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进程，终于

使古老的中华民族在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伟大梦

想的指引下，步入社会转型的快车道。在

这一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艺术管理在推动

社会良性发展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也越来

越明显。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艺术管理兴起于 20
世纪 60年代的西方国家；进入 21世纪之后

的十几年间，该学科在我国获得了迅速而持

久的发展，也在实践上改善了我国艺术实践

的生存环境。鉴往方能知未来，只有在深入

了解这一学科产生和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全

面分析其知识体系的构成逻辑，才有可能在

根本上了解其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方向；进

而在针对性改进的基础上，推动该学科以及

相关社会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一、作为研究方法的知识谱系分析

所谓的知识谱系，是从知识通论（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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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study of knowledge）角度界定的一种

研究方法，其内容既包括对某一学科知识体

系构成的逻辑分析，也包括对其体系形成过

程的历史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知识

谱系，其理论来源既有西方历久弥新的谱系

学，也有中国源远流长的谱牒学，而又与两

者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论形态。

西方传统的谱系学是“一种历史研究中

的方法论, 就是关于家族世系、血统关系和

重要人物事迹探索的科学,也就是对事物的

起源和演变过程的考察”。［1］45近现代以来，

从 19世纪德国的尼采到 20世纪法国的福

柯，逐渐将谱系学发展为一种对抗整体性理

论的哲学观点。在福柯看来，谱系学就是用

谱系这个词来代表冷僻知识和局部记忆的

结合，而谱系学的任务“则是要关注局部的、

非连续性的、被取消资格的、非法的知识，以

此对抗整体统一的理论”。［1］47然而，谱系学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却并不必然导向对知识

体系建构倾向的消解。王列生在《作为一门

常规科学的知识谱系学》一文中，将知识谱

系落实为“既具互约稳定性又有选择变化的

各类知识地图”的做法，依然可以视为对西

方传统谱系学的合理阐释。［2］

中国传统的谱牒学是研究中国谱牒起

源、发展演化及价值功能的学科。根据司马

迁《史记·三代世表》的说法：“五帝、三代之

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

乃颇可著。”［3］学界认为谱牒之学始自周代，

此说大体是可信的。中国传统的家谱或宗

谱，大抵“先叙族姓的源流,世系谱表,次明郡

望及分派和移住始末;然后是所谓恩荣表,举
凡制诰、进士、举人、武进士、武举、贡生、仕

宦、征辟、封荫、文学、武学、国学、恩例、冠带、

顶带、旌节、耆寿,无不备载”。封建时代的谱

牒，是统治阶级用于维护族权和父权以及“维

持其所属之族的绵延和扩张”的工具；而那些

流传至今的谱牒，在当下主要用于佐证历史，

为其他学科提供资料参考。［4］

不过，本文所谓知识谱系，既不是作为

西方谱系学研究视角下的知识地图，也不

同于作为中国传统谱牒学之主要存在形态

的家谱与宗谱。立足于关于知识形态的逻

辑的和历史的分析，本文所谓艺术管理的

知识谱系研究，不仅包括对该学科知识体

系构成的逻辑分析，也包括对这一知识体

系形成过程的历史研究。前者重在分析其

知识体系结构合理与否；后者意在阐明其

兴起的历史动因和发展的学理依据。从研

究方法的角度看，本课题研究致力于实现

逻辑研究与历史研究的统一，两者相辅相

成，借此加深对艺术管理学科的起源及其

演变过程的理解。

二、艺术管理的基本含义与知识体系构成

通俗地讲，艺术管理可以理解为对艺术

进行的管理。因此，探究艺术管理的含义首

先要明确一个问题：什么是艺术？中外艺术

理论史上关于艺术的定义以及相关阐释可

谓汗牛充栋且歧义百出，这也给了反本质主

义者拒斥艺术定义的理由。笔者以为，围绕

艺术管理学科涉及的管理对象问题，与其纠

缠于何谓艺术的抽象含义，不如关注艺术何

为的实践内容。就此而言，美国麦克阿瑟基

金 会 的 前 主 席 乔 纳 森·范 顿（Jonathan
Fanton）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艺术

的发展水平是衡量国家精神健康的最佳指

标。艺术加深了我们对人文精神的认识，拓

展了我们对他人生活的理解，引领我们通向

一个更加公平和人道的世界。艺术通过审

美感受的复杂性、艺术形式的多样性和艺术

灵感的丰富性，使文化更充实也更具反思

高迎刚 社会转型视野中的艺术管理知识谱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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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①诚如斯言，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

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必将给个体思想观念与

精神境界带来重要影响；而艺术作为文化的

核心要素，其健康发展也必将在整体上推动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

自艺术从个体性愉悦中脱离出来，演变

成一项有组织的活动，艺术管理的实践之路

就已开启。时至今日，东西方的艺术管理实

践均已走过了数千年历史，随着管理学的理

论与方法日渐成熟并逐渐被引入艺术管理

实践，艺术管理活动也日益科学与高效。诚

如美国学者丹·马丁所说的：“艺术管理是五

种传统管理手段——计划、组织、实施、监督

和控制——的应用，以促进表演艺术或视觉

艺术的创作，以及把艺术家的表演展示给观

众。”［5］然而，由于艺术管理学科的历史还比

较短，其知识体系的科学性和管理行为的有

效性还有待检验；世界范围内艺术管理者的

数量和从业者的工作能力，也还有待提高。

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的前主席迈克尔·凯撒

（Michael Kaiser）曾在一次演讲中这样说：

“我一直认为艺术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艺

术家的短缺，而是拥有专业管理技能的管理

人员的短缺。在我的有生之年，也就是近代

时期,几乎没有正规的培训可以提供给艺术

管理者。所以你们都是先驱，在为一个全新

的研究领域做极大的建设工作。”②因此，完

善艺术管理学科建设，培养专业的艺术管理

人才仍是本领域研究者与从业者当前所面

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如前所述，艺术管理可以理解为对艺术

进行的管理，管理是手段，艺术既是管理的

对象，也内在地包含着管理的目的。于是，

艺术管理的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

维度：艺术的哪些方面需要被管理？艺术管

理的目的是什么？如何对艺术进行管理?对
以上问题的回答，涉及艺术管理的对象、目

的与方式，围绕这些方面展开的研究和实践

就构成了艺术管理学科的主要内容，其知识

体系亦需以此为基础构建。

一般说来，知识体系是研究者与从业者

用以指导其研究与实践的系统化的知识集

合，在艺术管理这类实践性品格极为显著的

学科中，其知识体系必然以清晰的逻辑架构

指向实践领域的各个维度。艺术管理涉及

多个学科内容，其知识集合具有广泛性、综

合性特征，因而其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从分

类理念出发，以谱系观念为支撑，明确划定

研究维度。笔者在对此领域的知识内容进

行体系化梳理的基础上，立足于东西方文化

交流的背景，按照从宏观到微观的逻辑顺

序，构建了一个艺术管理的知识体系图（见

图 1）。总体来看，艺术管理的知识体系可以

划分为五个维度：居于体系核心的是艺术与

管理的相关知识，这是艺术管理学科存在的

理论根基；中西方管理模式的差异对艺术管

理者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在全球化语境下

格外值得关注。以上两个维度居于宏观层

面，微观层面包括三个维度，对应着艺术管

理的对象、目的与方式：艺术家、艺术品、艺

①转引自美国学者Richard Kamenitzer（美国乔治·梅森大学艺术管理系前主任）在山东大学艺术学院讲

授“艺术管理”课程时使用的PPT课件，原文为英文，中文文本系笔者所译。

②引自Michael Kaiser 2010年在AAAE（美国艺术管理教育者协会）年会上的演讲《我最喜欢的话题：艺

术管理培训》（“My Favorite Subject: Arts Management Training”），英文文本由Richard Kamenitzer教授提

供，中文文本系笔者所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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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受众与艺术世界是艺术管理的对象；公共

管理与工商管理对应着公益性与营利性两

种不同的管理目标，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管理

类型；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艺术管理的具体

方式均以艺术活动为核心，通过对人员、资

金、场所、机构等因素的具体运用展开。

图1 艺术管理知识体系图

（一）核心概念：艺术与管理

艺术管理是对艺术进行的管理，因此艺

术学和管理学的相关知识构成了艺术管理知

识体系的核心内容。艺术作为管理的客体，

具有不同于一般物质产品生产的特殊规律。

正如田川流教授所说的：“由于在艺术生产中

始终充盈着浓重的审美因素和情感意味，因

此成为以美的情愫和形象感染人、陶冶人的精

神性活动。艺术管理的目的在于使这一活动

渗融进更为强烈的美的意蕴，同时保障这一创

造进程得以顺利运行。”［6］与此相应，艺术管理

者需要具备基本的艺术素养，了解艺术的符

号语言、形式美感与审美意蕴，在此基础上才

能做出正确的产品价值判断与行业发展趋势

预测。在现代管理视域内，从生产前的市场

调研到产品入市后的受众反馈，艺术活动整

体被纳入了科学的管理链条之中。组织、策

划、决策、协调等一系列管理行为大大提升了

艺术生产的质量与效率，在新的社会环境下

有效提高了艺术生产力。

艺术管理的过程可以分为生产、传播与

接受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中艺术与管理都是

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在生产过程中，艺术

的主题、表达方式、展示形式决定了艺术价

值的大小，资金的筹集、人员的组织决定了

生产能否顺利进行；传播过程中，传播载体

与艺术特性的匹配程度决定了作品的感知

价值，对传播规律与媒介特点的运用能够吸

引更广泛的受众；接受过程看似是受众对艺

术品的单向选择，实际上则是生产者对受众

审美趣味的把握与引导，使艺术品呈现出

“艺术家创造性地表述”与“受众审美需求”

的高度契合。

由此可见，艺术管理并不是艺术与管理

的简单叠加，而是从整体性出发，实现两者

的有机结合与互相生发。在这一过程中，艺

术与管理既相互对立又互相融合。融合是

学科存在的基础，对立既是对艺术审美价值

与表现方式之独特性的坚持，是对艺术性的

强调与尊重；又是对管理的客观规律与科学

方法的遵从，是对科学性的认同与遵循。艺

术与管理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艺术管

理知识体系的基础。

（二）管理模式：中国与西方

作为一种特殊产品，艺术品在满足人们

审美和休闲娱乐需求的同时，也促进着受众

群体价值观的形成，塑造着新的文化消费习

惯。因此，全球化语境中，艺术品国际流通的

背后实际上是以文化软实力推广为驱动力的

对国际文化市场的争夺。能否在这种中外文

化交流中维护我国文化的话语权与独立性，

是艺术管理人员面临的严峻考验。由于社会

制度与具体国情的差别，我国的艺术管理者

始终要把“人民群众文化艺术需求的满足与

审美水平的提升”作为管理的首要目标，将对

真善美的追求作为职业行为的首要选择与自

觉担当，在国际文化艺术交流日趋深入的形

势下，积极投身对中国特色文化艺术的传播

中，为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贡献力量。

高迎刚 社会转型视野中的艺术管理知识谱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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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以美国、英国、法国为代表，呈

现出不同的艺术管理模式。有人曾经将美

国的艺术管理模式称为间接管理，法国为直

接管理，英国为直接与间接管理相结合，这

是很有道理的。“大致说来，美国的娱乐产业

对艺术管理人才的需求是比较商业化的，希

望管理者能够为自己的企业带来丰厚利润；

而政府资助的，以及非营利的艺术机构，则

更强调艺术管理人才的社会责任感，其主要

工作就是在艺术、艺术家和观众、消费者之

间搭建桥梁，从而为艺术和文化的繁荣提供

发展空间。在欧洲国家，由于艺术机构与政

府部门之间存在着远比美国更为密切的关

系，艺术管理者必须了解有关的政策法规，

也更需要熟悉艺术机构的管理程序。”［7］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艺术管理已经

在整体上形成了非常明显的中国特色。保

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满足其基本文化艺

术需求，是我国文化艺术发展的终极目标，

因而无论是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领域的

艺术管理，都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艺术产品的精神属性要求艺术管理者对产

品的内容与方向进行必要的制约和引导，使

艺术产品向真善美的方向发展，在提升个体

审美水平的同时，促进社会整体向和谐健康

的方向发展。

具体的管理实践过程中，针对艺术事业

与艺术产业的不同特征，管理方式各有侧

重。艺术事业领域的艺术管理者既要了解

国家的政策导向，又要具备相应的组织策划

能力，以优秀的艺术产品获取政府和社会更

多的支持。艺术企业领域以市场为中心，法

律是企业运营的约束条件，对艺术企业的管

理者来说，在法律约束范围内提高生产效率

是其主要任务，因此，管理技能与法律知识

是艺术企业管理者必备的知识。

（三）管理类型：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

作为管理学门类下的两个一级学科，公

共管理与工商管理在计划、组织、领导与控制

的基本方法上具有很多相似性，同时两者又

有着根本性质的差异，“这种差异集中体现为

‘私人’与‘公共’的分野。因此，可以说，公共

管理是一种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域管理,工商

管理是为私人利益最大化的私域管理”。［8］

公共管理在艺术领域的展开就是指对

文化事业领域艺术活动（或称艺术事业）的

管理，表现为对公共艺术产品生产与展示、

公共艺术场所与设施、公共艺术活动组织与

服务等方面的管理。基于公共利益的艺术

管理具有明确的公共属性，因此政府的施政

方针、政策导向与发展规划是从事公共服务

的艺术管理者首先需要了解的内容。艺术管

理者还应具备艺术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管理行

为的基本技能，促进有利于人民大众身心健

康与审美水平提升的公共艺术产品的创作与

传播，推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区别于公共管理的外部性视角，工商管

理着眼于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行为。“企业

是市场经济中的基本交易单位，其全部活动

必受市场规律的支配和市场环境的影响。”［9］

因此，在文化产业领域艺术活动（或称艺术

产业）管理中，艺术管理者需要掌握经济发

展与企业运行规律，能够对人、财、物等资源

进行高效的组织与利用。需要特别关注的

是，艺术作为精神产品的独特性要求艺术管

理者在掌握经济规律、市场规律的同时还要

掌握精神产品的生产规律与艺术传播规律，

实现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共赢。

艺术事业与艺术产业构成了当代艺术

建设的两翼，对于整体文化艺术生态的可持

续发展而言，两者缺一不可，由此也对相应

的艺术管理方式提出了各有侧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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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对象：艺术家、艺术品、艺术受

众、艺术世界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艺术管理系前主

任、资深艺术管理学者查理德·卡梅内泽

（Richard Kamenitzer）教授就艺术管理做出

了如下定义：艺术管理通过提供给艺术家机

会和资源，使他们能够向受众展示其艺术作

品；通过表演、展览、演讲和其他方式为观众

提供机会，以加深人们对艺术的理解；通过

提供空间、人员和资金等资源来保护、培养、

拓展艺术形式，并将艺术作品推介给投资

者。①这一定义提出了艺术管理所包含的管

理对象（艺术家、艺术品、艺术受众与艺术世

界）及其之间的关系。以艺术家为管理对

象，需要艺术管理者了解艺术家独特的艺术

主张与工作、生活习惯，从而制定适合保护

并激发其个人创作力的措施，使其潜力得到

充分发挥；以艺术品为管理对象，艺术管理

者要了解其符号语言，理解其独特价值，从

而选择适当的资源配置，有效提高艺术传播

效率；对艺术受众的管理是通过对受众趣味

的准确了解，采取恰当的引导措施潜移默化

地“培养”受众群体实现的，使受众在提升艺术

品位的同时形成良好的艺术欣赏与消费习惯。

以艺术世界为管理对象，管理活动主要涉及两

个方面：艺术行业的规范和艺术环境的发展。

这是相对宏观的管理领域，艺术行业的管理以

促进行业结构合理、有序发展为管理目标；艺

术环境作为文化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以促进

文化生态健康发展为管理目标。

（五）管理要素：活动、人员、资金、场所、

机构等

活动、人员、资金、场所和机构等是艺术

管理实践的基本要素。艺术活动是管理实

践的中心，其他要素都围绕艺术活动发挥作

用。艺术活动的管理包括从策划到实施的

全部过程，人员是其中最能动的要素，资金

则是活动正常进行的保障，艺术活动的正常

开展也必然对场所、机构等其他要素的管理

提出要求，因而相关知识也是艺术管理者所

要掌握的基本内容。

综上，基于实践的艺术管理学科建设，

要求研究者具备综合的理论基础与一定的

实践经验，能够从整体性视角把握其多元的

知识结构与复杂的管理实践。随着社会的发

展与物质财富的积累，社会大众的艺术需求

与消费结构均发生了显著变化。进入后工业

社会，艺术产品借文化产业的勃兴大量进入

人们的日常生活，提升人们审美能力的同时

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新的社会背景下艺术管

理研究将何去何从？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彰显

了艺术管理者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三、作为艺术管理学科背景的社会转型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在社会

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人们也开始追求精神

生活水平的提升。在这一过程中，人与人之

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

在悄悄发生着变化；而这些变化终将会带来

社会关系缓慢而坚定的变革，并由此催生一

种不同于工业社会的新的社会形态。

我国正在进行的以“新旧动能转换”为

特征的社会经济转型，其目标就是寻求经济

发展与生态保护双重目标的实现。随着中

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

构持续优化升级，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常

①引自Richard Kamenitzer教授在山东大学艺术学院讲授“艺术管理”课程时使用的PPT课件，原文为英

文，中文文本系笔者所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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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已经为我们指

明了今后一段时间社会发展的方向。我们

终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

梦想的指引下，穿越‘后工业社会’的重重迷

雾，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而这也就意味着一种新的

社会形态的到来。这样一种新的社会形态

的出现，必然意味着文化产品在日常消费中

比重的极大提升；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则有

赖于整个社会文化素质和审美能力的极大提

高。”［10］

（一）社会转型中的文化与艺术

本文所谓社会转型，指的并非基于生产

关系性质变化做出的五种社会形态之间的

依次转变，而是指基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提升

的从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到后工

业时代的演化。就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形

态看，可以认为是农业、工业与后工业三种

社会形态并存的；而从社会发展的方向看，

主要存在于大城市的后工业时代社会发展

特征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引领性意义。所

谓后工业社会，当然不是一种有着确定属性

的社会形态，而是由工业时代面向未来发展

的一个过渡形态。但这一命名本身意味着

这一社会形态与工业社会已经有很大不同，

从艺术生产的角度来看，后工业时代的艺术

创造力逐渐从技术理性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在泛艺术观念的影响下呈现为日常生活审

美化景象。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整体

上逐渐发展为我国台湾学者詹伟雄所描述

的“心的经济”，在这一社会经济模式中人们从

对物质的消费，逐渐转向对意义的消费。［11］

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对“物的依赖”（马

克思语）关系的背离，以及对具有强烈精神

属性的文化的重视，趋向于实现“人的自由

和全面发展”。

然而，这一时期的“意义”消费并不必然

意味着社会的进步。无论中西，泛艺术、泛

审美都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表现出强烈的

泛娱乐化特征。后工业时代看似以个性化、

多元化的需求为表征，在文化艺术领域表现

为对主流文化与精英艺术观的抵抗，实际上

是资本引导的新的文化霸权的建立。“消费

主义文化作为一种特定含义的生活方式就

绝不仅仅是消费本身，而是一种价值观念，

作为一种价值观念，主宰着人们的生活，构

成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实践领域和日常活

动。”［12］例如，当代流量明星的背后就不仅仅

是粉丝个体的情感涌动，更是资本在商业包

装下的价值导向与情感操控。不仅如此，公

共文化服务领域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市场

经济影响，在传统的“群文”观念影响下，公

益性的文艺产品与文化活动也表现出粗糙

肤浅、重量轻质的倾向。长此以往，受众群

体的审美观念就可能向反审美化方向发展，

这些都值得艺术管理从业者与研究者深思。

（二）社会转型对艺术管理的影响

社会转型不仅带来了文化产品的繁荣与

创意产业的发展，实现了社会成员文化素质

与审美能力的提升；同时也带来了泛娱乐化、

泛审美化的倾向，对文化生态的健康发展造

成威胁。如何实现艺术活动在个体需求的满

足与群体美育功能实现之间的平衡，抵御资

本侵袭，保障文化生态整体健康发展，是社会

转型阶段所有艺术管理者面临的时代课题。

艺术生产对受众审美需求的迎合带来

了文化生态的繁荣，而要实现文化生态的健

康发展则对艺术管理者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目的就是人民群众文化

权益的实现，具体表现为“基本文化艺术需

求”的满足。受众的文化艺术需求是存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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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的，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满足受众差异性

需求是公共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但长远

来看，公共文化建设决不能停留在满足人们

现有的文化需求阶段。作为公共服务的一

种，公共文化建设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引领受众形成相对高雅的精神需求，如此方

能实现公共文化作为公共服务的社会本质。

对于艺术企业的管理来说，艺术与市场并非

以二元对立的形式存在，市场规律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也并不矛盾，具有极高

艺术价值与思想性的作品往往也能获得良

好的市场反馈。艺术企业的管理者自觉抵

制腐朽、低俗思想的侵袭，以丰富的艺术形

式感染人，以深刻的文化内涵感动人，不仅

能使企业在艺术市场上取得可观的成绩，更

能为提升受众审美文化素质，促进文化生态

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正是在转型期的社会背景下，艺术管理

学科的实践意义才得以凸显出来。为了推

动艺术管理学科与时代的更好融合，我们需

要从学科兴起的源头与发展过程入手，来探

讨艺术管理学科存在与发展的理论价值与

现实意义。

四、艺术管理学科兴起的历史动因

和发展的学理依据

无论国外还是国内，艺术管理这一学科

都是伴随着艺术组织的发展从而产生的对

艺术管理人才的需要而诞生的。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的文化艺术日益呈现出迥异于传

统社会的面貌，艺术生产与流通模式都产生

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发展过程一方面造

成了艺术组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对艺术

管理人才的需求量大增；另一方面也使得艺

术管理的过程与内容变得更加复杂，迫切需

要更为专业的管理技能，从而对艺术管理人

才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实践需求推动

了理论的自觉发展，艺术管理从而以学科的

形式进入研究领域。

（一）艺术管理学科兴起的历史动因

从世界范围来看，艺术管理专业的兴

起，源于欧美各种艺术经营、培育和研究机

构对艺术管理人才的需求，以及公共服务、

创意产业等理念和实践的发展。20世纪 60
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和耶鲁大学戏剧

学院先后设立了与艺术经营管理相关的专

业。在欧洲，英国早在 1946年就成立了大不

列颠文化艺术委员会，旨在保护和促进英国

文化艺术的发展，但其专业的设置和发展反

而在美国之后。此外，加拿大、法国、芬兰、

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较早设立了与艺术

管理相关的专业。近半个世纪以来，欧美各

国的艺术管理专业都有了很大发展。

21世纪以来，艺术管理一词在中国内地

的流行，跟文化产业以及作为文化产业重要

组成部分的艺术产业的异军突起有着极为

密切的关系。在很多人的意识中，艺术管理

就是对艺术产业的经营管理，其目的在于获

利。有研究者提出“艺术作品的商品化、艺

术创作的产业化成为艺术管理的内容，其功

能就是以某种有效的方式把艺术家与受众

联系在一起”，［13］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改

革开放以来，随着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各

艺术类高校纷纷设立艺术管理相关专业，一

些综合类、理工类大学也设立了相关的文化

产业类专业；2005年之后，“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在我国的蓬勃开展，推动了学术界对

于公益性艺术管理专业的研究。学界和业界

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艺术管理不仅存在

于产业领域，也存在于公益性组织之中。公

共文化领域和文化产业领域的艺术管理在管

理的对象、目的和方式方面存在很多差异，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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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领域的研究者需要特别关注的。

（二）艺术管理学科发展的学理依据

从学科发展的学理依据看，艺术管理专

业既然是为了解决艺术实践中不断出现的

新问题而确立的，其基本的学科属性与合理

的知识体系均受制于这一现实需求，因而决

定其发展方向的学理依据亦依存于此。从

学科属性的角度看，艺术管理实践对复合型

人才的需求，决定了该学科必然具有交叉性

的学科属性；从知识体系的角度看，艺术管

理实践存在于政府、社会、市场等不同领域

的现实境遇，决定了该学科是兼具理论性与

应用性、公益性与营利性的复杂知识体系。

在专门的艺术管理者出现之前，艺术管

理工作一般都是由杰出的艺术家承担的。

社会发展，尤其是当下社会转型期的时代背

景，对艺术管理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跨界

融合的时代中，艺术组织管理的复杂性要求

艺术管理者灵活机动地运用管理知识与技

能，随时准备调整方向，开启新的合作过程。

对于艺术管理者来说，只懂专业或只懂管理

是不够的，艺术管理者必须具有复合型的知

识与能力。

实践的需要推动学科的建设，艺术管理

作为一门交叉型学科具备复合型知识体系，

在为社会培养合格的艺术管理人才的同时

也不断开辟着新的研究空间，推动了行业与

学术研究的共同发展。近些年来，国内的艺

术管理研究者对于艺术管理学科的复合性

认识也越来越清晰。例如，曹意强在《艺术

管理概论》一书的导论中说：“艺术管理是一

门将文化政策、文化社会学、文化经济学、博

物馆学和艺术史与管理学结合的操作性学

问。”［14］田川流在《艺术管理学概论》一书开

篇就说：“艺术管理是人类对于艺术活动实

施管理的行为，是人们充分运用自身的聪明

才智，以及艺术学、管理学的理论，对于艺术

活动确认明晰的目标，并予以策划、组织与

实施、控制的行为及其过程。”［15］艺术管理作

为一门交叉学科是与实践的复杂性相对应

的，社会转型期跨界融合的特征会使这门学

科的理论基础变得更为博杂。

五、结语

艺术管理知识谱系的研究给当代艺术管

理面临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整体性的视角，要

求我国艺术管理人员在艺术的独特性与管理

的科学性相结合的基础上，既要积极融入世

界文化艺术交流的趋势之中，又要坚定地维

护我国文化艺术的独立性；既要满足人们丰

富的精神文化需求，又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把握文化艺术实践发展的正确方向，通过

推动 艺术事业与艺术产业的共同发展，促进

艺术家与受众之间更好地交流，使文化艺术

空间得到充分扩展与延伸。

任何一门学科的兴起与发展都必然受制

于特定的时代背景。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

内的社会转型迄今尚未完成，这一历史进程

不仅影响到“艺术管理”学科的过去和现在，

也将深刻影响其未来的发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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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Knowledge Genealogy of“Art Managemen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GAO Yinggang
（School of ar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The research on the knowledge genealogy of“art management”includes not only the
composition analysis of the disciplinary knowledge system, but also the process of its formation. The former
focuses on the logical level, aiming to analyze whether its knowledge architecture is reasonable or not. The latter
focuses on historical retrospection, aiming to clarify the historical causes of its rise and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its development.“Knowledge genealogy”is not only a system description, but also a research method,
committed to the unity of“logical research”and“historical research”.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any
discipline is bound to be subject to the specific backgrounds of the times. The worldwide“social
transformation”that has gained momentum since the 20th century and not yet been completed up till now, not
only has exerted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of the discipline of“art management”, but also will
profoundly affect its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Key words： art management; knowledge genealogy; social transformation; historical motivation;
theoretical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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