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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论是艺术家在他的充满秘密的道路上的停息驻足之点，这条道路是他的本能替他开辟的。
这些理论并不是预先想好的，而是事后的努力，替他的事先未曾理解到的工作，找出合理的根据。
各个伟大的艺术时代正是酝酿着许多这样的问题。
许多理论追随这些初期摸索前进的创作后边，而为以后的创造做准备。
艺术家中间的伟大设计家是这样的人，他的理智辛勤努力，尽可能地紧跟在本能后面，收集它的各种
发现，把它们编排起来，以便把这一份收获到的真理化成高一级的惶惑，再引出新的发现。
幸运将降临这些人，他们通过‘结晶在理论中’的沉思默想，把他们浸没在本能里的理智解放出来，
幸福也将 降临到那些人，他们放弃了一切零章断句，把他们的直觉里的净水用他们重新恢复的感觉力
的浓酒来赋予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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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白华，哲学家、美学家、诗人。
原名之槐，字伯华。
生于安徽安庆市小南门方宅母亲的家中，祖籍江苏常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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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赴德留学，先后在法兰克福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和美学。
1925年回国，任南京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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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即开始讲授康德哲学及西方美学，当时有“南宗北邓（邓以蛰）”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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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在他们对他们的工作曾经做了表白的范围内，关于这一层，现代一切画家的意见是一致的；但除
此以外，这些表白是按着它们的缘起和目的而有极大的差别。
例如德国的表现派和法国的野兽派就很难同意洛特的要求，他说理智必须尽可能地紧跟在艺术本能的
后面。
他们声明自己是反对一切理论的，反对对艺术创造的普遍有效的各种规定。
规则、自觉和精神对他们说来都是“心灵的敌对者”和一切创造过程的大敌。
他们以为艺术家不应当知觉他所做的；而在艺术手段里不能发现可以固定下来的规律——而别的一些
艺术家却期待从这类“编排好的发现”得到对于创造过程的刺激的作用。
在这一情况下，理论的考虑在艺术家创作过程里有一个固定的位置，而在另一情况下各种文献只作为
自发的个人的表白，比如在通信和日记里，或发表论文，解释观众对他所产生的公开的影响大的误解
。
又有一些是宣言，它的动机是使艺术家围绕着一个普遍性的观念集合成一个团体。
    我们在这里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文献的形式和它们产生的原由，这些文献本身对于现代艺术的许多
派别和倾向已经具有认识价值。
    至于艺术家的自我表白能在多大的范围内直接帮助人理解他们自己的作品，却仍是一个在争论中的
问题。
认为艺术家应该是他自己的最好的解释者，这未免是天真的想法；反过来，说艺术家是他自己最坏的
理解者，倒是广泛散布着的看法，甚至在艺术家们内部也是这样。
例如维里·鲍姆曼斯特，就声明艺术家自己指出的目标，那是一些假想目标；艺术家在创作的路途上
利用它们来做推动前进的刺激，达到未知的领域，未知的目的；但是这却不排除艺术家已经达到的目
的，在事后能够正确地指出。
    固然艺术家没有中立的立场，能有距离地从外面用客观的判断来看待他自己的作品，思辨的思想对
于他们是一陌生的领域。
但是我们仍然相信这类随着现代艺术发展的文献的认识价值，并不是因为从它们期待着一个能对现象
作出客观的有效的解释，而是因为这些文献自身就隶属于这一现代现象，不论这些表白和理论或多或
少地正确说明作品，它们双方是来自同一根源和动力，所以创造者自己对自己的理解和像他们所希望
那样的被了解，这对于我们想认识现代艺术和艺术家的人们，是颇有价值的。
    对于我们这时代里艺术家的自我理解，有两项贯串在他们表白里面的基本特征是富于启发性的。
    自从印象派以来，艺术家的思想不断环绕着艺术手段的自由，特殊规律性及纯洁性等问题。
他们要他们的作品从叙述性的、思想性的、寓意性的、一般预先安排好的意义内容中解脱出来，最后
也从对立的现象界的描述中解脱出来。
对于色彩的纯粹画意的使用，摆脱了物体的材料性质；但也从素描的纯粹线条解放出来。
而反过来，摆脱颜色的特性来做物体的分析，把画面从它和立体及透视表象的纠缠中分割出来，等等
。
    但这一切却不是说(像人们所猜想的那样)他的行动现在对于艺术家表现为自由的、不受任何束缚的
游戏，作为自身目的，为艺术而艺术了。
    完全相反，比任何时候他更自觉地在这里见到他的合法性，那就是他对世界作了解说，指示了“存
在于世界内”的意义。
这种合法性的辩护往往却是产生自我表白的主要动机。
    在我们这时代(18世纪末已经开始)艺术不再是各种超越势力的侍从了，在他面前见不到他的任务。
艺术家必须自己给自己规定任务，别人没有赋予他任何前定的造型表象——像从前那样，体现着普遍
有效的信仰及价值的表象。
    别人没有赋予他一个必需承认的自然观，作为“实在的”不是一个封闭的、整理好的、在它的意义
和客观存在中被了解的宇宙结构，而是各种现象的无限多样性；在这多样性的总体的后面，那真正的
存在，那充满意义的秩序、统一性和全体性尚待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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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大家经典书系》系列丛书之一。
这本西方国家对于艺术理论的文集分成“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和“罗丹在谈话和信札中”两个部分
。
收入的文章有：《新印象派》、《蓝色骑士派——“伟大的抽象”》、《新的现实和物的魅力》、《
罗丹与米开朗琪罗》、《阴影的秘密》、《尼罗山上的圣母像》、《再度在阿尔登刹》、《最后一次
在侔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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