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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文艺消费与文艺欣赏 !文艺接受同中有异 �异中有同 ∀ 在各种形式的文艺消费中必然包含着文艺欣赏的成 

分 ∀在商品文化语境中 � 文艺欣赏也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商品消费 ∀但文艺消费和文艺欣赏 !文艺接受的 

内涵 !外延不同 � 侧重点和关注点也不尽相同 � 所体现的艺术文化观念 !文化形态和研究视角更大为不同 ∀文艺消 

费的涵盖面要远远大于文艺接受 !文艺欣赏 � 它显示了一种 � 也需要一种更为广延的视野和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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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 � / 文艺消费0已不再是一个让人感到陌 

生的词汇 ∀当代文艺正愈益呈现出强烈的/ 消费0色 

质 ∀与此相联 � / 文艺消费0问题也成了当代文艺学 

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 亟需对之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 

而基础学理的研究则尤显必要和急迫 ∀ 

长期以来 � 人们在分析 !考察文艺消费时往往凭 

借日常生活习惯和由此形成的直觉 �从日常生活经 

验出发沿用传统观念和习惯用法 �这使得文艺消费 

一词缺乏准确 !清晰的界说 � 文艺消费 !文艺欣赏 !文 

艺接受等常常被混同为一 ∀ 因此 �有必要对三者进 

行辨析 � 揭示其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 ∀ 

文艺欣赏与文艺消费有着许多共同点 ∀文艺消 

费既然是对于文艺产品的消费 �当然就不可能完全 

与一般物质消费品的消费相同 ∀在各种形式的文艺 

消费中必然或多或少地包含着文艺欣赏的成分 ∀诚 

然 � / 消费的概念是一个源于经济学的概念 �也是平 

民主义者们借用的一个概念0 ≈����� ∗ ���� ∀ 消费是与 

商业社会的出现和逐步成熟内在关联的 ∀现代人谈 

到消费时多指的是物质消费 !商品消费 � 是从经济学 

角度 � 从社会生产 ) 消费的角度谈论消费问题的 � 也 

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消费一词与大工业生产 !商品 

经济导致的社会文化观念 !思维模式 !提问方式 !商 

业文化语境中的消费活动和由此形成的生活方式 ! 

生活理想 !消费观念 !文化习尚在逻辑上是同构和并 

置的 ∀离开商业文化 !工业时代似乎已不可能设想 

/ 消费0 ∀但是 � 消费作为人类的一种根源性的生活 

过程是与人类的产生相伴出现并贯穿人类历史始终 

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 � 消费是一个远远大于物质消 

费 !商品消费的范畴 ∀从历时的角度看 � 不同的时代 

存在着不同的消费形式 �商品消费并不是贯穿人类 

历史始终的主导形式 � 而只是人类历史特定阶段的 

产物 ∀同时 � 从共时的角度看 � 在同一时代也并存着 

多种类型的消费活动 � 物质消费 !商品消费并不能囊 

括人类的全部消费类型 ∀正如堤清二所言 � / 消费成 

为维持人的生命 !使劳动力得以发挥作用所必需的 

补给性行为 � 是产业社会出现以后的事 ∀ 而在那之 

前 � 消费本身是一种乐趣 �除此之外 �它还是部落之 

间 !人与人之间互致礼仪和实现交往的行为 ∀ , , 

产业社会是将人的特征限定为−生产. � 将生产置于 

优先地位并为此而构想消费的社会 ∀产业社会的发 

展使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 

从那时侯起 � 产生了区别有用消费与浪费的思想 � 有 

用消费不知不觉地被认为是对资本有用的消费 �而 

作为 人 类 生 活 过 程 的 消 费 则 不 得 不 隐 蔽 起 

来 ∀ � ≈����� ∗ ���� ∀见田宗介也说/ 消费在本意上是与 

功利追求完全相反的 � 是对生命的充溢与喜悦的直 

接追求0 ≈������ ∀这也在消费一词的语义中得到了体 

现 ∀从语义学的角度看 �消费不仅在外延上大于物 

质消费 !商品消费 � 而且在内涵意蕴上也包含着单纯 

物质消费 !商品消费 !经济学视角所无法涵括尽净的 

诸多层面的复杂意义 ∀在当代文艺消费中 �一方面 

商品化逻辑渗透到了文艺生产 !消费的机制深处 �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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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气息在文艺生产 !消费中到处弥漫 � 文艺生产和消 

费在总体上必然不同程度地成为商品生产 !消费 � 文 

艺消费在很大程度上要遵循商业经济的逻辑 �这使 

它具有浓重的商业性和鲜明的经济色质 ∀ 另一方 

面 � 文艺消费作为商业消费虽会影响它的实现形式 � 

但无改于它作为文艺欣赏 !接受的天性 �它同时还必 

然要遵循文艺的功用逻辑 �审美娱乐性和精神享受 

性仍然是文艺消费的基本特征 ∀尽管审美从来就不 

是文艺消费的惟一特点 �但审美仍然是贯穿文艺消 

费历史始终的重要特征 � / 从很多方面讲 �审美都是 

一种自然而然的活动0 ≈���� ∀ 在文艺消费中始终存 

在着一个/ 不依存于物质性消费的 � 知性与感受性与 

灵魂的深度这样一个广阔的空间0 ≈������ ∀确如马克 

思在其5剩余价值论6中所指出的 �文艺产品虽然作 

为商品存在 �在文艺生产中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和操 

纵也极为严重 � 但在文艺生产 !消费中商业逻辑只在 

有限的规模上被应用 � 文艺的商品生产 !消费机制并 

不改变文艺的本质 ≈����� ∗ ���� ∀ 同时 �在商品文化语 

境中 �文艺欣赏也必须以购买 !租借�或其他与之密 

切相关的间接的过程和活动�为前提 � 必然在很大程 

度上成为一种商品消费 ∀这使得文艺消费与文艺欣 

赏常常具有诸多共同之处 ∀ 

但二者又有许多不同 ∀目前国内学界对于二者 

的不同已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如花建研究员就曾指 

出 � / 我们提出文艺消费学 �决不是将传统的文艺鉴 

赏学换一个提法 �而是提出一个新的研究视野 , , 

意味着把人们对文艺产品的享用作为一种社会性的 

消费来把握0 ≈����� ∀ 陶水平教授也认为文艺消费与 

文艺欣赏二者既有联系又存在重大的差异 �并从四 

个方面对二者的区别作了论述 ≈����� ∗ ���� ∀ 

一是文艺消费和文艺欣赏或鉴赏的内涵 !外延 

不同 ∀文艺欣赏或鉴赏 �主要指读者观众主体以文 

艺文本为对象的积极主动的阅览 !欣赏和再创造活 

动 �突出了文艺接受的审美性 !愉悦性和精神享受 

性 ∀而文艺消费则不仅包括文艺阅览 !欣赏等形式 

的精神消费 � 而且包括文艺购买 !收藏 !炫示等诸多 

方面 ∀不仅包括对文艺产品的艺术性内涵和价值的 

消费 � 而且包括对其物质性的内涵和价值�如文艺产 

品的插图 !印刷和装帧设计格式 !载体形式等�的消 

费 ∀不仅包含对文艺文本本身的消费 �而且包含对 

相关的环境 !氛围 !设施 !服务 !品牌 !声誉等的消费 ∀ 

也就是说在范围上和涵盖面上文艺消费较文艺欣赏 

更为广泛 ∀较之文艺消费 � 文艺欣赏显得比较单纯 � 

是一种单纯的精神活动�尽管文艺欣赏也不能被简 

单地等同于审美活动 ∀ 帕森斯 � ↑⊃ ℘ ∪ℑ⊕ ⊂ ♠� °ℑ 2 

 ∉∈ � !布洛克� ♦ � ♣⊕∈⊕ ′⊂∉℘ ⊄⊕  �就曾指出 � / 在我们 

对于艺术的思考中 � 美占有特殊的位置 ∀ 的确 � 直至 

最近的年代 �美一直是美学的中心题目 ∀ 基本上而 

言 � 讨论不是就艺术作品及其作品的意义进行的 �而 

是就审美与艺术特性进行的 ∀ , ,另一方面 �对于 

美的讨论在当代美学中已经变得相对少见了 ∀ , , 

此外 � 在现代时期 � 艺术已经发现了除美以外的许多 

价值 � 因此要求从其他方面来进行欣赏 � 而且时常有 

意避免表现美的事物 ∀ , ,艺术不但现在不是 �而 

且一直也不是美的 ∀ 今天 �对于哲学家和老练的成 

年人来说 �结果会认为美也许并非是一个重要的项 

目 ∀ 0 ≈����� ∗ ���� �精神享受 � 作为一种欣然的积极主动 

的精神活动 � 它包含着种种复杂因素和状况 � 文艺欣 

赏或鉴赏�它隐含着欣然 !享受 !鉴别 !反思 !认知等 

意味�中既有审美的因素 � 也有与单纯审美不尽相同 

的社会化认知�又包括生活性的社会认知 !伦理性的 

社会认知 !文化性的社会认知 !反思等� �如开阔视 

野 � 完善知识结构 � 了解社会人生 � 增加人生阅历 �借 

鉴人生经验 �体验特异人生 �探询理想的人生模式 � 

设计和预演自我人生 �尝试塑造和建构能为社会认 

可接纳乃至鼓励赞赏的自我人格和人生取向 �实现 

与他人的沟通 � 赢得社会身份 � 被社团接纳 ∀ 确如埃 

斯卡尔皮� ″ ∉ℜ⊕  ∞ ℘ ℑ ∠ ⊃  �指出的 � / 阅读行为并不 

是一种简单的获取知识的行为 ∀ 这是一种经验 �这 

种经验使一个人完全同他个人的各个方面和集体的 

各个方面结合起来 ∀ 0 ≈������ 它还常常有锻炼思维和 

智力的认知努力 ∀既有心灵净化 !欲望宣泄 !逃避世 

俗 !超然物外的精神享受因素 �也有精神磨难的因 

素 �如体验人生和生活的极限 !能力和信念的挫败 

感 !人格和道德的沦落感 !文化的毁灭感 ∀ 往往呈现 

为具体的文艺阅览 !观赏活动和过程 � 而文艺消费还 

包括更为广泛的文艺制品的销售 !购买 !收藏 !炫示 

等行为 �这些行为常常是外在于文艺欣赏活动的商 

业经济行为和文化消费活动 ∀ 埃斯卡尔皮� ″ ∉ℜ⊕   

∞ ℘ ℑ ∠ ⊃  �也指出过/ 图书的消费和图书的阅读不是 

一回事 ∀一位消费者购买�更为少见的是借�一本书 

并不打算专门去阅读它 �甚至不打算附带地浏览一 

下 , ,如有些人为了−炫耀. 才购买−必须有的. 书 � 

他们把买书看成是表明自己富有 !有教养或高雅的 

标志�这是法国图书俱乐部最常利用的手段之一� � 

有些人是把购书作为投资而购买稀有版本的 , ,0 
≈����� ∗ ���� � / 伟大艺术品可以被用做纯粹的炫耀性装 

饰0 � / 作为富有的象征来展示0 ≈������ ∀ 而这种非阅 

览 !观赏的消费行为因为/ 参与到图书的经济领域0 

中 � 深刻影响着文艺生产消费的经济效益 � 因而会影 

响到一个社会 !一个时代文艺的繁荣与否 � 对于文艺 

消费又往往是极为重要的 ≈����� ∗ ���� ∀ 在内涵上 �文 

艺消费与文艺欣赏更有着极大的区别 �文艺欣赏主 

要是一种精神消费 � 仅仅是一种文化活动 � 主要指向 

文艺文本的精神文化意韵 ∀ 而文艺消费则既和文 

艺 !工艺有关 �又和商业有关 �兼有精神消费和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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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消费 !商业消费的多重性质 � 从微观上说指向 

的不仅是文艺产品的精神文化意韵 �而且包括对其 

物质载体 !外在包装及相关的物质环境 !文化氛围 ! 

技术设施等的消费�因为文艺消费品总是复合形态 

的产品 �是由主要来自于文艺工作者创造的精神文 

化意韵和文化产业部门提供的物质文化载体 !包装 ! 

设施 !场所 !氛围等共同形成的 ∀文艺消费也总是复 

合形态的消费 ∀文艺产品既包含着艺术性的内涵和 

价值 � 也包含着物质性的内涵和价值 �如印刷者 !包 

装者提供的服务也凝定在了文艺产品中 �它构成了 

文艺产品价值含蕴的组成成分 � 会使文艺产品增值 � 

文艺产品的插图 !印刷和装帧设计格式 !载体形式等 

本身具有着客观的价值 �也是文艺消费客体的重要 

组成部分 ∀产品的物质外观常常成为艺术情趣 !文 

化社会地位的表征 ∀出版商总是力图使装帧设计者 

和印刷者的服务增值 �以便削弱艺术家服务在文艺 

产品价值内涵中所占的比重 �减少后者容易带来的 

变幻莫测的风险 ≈������ ∀ �从宏观上说 � 它不仅仅是一 

种精神文化活动 � 还是一种商业行为 !社会经济活动 

和社会文化实践 ∀ 

二是文艺消费和文艺欣赏或鉴赏的侧重点和关 

注点不尽相同 ∀文艺欣赏或鉴赏代表了文艺消费活 

动的理想 �是文艺消费中的理想境界或高级层面 ∀ 

它侧重于读者 !观众对作品文本深层文化意蕴和艺 

术韵味的揭示 �重点关注的是读者观众的阅览和鉴 

赏的具体过程及相关的文本阐释 !鉴赏心理活动等 

细节问题 !读者观众的个性 !性别 !年龄 !阅历 !社会 

人生见解 !文化素养 !欣赏习惯 !审美理想等及文艺 

欣赏客体的复杂状况对文艺欣赏的影响 �以及由此 

导致的艺术的 !文化的 !社会的效应 ∀ 而文艺消费固 

然也或多或少地涉及文艺文本的欣赏过程 �但更关 

注作为消费主体的文艺受众或其他消费者对文艺产 

品或文艺服务及其设施的购买 !收藏或其他消费活 

动得以进行的各种配套条件 �关注消费者对文艺的 

消费观念 !消费行为 !消费心理 !进行消费的经济能 

力 !文化能力和由此导致的经济的 !商业的 !文化的 ! 

社会的 !心理的效应 ∀ 热拉尔 # 卡� ♣� ℑ  ⊗ ≤ℑ �在 

论述商品生产 !消费问题时也说生产 !消费必然涉及 

到一系列的配套条件 � 原料和能源供应情况 !成本价 

格以及与此相联的消费趋向 !消费观念 �及更结构性 

的措施 � 生产体系 !交通通讯方式的发展 �住房建筑 

质量的改善等等 ≈������ ∀ 对于文艺消费来说 � 同样也 

涉及到与消费活动有关的各种配套条件 ∀ 对此 �埃 

斯卡尔皮� ″ ∉ℜ⊕  ∞ ℘ ℑ  ∠ ⊃  �曾指出/ 如果不能将一定 

数量的阅读材料 �连同为了利用这些资料的必要手 

段和愿意得到这些资料的不可或缺的动机一起提供 

给居民0 �即使居民具备阅读欣赏能力也无济于 

事 ≈������ ∀ 

三是文艺消费�此处的文艺消费主要指现代意 

义上的文艺消费或现代社会中的文艺消费�和文艺 

欣赏或鉴赏所体现的艺术 !文化观念 !文化形态不 

同 ∀文艺欣赏或鉴赏更多地体现着一种静观 !膜拜 

的文化观念 � 视文艺为天才的独创 � 文艺欣赏常被表 

述为无功利的审美活动 �是一个神性文化时代的表 

征 � 洋溢着士大夫情调和精英文化气息 ∀ 认为文艺 

活动主要是作者与读者的心灵沟通和思想情感交 

流 � 基于这种艺术 !文化观念 �文艺活动即是一个由 

作者 ) 文本 ) 读者构成的静态的系统或动态的流 

程 � 文艺消费则与教育的普及 !大众传媒业的空前发 

展 !市民社会和城市大众群体的形成密切相关 � 体现 

得更多的是一种世俗的 !平庸的 !民主化的文化趣 

味 � 视文艺如人工制品和消费品 ∀在此 � 传统社会中 

笼罩着文艺的灵光逐渐消逝 �文艺产品不再被视为 

天才的独创 � 而是一如工业生产线组装合成 !批量生 

产的/ 机械复制时代0的产品 � 充斥着商业文化气息 ∀ 

基于这种艺术 !文化观念 � 文艺活动还同时是一个由 

生产者 ) ) ) 文艺商品 ) ) ) 消费者构成的动态的商业 

文化流程 ∀文艺欣赏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是那种充 

满田园牧歌情调 � 重视人格修养和心性修持 � 社会生 

活节奏较慢 �人们还可以静下心来慢慢品味文艺作 

品的时代 �进行文艺欣赏的主导阶层是具有优厚生 

活条件 !良好艺术教养的有闲士大夫阶层或类似的 

精英文化群体 ∀现代文艺消费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 

则是那种充满商业气息 � 商业趣味四处弥漫 � 大众传 

媒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和每一个角落 �讲求 

实用功利 � 注重经济收益 �社会生活瞬息万变 �人们 

为金钱和生活而碌碌奔忙的时代 �进行文艺消费的 

主导阶层或群体是经济上具有保障 �随着教育的普 

及具有一定文化修养 � 可以自如地进行文艺观赏 �具 

有足够的财力对文艺产品进行购买和消费的广大的 

市井民众和中产阶级 ∀从传统形态的文艺欣赏到现 

代意义上的文艺消费的转变 �伴随着的是文化的转 

型 ∀如果说传统的文艺欣赏 !接受具有个体性 !非商 

品性 !神圣性 !膜拜性 !修心性 !庄重性 !超越性 !形上 

性 !永恒性 !单向性 !一维性 !静观性 !天才性 !浑成 

性 !陶冶性 !升华感等特征 � 那么 � 当代文艺消费则更 

具有社会性 !商品性 !世俗性 !展示性 !休闲性 !随意 

性 !物质性 !日常性 !时尚性 !符号性 !交互性 !多元 

性 !流动性 !人工性 !宣泄性 !感官化 !欲望化 !生活化 

等意味和色质 ∀ 

四是文艺消费和文艺欣赏或鉴赏所体现的研究 

视角不同 ∀文艺欣赏或鉴赏体现的主要是文艺心理 

学和文艺接受学的视角 �而文艺消费体现的则主要 

是经济学 !社会学的视角 �同时又关涉到哲学 !心理 

学 !美学 !传播学 !伦理学 !文化研究等视角 �具有全 

景式观照的综合多视角特点 ∀与文艺欣赏关联更多 

# � � � # 第 � 期                   何志钧 �文艺消费 # 文艺欣赏 # 文艺接受



的是欣赏主体与文本的关系 �与文艺消费关联更多 

的是消费主体与消费品的关系 ∀确如阿尔方斯 # 西 

尔伯曼所说/ 许多研究者认为 � 从消费者出发能最有 

效地在社会全部联系中讨论事实 ∀他们很少以感知 

过程和意义过程为重点 �而是以探讨作者 !文学作 

品 !接纳者 ) ) ) 不管叫他接受者 !消费者还是惯称的 
−读者大众. ) ) ) 之间的交际线为重点0 ≈������ ∀ 

文艺消费与文艺接受 !文艺阅读也不尽相同 � 这 

不仅是因为文艺消费包括文字阅读 �而且也包括广 

播影视戏剧等的观赏 �也不仅仅是因为如埃斯卡尔 

皮� ″ ∉ℜ⊕  ∞ ℘ ℑ  ∠ ⊃  �等人所指出的/ 图书的消费和图 

书的阅读不是一回事0 ∀ ≈������ 上层社会中许多人是 

为了装点门面 � 营造一种有教养的文化环境 � 显示自 

己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品位而购买和陈设豪华精美的 

文学经典和艺术珍品 � / 欣赏0高档次的歌剧和音乐 

会 � 尽管他们缺乏应有的艺术修养 � 那些文艺珍品对 

于他们并没有实际艺术价值 �他们也未必打算去读 

那些文学经典 ∀ 这种/ 夸示式消费0虽然外在于 !不 

同于文学阅读 !接受 � 但也包含在文艺消费的范围之 

内 ≈������ ∗ ���� ∀文艺消费的涵盖面远大于文艺接受 ! 

阅读 �更为重要的是文艺消费还意味着在商业社会 

中即使是文艺接受 !文艺阅读也已被纳入了商品生 

产消费的周期和体系中 � 具有着商业文化意义 � 还可 

以同时从商品消费 !商业文化的角度去看待 � 可以在 

商品生产消费而不仅仅是文艺创作阅览的宏阔视野 

中审视文艺阅读和接受现象 ∀ 文艺阅读 !接受并不 

是在任何时代都可以成为现代商品社会意义上的消 

费 � 作为现代商品消费意义上的文艺阅读 !接受是在 

文艺成为商品以后才有的 ∀当然 � 即使在商业社会 � 

在充斥着非阅读 !接受的文艺消费的同时 �作为阅 

读 !接受的文艺消费仍然蔚为潮流 ∀ 二者并非完全 

对抵 � 而往往是缠绞在一起的 � 这使得文艺消费呈现 

出有别于一般商品消费的特殊性 ∀文艺消费显示了 

一种 � 也需要一种更为广延的视野和思考 ∀ 它表明 � 

当我们关注文艺时 �不仅要关注文艺文本的具体接 

受 !阅读过程和特定文化状况对阅读 !接受过程 !状 

况 !效果的影响 �还更要关注消费者的消费观念 !消 

费行为 !消费心理 !进行消费的经济能力 !文化能力 � 

更要关注文艺消费者得以进行文艺消费的各种配套 

条件是否具备 �这种种配套条件的具备与否可能产 

生的社会的 !文化的 !商业的 !心理的效应 � 正如前引 

埃斯卡尔皮� ″ ∉ℜ⊕  ∞ ℘ ℑ ∠ ⊃  �的论述所指出的 � �如 

果不能将一定数量的阅读材料 �连同为了利用这些 

资料的必要手段和愿意得到这些资料的不可或缺的 

动机一起提供给居民� � 即使居民具备阅读欣赏能力 

也无济于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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