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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学研究（第4卷）从2007年创刊至今已有四年，到本期与各位读者和学界朋友见面，出版了四
卷。
在各位读者和学界朋友的关怀下，本刊来稿数量呈逐年递增之势。
尽管我们从众多的稿源中筛选，保证了每一篇刊出的文章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然而我们发现每年
一卷的发刊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来稿需求。
所以今年拟出两卷，这也是本刊在新年的一大改进。
　　艺术学研究（第4卷）期望能在新的一年里更加密切与读者和学界朋友的沟通，为更多读者和学
界朋友提供一个思考、探讨、交流和争鸣的学术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表达各自不同的学术见解和学术主张，以体现学术民主与学术自由。
我们相信，只有在这种日渐频繁的交流互动甚至摩擦、碰撞中，我们才能够共同见证艺术学的成长。
　　近年来，有关将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建议，在我国学界已趋共识。
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不仅是艺术学学科自身发展的必然，也是今后国家文化战略发展的需要。
近日，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关于修订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目录的通知》及国务院学位办
“各新增（调整）学科处理建议”要求，由设立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艺术学科目录修订工作组秘书处
”牵头召开的“艺术学门类一级学科设置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主要艺术院校和设有艺术学学科的
综合性大学的院校长和专家，经过讨论，初步确认将“艺术学”升为学科门类后的一级学科的设置方
案，并获得普遍认可和支持。
这一方案意味着我国艺术教育界呼吁多年，经过近10年不懈努力和探讨的学科设置方案终于有了落实
的眉目，而艺术学也将找到自己的安身之所。
该方案既照顾到我国艺术学学科现行规划与管理体制的实际情况，又具有前瞻性的拓展空间，有利于
艺术学提升为学科门类之后，其所属各一级学科的基础理论、史学、创作及批评研究真正转向为学术
型学科体系的建构，进而促使艺术学学科建设取得实质性的重大进展。
同时，也更加便于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申请工作的实际操作，以及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设置与学科
建设的延续性。
当然，学科门类的确定及相应的一级学科设置的最终落实，还有待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的最
终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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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我党历史上召开的首次关于文艺问题的专业会议，是党指导文艺运动的新形
式。
《讲话》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是我国革命文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必将永
远彪炳史册。
文艺座谈会之后，广大文艺工作者响应党和毛泽东的号召，投入了文艺整风运动，清理检查自己的文
艺思想和作品，此中有深刻的反思，有尖锐的批评，这是新旧世界观、文艺观的撞击，是一个痛苦的
磨炼过程。
通过学习检查，广大文艺工作者方向明确了，信心更足了，开始踏上新的征途。
各文艺协会，也检查了自己的工作，制订了贯彻工农兵文艺方向的工作计划。
艺术院校、文艺刊物，也根据《讲话》精神调整了工作方针。
大家认识到，关门提高、演大戏都是方向性问题，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在创作中的确有反
映，文艺界也存在宗派主义问题，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对不少文艺工作者也有一定的影响。
与此同时，掀起了一股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潮。
不少文艺团体又开始下部队、到农村演出，小型多样、反映现实的作品接连推出。
街头演出又多起来，还创办了《街头画报》、《街头小说》等普及文艺的新形式，把振奋人心的革命
文艺送到群众面前。
各文艺小组的活动和专业文艺家对群众文艺的指导，又活跃起来。
为促进理论学习，《解放日报》还发表了马、恩、列的文艺论著，开辟了“创作和思想的道路”专栏
，以提高大家的文艺思想。
这个专栏，发表了不少体现新认识的论文。
诗歌界对于“大众诗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延安的戏剧舞台旧貌换新颜，小戏、反映延安和敌后现实生活的戏又多起来。
坚持深入群众创作的艺术家受到称赞，如古元的木刻，由于其新内容新形式，受到很高的赞誉。
思想感情变化了，艺术实践和作品都展现出新容，出现了1943年春节，数十支专业文艺工作者和群众
组成的秧歌队上街闹秧歌的空前热烈壮观的局面。
在体现新文艺方向的秧歌运动中，产生了一批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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