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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
郑立君

（北京大学 艺术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莫里斯希望建立艺术的社会主义有其反对现代机械文明和商业主义的社会思想基础，其
主张废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艺术的社会主义的态度和目标是坚定的、明确的。从１８５０年代
末至１８９０年代末，他利用诗歌、手工艺术设计、小说和演讲以及参与社会主义组织活动等多种形式
进行社会主义宣传、鼓动和实践，倡导复兴中世纪哥特式艺术和手工艺术，这与他主张彻底实现社

会革命、废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通过艺术和艺术化的劳动，建立人人快乐工作和生活、人人平等

的艺术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互为表里。莫里斯献身于艺术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斗争精

神是积极的和进步的，对１９世纪末乃至２０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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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莫里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ｏｒｒｉｓ，１８３４—１８９６）是
１９世纪下半叶英国艺术与手工艺运动的主要领导
者，他既是艺术家、设计师、诗人、小说家，也是一位

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在艺术设计方面，他反对机械

化产品的粗制滥造和维多利亚时代奢侈、豪华、庸俗

的艺术设计品位，积极倡导复兴自然、质朴无华的中

世纪哥特式手工艺术，发起和领导了英国艺术与手

工艺运动，推动了世界手工艺术运动和世界现代设

计的发展，并因此被艺术设计界尊称为“现代设计

之父”。在社会主义思想方面，从 １８５０年代末至
１８９０年代末近４０年间，莫里斯积极地利用诗歌、手
工艺术、小说和演讲等艺术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思想

宣传，并通过参加英国自由党联盟等社会主义团体、

组织和社会活动等，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鼓动和实践，

主张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

艺术的社会主义社会等，对１９世纪下半叶乃至２０
世纪的英国和世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都产生

了较大的影响。深入研究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

想是必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

长期以来，特别是在中国艺术设计界，不少学者

在论及莫里斯时大多侧重于他在手工艺术方面所取

得的成就以及他对西方乃至世界现代艺术设计的贡

献等，而对其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较少论及，或者忽

略了其１８８０年代之前艺术和实践活动中的社会主
义思想。事实上，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产

生不仅有着鲜明的社会现实基础，而且有着坚定的

思想态度和明确的理想目标，他从１８５０年代末就已
在诗歌中表露了其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他倡导复

兴中世纪哥特式手工艺术及各种手工艺品的设计实

践与他希望建立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互为表里。

（一）

莫里斯希望建立艺术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基

础是他对机械化大生产的痛恨和商业主义盛行的厌

恶。他认为现代机械文明破坏了古代文明、破坏了

艺术、破坏了人类美好的生活环境，机械化大生产导

致了商业主义盛行、金钱至上、社会贫富不均与对立

等社会问题。１８９４年，莫里斯在《我是如何成为社
会主义者的》一文中说：“我一生最主要的激情就是

对现代文明的痛恨”。现代机械文明使“它的国民



第５期 郑立君：威廉·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

是如此贫穷，而国民的敌手又是如此的富有，它那庞

大骇人的组织就是为了制造悲惨的生活！它鄙视纯

朴的乐趣，要不是它的愚蠢行为，人人都能享受这种

纯朴的乐趣！它那有眼无珠的庸俗不就毁灭了劳动

唯一能得到的安慰———艺术吗”？“人类多少世纪

的奋斗，只产生了这种龌龊、无目的、丑恶的混乱；在

我看来，最近的将来有可能会把这种文明的愚蠢、卑

劣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的日子所留下来的东西也都

扫荡殆尽，而使现在世上的这一切祸害更加猖

獗”。［１］（Ｐ２００）如何改变这一糟透的现实社会？就是进

行彻底的社会革命！参加社会革命使他成了一位实

际的社会主义者。

莫里斯要建立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其态度是

非常坚决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如他所说：“我自

称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因为我的目标是实现社会

的彻底革命。我的目标不在改革现有社会制度，而

在废除现有社会制度。”“我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或共

产主义，而不是无政府主义。”［２］（Ｐ６）对于如何建立和

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莫里斯认

为，用“美术的装饰，施诸工艺品，则不难化工业为

艺术与快乐”［３］，“劳动者同时为艺术家，日常普通

之劳动，皆有艺术的意义”，“使人人均觉有生存之

意义，能为此者，但有美术，使人人脱此奴隶的境遇，

实为美术之最任务”［４］。也就是说，通过艺术和艺

术化的劳动，使人人都能享受艺术，人人都能快乐地

工作、生活，从而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贫富不均

和人人都有参与自治权利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

会。在莫里斯看来，现代文明“已经使工匠沦落到

一种可悲可怜的生活境地，他几乎不知道如何去企

求比他现在被迫忍受的生活更好的一种生活。为他

勾画出一种充实而合理的生活的真正理想，是艺术

的职责。在这种生活中，他将感到对美的感受和创

造，也就是享受真正的乐趣，这种乐趣的享受同每天

的面包一样对人来说是必须的”，“没有任何一个

人、一群人可以被剥夺这种享受”。［１］（Ｐ２０２）人们在制

作和使用日常生活用品时得到的快乐与享受，是手

工艺术、装饰艺术的功能，如果没有这些艺术，那么

人们的劳动就是空虚的、贫乏的，劳动也将是难以忍

受和令人厌倦的。因此，通过艺术和艺术化的劳动

使所有人能够开心地购买物品、快乐地装点他们的

生活，开心地销售他们引以为豪、质优价廉的产品，

开心地工作、生活。艺术和艺术化的劳动使人们得

到快乐，人们在工作中肯定会很快乐。同时，艺术和

艺术化的劳动会使人们的街道、房屋等生活环境变

得洁净、美丽，使人们不再带着沉重的心情工作、生

活，而使人们愉快与放松。可见，莫里斯反对机械文

明、废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艺术化的社会主义

或共产主义社会的主张，是有着坚决的思想态度和

明确的理想目标的。

（二）

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早在１８５０年代末
已露端倪，这从他１８５８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吉尼
维亚的自辩及其他》中可见一斑。该诗集虽然讲述

的是西方古代传说中美丽的王后吉尼维亚与亚瑟王

最英武的骑士兰斯洛特之间的爱情悲剧，但实质是

对当时英国社会现实的关注与影射。莫里斯通过古

代传说中吉尼维亚的爱情悲剧暗示了当时英国普通

人的悲剧。“现金逻辑主宰了人际关系的方方面

面，甚至主宰了最私密的两性关系。在这种逻辑的

支配下，道德的成了不道德的，不道德的反而成了道

德的。莫里斯借古讽今的意图，不可谓不明显。”［５］

１８６０年代末至１８７０年代初，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
义思想已表现得较为明显了，这在他的代表性诗歌

作品长篇叙事诗集《地上乐园》中表现得较为清楚。

譬如他在“辩解词”一节［６］（Ｐ２４１－２４２）中写道：

我无力歌唱地狱赞颂天堂，

也不能减轻你们恐惧的重负，

我不能缓解迅速飞来的死亡，

也不能换回逝去年代的幸福，

我的词句不能把希望恢复，

也不能把你们的眼泪驱走，

我是个空虚时代的徒劳的歌手。

……

沉重的灾难、无穷的操劳忧烦

把挣面包为生的我们压制，

徒劳的诗句无力挑此重担，

所以，让我唱古代难忘的名字，

他们已不在人间，但永远不死，

漫漫长年也不能把他们冲走———

而离开空虚时代的可怜歌手。

表面上，这些内容表达了莫里斯对当时英国广

大工人等下层民众陷入机械化大生产的沉重灾难并

沦为机器的奴隶而在精神上受到压制、摧残以致恐

惧、死亡等状况的惆怅与迷茫之情，似乎表现出对英

国现实社会的焦虑和逃避现实的无可奈何之感，只

能“唱古代难忘的名字”，成为“空虚时代的可怜歌

手”，但实际上他是在借助古代英雄人物唤起广大

工人等下层民众与残酷的社会现实作斗争，以摆脱

困境，靠斗争来建立一个理想的“地上乐园”。该诗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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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段［６］（Ｐ２４３）写道：

我试图把缥缈的仙岛乐土

建立在灰黑汹涌的大海中央，

所有的人心啊都在那海里飘荡，———

要靠屠龙壮士与海怪搏斗，

不靠空虚时代的可怜歌手。

在这里，“仙岛乐土”指的是一种没有压迫、没

有奴役、人人快乐地工作和生活的理想社会。“灰

黑汹涌的大海”指的是大机器生产带来的环境污

染、商业主义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贫富不

均和劳动异化以及社会不平等的严酷现实。想要把

前者在后者的“大海中央”建立起来，“要靠屠龙壮

士与海怪搏斗”，而“不靠空虚时代的可怜歌手”。

所以，这不是在空虚的时代空唱古代英雄的赞歌，而

是莫里斯发出的奋斗希望之声与社会变革之声！

１８７７年后莫里斯开始积极地参加各种政治活
动，先后加入了“英国自由党联盟”、社会人士共同

组织的“东方问题协会”，参与成立了英国“古建筑

物保护协会”等，尤其是他对英国政府在一些政治

事件上所表现出的消极态度的批评等，不仅表明了

他的政治思想已经成熟，而且也表明了他的社会主

义活动正在进入一个新时期。１８８０年他与自由党
决裂，１８８３年加入了马克思主义团体“民主同盟”，
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开始对马克思的

《资本论》和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及大卫·李嘉图（ＤａｖｉｄＲｉｃａｒｄｏ）等人的著作
进行深入研究，对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等进

行深入批判。他在一篇题为《商业战争》的演讲中

说：“这里有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在社会里，保

持中立是不可能的，袖手旁观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参

加这个阵营或那个阵营；你要么就做反动派，被民族

前进的车轮辗得粉碎，这样来发挥作用；要么就加入

进步的队伍，摧毁一切的敌对力量，这样来发挥作

用。”［２］（Ｐ５）１８８４年底“民主同盟”分裂，莫里斯和马
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 －艾威林（ＥｌｅａｎｏｒＭａ
ｒｘＡｖｅｌｉｎｇ）等人在恩格斯的帮助下成立了社会主义
者同盟。１８８９年莫里斯作为英国社会主义代表团
成员参加在巴黎召开的社会主义者大会，１８９３年参
与起草了《英国社会主义者共同纲领》等，直到１８９６
年１０月３日去世，莫里斯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
他的艺术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在这期间，莫里斯除

进行书籍装帧等艺术设计外，还积极地通过他的诗

歌《社会主义之歌》和小说《梦见约翰·鲍尔》《乌有

乡消息》等文艺作品，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鼓动

广大工人等下层民众进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的斗争。他在１８８３—１８８７年间创作的诗集《社会主
义之歌》集中表现了他进行社会革命、建立社会主

义社会的斗争精神。在《这一天将来到》［６］（Ｐ２４６－２４８）

诗中写道：

故事里讲的这块国土，位于大海中间，

未来的日子里，人们将把它称为英格兰。

未来的日子里，那儿将不限于极少数人

能抱有明天的希望和古老家园的欢欣。

……

每个人将劳动、思索、为双手干的活高兴，

他下班回家时也不至于疲劳得无力支撑。

……

那时，工人赢得的将真正属于他自己，

不播种者将不能把收成之半平白刈取。

……

这一切将属于我们全体，当世界变得合理，

任何人都不再缺少一份劳动和生活所需。

此外，莫里斯在《工人们在行进》［６］（Ｐ２５５）诗中还

写道：

这是什么？———人人听到的这种声音和传闻，

像空谷来风，预兆着一场风暴正在逼近，

像大海汹涌，在一个惊心动魄的黄昏？

这是人民在行进。

莫里斯在１８９１年出版的小说《乌有乡消息》中
又进一步勾画出了未来共产主义的社会场景，把乌

托邦理想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目标结合起

来，采用新旧对比手法，在憧憬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幸

福生活的同时，也深刻地揭露和抨击了１９世纪资本
主义社会制度的罪恶，明确而具体地表达了其追求

艺术化的劳动、工作与生活，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

立人人平等、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与

愿望。

（三）

莫里斯积极倡导复兴中世纪艺术及手工艺术与

他建立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互为表里

的。莫里斯通过积极倡导复兴中世纪艺术与手工艺

术来抵制机械化大生产，改变当时英国的审美趣味，

希望人人都能享受艺术和艺术设计，这是他实现艺

术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在欧洲历史上，中

世纪（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ｓ）一词是１５世纪意大利历史学家
比昂多提出并开始使用的术语，时间大约从公元

４７６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１３５０年，其含义是指从古
希腊罗马的辉煌到近代之间由基督教与封建王权统

治的、政教合一的、长达千年的黑暗时期。但建筑、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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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绘画和手工艺等造型艺术方面在这一时期成

就斐然。虽然广大手工艺人饱受教会和封建专制势

力的压迫与剥削，在许多方面被奴役、被驱使，甚至

有商人与手工艺人结合起来导致技术垄断等弊端，

但手工艺行会组织也有着维持生产水准、保护会员

权益、促进成员之间相互合作的共产思想。从消费

群体看，手工艺品不仅广泛存在于基督教堂、封建王

室和领主的生产、生活中，而且在一般民众的生产、

生活中也多被使用，具有人人平等和人人都能享受

艺术与艺术设计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因子。

因此，在中世纪存在着“共产主义组织就是家庭，或

者更确切地说，是聚居的共同体”，以及“自给自足

的生产始终占主导地位”的教会，“在那里，共同生

活、共同管理生活资料乃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在

管理生活资料方面有可能长期地坚持共产主义制

度”，“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７］这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特点。所以，莫

里斯积极地回望中世纪，迷恋中世纪哥特式艺术与

手工艺术，把自然界的花鸟、动物和圣经及传说中的

人物、故事作为其手工艺品装饰图案的视觉形象。

这既是莫里斯等人对中世纪哥特式艺术和手工艺术

设计的崇尚与追求，又是对大机器产品设计品位低

俗的鞭笞和对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在建筑、室内装饰、

家具等方面追求奢侈、豪华的艺术设计风格的抗争，

是莫里斯借鉴中世纪的社会组织观念等来改变资本

主义社会制度、建立人人平等的艺术的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思想的体现。

莫里斯倡导和从事艺术与手工艺运动与其艺术

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并行的。从艺术设计实践活动上

看，从１９世纪五六十年代至８０年代之前，他把主要
精力放在壁纸、壁挂、地毯、彩色玻璃和书籍装帧等

手工艺产品的设计制作方面，希望以此来改变机械

化产品的粗制滥造、改变人们的生存生活环境。

１８８０年代之后，虽然他把大部分时间与精力主要用
在从事社会主义事业方面，但并没有终止他的手工

艺术设计。他不仅进行书籍装帧设计，而且指导和

影响了其他成员以及其他艺术与手工艺组织，继续

坚持从自然界和圣经及传说中选取动植物和人物、

故事等进行手工艺品的装饰图案设计。１８９０年莫
里斯创设凯姆斯科特印刷厂，从事书籍装帧设计与

印刷，他的女儿梅·莫里斯（ＭａｙＭｏｒｒｉｓ）在父亲去
世之后继续从事壁纸、刺绣等手工艺术创作，直到

１９２３年。其他如英国艺术与手工艺运动的主要健
将阿瑟·Ｈ·马克穆多（ＡｒｔｈｕｒＨ．Ｍａｃｋｍｕｒｄｏ）、查
尔斯·罗伯特·阿什比（ＣｈａｒｌｅｓＲｏｂｅｒｔＡｓｈｂｅｅ）等

人，不仅都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思想倾向，并且

１８８０年代以后都设计制作出了众多以自然界动植
物为主要图像元素的壁纸、壁挂、家具、纺织、彩色玻

璃等经典手工艺品和宣传广告等，体现出鲜明的社

会主义思想因素。所以，莫里斯倡导和从事手工艺

设计与其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并行发展、互为表

里的，这也是他把手工艺设计作为实现其艺术的社

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手段。

当然，从艺术设计改革方面看，莫里斯从事壁

纸、壁挂、纺织、彩色玻璃和书籍装帧等手工艺术设

计制作，其主要目的在于他面对工业革命导致的英

国传统手工艺设计的衰落、机械化大生产使产品设

计的艺术性趋向低俗、产品设计生产与艺术脱离、艺

术家和设计师的艺术个性被压制而得不到自由发挥

等现象，力图复兴中世纪哥特式艺术与手工艺术并

身体力行地进行手工艺术设计制作，为变革英国的

艺术设计寻找出路。但不可否认的是，莫里斯从事

壁纸、壁挂等艺术设计的思想、行为，并非单纯地进

行艺术创作或艺术设计改革，而是建立在其艺术的

社会主义思想基础上的。与他在诗歌和小说中直

接、显性地表达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同的是，他通

过艺术创作或艺术设计改革来实践其艺术的社会主

义思想较为隐晦。

（四）

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受到了拜伦（Ｇ．Ｇ．
Ｂｙｒｏｎ）、雪莱（Ｐ．Ｂ．Ｓｈｅｌｌｅｙ）、卡莱尔（ＴｈｏｍａｓＣａｒ
ｌｙｌｅ）、罗斯金（ＪｏｈｎＲｕｓｋｉｎ）等人的间接或直接的影
响。莫里斯从少年时代就非常喜爱拜伦、雪莱等英

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深受他们不满现状、反抗压

迫、歌颂自由平等和强调个性解放的浪漫主义诗篇

的影响。卡莱尔和罗斯金关于艺术与社会的思想也

给予了他直接的影响。如在《我是如何成为社会主

义者的》一文中，莫里斯对当时功利主义派的自由

主义者进行评价时说，在现代社会主义崛起之前，几

乎所有的有识之士都对机械化大生产带来的文明感

到十分的满意，除了对这个文明满意之外，他们再也

没有什么可做的。在机械的进步中，这些人其实是

别无所求的。他认为只有少数人公开反对功利主义

派的自由主义思想，而这少数人即是卡莱尔和罗斯

金，因此，他说这两位是他实践社会主义之前引导他

走向社会主义观念的导师。［１］（Ｐ２００）所以，“像他的导

师一样，莫里斯也相信艺术能影响社会。此外，艺术

工作者对社会组织和价值有直接的贡献”［８］。

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受到此前和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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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英国不断兴起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此

前有罗伯特·欧文（ＲｏｂｅｒｔＯｗｅｎ）的“欧文派运动”
及其影响下产生的葛德文的共产主义、荷尔和莱文

斯顿的反资本主义批评、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同时

代有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

等。［９］（Ｐ３６）１８８０年代后，莫里斯先后参加的各种社会
主义性质的政党或组织以及国际社会主义会议对他

的影响也都是很大的。在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

斗争理论影响下，加上他多次经历、参与英国工人阶

级罢工斗争的经验，莫里斯总结出工人运动的兴起

与发展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认识到由资本主义

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变革过程只有通过革

命斗争才能实现。［２］（Ｐ１３１－１３３）这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

义思想是一致的。但总体上看，莫里斯与此前的欧

文及同时代的马克思等人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有

区别的，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艺术化的或乌托

邦的社会主义思想。无论他在诗歌、小说、演讲中表

达他的社会主义思想观念，还是积极参加各种社会

主义团体、组织并积极进行宣传活动；无论他积极倡

导复兴中世纪哥特式艺术与手工艺术来抵制机械化

大生产，还是提倡和坚持选择自然界的动植物、圣经

和传说中的人物、故事等形象作为他手工艺品的装

饰艺术元素等，都是希望通过艺术化的劳动使人们

的工作、生活变得快乐，用艺术为广大民众服务，使

人人都能享受艺术和艺术设计，变革资本主义社会

制度，建立一个艺术化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或共产

主义社会。这也是莫里斯社会主义思想的特殊性

所在。

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其根本原

因在于他是一位艺术家，画家、设计师、诗人和小说

家的内在艺术思想、精神与气质，决定了他的社会主

义思想、追求与信条的特殊性。２０世纪早期英国的
乔治·本森（ＧｅｏｒｇｅＢｅｎｓｏｎ）在评价莫里斯时说：
“他既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国家社会主

义者，更不是议会主义者”，“他的社会主义并非附

和雷同，实在是他的气质与确信的产物”。［１０］（Ｐ２５）

“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完全不能打动他。

依他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友爱；生活中的友爱，工作

中的友爱。这就是乌有乡消息———关于乌托邦的作

品中最有趣的一种———的主旨了；这就是他直接留

给附徒者和间接留给现在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明显印

象了。”［９］（Ｐ１８０）艾尔弗雷德·诺伊斯（ＡｌｆｒｅｄＮｏｙｅｓ）
评价说：“简而言之，莫里斯的社会主义信条是生活

愉快。”［１１］莫里斯的友人斯永本评价说：“他是艺术

至上主义的诗人”，“因此他没有忘记劳动之快乐化

与生活之美化，更由此出发而否定从劳动者夺去快

乐，从生活夺去美的资本主义，而图谋改造社会。他

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根本就因为他是真的诗人，真的

诗人没有不想使自己及生活之艺术化的，所以当然

会走到改造社会生活的道路上去。穆理斯（莫里

斯）的一生告诉我们真的诗人应该是真的人，因之

应该是真的社会主义者”［１０］（Ｐ２６）。

综上所述，莫里斯希望建立艺术的社会主义思

想的重要社会基础是他对现代机械文明和商业主义

的痛恨与厌恶，他积极利用诗歌、手工艺术设计、小

说、演讲和参与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等进行宣传、鼓动

社会革命，希望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后建立的社会，是

通过艺术化劳动使人人都能享受艺术、人人愉快地

工作生活、人人平等的艺术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

社会。尽管莫里斯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艺术的、

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比较特殊的，同时他所从

事的、设计制作复杂且价格较昂贵的手工艺和他后

期对机械生产效率的认同，以及其公司的商业行为

等，与他所标榜的反对现代机器文明和商业主义的

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矛盾的一面，但他为实现艺术的

社会主义理想的斗争精神是积极的和进步的，对１９
世纪末乃至２０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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