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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美和现实美的两者关系的理论
。

这可以

说是狄德罗美学思想中的精华所在
。

正是在

这一个重要的美学原则问题上
,

狄德罗充分

表现出他的启蒙家和文艺评论的远见卓识
∃

充满辨证思想的现实主义精神
。

如果说
,

狄德

罗早年在《百科全书》中提出的
“

美在关系
”

这

一著名的美学命题
,

还有某种逻辑概念上的

区别
,

艺术作品和现实的区别是在于把分散

的因素加以集中
。 ” ! 诗人 “应该象优秀的

画家那样
,

把人物原型的特点再现出来
,

一

方面逼真
,

一方面比原来更美
。 ” ∋

此后
,

在西方美学史上
,

对现实美和艺

术美的一些争论
,

基本上没有超出这两种完

全对立的文艺观
。

在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
,



作为狄德罗唯物主义美学观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

就是他对于这两种美的相互关系

所作的一系列的创造性的见解
。

一方面
,

他师

承前人的观点
,

主张艺术是自然 � 即容观世

界
,

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 的摹仿
,

艺术

美是对自然美 � 即现实美
,

包括自然美和社

会美 � 的摹仿 %
另 方面

,

他又创造性地发

理
,

或者美
,

是对现实的反映和现实本身的

吻合
。

换言之
,

艺术的美包含在它的真实之

中的
” 。

!

在这里
,

狄德罗是把真
、

善美三者统一

起来加以考虑
。

而把
“

真
” ) 即 情 理 的 真

实 ∗ 作为自己美学思想的核
+

山匆容
。

他认为

艺术美中的真实虽同科学
、

哲学中的
“
历史



作的范本和诗意的源泉
,

因为丰「素
、

真实和

美三者是同一的
。

真理朴素了
,

才 符 合 自

然
。

而朴素就是美的
。

因此他十分赞美艺术

家从平民生活中去汲取诗情画意
,

去努力寻

之间的因果关系和逻辑联系
。

他 在 《论 绘

画》 中说
∃ “既然因果关 系很显然地摆在我

们面前
,

刀卜么
,

我们最好是完全照着物体的

原样给它们介绍出来
。 ” 而且

, “摹仿愈完



“
真” 的

, “
真

” 是衡量艺术美 的 最 高标

准
。

但是
,

并非一 切
“
真

” 的事物都是有美

的特征
。

他指出
,

艺术不仅来 自于自然
,

而

且可以美化自然
。

他说
∃ “

你否认艺术美化

自然吗 ( 你难道从来没有赞赏过一个妇女说

她 美得如同拉裴尔的圣母象一 样吗 ( � 《沙

炼
,

要有艺术家的的审美评价
、

审美趣味
。

而这一切的关键又在于艺术家的想象
。

狄德

罗十分重视
“想象

吮,

在理想美创造中的地位

和作用
。

他认为
, “

诗人宜于想象
,

哲学家

长于推理
,

但在同一意义下
,

他们的作品都

可能是合乎逻辑的
,

或者 不合 逻 辑的
。 ”



十年代
,

一

可是
,

文艺与生活的命题
,

对我们

的艺术家来说
,

仍然还是一个新的远未解决

好的课题
。

今天
,

在我们的文艺百花园中
,

脱离生活
、

违反真实的作品还时有出现 % 无

病呻吟
,

脱离时代脉膊的
“
自我表现

” 的艺

术也屡有反映
。

在理论方面
,

模糊混乱的命

和继承是不可能被割断的
。

正是从这一点上

来说
,

狄德罗的美学思想
,

无论在过去或是

现在
,

都有他不可否认的历史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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