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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0中国艺术学年度报告》是我们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学科团队继去年的《2009中国艺术学年
度报告》后，对中国内地2009年度艺术学发展状况所做的又一次年度扫描。
　　本报告继续概要地介绍我国现有学科目录中艺术学一级学科下属的全部八个艺术学学科点的2009
年度发展状况，即艺术学、音乐学、美术学、设计艺术学、戏剧戏曲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
舞蹈学，同时还加入了我们认为具有独立学科力量，而我校已自主设置的两个二级学科点：数字艺术
学和书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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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论艺术公赏力——艺术学与美学的一个新关键词一、通向艺术素养论范式二、新知识论假定与艺
术公赏力三、艺术公赏力的内涵第一章 艺术学一、学科发展概况二、人才培养进展三、学术研究四、
学术交流五、艺术教育六、年度问题七、聚焦北京第二章 音乐学一、学科发展概况二、人才培养进展
三、学术成果四、学术交流五、音乐创作六、音乐教育七、年度问题八、聚焦北京第三章 美术学一、
学科发展概况二、人才培养进展三、学术研究四、学术交流五、美术创作六、美术教育七、年度关注
第四章 设计艺术学一、学科发展概况二、人才培养进展三、学术研究四、学术交流五、设计创作六、
设计教育七、年度关注八、聚焦北京第五章 戏剧戏曲学一、学科发展概况二、人才培养进展三、学术
成果四、学术交流五、艺术创作六、艺术教育七、年度问题八、聚焦北京第六章 电影学一、学科发展
概况二、人才培养进展三、学术成果四、学术交流五、电影创作六、电影教育七、年度问题八、聚焦
北京第七章 广播电视艺术学一、学科发展概况二、人才培养进展三、学术研究四、学术交流五、艺术
创作六、广播电视教育七、年度问题八、聚焦北京第八章 舞蹈学一、学科发展概况二、人才培养进展
三、学术成果四、学术交流五、艺术创作六、舞蹈教育七、年度问题八、聚焦北京第九章 数字艺术学
一、学科发展概况二、人才培养进展三、相关政策支持四、学术成果五、学术交流六、数字艺术创作
七、数字艺术教育八、年度问题九、聚焦北京第十章 书法学一、学科发展概况二、人才培养进展三、
学术成果四、学术交流五、艺术创作六、书法教育七、年度问题八、聚焦北京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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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角色的重要转变。
第三，从艺术的客体看，艺术品既蕴藉着人的精神生活内涵，又可以唤起人的物质生活欲望的满足，
导致精神性与物质性的复杂的交融。
当德国古典美学代表的精神美学传统竭力贬低和压抑艺术的物质享受内涵时，当今后现代美学则发现
填平雅俗鸿沟已经成为艺术的新趋势。
第四，从艺术的价值取向看，艺术既突出“百看不厌”的经典性，又顾及诸如“过把瘾就死”的日常
快餐式趣味满足，兼及高雅性与通俗性。
重要的是，在当前文化产业的生产与消费体制中，高雅性往往成了赢得公众的原料或佐料，例如古代
经典作品《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相继被予以图像化、影视化以及其他样式
的通俗阐释。
即使不再继续演绎和论证也可知，当前艺术已经呈现出与往昔艺术不同的新方式——我们已悄然间同
以往的纯审美艺术年代诀别，置身在纯泛审美互渗的特殊年代。
面对这种纯泛互渗的艺术新方式，现有艺术研究范式表现出其固有局限（尽管它们都还有着各自特定
的存在理由）。
首先，应看到艺术传记论范式在看重艺术家及其心灵的作用时，容易忽略其现实人格与艺术人格的分
离以及文化产业体制对艺术家的制约作用。
其次，艺术社会论范式在承认艺术对社会现实的依赖关系时，无法充分认识社会现实已被泛审美潮流
予以“艺术化”的状况。
再次，艺术符号论范式诚然具有洞悉艺术文本双重性的超强眼力，但不懂得需要把这种超强眼力普及
到普通公众中。
同理，艺术接受论范式虽然正确地发现了普通公众在艺术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不过未能进一步揭示
公众素养在认识艺术的新方式中的作用。
最后，艺术文化论范式在追究艺术的复杂的生产与消费机制方面成效卓著，但面对公众的艺术素养时
缺少有效的措施。
当这些现有艺术研究范式不能满足新的艺术方式的研究需要时，做出及时的调整或转变就势在必行了
。
当然，进一步看，这种纯泛互渗的艺术新方式，其实是植根于更基本的媒介社会及其变化的。
这里的媒介社会，是指我们置身在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社会关联领域里。
传播学家施拉姆早就指出，大众传媒对西方社会来说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力量。
而对发展中地区来说，则使得整个社会革命的过程大大缩短：“信息媒介促进了一场雄心勃勃的革命
，而信息媒介自身也在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之中。
”这正有力地证明了大众传播的强大的变革力量：“媒介一经出现，就参与了一切意义重大的社会变
革——智力革命、政治革命、工业革命，以及兴趣爱好、愿望抱负和道德观念的革命。
这些革命教会我们一条基本格言：由于传播是根本的社会过程，由于人类首先是处理信息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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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0中国艺术学年度报告》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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