主义理念ꎮ 应该说ꎬ希穆涅克把人道主义深入到他

对审美对象、艺术语义、本质与形式、审美感知和社

会历史批判等问题分析当中ꎬ体现了他对现实与艺

术生活、自由改革发展、生存意义等方面的追求与

渴望ꎬ对故步自封与沉闷的现实的强烈不满ꎬ有着

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精神情怀ꎮ
总体来看ꎬ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希穆涅克

仍在特殊历史与现实语境下发展马克思主义艺术

符号美学思想ꎬ一以贯之继承了东欧国家的人道主

义批判传统ꎬ体现出了东欧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

前途命运的关心ꎬ体现了东欧学者特别是捷克斯洛

伐克学者的理论勇气和时代担当ꎮ

二、“人化”艺术语义学:现实意义与审美语
义的辩证考察

　 　 希穆涅克对艺术语义学问题给予了大量关注ꎬ
将其视为艺术研究的普遍现象ꎬ认为“凡是经过艺

术作品制作加工过的一切ꎬ都要经过一个语义化的

过程ꎮ” [４]１０７他从音乐、舞蹈、戏剧等具体艺术现象切

入ꎬ批判性地梳理了西方现当代诸多艺术语义学理

论ꎬ讨论和反对本国艺术领域出现只重思想意义或

只重审美意义研究的两种片面化艺术语义研究倾

向ꎬ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他自己的艺术语义学批判方

法与思路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问题针对性ꎮ
希穆涅克从“人化”视野深刻批判了西方现当

代的形式主义美学观念ꎮ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

来ꎬ以穆卡洛夫斯基为代表的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

学派ꎬ从语言、形式、结构、功能等角度研究美学和

艺术学问题ꎬ所形成的结构主义美学思想在世界范

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在他们那里ꎬ艺术被视为一

种结构功能的符号系统ꎬ“艺术的本质在于它的符

号性功能” [４]１０５ꎬ具有充任和代替的能力ꎮ 希穆涅克

对此批判性地认为ꎬ穆卡洛夫斯基关于艺术本质的

看法有一定合理性ꎬ但他没有看到艺术本质间接反

映现实和体现作者观念与对现实态度的层面ꎬ只重

视审美而忽视思想研究ꎬ就显得消极被动了ꎮ 同

时ꎬ穆卡洛夫斯基将艺术的语义视为一种多层次的

意义系统ꎬ类似于音乐的“多声部”ꎬ在希穆涅克看

来ꎬ也显得有些过于机械化了ꎬ因为现实生活中ꎬ我
们很少单独从某个意义层来感受艺术作品ꎬ而更多

是一种综合性理解ꎮ 对此阿拉多钦科指出ꎬ“欧
希穆涅克深信ꎬ局限于研究文艺作品的结构而把它

的思想意义排除在外的方法(如结构主义方法)ꎬ以
及仅仅把艺术理解为一种意识现象ꎬ看不到它同客

观现实的联系(如现象学)ꎬ都是形而上学和反历史

主义的思维所固有的ꎮ” [４]２１４值得注意的是ꎬ二十世

纪三十年代后期穆卡洛夫斯基不断向马克思主义

靠拢ꎬ坚持从社会历史视角推进结构主义符号学美

学研究ꎬ从“结构主义”持续走向“马克思主义”ꎬ赋
予了艺术符号学美学强烈的“人化”色彩ꎮ Ａ. Ａ.格
利亚卡洛夫对此曾认为:“穆卡若夫斯基有关规范、
功能及价值的思想与二十 ~ 二十一世纪理论中的

‘人类学转向’密切相关ꎬ这一转向仿佛复活了美

学ꎬ不仅复活了它在艺术哲学中的本体地位ꎬ也同

样恢复了它在人的哲学中的地位ꎮ” [５] 希穆涅克在

其艺术符号学研究中多次提及穆卡若夫斯基ꎬ可以

说ꎬ他对其艺术符号学的审美主义及其“人化”性质

做了进一步的发展ꎮ 诸如他对艺术审美本质的肯

定ꎮ 在他看来ꎬ艺术不仅是一种符号化的存在ꎬ而且

也是一种人的存在的创造ꎮ 艺术的本质在于审美ꎬ艺
术语义关注的核心就是对艺术的审美特质展开研究ꎮ
所有这些观点都脱离不了穆卡若夫斯基的论述ꎮ

同时ꎬ希穆涅克对其他现当代艺术符号美学思

想的批判也值得关注ꎮ 二十世纪以来ꎬ实证主义学

者把自然科学方法引入艺术美学领域ꎬ把艺术美学

研究纳入形式分析ꎬ竭力排斥主观、意义等在他们

看来是不科学因素的分析ꎮ 希穆涅克对此认为ꎬ这
种方法偷换了艺术学和科学研究的概念ꎬ庸俗地将

艺术符号学归结为传统释义学ꎬ强调从纯粹工艺学

或技术方法展开研究ꎬ这样一来ꎬ就让美学不知不

觉地陷入纯实证经验主义的境地ꎬ与对文艺作品技

巧和形式的分析混为一谈了ꎮ 进而出现这样一种

思想ꎬ好像美学并不存在ꎬ存在的只是用一些结构

技术术语对文艺作品的形式分析ꎮ 在他看来ꎬ艺术

符号系统比科学符号系统要复杂得多ꎬ艺术研究不

能等同于科学形式分析ꎮ 科学符号系统只要求叙

述和表达上的准确性ꎬ而艺术符号系统注重审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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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性和特殊性ꎬ形式语义分析并不能全面覆盖艺

术的审美分析ꎮ 在希穆涅克那里ꎬ现象学美学的研

究也是一种非辩证和反历史的研究方法ꎬ因为现象

学把审美现象的存在理解为一种意向性现象ꎬ从人

的意识结构展开分析ꎬ割断了审美与现实的辩证联

系ꎮ 相反ꎬ希穆涅克认为ꎬ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以

模仿现实的真实为基础ꎬ将人的符号认知解读为一

种个体与社群的符号互动与交往关系ꎬ体现了强烈

的社会现实属性ꎮ 在他看来ꎬ皮尔斯的艺术符号学

较之前的艺术语义学理论内涵要丰富得多ꎬ更加贴

近现实和符合实际ꎮ
希穆涅克在批判基础上重构了“人化”的艺术

语义美学思想ꎮ 针对本国学界要么只重视思想意

义研究忽视审美意义研究ꎬ要么只关注审美形式而

排斥思想意义研究的不良倾向ꎬ希穆涅克从马克思

主义辩证方法论角度进行了批判与回应ꎮ 他指出ꎬ
艺术是人对现实思想及审美关系的特殊创造ꎬ真正

的艺术语义学研究的就是艺术作品的思想－审美意

义ꎬ而不能只关注社会现实或只关注审美意义研

究ꎮ 一方面ꎬ艺术关注思想意义的研究ꎬ但“艺术的

语义不仅仅是一种现实本身的语义ꎬ它还是一种人

的社会历史本质以特殊的方式存在的语义ꎬ这种本

质在艺术作品中通过人的存在及其发展的社会历

史利益被对象化了ꎮ” [４]１１１以往马克思主义多关注艺

术对社会现实、时代精神的反映ꎬ比如对社会现实

中的英雄行为、高尚举动、优秀品格、悲剧喜剧的歌

颂等ꎬ是人的精神实质或人的存在利益对象化ꎮ 希

穆涅克对此批判性地指出ꎬ“艺术的语义化也不仅

仅局限于作品与现实的关系ꎬ它还包含着作品与接

受者、作品与社会的关系” [４]１０７ꎮ 的确ꎬ艺术不能完

全成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ꎬ它要以艺术特有的方式

展现ꎮ 而且ꎬ艺术的关注点也不能仅仅局限于作者

与作品上ꎬ同时也要考察艺术传播接受、发展变迁

等ꎮ 这是因为ꎬ艺术毕竟还是艺术ꎬ艺术的本质仍

在于审美ꎮ “在艺术中所谈的不只是各种思想意义

组成的多声部ꎬ而且还有在其中甚至占主导地位的

由审美意义组成的这样一个声部ꎮ” [４]１０６ꎬ１０９ 现实生

活中ꎬ任何一种艺术语义的实现其实都要通过作为

审美的本质意义来完成ꎬ而不能脱离审美特质ꎮ 而

审美意义是艺术语义关注的核心ꎮ 对艺术而言ꎬ现
实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审美形式ꎬ它通过语义化ꎬ
最终成为艺术语义内容和艺术整体的组成部分ꎮ
他对艺术的现实审美作用给予了高度肯定ꎮ 在他

看来ꎬ艺术对现实的反映绝不是冷漠或无动于衷

的ꎬ“艺术作品对人的感化力量是在各种意义中实

现的”ꎻ“某些艺术种类的本质特征具有一定的意义

和感染力ꎬ这一本质特征融合了间接反映现实ꎬ并
在这个范围内容也融合了作者的观点和对现实的

态度” [４]１０６ꎬ１０８ꎮ 艺术积极参与现实构建与生活创造

当中ꎬ赋予现实生活以新的意义和内容ꎬ对现实进

行锤炼加工、升华等ꎮ

三、艺术客观化:审美目标与人自由发展目的
的同一

　 　 希穆涅克把艺术客观化引入艺术符号学领域

研究ꎬ对艺术形式功能等问题做了诸多精彩分析ꎮ
在他看来ꎬ“只有被客观化和用符号记录下来的作

品才算是真正的艺术作品ꎮ” [４]３４所谓的艺术的客观

化ꎬ也就是艺术的物化或具体化ꎬ是艺术家将自身

思想、情感、意义、构思等转化为结构形式等现实形

态的过程ꎮ 在这里ꎬ希穆涅克批判吸收了黑格尔关

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思想ꎮ 在黑格尔那里ꎬ内容能

转化为形式ꎬ形式也能转化为内容ꎬ而且在特定情

况下ꎬ形式起到内容的作用ꎬ内容也能起着形式的

作用ꎮ 希穆涅克则进一步认为ꎬ任何一种艺术都是

具体内容的具体形式和具体形式的具体内容的统

一ꎮ 他把艺术形式分成外部形式与内部形式两种ꎮ
在他看来ꎬ外部形式主要指艺术遵循的一些外在格

式或准则ꎬ诸如音乐体裁、节拍、音调等是音乐的外

部形式ꎬ因为只掌握到音乐节拍、音调等方面ꎬ并不

会作音乐的曲子ꎮ 而内部形式是艺术内容存在的

方式ꎬ是艺术的内在情感结构ꎬ诸如小说情节内容

的安排等ꎬ对艺术具有决定性作用ꎮ 因此ꎬ在希穆

涅克那里ꎬ起主导作用就是艺术的内部形式而非外

部形式ꎬ而外部形式不属于艺术创造所说的那种形

式ꎮ 在他看来ꎬ即使艺术作品的外部形式完全相

同ꎬ它们也会因内部形式的差异而区分开来ꎮ 希穆

涅克进一步认为ꎬ艺术形式是人思想情感的集中呈

现ꎬ具有重要的情感表现功能ꎮ 艺术家在艺术形式

中注入大量情感ꎮ 当艺术家在凝神观照寻找某种

最适合表现艺术内容的艺术形式时ꎬ这种情感功能

表现显得最为明显ꎮ 它甚至能对艺术内容产生影

响ꎬ赋予艺术新的内容并转化为新的艺术形式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希穆涅克将艺术的客观化、符

号化过程与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紧密结合ꎬ提出艺

术形式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的观点ꎬ加深了马克思

主义对艺术问题的认识和理解ꎬ深化了人道主义批

判内涵ꎮ 以往马克思主义认为艺术是对社会生活

的反映ꎬ多偏重于内容考察ꎬ而希穆涅克认为艺术

形式也是对现实的反映ꎬ它对应于现实现象ꎬ每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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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的艺术形式都会采取最适合、最相近的

形式反映现实现象ꎬ进一步肯定了艺术形式的重视

现实意义与审美价值ꎮ 他对艺术形式的审美给予

了高度肯定ꎮ 在他看来ꎬ艺术的审美就是在探寻审

美形式中实现其目的性与审美性的统一ꎮ 在特殊

的历史背景下ꎬ他对艺术审美形式的关注具有重要

的现实针对性ꎬ抵制了艺术意识形态化的不良倾

向ꎮ 在这里ꎬ希穆涅克吸取了康德有关审美的无目

的的合目的性观点ꎬ在他看来ꎬ只有当人以无利害

关系的态度审视美的对象时ꎬ人才能产生一种愉快

的审美知觉ꎬ达到人们想到追求的审美愉悦性与善

的目的ꎮ 他指出ꎬ艺术审美的合目的性就是要让接

受者感受到艺术的审美情感及其特质ꎮ 但在现实

生活中ꎬ审美情感并不会随时随地产生ꎬ也不是全

部艺术形式都能让人产生审美情感ꎬ而“只有某种

形式和某种范围内的关系对人才具有审美特

质ꎮ” [４]１４７也就是说ꎬ只有当艺术形式与接受者的心

理结构及性格特征时对应或相符时ꎬ接受者才能从

艺术作品中感受到艺术的审美与思想内涵ꎮ 审美

的合目的性是艺术家对现实现象的评判与反映ꎬ体
现为一种主观或客观合目的的价值尺度ꎮ 它内化

于艺术形式之中ꎬ体现艺术风格及其个性ꎮ 当然ꎬ
并不是所有审美目的与现实目的都会实现同一ꎬ有
时也出现矛盾ꎬ比如一些建筑物的审美形式与其功

用目的有时就存在冲突ꎮ
希穆涅克对近现代艺术客观化过程忽视社会

历史维度及其人的发展的观念进行了深刻批判ꎮ
他指出ꎬ康德、席勒、斯宾塞ꎬ黑格尔、弗洛伊德、费
希特ꎬ以及戈蒂叶、克罗齐等学者ꎬ摒弃人的功利性

目的ꎬ坚持从自由、纯审美等视角考察和证明纯艺

术及其形式风格的存在ꎬ要么从超自然或人本体的

视角透视艺术ꎬ将艺术视为一种与社会历史发展无

关的东西ꎬ都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ꎮ 像在康德、席
勒、斯宾塞那里ꎬ审美活动被认为一种人内心自由

的游戏或游戏的冲动ꎬ艺术的本质在于人剩余精力

的释 放ꎬ “ 人 同 美 只 应 是 游 戏ꎬ 人 只 应 同 美 游

戏” [６]８０ꎬ与动物游戏无本质性差别ꎮ 十九世纪后期

以戈蒂叶为代表的唯美主义倡导“为艺术而艺术”ꎬ
二十世纪初以克罗齐为代表的直觉主义又提出“艺
术即直觉和表现”的美学观念ꎬ以及黑格尔、弗洛伊

德、费希特等将艺术视作一种超自然的绝对理念ꎬ
艺术是人的自然本能、潜意识、性欲的升华、绝对

“自我”的对象化等ꎬ都没有深入到社会历史层面研

究ꎬ停留在现实现象表面的探讨上ꎬ显得不够充分

和深刻ꎮ 对此希穆涅克指出ꎬ艺术形象作为人的社

会历史本质的对象化并不能局限于外在的相似性ꎬ
它与人的社会存在各个方面及利益都紧密联系ꎮ
艺术也不应该只被视为纯粹合目的性的审美形式ꎬ
它还有表现人的社会历史本质和人的社会意识的

一面ꎮ 而且ꎬ艺术对生活不是冷漠、消极的反映ꎬ无
论是艺术家还是接受者都是积极、创造性地表现现

实ꎬ反映人的存在ꎮ 艺术作品表达了现实中人的品

质ꎬ它激励人参与生活ꎬ体现了人对现实理性掌握

的能力ꎮ 在他看来ꎬ“审美知觉是拟人化把握现实

的一种形式” [４]２１６ꎬ “是对发展中人的个性的感

受” [４]３３ꎮ 比如造型艺术在线条、形式、色彩的安排布

局等都是按照人的思想、情感等要求设计而成ꎬ充分

体现了空间的“人格化”和艺术家掌控空间布局的能

力ꎮ 而音乐“是最适合于表现人的感情、情绪、内心世

界等等的艺术形式” [４]１５２ꎬ有利于展示时代精神ꎬ培养

和发展人的个性ꎬ都充满了“人化”的特色与风格ꎮ

四、希穆涅克艺术符号美学的贡献价值

希穆涅克的艺术符号美学思想与其所处的时

代命运和他对现实艺术的强烈诉求紧密联系ꎬ在二

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特定历史背景下具有特殊的意

义和价值ꎬ同时也可为现当代发展和建设中国马克

思主义美学、艺术符号学提供理论及方法论的启示ꎮ
希穆涅克的艺术符号美学思想体现了时代的

呼唤和人的需要ꎬ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ꎮ 希

穆涅克的«美学与艺术总论»一书作于 １９７６ 年ꎬ这
年刚好是我国“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当年ꎮ 众

所周知ꎬ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ꎬ无论是希穆涅克所

在的捷克斯洛伐克ꎬ还是中国都处在社会历史发展

与转折的非常时期ꎮ 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ꎬ中
国国内迅速掀起改革开放的热潮ꎬ改革开放调动了

人的积极性主动性ꎬ思想与文化领域渐趋活跃ꎬ相
较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领域改革故

步自封、停滞不前ꎬ两个国家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

比ꎮ 希穆涅克高扬艺术的自由、意义、人性等人道

主义精神ꎬ事实上直接体现他对艺术政治化、庸俗

化、意识形态化的抵制ꎬ间接表达了他对捷克斯洛

伐克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停滞不前现状的不满ꎮ
一方面ꎬ他继承了“布拉格之春”前科西克、斯维塔

克等捷克斯洛伐克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战斗精神

与改革激情ꎬ另一方面ꎬ他的这种理论激情也被中

国学者关注并被热情歌颂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ꎬ
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紧接着推进改革开放ꎬ国
内学界深刻反思并迅速掀起了一场以人道、异化、
人性等为主题的文化大讨论ꎬ陆梅林对此曾明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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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ꎬ“这股思潮是苦难历史的反省ꎬ带有一定的必然

性和普遍性ꎮ” [７] 可以说ꎬ东欧国家多灾多难的民族

命运与一波三折的社会改革运动ꎬ与中国二十世纪

民族与国家多舛的发展历程又何其相似ꎬ中国知识

分子们感同身受ꎬ引发了强烈的共鸣ꎮ 事实上ꎬ此
后不久ꎬ希穆涅克的«美学与艺术总论»一书就被国

内学者董学文译介到国内ꎬ也从另一层面说明了希

穆涅克艺术符号美学的启蒙意义和现实价值ꎮ 无

论是中国美学界还是中国文艺界都受这股人道主

义思潮影响ꎮ １９８４ 年高尔太曾参与了这场美学领

域的讨论ꎬ他认为ꎬ“研究美ꎬ实际上也就是研究人ꎮ
所以我常说美学是人学” [８]ꎻ“艺术作为这种特性肯

定是同异化相对立的ꎬ所以它本质上是人道主义

的ꎮ” [８]可以说ꎬ高尔太把人道主义视艺术发展的灵

魂与生命ꎬ赋予艺术崇高的使命和价值ꎬ与希穆涅

克的艺术美学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ꎮ 中国文艺界

更形成了一股“伤痕文学”和“寻根文学”的文学思

潮ꎬ涌现出了«班主任» «伤痕» «芙蓉镇» «灵与肉»
等大量有关人性探讨的文学作品ꎬ受马克思主义人

道主义和东欧马克思主义影响甚深ꎮ
希穆涅克人道主义艺术符号美学辩证的研究

态度、社会历史的批判视野ꎬ以及深入骨髓的具体

艺术形式批判方法、积极与充满激情的批判精神ꎬ
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关注ꎮ 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

方法论考察艺术美学ꎬ既关注艺术社会功利性ꎬ也
重视艺术审美特殊性ꎬ抵制艺术庸俗化和形式化的

两种不良倾向ꎮ 他辩证地审视艺术语义学、艺术客

观化、艺术本质与形式问题ꎬ正确处理内容和形式、
艺术本质与形式、艺术外部形式与内部形式、思想

意义与审美意义等关系ꎬ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

法精神ꎮ 他对艺术符号美学的批判充满了社会历

史、实践、语义与意义、人道主义等多重理论维度ꎮ
东欧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ꎬ就是青睐从

欧洲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探寻艺术的人道主义精神ꎬ
这在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学者身上体现更为

明显ꎮ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布拉格学派主要代表人

物穆卡洛夫斯基从“结构主义”不断走向“马克思主

义”ꎬ从社会历史视野考察艺术结构功能因素在文

学史中的演变作用ꎮ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ꎬ斯维塔

克从欧洲人类历史发展中梳理戏剧人类学模式ꎬ总
结出了 ２０ 余种人类学理论模式ꎮ 希穆涅克从社会

历史角度全面梳理了古希腊、近现代艺术本质及语

义研究思想ꎮ 诸如他对原始社会巫术的研究ꎮ 在

他看来ꎬ原始巫术是原始社会人把握现实审美的特

殊形式ꎬ既体现了人在自然面前的恐惧ꎬ也体现人

支配改造自然的信念与能力ꎮ 希穆涅克也从社会

历史和人道主义角度对音乐、舞蹈、雕塑等具体艺

术形式进行了大量批判研究ꎮ 比如他对造型艺术

和音乐艺术社会历史本质的研究ꎮ 在他看来ꎬ造型

艺术就是在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的生活中表现人ꎬ人
的意义深刻体现在造型艺术的逼真性上ꎻ“音乐同

样也是人的社会历史本质的反映和表现ꎬ是人的社

会意识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ꎬ是人的发展的因

素ꎮ” [４]１５７希穆涅克还从社会历史视野逐一考察近现

代以来康德、黑格尔、克罗齐、弗洛伊德等人的艺术

观念ꎬ理论视野极其广泛ꎬ延续了东欧学者一以贯

之的社会历史批判风格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希穆涅克的艺术符号美学并不

是悬浮在形而上的理论“半空”ꎬ而是进一步深入到

音乐、小说、雕塑等具体艺术形式及其问题探讨当

中ꎮ 希穆涅克先后撰写了«音乐阐释美学问题»«现
代音乐发展美学»等著作ꎬ对音乐的形式、结构、功
能等问题做了细致深入的探讨ꎬ在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上超越了一般性艺术理论著作ꎬ贯穿了人道主义

批判的精神ꎬ充满了历史与文化的厚重感ꎮ 同时ꎬ
希穆涅克对艺术问题的研究充满理论的激情与创

造性ꎬ诸如他对艺术形式的看法ꎬ认为艺术要充分

展示社会现实中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品格ꎬ主张艺术

积极介入社会生活ꎮ 这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

开放后一代中国学者的研究心态也有诸多相通之

处ꎮ 像高尔太就明确指出ꎬ世界上伟大的艺术作

品ꎬ无不是以其人道主义力量即同情的力量来震撼

人心和实现的ꎮ 希穆涅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态度

值得我们学习ꎮ
综上所述ꎬ希穆涅克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特殊

的政治历史语境下ꎬ辩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ꎬ坚
持从人道主义、社会历史、实践意义、形式审美等维

度切入艺术符号美学研究ꎬ坚决抵制艺术领域研究

庸俗化、形式化的不良倾向ꎬ体现出了一名东欧马

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勇气和学术良知ꎮ 希穆涅克

细致讨论了艺术语义、艺术客观化、艺术本质与形

式等问题ꎬ涉及音乐、雕塑、小说等诸多具体艺术形

式及其功能探讨ꎬ有诸多精彩论述ꎮ 他进一步丰富

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艺术学理论ꎬ对人道

主义在艺术学领域的体现和研究多有贡献ꎬ也对中

国学界产生了积极影响ꎬ促进了国内学界对马克思

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解与认知ꎮ 希穆涅克的马克思

主义符号学美学思想在批判维度、理论方法、理论

创新上也多有突破ꎬ必将为当代建设中国马克思主

义符号学提供良好的理论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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