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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艺的社会功用说
,

柏拉

图明确地肯定了文艺要为社会服

务
,

要用政治标准来评价
。

在这

问题上他有两个极 不正确的看

法
�

第一是他因为要强调政治标
准

,

就抹煞了艺术标准
。

其次他

因为要使理智处于绝对统治的地

位
,

就不惜压抑情感
。

因而他理

想中的文艺不是起全 面发展的作

用
,

而是起畸形发展的作用
,

即

摧残情感去片面的发扬理智
。

柏拉图继承了他的老师苏格

拉底
“

美必定有用
”
的观点

,

衡

量美的 标准就是效用
,

有用就美
,

有害就丑
。

柏拉图把这种 目的性

接纳到他的
“

理想国
”
中

,

就是
“

保卫者
”

或统治者的教育
,

所

以柏拉图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诗和

艺术在这种教育里应该占什么地

位
二

教育计划要根据培养目标
,

培养目标就是理想国的
“

正义
” ,

所谓
“

正义
”

就是在城邦里各个

阶级都站在他们所应站的岗位
,

应统治的统治
,

应服从的服从
,

形成 一种和 飞瞥的有机整体
。

这与

我国春秋孔 子所提倡的君臣父

子
、

仁礼道德
、

三纲五常似的伦

理关系非常相 似
。

柏拉图认为最

高等级是哲学家
,

其次是战士
,

最低的是农工商
。

并把这种等级

划分应用到人身上
。

人的性格中

也有 三个等级
,

相当于哲学家的

是理智
。

相当于战士的是意志
,

相当于农工商的是情欲
。

人的性

格要达到
“

正义
” ,

意志和情欲

也就要受理智的统治
。

基于这种

教育理想
,

他对文艺的影响作了

一些心理分析
,

发现荷马和悲剧
诗人们把神和英雄描写得和平常

人一样满身是毛病
,

互相争吵
、

欺骗
、

陷害 � 贪图酒食享乐
,

既

爱财
,

又怕死
,

遇到灾祸就哀哭
,

甚至奸淫掳掠
,

无所不为
。

他讽

刺道
� “

摹仿诗人既然要讨好群

众
�

显然就不会费心思来摹仿人

性中的理性的部分
,

⋯⋯他会看

重容易激动情感和容易变动的性

格
,

因为它最便于摹仿
。

”

他指

出与悲剧相关的
“

感伤癖
”
和

“

哀

怜癖
” 。

感伤癖是
“

要尽量哭一

场
,

哀诉一番
”

的那种
“

自然倾

论 艺 术

与政治的关系

评柏拉图的文艺

功用观

� 李保林

向
” 。

在剧中人物是感伤癖
,

听众就是哀怜癖
。

他认为这样的艺术只

是情感的渲泄
,

不能给青年人带来坚忍毅力的熏陶 � 认为荷马史诗以

及悲剧和喜剧的影响都是有害的 � 它们只能使柏拉图理想国的
“

保卫

者
”

丧失理智
,

破坏
“

正义
” 。 “

它们都理应枯萎
” 。

他完全否定了

艺术表现人性
,

表现情感的事实
,

粗暴地对艺术进行了
“

清洗
” 。

从

本质说就是要使所有一切的艺术都符合奴隶主的统治
,

使一切艺术都

来为专制统治服务
,

如果一旦出现与他们利益相悖的艺术
,

他们就要

毫不留情地驱走它
� “

我们要告诉他
�

我们的城邦里没有象他这样的
一个人

,

法律也不准许象他这样的一个人
,

然后把他洒上香水
,

戴上

毛冠
,

请他到旁的城邦去
。

”

柏拉图的这种为阶级集团服务
,

肃清一
切

“

异端
”

学术的思想到黑格尔得到了发展
,

形成了国家主义
。

柏拉图的思想渗透着一种至高无上的使命意识
,

即维护奴隶主统

治的一切思想都是好的
,

反之则应该立即铲出
。

要使一切思想艺术都

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

以确保理想国的巩固
。

我们从 《理想国》卷十

看
� “

你心里要有把握
,

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
,

不准一

切诗歌闯人国境
。

如果你让步
,

准许甜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
,

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
�
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

道理 了
。

”
由此我们立即会想到中国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文化大革命

“

拨毒草
”

、 “

铲毒根
”
层出不穷的惨无人道的暴行

。

这实际上是对

人性的残酷压制和摧残
。

柏拉图教育给人的理想就是集体
、

国家
、

忠诚的概念
,

使人的团

体意识形态紧紧围绕着它们
, “

保卫
”

是他们最高的
、

压倒一切的道
,

其他常识范围内的道德规范
、

意识形态都必须服从于当时统治秩

这样产生的后果使他们的行为都是奉命而为的
。

鸟他们去掠夺另
一

个国家的时候
,

当他们去迫害 一个人道主 义者的时

候
,

他们心
‘
飞
〕
却充盈着完成国家使命的狂烈热情

,

并自认为是人类最

高觉悟和意识的承担者
。

他们是在忠于国王
、

忠于阶级的旗帜下进行

的
。

即是说
,

他们只是集体意识形态的运载者
,

只是统治意识形态的

执行工具
。

这样就直接导致了大国沙文主义和维护强权暴政
。

柏拉图这一思想也给卢梭带来了巨大的影 响
。

英国哲学家罗素认
为

� “

希特勒是卢梭的 一个结果 � 罗斯福和丘吉尔是洛克的结果
。 ”



卢梭的基本主张
,

是他的人民主权论
。

它一方面评

击霍布思的君主专制主义
,

反对主权在君主 � 另一

方面又否定洛克关于天赋人权和任何人不得侵犯的

主张
,

认为主权者有权利也必须要求公民转让自己

的全部权利
。

这里包含着两个重要的论点
�

一
、

个

人权利必须全部转移给整体 , 二
、

主权者即全体人

民
。

其理论的核心就是他所谓的
“

公意
”
学说

。

所

谓
“

公意
” ,

系指大多数人的意见
,

而主权无非是

公意的表现
,

因而是统一的
,

是不可剥夺与分割的
。

因此不能用其他权力来制约
。

这里卢梭直接反对三

权分立的权力制衡论
。

在他那里
,

法律不过是公意

的表达
。

因此
, “

主权者超乎法律之上
,

没有任何

一种法律可以约束人民共同体 � 主权者无需向臣民

提供任何保证
。 ”

换句话说
,

主权者可以任意行使

权力 � 国家有权支配臣民的一切财产 � 主权者对臣

民掌握有生死权
,

因为后者的生命乃是
“

国家的有

条件的一种赠予
” �

任何人若是不愿服从主权者的

意志
,

则全体有权强迫他服从
,

也就是迫使他无条

件接受
。

可见
,

柏拉图这种教育思想给社会
、

给人类带

来的危害是巨大的
,

它是对人性的扭曲
,

对真正
“

正

义
”
的迫害

,

是反动的
。

此外
,

柏拉图还检查了文艺摹仿式对于人的性

格的影响
,

依他分析
,

文艺摹仿方式不外三种
�

第

一种是完全直接叙述
,

如悲剧和喜剧 � 第二种是完

全用间接叙述
, “

只有诗人在说
。 ”

如颂歌 , 第三

种是头两种方式的混合
,

如史诗和其他叙事诗
。

柏

拉图认为第二种方式最好
,

最坏的是戏剧性的摹仿
。

他反对理想国的保卫者从事于戏剧摹仿或扮演
。

这

有两个理由
,

第一个理由是一个人不能同时把许多

事做好
,

保卫者应该
“

专心致志地保卫国家的自由
” ,

“
不应该摹仿旁的事

” , 第二个理由是演戏者经常

摹仿坏人坏事或是软弱的人和软弱的事
,

习惯成自

然
,

他的纯洁专一的性格就会受到伤害
。

他的这种

教育方式是呆板简单的
,

是和贺拉斯
“

寓教于乐
”

的教育方式相反的
。

他认为理想国的文艺主要是歌

颂神和英雄的颂歌
,

这种颂诗在内容上只准说好
,

不准说坏 , 在形式上要简朴
,

而且象 《法律》篇所

规定的那样
,

应该象古埃及建筑雕刻那样
,

固守几

种传统的类型风格
,

代代相传
� “

万年不变
”

。

此外
,

柏拉图还特别仔细地检查了音乐
。

在当时流行的四

种音乐之中
,

只准保留音调简单严肃的多里斯式和

激昂的战斗意味强的佛律癸亚式
�

他的关于音乐的

判决书不仅表现出他对音乐的理想
,

也表现出他对

于一般文艺的理想
。 “

我们准许保留的乐调要是这

样
�

它能很妥贴地摹仿 一个勇敢人的声调
,

这人在

战场和在一切危难境遇都英勇坚定
,

假如他失败了
,

碰见身边有死伤的人
,

或是遭遇到其他灾祸
,

都抱

定百折不挠的精神继续奋斗下去
。

此外我们还要保

留另一种乐调
,

它须能摹仿一个人处在和平时期
,

做和平时期的自由事业
,

⋯⋯这两种乐调
,

一种是勇

猛的
,

一种是温和的 , 一种是逆境的声音
,

一种是

顺境的声音 � 一种表现勇敢
,

一种表现聪慧
。

我们都

要保留下来
。 ”

在这里
,

柏拉图提倡一种英雄主义

的积极向上精神和一种谨慎从事的作用
,

是对社会

有益的
,

也是符合艺术所应体现的 目的的
。

但他却

把音乐这个浩翰的海洋绝对化地规定为只准表现上

面两种内容
,

却违反了艺术的规律
。

人的情感是多

方面的
,

不仅仅只有他所规定的两种
,

人活着
,

各

种不同的情感都会要体现出来
,

而柏拉图却对其它

的情感体现加以扼杀
,

这又是他的阶级局限决定的
。

而后来的尼采严词指责瓦格纳的音乐是各种颓废情

感的麻醉剂
,

是和柏拉图的上述思想同出一辙的
。

总之
,

柏拉图把文艺不脱离政治的关系扩大到

文艺从属于政治
,

这是与他当时所处的时代和他本

身的思想
、

阶级所支配的
,

他的思想给人类带来了

巨大的影响
�

也同时使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直至马克

思才真正得到正确的阐述
。

文艺和政治都属于上层

建筑
,

都是由经济基础制约和决定的
,

都是为经济

基础服务的
,

政治与文艺虽然会发生影响
,

但不存

在谁决定谁
�

谁从属于谁的问题
。

从文艺反映的社

会生活来看
,

文艺是以整个社会生活为反映对象
,

即包括政治方面
,

也包括军事
、

经济
、

文化和个人

生活等方面
。

文艺除了反映政治外
,

还要反映刚才

所说的诸方面
,

还要涉及到精神和个人生活的问题
,

而这些并不与政治发生关系 �从文艺的社会作用看
,

文艺为政治服务
,

可以说是文艺的一项重要的社会

功能
,

但不是全部功能
,

即使是教育作用也不能仅

仅认为是政治教育
,

它还有感情教育等等 , 从文艺

的创作实践看
,

文艺从属于政治的 口号是否正确
,

它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
,

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问题
,

如果把文艺看作政治的内容和目标
,

一旦出现政治

不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时候
,

文艺就很可能走向邪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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