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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学》中国艺术学研究会（筹）、上海大学、东南大学主办，由上海大学艺术与传播研究中心与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编辑、出版的丛刊，是一本以艺术学为主骨架的纯理论性刊物。
它依托于大学深厚的人文背景，走学院与社会相结合的路，联络全球的艺术学研究人员，主要刊登艺
术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学术报告、调查报告等。
     本书是其第四卷第一辑，主要从艺术学本体的新意义、艺术史意义的新角度、艺术教育的新思考及
新生代论坛四个角度对艺术学研究的新途径作了介绍。
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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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艺术学》丛刊稿约  关于召开“艺术发生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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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角度：艺术学本体的新意义　　关于建构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的思考　　一、艺术学概况　　（
一）西方艺术学　　在西方，艺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始于19世纪下半叶，约在1870年左右
。
随着黑格尔哲学走向解体，黑格尔美学以及黑格尔派美学受到严重的冲击和批判。
实验美学的先驱者费希纳（G．T．Fech．ner，1834一1887），对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所采用
的思辨方法建立起来的“自上而下”美学体系的可靠性提出了怀疑，积极主张采用科学实证方法建“
自下而上”美学体系；费希纳发表的演说《实验美学》（1871）和著作《美学导论》（1876）“标志
着新的科学美学的开端”。
在美学走向科学的趋势下，德国古典美学把一切艺术问题都归结为美学问题，艺术与美浑然不分，艺
术以实现美为目的，越来越引起学者的怀疑。
学者们发现，以前在美学名义下进行的艺术研究，本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并不等同于美学
对象和方法，理应重新提出艺术学学科独立问题。
但是由于学者各自对美与艺术、美学与艺术学的关系所持的观点和根据不同，艺术学从美学中分离而
走向独立，一开始就引起学者的不同理解和不同态度。
德国美术史家、艺术理论家康拉德?菲德勒（Konrlad Fiedler，184l—1895）首先从理论上对美和艺术作
划分，对美学和艺术学做了界定。
他认为，美与愉悦的情感有关，艺术则是遵循普遍规律的真理的感性认识，其本质是形象的构成，“
美学的根本问题是跟艺术哲学的根本问题截然有别的东西”。
黑格尔认为美学就是艺术哲学，菲德勒却认为美学与艺术哲学在研究对象、范围以及所要解决的根本
问题方面是截然不同的，美学所要研究解决的是与愉悦情感有关的美，艺术学所要研究解决的是与感
性认识有关的“形象构成”。
菲德勒着眼于艺术学（艺术哲学）与美学的区别，为艺术学从美学中分离而走向独立作出了贡献。
尽管菲德勒还没有提出“艺术学”名称，后来却被学界称为“艺术学鼻祖”。
　　美学走向科学的过程，科学实证方法的提倡和运用，必然涉及许多相近学科的知识，像心理学、
生理学、生物学、社会学、人种学等等，就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为美学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美学研究的领域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扩展了，对艺术研究的兴趣也增强了，这就更加导致传统哲学美学
的分裂，从而产生了许多科学美学，如心理学美学、人种学美学、社会学美学。
德国艺术学家、社会学家格罗塞（E．Grosse，1862—1927）评论了各种哲学美学体系的垮台，并开始
使用艺术学这个术语。
在《艺术的起源》（1894）中，格罗塞对艺术哲学和艺术评论做了评论，指出“狭义的艺术哲学的种
种尝试，向来差不多都是希图和某种思辨的哲学体系直接联结的。
那些尝试一时固然随着哲学多少得到了承认，但是过了不久，就又和哲学一同没落了。
我们并不想在这里判断这些思辨的东西的一般价值。
如果我们以严格的科学标准评价它们，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遇到那样的命运是活该的⋯⋯黑格尔派和
赫尔巴特派的艺术哲学，在现在都已只有历史上的兴趣了。
”广义的艺术哲学还包含艺术评论，“倘使将这些艺术评论的任何一种来加以精密的考察时，就会发
现那些意见和定理，都不是以什么客观的科学的研究和观察做基础，只是以飘忽不定的、主观的、在
根据上同纯科学的要素完全异趣的想象做基础的”。
极力主张建立艺术科学，认为艺术科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支配艺术生命和发展的法则的知识”；
“只要艺术科学教给了我们一条支配着那一看似没有规律的任意的艺术发展过程的法则，艺术科学也
就可以算是尽了它应尽的任务了罢”；“只要艺术科学能够显示出文化的某种形式和艺术的某种形式
间所存在的规律而且固定的关系，艺术科学就算已经尽了它的使命”。
他认为，艺术科学的问题，就是描述并解释艺术现象，可以采取“个人的和社会的两种形式”，艺术
科学课题的第一个形式是心理学的，第二个形式却是社会学的”。
就是说，艺术科学或科学的艺术学，对艺术现象的描述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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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采取心理学方法和社会学方法。
不过格罗塞认为对艺术问题采取个人形式，采取心理学方法研究解决“不见得会有什么成绩”，“我
们既然不能从艺术家个人性格去说明艺术品个体的性格，我们只能将同时代或同地域的艺术品的大集
体和整个的民族或整个的时代联合一起来看”。
　　他主张从社会、群体角度去研究艺术问题，就是说，采取社会学方法，用人种学、民族学、人类
学观点去描述和解释艺术问题，特别是原始艺术问题。
格罗塞的艺术科学，即艺术社会学，确实强化了艺术研究的科学走向，但这种研究并没有把审美排除
在艺术之外。
后来在《艺术学研究》（1900）中，他就采用人类学、民族学方法进行艺术科学研究，从艺术事实的
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通过原始艺术的研究，确定一般艺术学的课题：艺术的本质、门类艺术的不同
性质；艺术动机及艺术的文化制约性；艺术给个人或社会生活的效应。
　　在艺术学从美学中分离而走向独立过程中，除了菲德勒从研究对象之不同做了论证，格罗塞从研
究方法之不同做了论证之外，施皮策（H．spitzer）则从艺术的范围和美的范围之不一致论证艺术学独
立的必要性。
他认为，艺术创作不只是给人们以快感享受，还给人们以民族精神和道义的教谕，与审美的、宗教的
、政治的动机联系在一起，艺术功能除审美之外还包含非审美功能。
艺术范围与美的范围这种不一致，必然导致艺术学从美学中分离而走向独立。
还有一批心理学家、进化论者也参与了美学研究。
如移情说、游戏说，也加速了美学科学化的进程。
当然在这一进程中，美学研究中的形而上学也并未绝迹，依然留有“神学倾向”。
　　美学研究处在急剧分裂分化之中，“在这时，许许多多日益增长的新发现和新趋势，被马克斯?德
苏瓦尔提出的那个有弹性、可以作为广泛解释的概念——‘美学和普通艺术学’，以新的方式聚集在
一起了”。
表面看来德国美学家德苏瓦尔（Max Dessoir，1867—1947）所著《美学与一般艺术学》（1906）好似
在综合美学与艺术学，其实正是在划分美学与艺术学的学科界限。
《美学与一般艺术学》是德苏瓦尔的代表作。
本文分作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美学，一部分是一般艺术学，也可以说是艺术科学而不同于艺术哲学，
中译本译为“艺术理论”是不太合适的。
这样的体系框架，首先就反映德苏瓦尔力图划清美学与艺术学的学科界限。
他指出，美学研究的范围超越艺术学研究的范围，因为美学研究并不限于艺术美及其诱发的快乐，也
包括自然美和生活美及其诱发的快乐；艺术学研究的范围也绝非美学研究所包容的，因为“艺术之得
以存在的必要与力量绝不局限在传统上标志着审美经验与审美对象的宁静的满足上。
在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中，艺术有一种作用，它以我们的认识活动和意识活动去将这二者联合起来”
，艺术不仅给予人们以审美愉快，而且还给予人们以认识、教育，艺术功能是多样的，绝非限于审美
。
其次又表明美学与艺术学的联系与合作，在观点和方法上二者有着密切联系。
德苏瓦尔主张，必须通过越来越精细的划分，使美学与艺术学的差别鲜明起来，从而显出它们实际呈
现的联系，进行联合行动，“只有划清了界限，合作才能从喧嚣的混乱中建立起来”。
他把划清美学与艺术学的界限作为二者合作的前提，这是非常清醒的学科意识，迥不同于模糊学科界
限的那种混同，混同正是缺乏一种学科独立的自觉意识。
德苏瓦尔《美学与一般艺术学》一书应当是艺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确立的标志。
　　一般艺术学作为艺术科学而确立之际，美学家乌提兹（E．Vtit，1883—1956）在《一般艺术学基
础论》（1914、1921）一书中重新强化了艺术学的哲学走向。
他认为，艺术学涉及从艺术一般事实发生的问题的一切领域，需要美学及文化哲学、心理学、现象学
、历史学、价值论等学科的协作，但必须以“艺术的本质研究”作为根本问题，这就需要以哲学为基
础，采取统一研究的态度把所有作为艺术学的问题加以考察。
很显然，一般艺术学又被认为是艺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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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德苏瓦尔和乌提兹的意见综合起来，那么一般艺术学应具有哲学和科学双重性质，这是符合实
际的，在理论和方法上理应采取哲学和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正值一般艺术学从美学中分离走向独立并已独立之际，另有一部分美学家又重新着眼于美与艺术的密
切联系，从而论证艺术学与美学的不可分性和等同性。
如朗格（．K．Langer，1855—1921），用心理学方法研究“艺术的本质”，认为作为艺术创作及欣赏
目的的审美快感，是存在于幻想中的东西，这自然就把审美归结为艺术（幻想），美学就等于艺术学
了。
　　不难看出，当考察艺术学研究的历史时，始终存在美（审美）与艺术的关系问题，美学与艺术学
的关系问题。
有的强调艺术学从美学中分离出来，如菲德勒，依据的是艺术学与美学研究对象即艺术与美（审美）
的区别；有的则强调艺术学与美学合起来，如朗格，依据的是艺术学与美学研究对象即艺术与美的密
切联系；有的既看到艺术学与美学研究对象即艺术与美的区别，又看到艺术学与美学研究对象即艺术
与美二者的联系却依然强调艺术学从美学中分离而独立，如德苏瓦尔。
当然德苏瓦尔主张艺术学独立，并非只是一种观点、意见，而是设计并论证了一个“一般艺术学”体
系框架，其中包括：（1）艺术创作活动：创作过程、创作者——艺术家；（2）艺术起源和艺术体系
；（3）门类艺术：音乐、文学、戏剧、雕塑、绘画、书画刻印；（4）艺术功能：理性、社会、道德
。
从“一般艺术学”体系内容可以看出：这个艺术学体系缺乏关于“艺术的本质”的探讨，只注意科学
方法，而没有哲学方法，后来乌提兹的补充就是在“艺术本质”的哲学研究方面；这个艺术学体系缺
乏艺术欣赏与艺术批评，似乎在美学部分有所涉及；当然，从现代艺术学眼光看，这个艺术学体系还
远未完善，如对艺术作品就没有专门分析论述。
但是德苏瓦尔终究给一般艺术学即艺术科学提出并设计了一个体系，从而使艺术学具有作为一门独立
学科的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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