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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审美理想与审美实践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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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部分文学创作都是从生活中找到灵感，文学中包含的思想也在与现实情况相呼应，使世界逐渐趋于文学的理

想。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文学理想中歌颂的乐观精神更加推崇。文学也成为人们对于美的一种追求。但是，在

现实生活中，文学审美理想与现实生活中的审美实践存在一定问题，并且审美态度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文学审美理想与文

学审美实践不能有效融合，部分审美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没有为人们提供积极的影响，还会带给人们负面的影响。本篇文章主

要分析了文学中审美理想与审美实践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相关结论，为后续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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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较为古老的话题，并且对于人们来说是耳熟能详

的。卡西尔曾经说过:文学源于现实。文学不是单纯对生活的

另一种体现，而是注重形式的一种文学范围，属于感性形式。

文学进入人们生活的同时也为人们打开了新的视野。文学属

于一种符号形式，这种符号为文化创造了不一样的价值，文

学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认识到世界的价值，并赋予人们感

受世界的能力，同时还会鼓励人们产生创造世界的想法。此

外，文学使人们对生活更加感性，突破日常生活习惯，为人

们带来新的认知，并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增添新色彩。将人们

的理性认知突破，使人们感受到感性世界的丰富多彩，使人

们更加注重感情，不再一味追求物质生活，泯灭人性中一些

弱点，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1 审美观概述

所谓的审美观便是不同人对同一个世界的不同看法，可

以说每个人的审美观点都是世界在人们心中强有力的缩影，

正如“一千个人嘴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审美观点充分

的体现了每个人的心灵、人性的复杂性。有趣的是，在符号

世界里文学凭借着它存在无限的可能性，成为了可以照亮人

们生活的“灯塔”，使人们产生对文学的向往，在这种情况

下，使得文学世界更趋于完善。正所谓，一切的艺术均源于

生活，文学也不例外，在文学世界里，文学的理想也是要与

现实世界中的审美画等号的，这也是文学世界里不便的法则

之一。

2 文学审美与现实的关系

自 21世纪以来，现代化理念逐渐成为主流，这也导致

人们对文学的审美逐渐乐观，并逐渐形成一种对文学的渴

望。根据西方学者韦伯的观点“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完全可以

用‘祛魅’一词来形容”。随着科学知识的逐渐普及和社会

的发展，人们的思维已经逐渐区域理性化，这个世界上所谓

的“神秘”也正在被人们一点一点的揭开面纱，导致人们的

目光逐渐投向世俗，在这种背景下导致人们对绝对感性的无

条件追寻，促使人们在感性自在中寻求仪式感以及自我满足

感。

但是，如果一味的追求感性也存在弊端，过于感性在现

代社会具备一定的生活难度。因为在实际生活中，物质生活

与感性生活重要程度同比。同时还会出现感性与现实产生矛

盾的情况。大部分人都被单向化，或是理性的人，或是感性

的人。并且还存在一部分人冲上商业主义，造成严重的社会

发展困境。因此，文学不断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且为人们的

生活注入了新的力量，帮助人们实现感性解放，丰富人们的

精神世界。文学审美理想为人们创建新的感性世界，是人们

感性世界的拯救，不是感性世界的挥霍。

3 审美理想与审美实践的交互

符号创造表示艺术与情感的分割，在文学审美实践中，

不管是作家的审美创造还是读者的审美欣赏，其中最重要的

步骤就是共情，就是作家将自身情感利用文学的方式进行传

播，读者从文学作品中感受到作家的情感。虽然艺术情感是

基于生活产生，并且升华生活，但是艺术情感与人们生活中

的真实情感也存在一定本质上的区别。

3.1艺术情感的虚拟性

此外，艺术情感是具备一定虚拟性的，艺术情感主要产

生的根本是艺术情境，所以情感的创作较为脱离现实，创作

者应该摆脱现实生活的情感，真正融入到艺术情境中，摒弃

对物质及功利的想法，利用极度感性的思维发挥发展艺术情

感。同时，由于艺术情感具备一定的虚拟性，人们在创作艺

术是需要抛弃对现实生活的物质追求，思想意识应该完全投

入到情感中，这也是符号创造中所说的艺术情感与现实情感

的隔离。人类是身体与心理共存的个体，审美为人们搭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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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合一平台。文学可以使人的心理产生共鸣，人们在感受

文学时可以摆脱功名的诱惑，不断丰盈自身灵魂。但是，这

种文学共鸣也存在一定虚拟性，然而符号言说却能很好的将

这种虚拟感转化为透过身体直击心灵的审美观念。

3.2 现实与文学的间隔

最后，符号言说认为符号的存在起到了区分艺术与现实

之间的重要作用。西方学者罗兰巴尔特认为：“认识流派的

文学不能脱离现实，因此它必然是现实主义的，它是现实中

的升华，必然会存在现实世界中的部分信息。”

即便是成为现在这种状况，现实仍然与文学有着天壤之

别，因为现实世界在形式领域无法立足，文学世界的开启使

现实变得若隐若现，与此同时，随着现实世界与文学世界之

间差异的扩大，审美理想与审美实践也无法统一，在审美实

践中，必须将现实与审美和谐统一，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但是在审美理想领域，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多种多

样的，一方面，文学理想可以联系到现实生活中，人们在生

活中也可以应用审美理想中存在的观点。另一方面，审美理

想在实际生活中充当的生活的点缀，是人们精神的避难场

所。因此，人们对审美观点表现出不同的形态，比如，部分

人认为文学不仅可以改善生活，还可以创造生活，还有一部

分人非常注重文学或审美理想，过于沉溺文学的世界，以此

来逃避人生。

3.3 审美实践与审美理想的交互负作用

由于主体审美态度在客观情况下具备多种多样的形式，

这也是导致每个人对每一种审美具备不同观点现象的原因，

因此，在开展审美实践活动时非常容易产生负面影响，首先，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由于审美只是生活的点缀，所以审美活

动容易导致人们出现双重人格，此种双重人格主要指的是人

们既重视现实生活也重视审美，两种不同的生活观念交互，

其中一方充当生活中的掩饰，此种情况在实际生活中是较为

普遍的。比如，伪君子。在白天犯罪，又在夜晚忏悔。又或

者是像市民一样生活，像上帝一样思考。借用别人犯下的错

误来装饰自己，双重人格也称为伪人格，是心理原因的主要

表现形式。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存在不尽人意的事情，当人

们遭遇这些事情时，就非常容易出现双重人格。部分人还会

自我欺骗，自我麻醉，追求高质量的物质，掩饰自己心灵上

的亏损。同时在生活中，认为自己非常努力，借此安慰自己

的心灵。

但是这种现象不是绝对的，不是每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

人都是沉沦的，有的人不会借助华贵的外衣伪装自己。至于

双重人格与审美实践之间的关联，应该追溯到符号隔离。我

们知道文学来源于生活，当文学与生活同样严肃时，文学就

渗透到生活中来，并且起到升华人类灵魂的作用，丰富人们

的精神世界。同时，文学也可以和生活分离，人们可以将文

学作为生活的消遣及点缀，这样文学在人们的生活中就会起

到积极地促进作用。与此同时，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遵循现实

法则，在艺术世界里遵循艺术法则。在现实生活中，保持谦

虚、恭谨的生活态度，在艺术中人类保持高尚的态度，这种

情况下极容易产生双重人格。并且在审美中双重人格情况也

较为普遍。最为典型的是文学流氓，艺术庸众，将剧院和写

作当成道德垃圾倾泻处。在现实社会中，经常会有这样一种

人，在白天将道德实践踩在脚下，晚上再把道德实践从远处

拉回来。他们既不能彻底抛弃道德，又不能实际遵守道德，

于是就将记忆压力进行释放。比如在剧院，很多女观众在台

下为了秦香莲或祝英台痛哭，一转眼就将擦过眼泪的纸巾扔

在座位底下。走出剧院后，重新拾回道德，告诉儿女千古不

变的择偶标准，是门当户对。

结语

总之，我们提倡正确的审美态度，提倡敏感而坚强的健

康身心，提倡直面现实，对苦难和沉重具有无所畏惧的务实

情怀。因此现实生活中的双重人格会对社会造成一定威胁，

其对文学审美的消耗是不可观的。同时，双重人格不仅是对

文学的消耗，也是灵魂的扭曲，是生活中大部分悲惨事件的

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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