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第17 期 双月刊2022 01

主      管

主      办

出      版

主      编

副  主  编

编辑部主任

编      辑

特 邀 编 辑

美 术 编 辑

投 稿 邮 箱

本 刊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出 版 日 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中国艺术研究院

《艺术学研究》编辑部

孙晓霞

王瑜瑜  赵轶峰

韩泽华

李  卫  冯  燕  崔金丽

杨梦娇  赵东川  秦兴华

[意 ] 林敬和（Enrico Rossetto）

马晓飞  张子尧

王  波

ysxyj2019@163.com

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西路81号

100012

010－64915967  64959479

010－64965774

2022年1月

编辑委员会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亚 平   王 一 川   王 廷 信 

王   馗   牛 克 诚   尹 吉 男 

吕 品 田   刘   祯   江   东 

孙 伟 科   李   一   李 心 峰

李   军   李   玫   李 树 峰 

杜   卫   吴 文 科   邱 春 林 

宋 宝 珍   杭   间   欧 建 平 

周   宪   项   阳   胡 智 锋 

祝 东 力   贾 磊 磊   夏 燕 靖 

高 建 平   曹 小 鸥   傅   谨  

谭   平

韩 子 勇主 任 委 员   

副主任委员 喻 剑 南

方 宁

印      刷

国际标准刊号

国内统一刊号

国外总发行

国内总发行

国外发行代号

国内邮发代号

定      价

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ISSN 2096－6997

CN 10－1622/J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1293BM

80－884

38.00元

王福州



目 录

特稿

004   中国共产党与文艺的历史关系和逻辑关系                                     祝东力

跨学科·艺术与跨文化交流

011   “求同存异”：关于我国国际艺术人文交流的一点思考                                      杜卫    

019   丝绸之路艺术史的书写与观念构建                                      林少雄

学科经纬

030   艺术批评写作的经典个案：夏皮罗论塞尚的苹果                                                    沈语冰

038   艺术史与艺术批评的起源           [美]詹姆斯 · 艾克曼 著 张婷 译

051   技艺、美的技艺、艺术—从柏拉图“技艺悖论”到康德“美的技艺”                             尹德辉

065   诗艺产生的原因—亚里士多德《诗艺学》第 4 章论析                      黄水石

平议互鉴

137   中国艺术理论研究的创新与民族特色—评陈池瑜《中国艺术学论纲》                                       赵盼超

143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成果推介 · 中华美学与艺术精神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朱志荣

作品展示

145   邢素引《塔吉克老妇人》                                       / 146  王鹏澂《风清气正，灿烂天空》

147   王鹏澂《惊鸿 · 澎湃狂想》                        / 148  鲍军涛《山中雪至》《村落》

封二    孟祥顺《岩高千尺虎》         / 封三   吴徵《群仙图》

史论纵横

073   音乐形式语言的诗意与诗性并及艺术音乐论域五题                                    韩锺恩

086   戏曲生态学研究路径探析—以晚明戏曲生态为考察对象                                   李志远

097   从“细沈”到“粗沈”：沈周早期绘画风格转型及其动因                           秦晓磊

108   清初“四王”仿古画中的赵孟頫接受问题                        段莹

119   版画插图的“想象力”—以刘岘 1930 年代的插图创作为中心                     郝斌

129   图像的扭曲及其反思—从侵华战争中一组日本战地摄影谈起                      赵伟



CONTENTS

004   The Historical and Logical Relation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th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Zhu Dongli

011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pecting Differences”: On the International Artist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of China····························································································Du Wei

019   The Writing and Conceptual Construction of the Art History of the Silk Road·················Lin Shaoxiong

030   A Typical Case of Art Criticism: Schapiro’s Comments on the Apples of Cézanne············Shen Yubing

038   On the Origin of Art History and Criticism·····························James Ackerman. (Zhang Ting, Trans.)

051   From Technē  to schönen Kunst and Art: Plato’s Paradox of Technē and Kant’s Philosophical Clarification 
              of schönen Kunst····························································································Yin Dehui

065   The Causes of the Rise of Poietic Technē :  A Study of Aristotle’s Poetics Chapter Four······················
                   ············································································································Huang Shuishi

073   Poetic Meaning and Poetic Nature in the Formal Language of Music, and Five Issues Associated with 
                  the Domain of Music and Art··········································································Han Zhongen

086   Tracing the Path of Researches into the Ecology of Drama: Investigations on the Ecology of Late 
              Ming-Dynasty Drama·················································································Li Zhiyuan

097   From “Fine Shen” to “Simple Shen”: A Stud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hen Zhou's Early Painting 
              Style and Its Driving Forces············································································Qin Xiaolei

108   Issues Surrounding the Reception of Zhao Mengfu by the “Four Wangs” Archaizing Painters of Early 
             Qing Dynasty····························································································Duan Ying

119    “Imagination” in Printmaking Usage of Illustrations–Focusing on Illustrations Created by Liu Xian in 
                   the 1930s·······································································································Hao Bin

129   The Distortion of Reality Through Its Images: A Discussion Based on a Group of Battlefield Photos 
                  Taken Dur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Zhao Wei

137   Innovation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Art Theory: A Review of Outline of  
                  Chinese Art Theory·····················································································Zhao Panchao



137

[1] 陈池瑜：《中国艺术学论纲》，山东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陈池瑜主编的《中国艺术学研究书
系》（第一辑10本专著）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文艺原创精品出版
规划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艺术学论纲》为其中一本。

赵盼超

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

【摘  要】  中国艺术理论

创新与体系建设是当前中国

艺术学研究者比较关注的问

题，诸多学者在新时代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话语

体系构建、学科交叉融合与

新文科建设、当代艺术批评

价值标准和评价体系构建等

方面，作了很多有益探索，

陈池瑜即是其中一位。其所

著《中国艺术学论纲》一

书，立足中国传统美学与中

国书画理论，借鉴西方现当

代艺术理论，对中国艺术史

学理论、品评理论及艺术史

和艺术学学科等专题进行深

入研究，是中国艺术学理论

研究的新成果，对当代形态

和民族特色的中国艺术学探

索具有推动意义。

【关键词】 艺术理论；艺

术学；学科交叉；艺术批评

中国艺术理论研究的创新与民族特色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多样的文化艺术类型和绵延不断的艺
术理论，为当今从事中国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
资源和借鉴。近现代以来，随着留学欧美的热潮和西方艺术
理论的引入，运用西方艺术理论来解读和研究中国艺术蔚然
成风，一直延续至今。西方艺术学理论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和
较为成熟的体系，它的引入对构建现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的框
架、方法、形态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相对而言，中国艺
术学本土理论的主动构建则略显不足。这种不足由两个原因
造成：一是艺术学理论作为艺术学下属的一级学科创设不久，

在内涵与外延、结构与体系、任务与特征等诸多方面还有待
完善；二是艺术学理论的研究与哲学中的美学、文学中的
文艺学等学科在研究范畴上有交叉之处。当然，“有待完善”

为当代学者提供了继续深化推进的空间，“学科交叉”则为
中国艺术学理论的本土化构建奠定了前期研究基础。

目前活跃在艺术学理论研究领域的学者，多数有交叉学
科的背景，这与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历史演变有关。陈
池瑜就是得益于“学科交叉”、从文艺学跨到艺术学理论的
学者。早年在中文系的学习为他从事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打
下了深厚的基础，甚至可以说确立了他在艺术学理论研究领
域的重心和方向。他的著作《中国艺术学论纲》[1] 即是他 40

年来对中国艺术学理论探索研究的成果汇总和体现。该书涵
盖了中国艺术学的几个主要领域，分为中国艺术学学科研究、

—评陈池瑜《中国艺术学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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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史学研究、中国艺术理论及美学研究、

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与艺术批评四编，共同组成
了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中国艺术学理论框架，

体现出他在挖掘和转换我国艺术理论研究中所
作的开拓。

一

中国当代艺术学研究者在借鉴吸收外来优
秀艺术理论的同时，应做好对自身传统艺术理
论的挖掘和转化工作，进而构建起富有中华民
族文化特征的艺术理论体系。这是陈池瑜在《中
国艺术学论纲》一书中阐述的重要观点，也是
他近些年不断探索的方向。他在该书的序言中
说道：“20 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学术背景下，

我国的艺术理论等学科也向现代形态转型，欧
美、日本和苏俄的哲学、美学、艺术理论、艺
术史观翻译介绍到中国，对我国现代形态的艺
术理论、艺术史的发展起到了较大作用。我们
在借鉴外国艺术理论的同时，更应该把挖掘和
转换我国传统的艺术理论，建构新的富有中华
民族特征的艺术理论，包括艺术原理、艺术史
学观念与批评理论，作为我国艺术学理论发展
的战略任务。”[1] 

2016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
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
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学科，

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2] 随后，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快构
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提出
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艺术学学科的建设以及
中国艺术学研究，同样需要体现我国民族文化
特色和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特征，需要在当代学

者努力下构建完善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
语体系。

陈池瑜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艺术学理论
研究创新与富有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艺术理论
体系构建。他在《中国 艺 术 学 论 纲》第 一 编
“中 国 艺 术 学 学 科 研 究”中，对中国艺术学
的学科特征、研究对象、理论建构、发展前景
等进行了论述，总结出了中国艺术学学科最突
出的、有别于西方的两个特征。他认为，中国
古代无论是艺术理论、艺术品评还是艺术史写
作，都是建立在对作品的直接品鉴基础上，重
视对作品的直观鉴赏经验，强调对作品的独特
品评，并且史、论、品或评相互融合与相互渗
透，从而形成中国艺术学的特征之一。他认为，

进入 20 世纪以后中国艺术学学科呈现出另外一
种特征，主要体现在西方近现代哲学艺术理论、

唯物史观及苏俄艺术理论的引入对中国自身艺
术学研究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及中国艺术史与
艺术理论的研究综合化；集中体现在通史通论
思想将中国的艺术研究逻辑化和体系化，使其
富有现代人文学科的体系特征，进而提出应该
在吸收西方近现代艺术学的观念与方法基础上，

结合中国古代的部门艺术理论，在 21 世纪建立
既具有现代形态又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学。同
时，他认为中国艺术学研究不能回到古代诗论、

书论、画论、乐论、曲论的古典理论形态，要
建立现代艺术学的理论体系，要有现代观念和
现代形态，同时又要具有民族特色。除此之外，

该书第一编还论述了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
要性、艺术学理论的教学与学科发展、马克思

[1] 陈池瑜：《中国艺术学论纲》，第2页。

[2]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5月19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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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与中国特色艺术学研究的关系、20 世纪中
国艺术学学科研究史、西方现代艺术对中国艺
术理论建构的影响等，都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的
艺术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展开，

可以说，陈池瑜是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早提出建
立当代形态和中国特色艺术学及对艺术学学科
群作系统思考的学者之一。

二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需要哲学
社会科学不同学科门类的交叉融合，需要新文
科建设的同步推动。早在 2018 年，习近平总书
记就提出“要下大力气组建交叉学科群”[1]，

2021 年 1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
通知，“交叉学科”成为我国继“艺术学”之后
的第 14 个学科门类 [2]，体现出国家对借助学科
交叉融合来推动新型学科发展、培养满足国家
急需的高端创新人才的决心。与学科交叉同步
推进的是“新文科建设”，2020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发布《新文科
建设宣言》；次年 3 月，发布《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推荐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通知》，

提出“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构建世界水平、

中国特色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由此可以看
出，学科交叉融合和“新文科”建设已成为我
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重要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实践路径和
方法，成为国家亟需的高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
重要举措。

在艺术学领域，有关学科交叉融合和“新
文科”建设的研讨相继展开并迅速进入推进实
施阶段。如 2020 年 12 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举办“新时代 新文科：全国艺术类学科建设
研讨会”；2021 年 5 月，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举
办“新时代 · 新文科 · 新艺术学：山东工艺美术

学院第二届艺术学博士论坛”；2021 年 6 月，

推进新文科建设“中国艺术大讲堂”在中国美
术学院启动，等等。艺术学体现出了其作为新
成立的学科门类适应新时代文化发展需求方面
的灵活性和能动性，这是其较之其他传统学科
所具有的优势。陈池瑜在新文科建设与学科交
叉融合方面，也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他陆续
参加了多场围绕“新文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
研讨会，并提出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应该加强
对艺术原理等基础理论和艺术心理学等交叉学
科的融合研究，加强对传统艺术理论的研究，

深化对基本艺术理论和重大艺术理论问题的研
究。如在 2020 年 11 月南京大学艺术学院举办
的“新文科”研讨会上，他提出“我们需要借
鉴美学、哲学、文学、历史等学科的研究，丰
富发展艺术学理论，将考古学、建筑学以及门
类艺术相结合，寻找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新的发
展点，此外，我们还要在遵循艺术学自身发
展规律的基础上，实现思维、成果和方法的
创新”。

借助新文科建设与跨学科交叉融合，以新
时代先进的思想、文化为导向，拓展艺术学研
究的路径、方法和界域，成为当代艺术学研究
领域学者的共识。陈池瑜的中国艺术学研究，

在学科交叉融合方面有两个方向的探索。

借助学科交叉融合拓展的第一个方向，是
学习借鉴历史学中的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成
果，在美术史学及史学理论领域开展研究实践。

他是比较早对中国艺术史学史进行系统研究的

[1]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
3日第2版。

[2] 《教育部增设“交叉学科”门类及两个一级学科》（来源：教育部官网），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101/t20210114_509760.html，2021
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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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池瑜：《中国艺术学论纲》，第100—110页。

学者之一，早在 1992 年就开始了美术史学的研
究实践，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
“中国现代美术学史”并在 2000 年以专著形式
出版该课题成果，这成为他在美术史学研究领
域的第一个代表性成果。随后，他承担并完成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美术史学
理论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汉唐艺术
史学史研究”等课题，在中国美术史学史及史
学理论研究领域不断开拓深化。《中国艺术学
论纲》第二编“中国艺术史学研究”汇集了陈
池瑜在中国艺术史学研究特别是美术史学研究
领域的成果，主要对中国艺术史学的发展历程
及主要特征、中国古代书画史著述的成就及价
值、中国古代绘画的功能与地位等展开论述。

这些中国艺术史学研究成果，不仅对中国艺术
学理论的研究界域有所拓展，对于史学史及史
学理论研究、中国文艺美学研究也有启发作用。

在近三万字的长篇论文《中国艺术史学的
发展历程及基本特征》中，陈池瑜梳理中国艺
术史学从汉唐到现代的发展历程和规律，总结
中国古代艺术史学的基本特征，认为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其一，书法史意识萌动最早，由
书法史带动绘画史，并由书法史而开艺术史之
先河。其二，在中国美术史学的发展过程中，

早期以论、品带史，史包含在论、品之中；中
后期以史传包含品、论，而品与论仍在史传中
发挥较大作用，并且将史传和作品记述、著录、

鉴赏、辨伪相结合，美术史形态呈现多样化
形式；与此相连，美术史著述语言也由早期品、

论形式中象征性语言和较为抽象的语言变为叙
事性和具体描述性语言。其三，中国美术史学
文本写作常常表现出史、论、评（品）相统一
的特征，部分文本并将书画家的史传同作品收
藏、著录、装裱、题跋、考辨结合于一体，成
为以史传为中心旁涉论评、收藏、著录、装裱、

题跋、考辨的综合性文本，这一富有中国民族

特征的美术史写作方法，显然不同于西方的艺
术史写作方法。”[1] 除了梳理中国古代艺术史
学的历史及特征外，他认为现当代学者还应对
20 世纪以来的现代形态艺术史建立过程及呈现
的新特点予以关注和研究，进而推进中国现当
代艺术史学科的发展。《中国美术史研究受西
方艺术史的影响及其对策》一文以滕固、李
朴园、柯律格、方闻为例，探讨了中国美术史
研究在西方艺术史学观点、方法影响下取得的
成果及存在的问题。滕固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
在德国柏林大学获得艺术史博士学位后，出版
了《唐宋绘画史》，陈池瑜深入分析这本绘画
断代史专著，认为滕固采用的方法是相矛盾的，

一方面他借用瑞士沃尔夫林的“风格理论”作
为他撰写《唐宋绘画史》的新的方法，试图与
当时西方现代形态艺术史“对话”“接轨”。

另一方面他在具体论述唐宋绘画相关问题时，

仍然采用传统方法和资料，从我国传统画论、

画品、画史中去找材料，可见沃尔夫林从研究
西方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绘画中提出的“线描的”

与“图绘的”五对矛盾，并不适用于研究唐宋
绘画史。滕固面对西方新的艺术史观和中国绘
画史的客观实际而采取的对策，值得我们今天
从事艺术史研究工作者深思。西方的某些艺术
史观与方法，是在研究西方艺术特定对象中抽
象出来的，我们研究中国艺术史时可以借鉴，

但不能完全照抄，必须创造适合研究中国艺术
史的独特方法。

借助学科交叉融合拓展的第二个方向，是
把美学、文艺学与美术学研究相结合。该书第
三编“中国艺术理论与美学研究”，集中反映
了作者对中国古代哲学、美学与艺术理论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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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理解，汇集了他从事文艺美学研究、艺术学
理论研究的成果。该编对孔子礼乐思想与“绘
事后素”、儒道两家思想对中国山水画的影响、

中西方诗画关系及时空特征等专题做了深入研
究，提出新的独特的学术观点。《孔子的礼乐
思想与“绘事后素”》一文，认为孔子用绘事
后素作比喻，要表达的思想是礼后于仁或礼后
于国家政治制度。孔子在此虽然在谈论诗、画，

但在寓意礼和国家制度。所以“礼”的作用可
以帮助建立社会秩序，维护国家统治。庄姜之
自然美的素质也还要倩盼之态来修饰，素色的
画布需要绘成彩画，那么国家治理和秩序的建
立也要“礼”来服务与修饰。这一新的解释，

揭示“绘事后素”“礼后乎？”所包含的深刻
的美学伦理价值。《孔子的山水比德思想对我
国山水艺术的影响》一文，学术界一般比较重
视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物画创作的影响，

人物画被用来发挥兴成教化、鉴戒贤愚的道德
作用。论及山水画的思想根源，一般归于老庄
哲学。作者则通过“比德”分析了儒家思想对
古代山水画的影响。研究中对庄子美学的借鉴
吸收，体现在《庄子美学与山水艺术的思想基
础》《道家思想对中国山水画的影响》这两篇
文章中，探讨了庄子“天地有大美”“原天地
之美”“判天地之美”以及“与物为春”“与
物有宜”“游心于物”“物化”“坐忘”“心斋”

等概念，认为这些概念和思想揭示了人与自
然的审美关系，人们在无己无欲的自由精神状
态中，通过“游心”而与万物化情为一，物我
交融。作者认为这些思想为后来的咏物诗和山
水画的产生及创作提供了美学基础。此外，作
者还探讨了老庄道家思想对宗炳《画山水序》、

郭熙《林泉高致》及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

的影响，以及这些山水画论的美学价值。陈池
瑜认为孔子的山水比德思想与仁知之乐思想和
老庄的道法自然及天地大美思想，共同组成了

我国山水艺术的思想基础及审美内涵。这些观
点不仅对我们全面理解古代艺术的本源和精神
价值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对深化认识
儒道思想也有参考作用。

人文学科日益分化，学科间沟壑日渐加深，

显然不利于各个学科的发展。当前在学科交叉
背景下，相关学科之间又勾连融合，催生出新
的研究方向。从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领域看，

受益于前代学人在中国哲学史、中国美学史、

中国思想史及中国史学史、史学理论研究方面
的成果积累，中国艺术学理论自诞生之时就
有交叉学科的基因和基础，这是值得推动深
化的方向。当代学者在确立中国艺术学理论
的概念、范畴、体系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其与
其他学科的内在关联，避免顾此失彼。

三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技
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
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
刻变化。”[1] 面对复杂的世界文化艺术环境，

建立中国当代艺术价值标准及评价体系就显得
尤为迫切。目前，社会各界都在探索具有中华
民族特色的艺术发展路径，挖掘资源丰富、源
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艺术已成为时代的要求。中
国艺术学理论研究应该扎根自身民族文化传统，

吸收国外优秀的理论成果，构建符合中国民族
文化特点和时代潮流的艺术价值观念，引导艺
术批评的开展和促进艺术创作的健康发展，建
立自身的批评价值标准和评价体系，服务于新
时代文艺建设目标。

[1]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15年版，

第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