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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自觉或不自觉地创造艺术，当有数万年的历史了。
数万年来，艺术与人类同在，成为人类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酿为人类文化的重要形
式。
数千年来，中外有关艺术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
这些著作均为一代代学人感受艺术、品评艺术、思考艺术规律的结晶。
时代发展到今天，艺术的创造、接受、传播以及艺术史的梳理、艺术理论的探索仍然需要学人孜孜以
求。
东南大学位于六朝宫苑旧址，校园内的六朝松见证着南京的历史，也见证着东南大学的历史。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位于六朝松下，自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先生起，这里就有无数学人研究艺术、
创作艺术、培养艺术新人。
时至今日，这里依然薪火相传，艺声不断。
为了表达东大学人对于艺术的思考，总结新一代学人的研究成果，我们决定出版“六朝松艺术文库”
。
这套文库以艺术学二级学科成果为主导，兼及艺术学其他二级学科的学术成果。
自20世纪90年代二级学科艺术学从制度上创设于东南大学以来，我国已有近60家大学开设该学科。
但这个学科还是一个年轻的学科，仍然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尤其是鉴于二级学科艺术学与美学、门类艺术学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关联的关系，本文库在选题上并
未局限于二级学科艺术学范围内。
本文库的作者均为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的教师，他们当中有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青年学者，也有年过花
甲的老教授，所以有的选题较为成熟，有的尚且稚嫩。
但大家都分别从某个角度、某个方面探讨艺术的基本规律，力求一孔之见。
本文库的出版将持续较长的时间，分别在不同的出版社陆续推出，欢迎各界学人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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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当代学者徐子方教授多年来从事艺术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选集，内容从艺术定义和艺
术史一般理论的最新探索、戏曲学理论与中国古代戏曲家及其作品的个案分析，到中国古典戏曲小说
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和历史文化发展规律的把握，作者运用宏观和微观、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研究
方法，力图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具体进入到抽象，通过研究对象的思考揭示其内在规律，有助于将
相关研究引向进一步深入，并给读者以启发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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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方，男，1955年9月出生，江苏灌云人，文学博士，中共党员、民盟盟员。
现为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东南大学戏曲小说研究所所长，《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全国艺术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代戏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散曲研究会常
务理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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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问题　　一、对既有模式的检视和回应　　二、艺术史分期之关键：原始、古典和现代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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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艺术主体由尚实转向写意　　二、元曲：听觉艺术的转型与综合性艺术的提升　　三、元代：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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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显示着人们思维方式的局限和戏剧土壤的贫瘠　　二、生活和艺术观念的保守性以及所造成的社会
文化结构的惰性严重阻碍了戏剧因素发展中的综合进程　　三、文人远离表演艺术而同仕途经济紧密
结合使得我国戏曲的产生长期没有创作基础谈元曲兼及“一代之文学”问题　明初剧场及其演变　　
一、勾栏庙台：残存的历史记忆　　二、教坊司及其演变　　三、钟鼓司和内廷戏剧演出　明代北曲
剧场兴衰论　　一、定型化、僵化与杂剧的自我封闭　　二、北杂剧市俗土壤失落与观众萎缩　　三
、北剧南曲之画地相角川_　　四、整体艺术气势与“广陵散”——北曲终成绝响　论昆曲杂剧　　
一、昆曲杂剧非即昆唱杂剧　　二、昆曲杂剧亦非南杂剧的同义语　　三、昆曲杂剧的分类　⋯⋯第
三编 文学史论第四编 作家、艺术家考论第五篇 文献及作品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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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艺术消亡”、“艺术史终结”的观点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家之言，并未占据认识的主流（黑格尔
被认为是最早的艺术史终结论者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误解），大多数研究者还是在严肃地探讨艺术史的
真谛问题。
正如德国人汉斯·贝尔廷在《艺术史的终结？
》一文中所言：“每当人们对那似乎不可避免的终结感伤之时，事物仍在继续，而且通常还会向着全
新的方向发展。
今天，艺术仍在大量生产，丝毫没有减少，艺术史学科也生存下来了。
”①美国人多纳尔德·普莱兹奥斯的《反思艺术史》（1989）和大卫·卡里尔的《艺术史写作原理》
（1991）透露了同样明确的信息。
2.瓦萨利、温克尔曼以来逐渐形成的将视觉艺术史等同于艺术史、欧洲等同于世界的观念依然左右着
大多数人的头脑，声称非西方艺术对艺术史主体不发生影响的詹森及其《艺术史》为其典型，即使对
传统艺术史进行认真反思的学者如普莱兹奥斯等人也不例外。
当然，时代在变，人们的观点和做法也不能一成不变。
典型如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艺术发展史》，1950）虽仍为视觉艺术史，但已为东方艺术（
埃及、西亚、印度、中国、日本）留下了相应的篇幅。
弗德里克·威廉·房龙的《人类的艺术》（1937）虽非严格意义上的艺术理论或艺术史学术专著，但
在描述人类艺术发展史时有意将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并重，视域更不局限于欧美，似乎预示着一种突
破的新趋势，不过总使人产生势单力薄的感觉。
3.虽然出现了新艺术史的概念，也在相当程度上对传统艺术史观形成了冲击，如已有学者论及的新艺
术史“本质上拒绝关于（贡布里希所代表的——笔者）一种实证主义的、唯一限定的艺术一历史性姿
态的全部假定”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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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眼前的这一部书稿，收入三十余篇文章，系笔者整理二十余年来从事教学与科研的部分成果结集而成
，题名《艺术与中国古典文学》，这么个大题目倒不是存心为了装门面，而只是由于自身所从事专业
涉及范围广的缘故。
记得1980年，当我还是一个在读大学生的时候，为了争取校级学术报告会的参与资格，撰写了一篇关
于洪升和《长生殿》若干问题的论文习作，因获认可而大受鼓励，从此爱上了素有“冷板凳”之称的
学术研究。
为图进一步深造，大学毕业后我先后考取著名文艺理论家和古代文学研究家霍松林先生的硕士生和博
士生，深受先生重理论求实证的宏通学风的熏陶，分别以《论明杂剧》和《关汉卿研究》两篇论文完
成学业，获取学位后应聘至东南大学任教，先后出版和发表了《关汉卿研究》、《明杂剧研究》、《
挑战与抉择——元代文人心态史》、《千载孤愤——中国悲怨文学的生命透视》、《明杂剧史》及《
詹天佑传》等学术专著及百余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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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与中国古典文学》：六朝松艺术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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