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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索引。

六、其他

13 .本书所用学科专业技术名词以各学科有关部门审定的为准，未经审定和尚未统一 

的，从习惯。地名以中国地名委员会审定的为准，常见的别译名必要时加括号注出

14 .本书字体除必须用繁体字者外，一律用1956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 

的简化字。

15 .本书所用量和单位以1994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和单位》

为准，个别的从习惯。

16 .本书所用数字，以1996年6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 

字用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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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的艺术研究

20世纪中国的艺术研究

（Art study of Chinese Arts 

in the 20th Century）

柏柳

、八 —
刖 百

艺术是精神创造的成果。但人类的早期 

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是交织在一起 

的，是相同一的。原始人为了生存繁衍，必 

须适应与征服自然，从第一件劳动工具的创 

造，“即便是最简陋的石器的制造也顾及到 

用起来方便、省力，以引起主体的快感。这 

种属于善的快感，伴随着或相应地引起了美 

的快感。石斧或石铲在造型方面的均衡、对 

称和尽可能的光洁的特点，同时具备了被当 

作视觉艺术来观赏的审美性质。它已经在产 

生实用价值的同时，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审美 

价值，已经具备了一定意义的视觉艺术的艺 

术美。这种艺术的特性，当然不同于文明人 

的艺术。”①文明人的艺术是在人类社会发展 

到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逐渐分工进入文明社 

会后诞生的。这种分工在社会实践中进一步 

深化，艺术领域又产生出音乐、舞蹈、绘 

画、文学、戏剧等相对独立的艺术门类。在 

艺术实践中，人们随着对艺术规律认识的不 

断深入，艺术理论研究也相应得到发展，各 

个层次的学科也相继诞生。现代形态的艺术 

学在社会人文学科中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 

它是从古老的美学学科中经过长期磨砺才诞 

生的。从艺术理论发展的历程来看，艺术批 

评、艺术研究，从古希腊到德国古典美学 ， 

历来属于美学研究的范畴，而美学又只是哲 

学的一个附属部门。然而，德国启蒙运动先 

驱人物哲学家鲍姆嘉通在他1750年发表的 

《美学》专著中，却力图把美学建设成为一 

个与研究理性认识的逻辑学相对立的独立的 

新学科，认为美学是研究感性认识的，界定 

“美学的对象就是感性认识的完善（单就它 

本身来看），这就是美……是美的艺术的理 

论。”并给它命名为“埃斯特惕克” （Aes- 

thetik,这个源于希腊文的名词有感觉或感 

性认识的意义）。由于鲍姆嘉通的美学理论 

重视对个别事物具体形象的审美感受，适应 

了文艺革新的需要，由此，美学作为一门新 

的独立的科学问世了。鲍姆嘉通被史学家称 

为“美学之父”。

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后，美学和 

艺术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发现，艺术创 

作、艺术批评和艺术形象构成、艺术功能等 

问题并不能单由美学来说明，这就不仅为深 

化美学学科体系建设提供了思考，而且也为 

艺术学的诞生提供了有利条件。最初提出建 

立艺术学的是德国艺术理论家菲特莱，他在 

1867年发表的《论造型艺术作品的评价》 

论文中提出：艺术学应以艺术作品为研究对 

象，从艺术创作活动中去寻找艺术本质。他 

的历史功绩在于对艺术学的建立给予了科学 

依据，为艺术学的诞生播下了种子。30年 

后，结出了硕果。这便是德国美学家玛克思 

•特索瓦1906年发表的《美学与一般艺术 

学》。这部著作在对美学与艺术学两者的研 

究领域、对象及研究方法的差异进行探讨的 

基础上，对一般艺术学的课题——艺术的本 

质和价值、艺术作品的特质、艺术家的创作 

活动、艺术起源、艺术的分类体系、艺术功 

能等，作了较系统的阐述，使艺术学成为一 

门具有知识体系性的学问②。特索瓦在该书 

出版的当年，由他主编的国际美学会刊物 

《美学与一般艺术学评论》出版发行，产生 

了广泛影响，为艺术学走向世界开拓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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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总论

艺术学总论

（General Introductionto Art study）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 

中国的思想文化开始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 

转型。现代的艺术概念、艺术观念和艺术体 

系，也逐步由西方引入我国，形成了与我国 

古典艺术观念、艺术体系、艺术思想迥然有 

别的现代艺术理论形态。作为一门学科的艺 

术学，在20世纪20年代初被引进我国学术 

领域。从这时开始到20世纪结束，中国艺 

术学的发展、演变，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时期 

来叙述。

一、作为一门学科的“艺术学”的引进 

与初步成果

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1949年新中国 

成立，是作为门学科的艺术学被引进到我 

国学术领域并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一定研究成 

果的时期。这可以视为中国20世纪艺术学 

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20世纪20年代初，在国外艺术学研究 

特别是德国著名美学家狄索瓦倡导的“一般 

艺术学”运动的影响下，艺术学作为一门学 

科.开始被引入我国的学术领域。1922年6 

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俞寄凡译的黑田 

鹏信《艺术学纲要》。这是我国翻译的第一 

本国外艺术学研究方面的专著，也标志着作 

为一门学科的艺术学被正式引进我国。关于 

“艺术学”的名称，作者作了这样的说明： 

"艺术学（Kunstwissenschaft）的名称，在 

德国，比较的也可说是新的名词。也可说是 

最近的名称。德国的美学大家，谭沙亚 

（Dessoir, Max）（今译狄索瓦，或译德索 

-引者）在1906年所发行的《美学及一 

般艺术学》的第一卷里，才用这名称。东方 

用这名称，不言可知，比较更其在后，可以 

说是极近的事呢。”需要说明的是，德语中 

的“艺术学”名称，早在19世纪下半叶便 

已产生。德语中的“一般艺术学”的名称才 

是由狄索瓦最早使用的。

关于美学与艺术学的对象，著者认为： 

“美学的对象或是美，或是快感，或是艺术。 

但是美学，把美做对象，是最稳当的事。倘 

使把艺术当作对象，还是称艺术学来得妥 

当。”作者看到，美学与艺术学”实际上， 

两者的对象，大部分是相同的。然大部亦虽 

相同，相差的地方，确也不少。所以两者间 

要生出混杂。在相同的方面，虽称美学亦 

可，称艺术学也可。然在相差方面，倘然互 

易名称，就要生出误解来了。” “所谓艺术 

学，是把艺术做主要的对象的，所以比较把 

美做对象的范围，来得狭小。但是把艺术彻 

底的研究起来，还是离开美学，叫做艺术学 

的为是。”

在20年代，除了像俞寄凡的上述译著 

那样不仅把“艺术学”的学科名称而且把艺 

术学的著作介绍、引进到我国之外，我国的 

学者也开始在论文、论著和大学的讲坛，介 

绍国外艺术学研究的情况，探讨艺术学中的 

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在我国学者撰写的论著 

中，较早提及“艺术学”或“艺术科学”的 

有吕澄。他在1925年由教育杂志社出版的 

《晚近的美学说和〈美学原理〉》一书的首章 

《美学研究的对象》中，先是在介绍西方美 

学研究中的主观派与客观派的区别时，涉及 

艺术学（艺术科学）。后又在介绍西方美学 

研究中的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的分歧时谈 

至上“又有一部分的学者以为美学所研究的 

只有经验事实，那事实的一般法则也只可以 

从事实上归纳得来。所以主张美学纯是一种 

科学。这像格老叟（Grosse）的艺术科学 

说，栗泊土（Lipps）的应用心理学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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