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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自选文集。
所收学术论文，皆力求由艺术美学基本义理的重新阐释而深入戏剧、电影、绘画诸学科的专题研究。
故取首篇题目字句，以《艺术美学“集合论”》来称名全书，不啻沿循源自《诗三百》“无义例”（
欧阳修）之名篇义例“先作诗，后为名”：“或举两字，或取全句”（孔颖达）；更着眼于如宋人赵
悳后由其中诗篇同名提出“义类皆相似”的观点：既由“集合论”来生发各篇自身及其相互之间的学
术内涵关系，又由是而体现艺术美学的基本义理与艺术，乃至其自身与艺术教学之间的基础理论构成
关系。
    全书凡十五篇。
由编次体例见得，其全体正由“类型”所标识的艺术这种“个别中的一般”者，在其本体属性意义上
的“义类皆相似”的关系，来构成四个艺术美学“集”。
各自分别从艺术的门类、种类、样式、风格到其各层次各方面性质和成分的研究，来认识艺术本体的
本质真实。
故每个论题自身，同与其互为“关系规定性”（马克思）的各论题，一如从“0”到“1”之间的所有
“有理数”，都是组成这个“集”的元素。
前七篇由类型研究组成“集”。
其间，由未来艺术美学走向的分析而重审其远在古希腊时期的思想渊源；由雅文化范畴美学思想体系
的解读而重新观照俗文化范畴的“好莱坞”电影事象；由古希腊悲剧理论语境的回溯而反思艺术在“
机器复制”时代的现实境遇。
理论视线似乎在艺术史两端呈极化跳跃。
然其内在意绪及其学理构成机制，则是恩格斯所揭橥的：“深入人民意识的辩证法的古老命题：两极
相通。
”故各篇的著述缘起和动因，不但引发于基本义理研究的自身学术规律，而且，实际生成于其与艺术
教学之间在基础理论意义上的“相通”。
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为开设《好菜坞类型电影》课程，先后穷五年之久重审“类型”这个几乎历来被
熟视无睹的范畴，追本溯源地探寻其概念内涵的来源、成因和存在状况，及其变化发展规律。
    第八至第十一篇，分别于本体属性的抽象概念与其有机整体构成的具体概念两层面，经由不同美学
观念与艺术事象的分析，来认识电影在艺术实现过程中的现实关系。
故无论是对其抽象概念层面的蒙太奇理论与纪实理论，还是对其具体概念层面的商品性和演员外形表
达特性的研究，都是不断接近电影本质真卖的美学思想之网的网上“纽结”（列宁），是组成电影艺
术美学“集”的思想元素。
固然，艺术美学不是自然科学。
其理论的科学性在于最终体现为对艺术的美学生命本质真实的认识。
故其超越实际功用而独立自存自由发展的学术品性，正同时体现其与艺术乃至艺术教学在本质真实上
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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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类型研究是未来艺术美学的“集合论”论类型理论在西方的美学渊源——柏拉图隐含不显的“第
三者”思想解读（上篇）论类型理论在西方的美学渊源——柏拉图隐含不显的“第三者”思想解读（
中篇）论类型理论在西方的美学渊源——柏拉图隐含不显的“第三者”思想解读（下篇）论亚里士多
德《诗学》的理论“疏漏”论好莱坞类型电影的美学特性论好莱坞类型电影的“经典叙事方式”论蒙
太奇理论的缺陷论纪实性是电影特性美学进程的逻辑结果——兼论巴赞、克拉考尔的电影观论电影的
商品性论演员外型的选择与化装造型艺术的美学生命观——绘画艺术美的延续性研究论汤显祖的美学
生命观举“戏剧谥法”，立“元剧史”公言——《录鬼簿》文体考论论王国维美学和艺术研究学术动
机生成中的比较论理路跋论类型研究是未来艺术美学的“集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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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记录性：电影的不变性美学特质可是，人们历来由于考察电影特性的方式不同或方式的变换，虽然丰
富了我们对电影特性的认识，他们却同时又往往或者忽略甚至放弃对其中包蕴着的最基本、最稳定的
具有不变性的美学特质一一记录性的认识(如爱森斯坦那种以传统艺术观认识电影特性的观念，以及与
之相似的把综合性认识为电影特性的观念)；或者把物理的活动照相性与记录性相混淆，从而把记录性
认定为是纯粹的物理学特质(如巴拉兹和我们今天有些论者，那种以一般艺术社会学观点看待电影特性
的观念)；当然，也有的干脆把物理的活动照相性看作是电影特性在整体美学意义上的等价物(如欧美
的“直接电影”观念)。
用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限制”观点来看，这都是放弃了限制性原理。
在科学理论中，就对事物存在发展的规律的认识来说，作为规律而存在的方程式(即符号之间的关系)
，并不都表示着自然界本身的规律，只有那些在观察方式变换下保持不变的方程式，才表示着自然规
律。
因此，不变性就自然地等同于与观察方式无关的客观实在性。
固然，认识电影特性是个更复杂的美学问题，电影美学终究不是自然科学。
但是，电影特性，也毕竟不是个先验自明，也还不是凭经验论方法依赖创作经验的归纳就可以认识的
。
与认识任何事物一样，必须以对它的质的认识作为认识的基础。
因此，我们认识电影特性，必须首先认识记录性这个决定电影艺术存在发展的最基本、最稳定的美学
特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荒诞派戏剧的情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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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美学集合论》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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