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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艺术世界是一个广阔的令人心驰神往的领域，它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之一。
人类创造了艺术.艺术滋养着人类。
它不是社会生活中可有可无的点缀。
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调节因素和动力因素。
没有艺术便不成其为人类社会。
艺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如此重要。
就应当有一门学问专门研究它.这便是艺术学。
在我国新时期以前的若干年问，由于左倾思想的禁锢，学术园地花蔫叶萎，建立科学的艺术学的事无
人敢想。
那时流行的文艺学（文学学）学科体系是四五十年代从苏联引进的。
内容僵化而贫乏。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百废待兴，在我国建立科学的艺术学已刻不容缓。
中国艺术研究院李心峰君首揭大旗，为在我国确立艺术学的学科地位、建立现代艺术学的学科体系，
不仅大声疾呼。
而且踏踏实实地工作。
他的《艺术学的构想》等论文发表后曾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
近几年，他除了积极译介国外美学、艺术学名著外.又先后写出《元艺术学》、《现代艺术学导论》等
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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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艺术研究院李心峰君首揭大旗，为在我国确立艺术学的学科地位、建立现代艺术学的学科体系，
不仅大声疾呼，而且踏踏实实地工作。
他的《艺术学的构想》等论文发表后曾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
近几年，他除了积极译介国外美学、艺术学名著外，又先后写出《元艺术学》、《现代艺术学导论》
等专著。
艺术世界是一个广阔的令人心驰神往的领域。
它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之一。
人类创造了艺术，艺术滋养着人类。
它不是社会生活中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调节因素和动力因素。
没有艺术便不成其为人类社会。

艺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如此重要。
就应当有一门学问专门研究它。
这便是艺术学，在我国新时期以前的若干年间，由于左倾思想的禁锢，学术园地花蔫叶萎，建立科学
的艺术学的事无人敢想。
那时流行的文艺学（文学学）学科体系是四五十年代从苏联引进的，内容僵化而贫乏。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百废待兴，在我国建立科学的艺术学已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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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正确地、全面地把握事物的本质、获得真正理性认识的思维方法，是理性方法，即辩证思维方法。
所谓“理性”。
是与知性相对而言的范畴。
康德把理性规定为关于本质、关于完整统一体的认识。
黑格尔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理性“足以统摄抽象的知性规定的片面性。
这种理性方法.也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由具体上升到抽象、再由抽象上
升到思维的具体的方法。
即辩证思维方法。
它要求人们在认识客观对象的过程中，不仅要从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抽象。
在思维中抽取出事物的各种规定，还要在此基础上，从抽象上升到思维的具体，把知性阶段获得的各
种抽象规定综合为一个统一整体，深刻揭示对象各种规定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在整体上，在思
维的具体中，把握对象完整的本质。
“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删。
我们在艺术学的研究中。
也只有运用这种理性方法即辩证思维方法，才能真正把握它的本质。
艺术的本质不是某种个别的抽象规定，如所谓形象性，情感性或审美属性。
或认识反映性、意识形态性、象征的符号等等；也不是这些抽象规定的简单相加。
我关于艺术本质的中心观点是：“艺术的本质是多种规定的有机统一.是具有多质多层次复杂结构的系
统整体。
，，@因此。
在探讨艺术本质时，首先必须揭示艺术的各种丰富的本质规定；其次，必须确定这些规定的内在复杂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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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如果可以把本书的写作比作一次长途旅行的话，那么.现在似乎可以说.我的这次很不轻松的长途旅行
终于要告一段落了。
确实.该书的完成不那么轻松。
早在拙作《艺术学的构想》在《文艺研究》1988年第1期发表并在该文中提出“要尽快在我国确立艺术
学的学科地位”后不久.我便萌发了写一本元艺术学性质的书的想法.并拟出了初步提纲。
提纲易拟，但真正动手写起来就远不是那么回事了。
主要困难是：一、国内现成的艺术学资料非常贫乏.许多资料有赖于直接阅读外文书刊：二、我过去在
科学学、科学哲学方面很少涉猎，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三、对艺术学的元理论性质的思考和探讨，过
去虽说也有过一些.如以往一些艺术学著作的导论、绪论部分以及日本艺术学家吉冈健二郎的著作《近
代艺术学的成立与课题》（在写作拙著时，我尚未能够读到该书，我是在1992年赴日本京都大学访学
时从该校图书馆复印了该书的全文），等等，但是.就我接触到的资料范围而言。
至今国内和国外尚没有一部系统、自觉、专门的元艺术学著作问世.因而本书的写作也就没有先例可循
。
面对这些困难，写作的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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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元艺术学》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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