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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认识“艺术学理论”的五个内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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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8 年是艺术学独立为门类的第七个年头，那么，有必要对艺术学门类各学科

的“完善度”“更新度”“提升度”做出明确的结论。其中，艺术学理论( 艺理学) 学科尤其需

要给出明确的答案。文章以质性研究方法针对当下对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依然存在的

误识等问题，提出和论析从历史、理想、学科、功能、价值“五个体系”切入认识“艺术学理论”
学科的特质、内涵与作为取向，力图基于更新性认识有效建构和把握“艺术学理论”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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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是艺术学独立为门类的第七个年头，对

其从学术上当有一个基本的系统回望与明确结论。
然而，从历时性与共时性对比视角审视“艺术学理

论”( 或称为“艺理学”) 学科的实在情形———存在、建
构、完善、作用、学术、教育、交流、发展等方面，是轻易

就能发现其还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最

现实、最迫切、最根本需要解决的问题，依然是对“艺

术学理论”学科的正确认识、对待态度、有效作为的

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历史体系、理想体系、学
科体系、功能体系、价值体系这“五个体系”切入，讨

论和认识“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特质、内涵与发展取

向，期望在中国“新时代”社会语境里能更新性助推

“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有效建构性发展。

一、知道“艺术学理论”的历史体系

知道“艺术学理论的历史体系 = 明确和明白艺

术学理论有自己的兴起 + 事实存在与价值 + 变迁内

涵 + 历时性研究等方面的系统性内涵”。
基于从“历史”视角讨论的目的，一是寻求知道

为什么会有“艺术学理论”学科之出现，也就是要在

时间与行为上清楚“艺术学理论”是哪来的，以及“艺

术学理论”学科已经有哪些“事实 + 被叙述”的存在

内容; 二是寻求揭示出“艺术学理论”学科自身建构

的历史教训，即当下“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发展过程

中还存在着哪些突出的问题; 三是主张确立以艺术历

史意识来“比较性”系统建构和把握“艺术学理论”学

科。
为什么会有“艺术学理论”学科之出现? 对此问

题的回答，至少可以从学理逻辑与事实逻辑两个方面

获得认知。
从认识“艺术文化”存在与价值的学理逻辑上

看，正式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之名在 2011 年出现，

既是艺术学内在兴起的一个“自然”事件，也是艺术

学的一个“学科思想意识觉醒”的意义事件。从本体

上而言，“艺术”称谓本身就是一个事物“类属”的“共

性”理解和遵循之概念与观念。恰如“人”是对“自然

性别”的女人、男人与“社会性别”的博士、经理、主

编、校长、警察、主席等角色人的称谓。既然人们已经

确认有“艺术”这种文化存在，那么，艺术文化或艺术

学学科就会有自己内在规定与指向的知识体系、学科

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个性体系，这也就是“艺

术学理论”学科产生的必然性学理逻辑。再历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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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从著名艺术学家张道一( 1932 － )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及之后的学术论断和实际建树活动中，是可以明

确地认知到中国为何有今之“艺术学理论”学科出现

与存在的原由———中国艺术学科需要提升自身的文

化品质。张 道 一 继 1994 年 发 表《应 该 建 立“艺 术

学”》之后，先后撰写发表了《关于中国艺术学的建立

问题》( 1997 年) 、《艺术学研究之经》( 2002 年) ，《艺

术学不是“拼盘“》( 2003 年) 、《艺术学理不可少》
( 2007 年) 、《艺术学的研究与方法》( 2008 年) 等专项

文献; ［1］张道一还以时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员之职

责，争取到了在 1990 年将“艺术学”作为学科名称正

式纳入国家学科目录的里程碑式贡献，并在 1994 年

6 月于东南大学创立中国综合性大学的第一个“艺术

学系”，1994 年 8 月任东南大学艺术学系主任，1997
年 6 月创立“东南大学艺术学研究所”，1998 年 5 月

引领东南大学艺术学系成为全国第一个艺术学博士

授权点，为当今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储备性培养了

多名专业学人，1995 年 4 月创刊主编刊发了《艺术学

研究》，1995 年 10 月受时“国家教委”( 今教育部) 委

托，撰写了“九五”人文社科研究“艺术学课题指南”，

1998 年 1 月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目录撰写了

《艺术学学科说明》，1998 年 4 月主编出版了《艺术学

研究丛书》，［2］ 等等。总之，不仅艺术有自在世界的

“共有学理”内涵空间，而且中国艺术学科也需要提

升形而上品质。所以，“艺术学理论”学科在中国学

科制度中出现与存在是水到渠成的事件。而今，如果

忽视或故意轻视“艺术学理论”学科存在的必然性、
必要性和价值，是对艺术本身的践踏。也正基于此，

2014 年我提出主张将“艺术学理论”更名为“艺理

学”①，以便更易于促进人们诉求对艺术的“学理”予

以理解、学习、探寻和建构。
从认识“艺术文化”存在与价值的事实逻辑上

看，在中国学科制度中，自打“艺术学”学科在 1990
年正式登入国家学科目录，再到 2011 年艺术上升为

独立学科门类时“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以来，

并没有对中国艺术学科发展造成危害和破坏，反而是

帮助人们更新了认识艺术的视野、校准了中国艺术学

科的建构秩序、推进了中国艺术学科的厚实性发展。
因此，在目前的学科制度与业界中，既需要也只能是

做更进一步研究和切实推进“艺术学理论”学科成长

壮大的工作。
在当下和未来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里，欲求无

误区和更好地研究和建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成

长，当确立以“历史教训”的视点和观念，来全面和深

入地反思“艺术学理论”学科确立以来还存在的问

题。系统地看，当下业界在“艺术学理论”的认识和

行为上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五大类上———学科性

质与边界不明晰、学术研究张冠李戴与泛化、学科教

育教学严重偏离本体、学科作用认识不够、学科身份

与自信心欠缺。
“学科性质与边界不明晰”问题，主要体现在“学

科概念”淡薄和认知含混上。置身其中的人时常说

不清楚何为“艺术学理论”学科。学科意识、学科术

语、学科话语欠缺。“学术研究张冠李戴与泛化”问

题，主要体现在研究的越俎代庖和泛泛而言上。典型

状态是身为“艺术学理论”专业者，所研究专题不属

于“艺术学理论”的事儿，即研究的非专业性问题突

出。多误以为“研究艺术史 = 研究美术史或研究音

乐史”，误以为“音乐教育研究或舞蹈教育研究 = 艺

术教育研究”等等。“学科教育教学严重偏离本体”
问题，主要体现在欠缺守候和建构属于“艺术学理

论”知识体系的教育教学制度与内容上。“学科作用

认识不够”问题，主要体现在不清楚“艺术学理论”学

科在艺术学中所具有的揭示性、抽象性、概括性、结论

性、引领性、真理性的价值。“学科身份与自信心欠

缺”问题，主要体现在置身其中者时常纠结自己的行

为方向和存在价值。不过，当前的确是存在着名为

“艺术学理论”专业者，却在实际上还处于“外行”者

的状态，此问题是目前来自“艺术学理论”自身对“艺

术学理论”学科的最大伤害因素，也是影响“艺术学

理论”学科生长的持久隐患所在。总之，目前在“艺

术学理论”学科中大量存在的以“非专业之为”干着

或担负着“专业之事”的问题是最大的现实问题。
真要做到能够清晰地“知道艺术学理论的历史

体系”，首先，不能缺失艺术历史意识。“艺术学理

论”学科独立“七年来的学术进展”如何，便是在“艺

术历史意识”引领下揭示出来的、也是需要清楚回答

的现实命题。其次，应当确立基于“艺术历史意识”
而“比较性”系统建构和把握“艺术学理论”学科。要

准确回答“艺术学理论”学科“七年来为艺术学门类

带来了什么”。就需要基于“艺术历史意识”而“比较

性”深入剖析地给出答案。如此，才能实现逐浪式推

进“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厚实化发展之愿。
总之，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认知、理解、研究，

不能缺失“历史时间”这个切入与深入的维度。一句

话，促进“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成长不能忽视其历史

体系。

二、理解“艺术学理论”的理想体系

理解“艺术学理论的理想体系 = 认知艺术学理

论本质 + 目的 + 目标 + 愿景 + 建构学科运行的理想

模式之系统性内涵”。
基于从“理想”视角讨论的目的，一是理解和知

道“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本质、目的和目标是什么，二

是理解和探寻“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愿望何在，三是

研究建构起“艺术学理论”学科运行的理想模式。
从本体论立场言，“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本质是

揭示和阐释艺术意识形态体系与艺术学理体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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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和事实立场赋予“艺术学理论”学科概念的含义

是: 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就是专门着力于

阐释、探究、建构艺术意识形态和艺术共有性与普适

性学理体系的学科。易言之，“艺术学理论”是指研

究艺术普适道理的学科。当我在阅读 20 世纪后期意

大利享誉世界的哲学家、美学家、历史学家、符号学

家、文 学 批 评 家 和 小 说 家 安 伯 托·艾 柯 ( Umberto
Eco，1932 － 2016 ) 于 1967 年刊行第二版著作《开放

的作品》［3］一书的时候，我就深深地感叹: 艾柯在 20
世纪 60 年代讨论的“艺术理论”专题，就属于而今我

们所言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份内事项。然而，到

了 21 世纪当下的中国，不少属于业界内的人还在质

疑“艺术学理论”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与价值性问

题。二者对照，是有些悲情情绪产生的。虽然，安伯

托·艾柯并没有举着“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牌子说

事，但他实实在在做的就是“艺术学理论”要做的事

情。艾柯从“文化努力”“文化史发展”“作品在它们

同它们的接受者之间存在一种确定的欣赏关系”模

式来论析艺术理论。［3］艾柯认为:“我们所认为的‘艺

术理论’，……是艺术家随时随地确定的行动纲领，

是艺术家从事艺术活动时明确或含糊的想象的方案。
……我们感兴趣的是弄清艺术理论的方案 ( 也包括

从美学观点看来使作品出现错误，或者值得怀疑的情

况) ，以便通过这些方案，说明文化史的一个阶段的

情况。”［3］并强调说: “这里是在确定一种模式，为的

是指出各种不同的现象的共同的形式。认为开放的

作品是一种模式这一事实意味着，认为可以将一种共

同的活动倾向确定为不同的行动方式，认为这种倾向

可以产生这样的作品，从消费关系的观点来看，这些

作品在结构上是相似的。正因为这一模式是抽象的，

所以可以适用于不同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其他方面

( 在思想意识、使用的题材、艺术实践的‘类型’，向消

费者提出的呼吁的类别等方面) 是极不相同的。”［3］

可见，艾柯也认为艺术是有公共性普适性理论的。张

道一也曾说:“没有艺术的活动和实践固然谈不到艺

术的学问，但若只有艺术的创作、设计、表演和演奏，

也不能等同于艺术学的建立。……理论是由个别到

一般的上升，它要进入人文科学的境界，没有更大的

提炼和概括是不可能的。”［1］总之，“艺术学理论”学

科在本质上是属于艺术形而上学的系统。由此，可以

形象地把“艺术学理论”学科比喻为艺术学的“宗

教”。当然，具有形而上学属性的“艺术学理论”不等

于不接地气。恰恰相反，田野性与揭示性、抽象性、原
理性、价值性、引领性、真理性则共同构成了“艺术学

理论”学科的本质属性。“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研究、
建构与发展，是得益于对大量艺术活动的参与和艺术

事实观察后，通过对艺术的深入分析、发掘揭示、梳理

抽象、经验概括、理性结论而实现的。一句话，“艺术

学理论”学科不是、也不能建立在纯粹空想和空中楼

阁基础上。所以，艺术田野性研究———沉浸式参与和

观察艺术事象———是“艺术学理论”学科一个不可缺

失的内涵。需要说明的是，于此所论的“艺术田野性

研究”不是人类学学科狭义上的概念与行为模式。
“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目的，是为了艺术文化生

生不息地生长。
“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目标，是让艺术意识形态

和艺术学理能够有效推进和催生一切艺术形态有秩

序地存在并彰显价值。
“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愿望，是基于研究建构强

大后的引领价值最大化。
“艺术学理论”的理想体系，理当包含研究建构

起“艺术学理论”学科运行的理想模式。依据本体、
整体、系统、功能、价值几个维度指标，主张将“自证

完备 + 不可替代 + 实验艺术”三大系统作为构成“艺

术学理论”学科运行的理想模式及其内涵。“艺术学

理论学科的自证完备 = 诉求与建构起了艺术意识形

态体系与艺术学理体系”。“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不可

替代 = 艺术学理论学科成为了———艺术认识论高地

+ 艺术价值论高地 + 艺术精神高地 + 艺术学术高地

+ 艺术方法论高地 + 艺术真理高地”。“艺术学理论

学科的实验艺术 = 艺术学理论学科需要有自己的认

识实证场 + 养料来源地”。着力观照和纳入“实验艺

术”的研究与创造，当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当下和未

来的应有份内事务。比如: 目前所有的“艺术学系”，

都应开设“实验艺术”专业、研究方向、课程。如是，

“艺术学理论”学科将建设成为凝聚着“艺术意识形

态 + 艺术学理体系 + 实验艺术体系”的强大艺术学

生命体与精神之源。
总之，“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兴起，便预示着它有

自身的学科理想及其理想体系，失去了“艺术学理

论”学科的理想及其理想体系，“艺术学理论”学科将

缺乏光明与活力。

三、清晰“艺术学理论”的学科体系

清晰“艺术学理论的学科体系 = 明白艺术学理

论学科的边界与空间之系统性内涵”。包括“艺术学

理论”学科的制度 + 规则 + 规格 + 科学性 + 合理性

+ 真理性 + 知识性等系统内容”。
学科是指对科学文化知识的独立学术性分类认

知体系。基于从“学科”视角讨论的目的，一是理解

和明白“艺术学理论”学科是中国特色学科制度的产

物，二是认知和清楚“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边界与空

间，三是清晰认知、研究、建构、学习、教育、交流必须

依循和守候“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价值。
作为艺术学门类之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

是中国特色学科制度的学术形态。如前所言，“艺术

学理论”是中国艺术学人基于艺术文化本体特质、发
展中国艺术之理想而依循学理逻辑和事实逻辑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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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这既是人类艺术文化的一个发明性创新，又是

确保“艺术学理论”学科持续生长的制度资本，所以，

在认识上和行为上不能含糊。
“艺术学理论”作为人类文化独立的知识体系，

自然具有自身不可替代的边界与内涵空间。这就需

要注重和加强提升对“艺术学理论”的区分性认识和

充实性作为。首先，“艺术学理论学科边界 = 艺术公

共性界限———艺术公共性意识形态 + 艺术公共性学

理 + 艺术公共性知识”。在“艺术公共性界限”逻辑

之内的当为“艺术学理论”学科所属，在“艺术公共性

界限”逻辑之外的为“艺术学理论”学科之非。举例

来说: 在美国讨论“K － 12 舞蹈教育”的著作中，开篇

就明确讨论“从艺术教育的视角审视教育型舞蹈”②

从“艺术学理论”学科立场看，“艺术教育”是“舞蹈教

育”“美术教育”“音乐教育”“戏曲戏剧教育”的上位

概念。就像“艺术”是音乐、影视、美术的上位概念一

样。当心中有了“上位”意识与观念之后，就易于理

解和认知“艺术学理论学科边界 = 艺术公共性界限”
之论了。当下值得注意的认识是，不可简单地将“艺

术学理论”学科与“音乐与舞蹈学”学科、“戏剧与影

视学”学科、“美术学”学科、“设计学”学科的关系称

为“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艺术学理论”是艺术

文化和艺术学门类中“不一般”的特殊内涵。仅从

“特殊”视点论，现有艺术学门类的五个一级学科都

“特殊”———都是彼此不可替代的关键存在。其次，

关于“艺术文化”和“艺术学理论”之自在本体论、艺

术认识论、艺术公共知识论、艺术真理论、艺术方法

论、艺术实验论、艺术学术论等范畴构成了“艺术学

理论”学科的空间内涵系统。总之，明确“艺术学理

论”学科的边界与空间之属，将利于人们主动认知、
探寻、研究、建构“艺术学理论”学科，使之越来越完

善与厚实性持续发展。
做到随时必须依循和守候“艺术学理论”的学科

规格与规范之为的价值在于，确保对“艺术学理论”
无误识、无误为与无轻视。以此创造性确保“艺术学

理论”实现其学科存在具有的“科学性 + 合理性 + 真

理性 + 公共知识性”之价值意义。
总之，为了确保“艺术学理论”不“出轨”，就必须

要清晰“艺术学理论”的学科体系及其所属空间内

涵。

四、把握“艺术学理论”的功能体系

把握“艺术学理论的功能体系 = 明白和释放艺

术学理论学科的积极作用之系统性内涵”。包括内

作用与外作用两大系统内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

内作用 = 学科内部自身建构作用”。“艺术学理论学

科的外作用 = 对学科外部艺术世界的影响作用”。
基于从“功能”视角讨论的目的，一是去除因对

艺术学理论误解而生的“无用论”，二是知道如何发

挥“艺术学理论”的学科作用，三是注重建构“艺术学

理论”学科的功能体系。
有人基于“理论是悬浮物”的逻辑而主观地认为

“艺术学理论无用”，这显然是一种对“艺术学理论”
的误解。不可否认毛泽东( 1893 － 1976) 在 1942 年 5
月于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实在作用与艺

术智慧贡献价值。如果从“艺术学理论”的立场认

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或可称为

“艺术学的讲话”，这个讲话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不可

替代的大而重要。其一，所讲之话是学术性与理论性

的形态与品质; 其二，所讲起到了解决中国无产阶级

文艺在抗日战争时期应该怎么办的认识问题与行动

问题; 其三，所讲引领了当时以及未来中国艺术理论

的走向与艺术作品创作的取向。所以，无论是从历史

的、学理的视角审视，还是从现实与需要的视点看，都

应该深刻地认知和明白“艺术学理论”学科是有不可

替代效能的学科。
知道如何发挥“艺术学理论的学科作用 = 认知

和清楚艺术学理论学科功能释放的途径与方法”。
首先，从“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内部自身建构作用看

是自己有办法地促进形成自己。一是体现在“帮助

清晰认识”的作用上。即帮助世人明确认知与理解

“艺术学理论”是一种揭示和阐释艺术意识形态体系

与建构成型艺术学理体系的艺术形而上学科。二是

体现在“运用学术方法”的作用上。即“艺术学理论”
的知识体系成型，有赖于艺术田野法、揭示意义法、抽
象界论法、概括成理论法之整合作用发挥。三是体现

在“拓展自身时空”的作用上。“拓展自身时空 = 力

拓艺术学理论学科自身的基础、空间结构、边界”。
其次，从“艺术学理论”对学科外部艺术世界的影响

作用看是认识引领。包括暗示、揭示、启迪、指导等多

方面的积极作用。总之，“艺术学理论”学科功能释

放的途径与方法是呈复数状态的。
加强“艺术学理论”功能体系的建构，是主张要

系统性地注重艺术理论取向的研究与成型、重视“艺

术学理论”功能分类研究与功能实现、注重预防“艺

术学理论”功能的异化。艺术理论是指揭示“艺术所

有世界”内涵意义的理性价值成果。“理性价值成果

= 主体艺术智慧外化创生的艺术有限编码知识与成

型艺术编码知识体系”。如果“艺术学理论”学科忽

视了对艺术理论取向的研究与成型，将失去学科存在

的理由与价值。于此之“艺术理论取向”，是指诉求

对艺术世界的理性揭示与定论研究。包括艺术理论

学、艺术历史学、艺术教育学、艺术创造学、艺术批评

学、艺术社会学、艺术哲学、艺术人类学、艺术管理学、
艺术经济学、艺术人智学等等本体与跨学科的整合性

理论研究。由于“艺术学理论”功能不是单一的存在

与价值。因此，必须重视对“艺术学理论”功能分类

与功能实现的研究。目前对“艺术学理论”功能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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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以及如何让潜功能变为现实的积极作用等方

面都还处于浅表状态。随着对“艺术学理论”功能分

类研究的深入和水平提升，自然会促进“艺术学理

论”的精进式发展。
预防“艺术学理论功能的异化 = 防止艺术学理

论出现非正常态作用释放的扭曲状态”。那种放弃

守候“艺术学理论”学科自身，以及只顾及“艺术学理

论”学科自身的认识与研究行为，都是属于“艺术学

理论”功能的异化状态。总之，预防“艺术学理论”功

能的异化是为了从本质上认知“艺术学理论”的功能

体系，达致“艺术学理论”功能的无遗漏性释放。

五、认知“艺术学理论”的价值体系

“价值是指具有值得遵循的意义 + 思想 + 观念

+ 模式 + 行为 + 有用性”。“认知艺术学理论的价值

体系 = 知道和创造与释放艺术学理论学科具有的不

可替代意义之系统性内涵”。包括赋予意义的价值、
集成的价值、知识的价值、发明的价值、精神的价值、
真理的价值、功能的价值、学术的价值等系统性内容。

基于从“价值”视角讨论的目的，一是周全知道

“艺术学理论”的应有价值，二是力求创造出“艺术学

理论”更多的价值，三是促进“艺术学理论”学科价值

彰显的最大化。
“周全知道艺术学理论的应有价值 = 明白艺术

学理论到底可以做出哪些意义、思想、观念、模式、行
为、有用的东西来”。这是升华“艺术学理论”学科建

构与创建“艺术学理论”价值体系的逻辑起点。
“力求创造出艺术学理论更多的价值 = 探寻艺

术真理和形成艺术公共话语”。包括不断地发现问

题、提出学科命题、成型理论、恒定观念、形成行为模

式、打破行为模式、获得艺术真理、引向艺术创造性新

无知空间等等具有理论性、长远性、现实性的意义及

其意义体系。比如: 无论人们认不认可如下这样对

“艺术”的含义界定，这样的学术思考与界定行为就

是“艺术学理论”理性建构价值的一种显现。艺术是

指创造者想象性有意义排列反映创成宜人的悲欣情

趣文化。艺术文化也是以建构性非凡修饰方式为所

有人效力的。
促进实现“艺术学理论”学科价值彰显的最大

化，是认知“艺术学理论”价值体系的核心任务目标。
有价值不能显现，就将失去它存在的意义与作用。当

下，无论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对其他四个一级学科

的影响作用，还是依存的相关价值意义都还没有有效

和充分地体现出来，这是与从学科制度上确立“艺术

学理论”学科的初衷相背离的。促进实现“艺术学理

论”学科价值彰显的最大化的策略与方法，一是抓住

和显现“艺术学理论”学科应有的理论性建构力。包

括以田野性、抽象性、前瞻性方式，深入和系统地揭

示、阐释、建构、实践“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艺术意识

形态体系、艺术学理体系、实验艺术体系。比如: 如果

把“艺术作品 = 形式 = 结构 = 模式 = 关系体系”之表

述，明确用来阐释艺术作品概念的含义，就是“艺术

学理论”学科理论性建构力运行与实现的一种方式。
二是最大效度地发挥医生式诊疗作用力。包括发挥

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之力。三是最大效度

地生成发动机式牵引作用力。包括形成学科内外的

自行、建构、更新、完善之力。四是最大效度地发挥灯

塔式取向作用力。包括提供给学科内外的精神之光、
思想之光、方向之光、真理之光。

总之，只有全面和充分地发现与认识到“艺术学

理论”的应有价值及其价值体系，才会利用好“艺术

学理论”的价值、才有可能创造出“艺术学理论”的新

价值、才能确保“艺术学理论”的价值不被遮蔽或流

失。
张道一在论析建构艺术学学科时不止一次地说

“学术为公，学理越探越明”［1］，的确，从历史体系、理
想体系、学科体系、功能体系、价值体系这“五个体

系”视点讨论和认识“艺术学理论”学科，将有助于业

界在方法、整体、结构、体系、原理、教育、学术、未来等

视野与领域，准确认识和正确对待“艺术学理论”之

学科存在，有助于共识性深度研究和推进“艺术学理

论”之学科知识体系、有助于开创性揭示和提升“艺

术学理论”之学科价值。
综上所述，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是“新时代 + 有

思想 + 追逐美好生活”的时期，也正是艺术文化、艺

术学学科大有作为的历史时期。所以，“艺术学理

论”学科业界，当随时从“完善度”“更新度”“开创

度”“提升度”“贡献度”几个维度切入和展开研究，并

做出明确的智慧性结论贡献。 ( 责任编辑: 楚小庆)

① 所谓“艺理学”，是指研究艺术普适道理的学科。梁玖《“艺理

学”作为艺术学中的一个学科名称》，《艺术百家》，2015 年第 1
期。

② ［美］布伦达·普·麦克臣著，刘冰、蔡博译《舞蹈: 作为艺术教

育( 上) 》，上海音乐出版社，2015 年版，第 1 页。“K － 12 教育”
是人们对美国基础教育的称谓。K: 幼儿园( Kindergarten) ，12:

幼儿到高中的 1 － 12 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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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建君，潘鲁生． 张道一研究［M］． 济南: 山东美术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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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社，2015． ( 下转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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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论、乐论等等特殊艺术类别层面的古典艺术理论中

提出的一些针对特殊艺术类别的命题、观念、理论，却

往往具有一般艺术理论的潜在价值。比如，古代那些

诸如“诗言志”，“诗缘情”，“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

书”，“书，心画也”，“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

生焉; 阴阳既生，形势出矣”，“书，如也，如其学，如其

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乐者，乐也”“故乐

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凡音

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乐能

乱阴阳，则亦能调阴阳也”，等等，假如我们把其中的

诗、书、画、乐等概念，互相对调一下位置，或者干脆都

置换为今天所说的“艺术”或“艺术一般”，那些命题

是否同样能够成立呢? 此外，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中还

有一些相当重要、影响深广的理论学说，如神思说，意

境说，迁想妙得说，气韵生动说，“三竹”( 眼中之竹、
胸中之竹、手中之竹) 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说，

等等，本来也都是针对个别艺术类别如诗或文或画等

而提出来的。但是，这些艺术学说是否具有一般艺术

理论的意义呢? 恐怕答案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为

什么会有产生这样的效果呢? 如何让这些具有重要

价值的传统艺术理论学说实现现代转化，成为今日中

国艺术理论学术话语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限于篇幅，也限于时间，先讨论到这里。有些问

题，留待以后再做更深入一步的探讨吧。
( 责任编辑: 楚小庆)

① ［英］贡布里希著，范景中译《艺术发展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

社，1992 年版，第 4 页。( 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 The Story of
Are) 范景中译本一度将书名译为《艺术发展史》，后来再版时

书名才被改为《艺术的故事》。)
② “郑县人有得车轭者，而不知其名，问人曰:‘此何种也?’对曰:

‘此车轭也。’俄又复得一，问人曰:‘此是何种也?’对曰:‘此车

轭也。’问者大怒曰:‘曩者曰车轭，今又曰车轭，是何众也? 此

女欺我也!’遂与之斗。”见［清］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中华

书局，1998 年版，第 278 页。
③ 参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

言》(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二

版，第 1 － 30、31 － 35 页) 及其他政治经济学著作，如《资本论》
《剩余价值理论》等。

Art General
LI Xin － feng

( China Academy of Arts，Beijing 100029)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art general is a very significant and basic theoretical problem． We should take art general as
a core category of art principle，introduction of art or basic art theoretical research． Meanwhile，such a category will
also provide a sufficient academic basis for general arts study． Ｒesearches done by artists，researches of individual art
creation and individual artworks could be included into the scope of arts theory． However，there must be a request，
that is，research subject must consciously have the conception of art general，must have the dialectical thinking quali-
ty to tell the general and the special，and must have a circuit thinking movement from the special to the general，and
from the general to the special．
Key Words: Art General; Arts Theory; Artistic Theory; General Ar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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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rately Ｒecognizing Five Connotative Systems of Arts Theory
LIANG Jiu

( School of Arts and Media，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Abstract: Arts Study has been independent as a discipline for 7 years． There is a must to give an accurate conclusion
in perfectness，renewal，and promotion of various subjects in arts Study，especially arts theory． Confronting with mis-
understanding of the first grade discipline arts theory，I propose and analyze five systems to re － recognize the feature
and connotation of arts theory，and try to refresh recognition and effectively construct and grasp the discipline of arts
theory．
Key Words: Arts Theory; Disciplinary System; Art Ideology; Connotative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