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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以当代著名学者饶宗颐的中国古典艺术史论作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饶宗颐艺术史研究之研究
，揭示20世纪最后一位通儒如何运用文化史眼光来观照中国古典艺术之发生及嬗变之过程，并对饶宗
颐这种文化史研究方法论思想在艺术批评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理论意义做出评述。
饶宗颐的这一学术思想的生成与他所继承的传统考据学方法以及他与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国际汉学界
频繁的学术文化交流的历史语境有着重要的关系。
由此思路出发，本文行文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从对研究对象的“前理解”出发，第一章介绍了
饶宗颐的学术及艺术渊源，重点涉及了饶宗颐学术思想生成及其治学旨趣和审美兴味，对饶宗颐学艺
结合的关联也作了一定勾勒。
第二章介绍饶宗颐如何在中国近代考古学背景下进行古典艺术风格、精神诸源头研究，该章旨在强调
历来艺术史研究中所忽略的20世纪上半叶艺术考古学研究，并对楚文化影响因子如何规范、影响着后
代艺术的风貌也做了一定揭示。
第三章主要围绕黄公望、八大山人、龚贤等艺术家，来呈现元明时期艺术家与文化思想潮流进行互动
共生的思想状态，此章旨在揭示元明时期“三教合流”文化精神与主体艺术精神如何互动的动态表现
过程，对过去静态的文人画审美形态研究作出反思。
第四章主要介绍饶宗颐如何在融通的视野下对中国古典绘画与其他人文学科资源进行整合研究，从而
得出新颖别致的结论；此章主要强调在艺术史研究当中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第五章通过回顾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在艺术史研究中采用的视角与方法，初步总结了饶宗颐艺术史研
究中的新实证方法；余论部分主要结合当下艺术史研究的现状，通过对饶宗颐“作为精神史的艺术史
”研究范式意义的抉发，来凸显饶宗颐艺术史论研究的价值之所在。
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学术从学科建构及研究方法，无不笼罩着西方现代学术话语的色彩；而20世纪
晚近以来，后现代主义者所宣扬的对于艺术主体的遗忘，对于文本意义的游移，对于文本生成语境的
有意忽略，尤其是对人类知识整一性、历史连续性的破坏，更是给中国学术界的学术思想及方法造成
很大的震荡。
而饶宗颐的艺术史研究，以其文化史的眼光，历史考证的方法，把对传统艺术的诠释与理解与中国自
身文化的生成、发展紧密联系的研究思路，却给入以很大的启迪和警示作用。
当然，由于研究者与其研究对象的“先见”，历史的理解总不免有研究主体自身阐释不可避免的历史
局限性，职是之故，饶宗颐的艺术史研究及我们对饶宗颐研究的理解，其研究的结论应该是开放的而
不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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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章　前理解：饶宗颐学术及艺术的渊源第二章　文明史考古背景下的艺术源头研究    ——饶
宗颐上古绘画研究的特色第三章　“三教合流”思想背景下的创作心理机制研究    ——以黄公望、八
大、龚贤为中心第四章　融通的视野：文、史、哲、艺研究的合流第五章　文化批评语境下的饶宗颐
艺术阐释方法附录参考文献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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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中国古典文艺作品的创造和阐释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它2000多年的绵延发展过程中，由于
大多数谈诗论艺的阐释者本身就是学艺兼修的艺术家，因此在艺术作品的创造和阐释之间本身是没有
什么大的罅隙的，譬如清人对宋诗话尽管有“诗话作而诗亡”的讥讽，但清诗话的写作仍是层出不穷
。
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创造和阐释情形也不出其辙。
然而，自近现代起，随着中西文化碰撞的不可避免，随着现代中国人“天朝大国”的心理失落，具有
世界文化比较眼光的现代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进行反思和评判。
伴随着这种反思与评判，中国传统的诗文、绘画的创造形式也遭到全面的改造，形成现代新文艺。
随后这种新文艺连同古典文艺作品，其意义的追问开始显现出现代的品格特征。
不过，艺术的创造和阐释也由此开始出现巨大的缝隙而滋生分裂，这种缝隙和分裂在20世纪晚期大部
分中国学人那里呈现得是那么的明显，以至于在文艺理论界出现了“失语症”的惊呼。
也就是在对中国古典文艺阐释理论的反思当中，一些学贯中西、学艺兼修的大学者的文艺阐释学方法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越来越得到重视和专门研究，譬如长期默默无闻的王国维、钱钟书、陈寅
恪、宗白华等人的文艺阐释理论。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观看之道>>

后记

本书是我的博士论文。
时光无情，太匆匆。
转眼沪上求学归来又近一年。
一年中，由于太多琐事的羁绊，我一直没能潜下心来对这篇倾注我全部热情和心血的论文进行修改和
润饰。
不过，我深知每个人在人生时段上的认识总免不了有其一定的局限，但也自有其值得追忆的人生岁月
痕迹。
于是，我也就在怀着对逝去求学时光追忆的念想中，不揣鄙陋，终于决定还是让这篇博士论文以原初
的面目面世。
为使读者诸君能了解我为文之始末，特记之日：我于丙戌之秋，负笈千里之外，自夜郎故地而赴江南
风华之都，蒙胡师不弃，忝列门墙，与之从游。
师温文尔雅，待人从容；其学术与思想兼采，精研与广博并重，让我辈大开眼界。
“入门须正”，这是胡师告我之吃紧语。
在其开列之博士生必读书目上，除却传统经、史、子、集之精华，满是陈寅恪、钱钟书如此一流学人
著述之宝典。
经此门庭，我始知学问之途何如。
三年之训，受益无穷。
师恩不忘，铭记心怀。
论文卒赖成篇，仰仗多方协力共助。
陆晓光先生、方勇先生开题答辩时的建议警醒；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赵松元教授、韩山师范学院图书
馆“潮汕文献室”梁桂英女士、“饶宗颐学术馆”陈伟诸同志于我潮州访书时的热情慷慨；胡师在整
个论题设计、行文期间的全方指引。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观看之道>>

编辑推荐

《观看之道:作为精神史的艺术史·饶宗颐艺术史论研究》：2010年度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立
项资助出版。
当代阐释学理论业已表明，任何理解都是历史性的理解。
照此而论，饶宗颐的学术背景与渊源决定了饶宗颐子其艺术史研究中的提问与解答基本方式，饶宗颐
在具体学术情境下的对于艺术史上一系列的艺术现象、艺术家、作品的接受和阐释又与其时所接纳租
领会的学术资源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对于饶宗颐艺术史论讲究之研究，就必须从一系列的学术研究语
境还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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