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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术考古学属于考古学和美术史相互渗透的学科增长点，它同时注重发挥美术学、考古学、历史
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和图像学等学科与之交叉的优势，从而形成的新学科
。
过去，我们对美术考古学的认识，通常都将其归属于考古学或美术史学，近几年国内外学术界对美术
考古学的研究表明，美术考古学属于独立的新学科是不争的事实。
为此，展开对美术考古学学科的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独立学科的美术考古学，它的研究不是简单地对“逝去”物品的发现与发掘，重要的是通过美术
考古的重新审视：以文化的理念，揭示对象的文化意义，因为任何一件“过去”的物品，随着时间的
流逝，物品之中总在不断地沉淀着文化；用审美的眼光，发现对象蕴涵的美的因子，从而再度激活起
这些物品。
正是因为美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广博性和重要性，以及研究层面的不可替代性，使美术考古学近年来
在国内外有了较快的发展。
　　然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其学科的系统研究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美术考古的研究，一
方面是注意于方法层面的开展，另一方面是学科的意义主要隐于考古学或美术史的研究之中。
近年来，随着人文科学研究整体化，学科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交叉越来越频繁，边缘新兴学科也随之
不断涌现，作为学科的美术考古学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重新又进入人们的学术视野。
　　2007年春天，我从台北到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接下艺术市场方向研究生的导师工作，这个工作极
度吸引我的兴趣，让我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开展这个新兴学科的教学，更重要的是如何把过去在市场、
博物馆、媒体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归纳成有系统的理论，使这门学问不至于成为简单的经验传授而已。
2007年艺术研究院策划全体教师进行“美术考古学丛书”的学术行动，我受到每位老师对学术探究的
积极性感染而参与其中，也因为带些被动因素的驱使，让我勉力而为地完成这本书。
我跟着阮荣春院长及几位教授的步伐与写作的节奏，逐渐明白如何调整自己带着怠惰缓慢的步调，不
至于拖沓丛书的整体进度。
　　海峡两岸奔波使我的教学、研究和日常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繁琐的转机到便利的两岸直航
，似乎光景越来越好。
我只身在上海完成这本书的后续编撰工作，应该先要感谢内子，她在台北照料一双儿女的学业和起居
之外，还负担着处理本书前期的图文数据搜集、录入、整理这些琐碎却很重要的工作，为我分担许多
杂务，使写作的工作能更有效率。
我的父母虽然年事已高，却有健康的身心，坚持不需要儿女的晨昏照料，让我能安心工作，无后顾之
忧。
我的年轻学生们也无形中给我些协助，我经常在和他们讨论关于艺术社会学或者傅柯理论时，从中获
得对问题的思考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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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作为独立学科的美术考古学，它的研究不是简单地对“逝去”物品的发现与
发掘，重要的是通过美术考古的重新审视：以文化的理念，揭示对象的文化意义，因为任何一件“过
去”的物品，随着时间的流逝，物品之中总在不断地沉淀着文化；用审美的眼光，发现对象蕴涵的美
的因子，从而再度激活起这些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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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学科关系与学科定义　　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作为独立的学科而受到关注，是最近十几
年的事情，特别是在中国学术界，不仅有大量的论文发表、高质量的专著出版，而且也有了全国性的
专题研讨活动。
与其他一些新兴学科一样，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在学科理论、具体研究方法等方面深深地受到了西方
理论发展的影响，乃至学科的名称都是由西方引进，并且为此还存在争议。
但是，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我国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从本土文明的悠久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中获
得了特别强大的支持，这一支持不仅唤起了中国学者的巨大热情，而且也为学科的研究展开了海阔天
空的美好前景。
不过，方兴未艾的美术考古也遇到了一些理论认识上的障碍，比如学科的定义问题、学科的方法论问
题、学科的界限问题、学科的适用性问题，等等。
在这些问题中，学科定义是一个难度极大的工作，也是一个廓清学科面貌的基础性工作，有着优先思
考的要求。
为使这个思考有个比较好的理论视野，更好地展开其中的理论描述，我们将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结合
在一起讨论，将它们的学科关系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具体有如下的考虑：首先，两学科在学科外延上有很大的重叠，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有一个互动的促
进作用。
其次，宗教美术有着独特的叙事特征，这一特征对美术考古的学科特征认识也有着直接的作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