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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艺术与文化的关系

我个人觉得，文化对于我们而言其重要性就相当于空气中的

氮气，它虽然对我们而言不像氧气那样缺之不可，但它确实无

处不在，而且也确实无缝不钻的影响到了我们生活的一切方面，

我们甚至宁可否认烤羊肉不好吃，也绝不能否认文化不重要。

但艺术，艺术的存在价值就很是值得我们去仔细考虑一下

了。艺术异于文化，它并不是一个必需品，艺术的存在仿佛是

一个背弃了发展规律的那么一个东西，它的存在仿佛就是为了消

耗。我虽然列出了两段去看文化与艺术，但是我单单只是想去

阐明它俩之间与我们的重要性程度，而不是为了把文化和艺术分

割裂开。在这里我更需要解释一下，如果把艺术和文化并排放

开所谓分庭抗礼的话就很有可能闹笑话出来，拿艺术好还是文化

好去比个上下，就相当于说，西瓜好吃还是水果好吃的问题，

那显然是不甚合适的。我从不否认文化大于艺术，并且我也明

白文化是将艺术囊括进它的大集合中的，我虽然没达达主义那群

人那样把艺术看的多么卑贱平民化，但我也从来不赞成把艺术束

之高阁。我更认为艺术只是文化之中的一个衍生物，一个略微叛

逆，一直有人想帮它去挣脱文化束缚，却日益与文化融合的顶层

建筑之一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想寻找一个平衡点，这

个点可以把艺术从文化中抽离，但又不失与文化的联系，去衡量

文化与艺术。

2  艺术产生的学说

艺术界曾经出现过诸多分析艺术产生原因的学说，诸如，

模仿说、劳动说、游戏说、巫术说、表现说等等。无数艺术界大

师竞相争取这学说最权威的地位，最后也都在争辩中不了了之。

最后可能是因为确实争吵不出一个结果，也可能大师们是互相理

解了，于是便达成了某种和谐的共识，又出来一种叫“多元决定

论”的学说，它也就是把之前的学说全部收纳，但又取精去糟，各

自取一点，这个“多元决定论”的作者是我认为最聪明的，他坐

着就把别人可能踏烂了无数鞋底的费尽了一生所追寻的研究整合

在一起，这样只要简单的把各个学说按首字母排序，并不以个人

观点去分个高低贵贱，也就没什么人去说三道四。因此，我大胆

的猜想了一下，那些各种学说的史学家，被这大一统的学说挑选

出来后甚至可能会有一丝自豪，因为有了一种学说界俱乐部会员

的归属感。更重要的是再没有人敢来反对这个学说，因为只要反

对，那么这个反对者的对立面便成为了此学说中所出现的各个大

师们，因此，我觉得这“多元决定论”颇为聪明极有远见。

3  文化与艺术产生的认可

如果去考察文化与艺术最早的联系，就指定避不开对于先民

生活方式的理解和考证。先民呢，他们总会去不小心摩擦了墙壁，

或者敲响了石头，慢慢的就有一些较为聪颖的人从中发现规律技

巧，渐渐的就出现了一片壁画，一串项链，一块碧玉，一段有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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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艺术异于文化，它并不是一个必需品，艺术的存在仿佛是一个背弃了发展规律的那么一个东西，它的存在仿佛就是为
了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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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有节奏的敲打，然后自然而然的被其他人的眼睛或者耳朵所捕

捉，肯定会或多或少的对他人造成一定的冲击力，显然与他们的

内心那个虽不明确但却真实存在的模糊审美观产生了某种程度的

共鸣，这种碰撞次数多了，他们必然会发现一种特殊的规律，他

们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并没有去在乎他们早已经产生了我们现在观

点所谓“艺术”的东西，如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中记载“禹

步”时提到, “禹步法:前举左, 右过左, 左就右。次举右, 左

过右, 右就左。次举右, 右过左, 左就右。如此三步, 当满二丈

一尺, 后有九迹”[1]。无论是画也好，或是音乐也好，像踩着

石头过河一样，他们无数的人，一代又一代的人去试探，去积累。

有些只适用于某一个单独人的感觉，而并不会打动其他人，并没

有让他人也产生“共情”的我们所谓“艺术”的事物，总会在某

个单独审美的人逝去后随之消亡。相反的，为众人所产生喜爱的

东西，一点一滴的积累下来代代相传并加以发展壮大起来。

早在公元前6 世纪,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美是和谐”的思

想被融入当时的建筑、雕刻、绘画和音乐艺术中[2]。以及我们国

内对于中国古代的艺术也有与之相类似的见解，原始民族舞蹈可

分为狩猎式和操练式两种, 原始民族的舞蹈动作激烈、节奏快速、

表情热烈, 充溢着无尽的热情。原始舞蹈最高的意义, 就在于

它在社会化方面的巨大的影响力。[3]艺术的和我们现在所评判艺

术、认可艺术的标准产生了重合，产生了一种类似于审美的思想，

像是后来梵高的艺术观，他虽未打动时人，但今天他的地位却不

是任何人可以轻易否认的。

4  结语

在这里我要阐述我个人的艺术观，我认为，艺术是服务于

人类的，它的产生原因并不是像美食、衣着一样，它并不是必要

的，它的产生应该是为了给人以愉悦、以沉思、以美感的。而美

感是我在艺术里边最为看重的元素，像马蒂斯所说的“安乐椅”就

像宗炳的“畅神”，它的存在应该给人以愉悦的享受，可以成为人

吃饱喝足茶余饭后的甜点的。艺术来源于文化，与文化共同发展

和完善，以文化为基础，它是在此基础上拼命发展并为文化的进

步而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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