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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艺术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说它古老是因为东西方轴心时代的大哲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孔
子、庄子-、墨子等都有对于艺术文化的独特论说，说它年轻是因为从学科体系来看，作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它是晚近从人文社会学的诸多学科中独立出来的，艺术学独立的历史可追溯至“艺术学鼻祖”德
国美术史家、艺术理论家康拉德？
菲德（Konald Fiedler，1841——1895），他认为美学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是与愉悦情感有关的美，艺
术学所要研究解决的是与感情认识有关的“形象构成”。
其后有德国艺术学家、社会学家格罗塞（E．Grosse，1862—1927）推波助澜，至德国美学家德苏瓦尔
（Max Dessoir，1867—1947）著《美学与一般艺术学》一书，艺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终于确立。
德苏瓦尔（又名德索）在《美学与一般艺术学》一书中指出：美学并没有包罗一切我们总称为艺术的
那些人类创造活动的内容与目标。
每一件天才艺术品的起因与效果都是极端复杂的。
它并非是取诸随意的审美欢欣，而且也不仅仅是要求达到审美愉悦，更别说是美的提纯了。
⋯⋯普通艺术科学的责任是在一切方面为伟大的艺术活动作出公正的评判。
美学，倘若其内容确定而独成一家，倘若其疆界分明的话，便不能去越俎代庖。
德苏瓦尔倡导艺术学的具体实证研究，要使艺术“这种人类最自由、最主观与最综合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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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当代艺术存在的新现实，针对多元文化语境中的艺术变相、艺术表现，试图从哲学和文化人
类学的角度对人类文化价值系统中的艺术文化进行新的诠释，其目的是为了某种意义上的解蔽——还
人类艺术活动以其本来之面目，并试图在学理层面上阐明艺术以及艺术精神对于人类存在和社会历史
演化的价值所在，在与已有各种成说的对话、质疑、扬弃过程中，经过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有创新
意识的新见新说，如“活感性生成”、“情意合一实相”，“对话性共在”等艺术本体论理念，艺术
文化超越于哲学、宗教的价值独特性，艺术精神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文明内部艺术精神的潜伏
性延续和复活，文明断灭之际艺术精神的潜伏性延续和复活，艺术文化发挥着文明对话之间的桥梁和
纽带作用等，这些观点不无新意，并试图在前人研究解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但是这些理论思考和诠
释模式尚有待海内外学人明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文化论>>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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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发表文学作品文学评论及艺术评论文章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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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复活　　3、文明断灭之际艺术精神的潜伏性延续和复活第六章 文化之桥──艺术在人类文化建构
中的作用　一、现代化、全球化、地方化　二、文明对话与共同价值　三、从艺术文化到全球文化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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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生统意义的“传宗接代”或“相夫教子”。
西方绘画艺术写实主义（逼真、形似）的价值意识，近代以来因受东方绘画理念的影响，已产生了重
大的变化，从印象派开始，西方绘画不再以对于事物的逼真的模仿作为绘画艺术的价值标准，东方绘
画艺术中“神似”、“韵味”、“意境”等价值理念在西方画学中得到了相应的领受和认同。
2．价值对象价值对象又可称为“价值客体”、“价值范畴”、“价值的存在形态”等等，［12］马克
思对价值的界定：“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
“人们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
［13］“外界物”对于人的需要所产生的意义是价值，但是马克思这儿所说的“外界物”是哲学意义
上的“物”，而非自然物，是相对于主体之客体——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包括人。
主体的需要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演进千差万别，并且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仅就物欲需要来说，原始人
类的物欲需要远没有现代人那么繁复奢侈，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的人对物质生活条件的需要也是干
差万别的，高寒地带的人冬天有取暖的需要，热带地区的人终年都有有防暑降温的需要；需要不仅是
千差万别的，需要还有轻重缓急之分，贫困地区的人对生存所必需的物质产品的需要最为迫切，而对
精神文化产品的需要可能相对淡泊些，当然，这也不好一概而论，有些物质上贫乏的地区对精神文化
的需要可能更迫切些，如藏民生活条件贫乏，但物质欲望淡泊，相反，对精神慰藉的需要更为迫切；
需要还分层次和级别，也就是说有些需要对于人来说，意义一般，有些需要对人来说，意义重大，马
斯洛将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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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我出版的第三部学术专著，凭良心讲自己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走上学术研究尤其是文学艺术研究
的道路，本来我是学语言学（对外汉语教学）的，语言学跟文艺学或艺术学道不同不与为谋，可是机
会偶然，我先是于黄山认识了国画家周逢俊先生（1991），开始接触国画，后来又于深圳结识了一批
诗人作家（1995）开始接触散文诗，再后来又于香港有缘进入近代文艺奇人苏曼殊的艺术世界，就这
样不知不觉读书、写书十几年过来，回头看看来路，似乎有点文不对题，可是静下来想想，这就是人
的宿命，实际上人是无法改变宿命的有限的存在，试看来路，无比清晰，又无比茫茫、莽莽，生命给
我们指一条道你就会追星逐月般地往前走。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修完博士课程并写成这篇论文，完全是缘分使然。
2003年夏天，我刚完成了《中国散文诗研究》一书的写作，一天，因论文《境界、意境辨——王国维
境界说探微》是否已经发表一事在电话上请教刘梦溪先生，只是在一转念之间，突发奇想问及可否跟
刘先生修读博士学位一事，当时刘老师说他在南京师范大学可以招生，但中国艺术研究院这边他正在
申报艺术文化学的博士学位授予权，于是我当下决定，报考中国艺术研究院随从刘梦溪先生再读三年
书，因为我知道刘师在北京申报有关博士学位授予权有较大的把握，同时冥冥中感觉到这是不容错失
的进学的机缘，还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修学期间曾见到刘师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作长序，宏
文深构，早存心契，一念触发，端有造因，刘老师同意我们都试试看，他在北京如常申报艺术文化学
博士学位授予权，我积极准备考试。
2004年春天我带着十分愉悦的心情参加考试，自小就喜欢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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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文化论:艺术在文化价值系统中的位置》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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