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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新时代以来，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紧随时代步伐，着重阐

释了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诸如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及艺术学“中国学派”，“中国梦”

“新时代”与中国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文艺工作座谈会引领中国文化艺术发展新气象，改

革开放 ４０ 周年与中国艺术学科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 ７０ 年与中国艺术学的发展道路、历史

经验，“新文科”背景下的艺术学科建设等。 艺术理论、艺术史和艺术批评作为艺术学理论

三大核心学科，向纵深处发展，艺术跨学科研究也取得显著进展，丰富了艺术学研究的视野

和方法。 艺术学理论的科研项目以及以丛书、文库等形式推出的学术成果十分亮眼。 人才

培养、期刊及其他平台建设成果不凡。 展望未来，艺术学理论将积极应对学科转型带来的变

革与挑战，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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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 年，艺术学独立为一个学科门类，中国艺术

学科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地位并进入快速发展期。

２０１２ 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进

入新时代。 可以说，中国艺术学科的快速发展基本上

是从进入新时代开始的。 新时代以来，中国艺术学理

论学科从初建逐渐走向成熟，研究队伍逐渐壮大，学

科研究成果累累，当下又即将面临巨大变化。 艺术学

理论学科的独特功能和价值赋予其独特的使命。

一、重要理论问题的阐释与研究

十二年间，艺术学领域发生的最重大的标志性事

件是，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公布

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２０１１）》，艺术学

成为中国第 １３ 个学科门类，艺术学理论（１３０１）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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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自此诞生。 同时出现四个特殊艺术学一级学科，

即音乐与舞蹈学（１３０２）、戏剧与影视学（１３０３）、美术

学（１３０４）、设计学（１３０５）。 在此之前，艺术学是文学

（０５）学科门类下的一个一级学科，并且同时设有同

名的二级学科“艺术学”。 此二级学科“艺术学”在

２０１１ 年升级为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

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意味着艺术学获得了真

正的学科独立。 这是中国艺术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具

有标志性和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对于文化艺术学

科的建设与发展乃至当代文化艺术的发展繁荣具有

重要意义。 从 ２０１１ 到 ２０２３ 年，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

走过了十多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在学术研究、人才

培养、期刊建设、平台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累累硕果。

回顾这十二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不难看到这样一

些直接影响艺术学学科发展的重大背景事项：２０１２

年，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 ２０１４ 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在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的讲话》，成为党在新时代指导文艺工作的纲

领性文献。 ２０１６ 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在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党在新时代指导我

国包括艺术科学在内的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纲

领性文献。 正是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

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的时代课题。 ２０２３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不仅为我们提出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

命，而且为艺术学界提出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

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征以及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等重大研究课题。

艺术学理论学科作为一个强调艺术普遍性规律

和共性问题的学科，从更加宏观、整体的视野去探讨

文化艺术问题，这使得对于艺术世界的思考，尤其是

对时代的、民族的、社会的宏观文化艺术问题的思考

更加系统深入。 这十余年来，艺术学理论界正是在上

述大的时代背景下，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紧随时代

步伐，在党和国家有关文化艺术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指导思想的指引下，始终将目光投向时代的前沿、国

家的召唤、人民的需要，阐释了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

　 （一）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及艺术学“中国

学派”问题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谈到“加快构建中

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时首次提出了构建具有中国

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重大时代课题。

他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

是自信的体现。 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

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

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

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

位还不太相称。 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

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

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 ［１］１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三大体系”的重要论述，对我国的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课题，成为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十分重要的指导思想与根

本遵循。 艺术学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重要

的、独具特色、无以替代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必须把构

建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

系“三大体系”作为中心任务和最重要的课题进行攻

关研究，以取得切实的成效。

自 ２０１６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三大体系”建设的宏伟蓝图

以来，艺术学界积极响应号召，广泛、深入开展研讨，

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文艺研究》杂志自 ２０１９

年以来发表多篇重磅论文，专门探讨艺术学的“三大

体系”建构问题。 该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刊发了由韩子

勇、祝东力、李修建、孙晓霞、鲁太光五位学者共同完

成的长篇论文《关于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的

若干问题》，强调建构中国艺术学的“三大体系”必须

立足于中国的艺术经验这一丰厚土壤，指出：“中国

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必须植根民族文化的沃土。

中华文明积累了深厚而丰富的艺术经验，形成了独特

的艺术对象体系、范畴体系和感知方式，传达出特有

的艺术精神。”“中国艺术经验的独特性，非简单套用

西方艺术理论所能阐释。” ［２］因此，必须着力构建中国

艺术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 该刊同年

第 １１ 期发表了李心峰的长文《探索中国艺术学知识

体系———基于个人学术视角的回顾与反思》，将中国

艺术学知识体系分解为中国艺术学的学术体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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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对于“三

大体系”各自的内涵做出清晰界定，讨论了这“三大

体系”相互之间的关系，并结合个人数十年艺术学学

术探索的历程，着重探讨了如何建构艺术学“三大体

系”的问题。［３］

《艺术学研究》杂志自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创刊以来，持

续关注艺术学“三大体系”建构问题，将艺术学“三大

体系”建设作为刊物关注的一大主题，先后发表刘桂

荣《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的未来建构》、夏燕靖《建

构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之当代话语的价值与路径》、李

若飞《构建中国艺术学的“三大体系”———李心峰教

授访谈》等论文。 其他相关杂志、出版物也纷纷跟

进，发表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使得艺术学界有关

“三大体系”的探讨一时蔚成风气，初见成效，引人注

目。

艺术学界围绕艺术学“中国学派”的探讨，也与

艺术学“三大体系”的建构直接相关，成为学界一个

新的聚焦点。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 日，中国艺术研究院《艺

术学研究》编辑部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联

合主办第 １３ 期“当代艺术学与美学论坛”，主题为

“探寻艺术学中国学派的学理可能与路径”。 北京大

学王一川教授、深圳大学李心峰教授、北京电影学院

刘军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悦笛研究员、中国音

乐学院刘嵘教授等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对话。 在此基

础上，《艺术学研究》杂志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设立“艺术

学中国学派的学理可能与路径”专题，刊发探讨中国

艺术学派、中国乐派、中国电影学派等 １０ 篇文章。 王

一川认为，探讨艺术学中国学派是有意义的，但目前

还存在一些问题，要建艺术学中国学派，应先练艺术

学中国学说。［４］李心峰认为，“艺术学中国学派”是艺

术学学科未来发展所要面对的一个极其重要、亟须探

讨的学术话题，它不但具有宏观性、全局性，而且具有

前沿性和引领性。［５］刘悦笛从中国艺术语言的角度探

讨了中国艺术学派成立的可能性。［６］ 此外，彭锋对提

出艺术学中国学派的背景、实质和诉求进行了深入分

析。［７］我们认为，如果说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是对

学科系统性和专业性的完善，那么对艺术学中国学派

的探讨不但体现了继承性和民族性，也体现了对学科

原创性和时代性的追求。 构建中国特色艺术学科，要

在系统性和专业性、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

性这三个方面下足功夫。

２０２１ 年，在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在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

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时代课题五周年之际，中国艺

术研究院设立一项学术课题，由李修建、孙晓霞两位

学者联合编选学术论文集《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

研究》 ［８］，将此前五年间有关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

研究方面的一些主要的、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汇集起来

予以出版，成为这方面的一部基本参考文献。

（二）“中国梦”与中国文化艺术繁荣发展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提出了“扎

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号召。 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深刻阐发了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思想。 按照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愿景和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

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发展

阶段。 之后，我国艺术学界深入学习和贯彻党的十八

大精神，积极思考中国的文化艺术发展与实现“中国

梦”的密切关系，强调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强调中国文化艺术的民族

价值和民族气派，探讨推动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扎

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有效途径，取得了一系列重要

成果。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７ 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

“汇聚正能量 抒写中国梦———文艺创作塑造中国梦”

座谈会在京召开。 会议围绕“中国梦的历史视野与

现实关怀”“中国梦的理想维度与未来指向”“文艺创

作的中国价值与文艺评价的中国标准”“文艺创作怎

样抒写中国梦”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 王文章、莫

言、刘大为、吕品田、李心峰等著名艺术家、理论家、批

评家在会上的发言掷地有声、精彩纷呈，产生巨大反

响。［９］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举办的“‘中国梦’与当代文艺前

沿问题”青年文艺论坛，也从多角度集中讨论了“中

国梦”的话题。［１０］ 除了举办研讨会，学界还积极学习

领会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论述和思

想。 仲呈祥在《文艺宗旨是提高民族精神力量———

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笔记》一文中阐发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的功能作用，认为“引领风尚、教育人

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这 １６ 个字可以高度概括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功能作用。［１１］陈晋《文化建设

提升历史感，凝聚“中国梦”》、黄正平《从自信自觉到

自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文化视野》、朱

莉《“中国梦”文化精神的解读———基于先秦儒家思

想的考察》、彭吉象《艺术教育中国梦》等从不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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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阐释了“中国梦”的时代内涵。

（三）文艺工作座谈会引领中国文化艺术发展新

气象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

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讲话”体现

出党和国家对文艺工作的殷切希望和具体要求，必将

引领中国文化艺术未来发展的新气象。 “讲话”在艺

术学理论界产生十分强烈的反响。 仲呈祥等阐发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一重要思想，分

析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与马克思主义文

艺观一脉相承的关系，这一思想丰富的时代内涵及其

对文艺创作重要的指导意义。［１２］ 于平阐释了“讲话”

强调的“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

的工程师”的深刻内涵。［１３］ 张炯《牢记文学艺术的真

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从文艺与真善美、文艺与时代、文艺与人民三方

面的关系，对“讲话”揭示的文学艺术真谛做了深入

解读。［１４］丁国旗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有关重视和加

强文艺评论工作的论述中所提出的评判和鉴赏作品

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是对文艺

批评标准新的定位，是对恩格斯提出的“美学的、历

史的”标准的继承和发展，是推动文艺批评科学有序

开展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的时代

化、中国化，为今后我国文艺批评工作指明了方

向。［１５］同时，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研究取得了重要发

展并出现了一批新成果，比如：郭运德、王杰、李心峰

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著书系———包括李心

峰《为马克思主义艺术学正名》、刘永明《马克思主义

与艺术人民性》等），宋建林《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

论发展史》，吴小莲《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艺术产业

化研究》，赵慧英《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中国化

实践》，以及甘锋主持的 ２０１９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

学重点项目“马克思恩格斯艺术传播理论及其中国

化研究”等。

（四）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与中国艺术学科发展历程

２０１８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在举国上下隆

重纪念、热烈庆祝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总背景下， 回顾

和总结艺术学学科的不平凡历程，其变革、发展与改

革开放的深层关联成为该学科最重要的主题。 艺术

学在升级为门类学科之前，有一个加速发展期。 正是

改革开放为艺术学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加速发

展提供了核心的、强劲的动力。 值此改革开放 ４０ 年

之际， 社会各界纷纷以此为节点， 对自身进行历史

的回顾与总结。 艺术学理论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不少

关于新时期以来学科发展道路的整理与回顾， 进一

步明确了中国艺术学理论在过去 ４０ 年中形成的学科

基本特征，即本土性与现代性交汇、理论与实践结合

等等。 王一川指出，改革开放 ４０ 年深刻地解放了中

国各个艺术门类和中国艺术学学科。 与中国艺术门

类潮的经历相应，中国艺术学学科经历了学科恢复与

重建、学科开放与发展、学科升“门”及学科门类开垦

与耕耘等时段。［１６］王廷信指出，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文

艺理论的核心命题是围绕对人的价值的发现和个性

解放的追寻而展开的。［１７］ 李心峰从学科史的角度概

括总结了改革开放背景下艺术学发展的四个 “十

年”。［１８］李若飞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在艺术学理论研

究领域形成了“译介”“艺术史研究、志书编纂或艺术

文献学研究” “学科研究”三种学术范式。［１９］ ２０１８ 年

于杭州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年会”

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以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的学科发展

为主题，组织全国范围内的 ２００ 多位专家学者认真回

顾、总结 ４０ 年学科发展成就与历程，在学界产生了广

泛而深远的学术影响。［２０］

（五）新中国成立 ７０ 年与中国艺术学的发展道

路、历史经验

回顾学科发展道路，总结历史经验，对于构建中

国特色艺术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２０１９ 年的艺术学

理论，以回顾总结新中国成立 ７０ 年来艺术理论、艺术

学的历史经验与发展道路为主线，兼及对五四运动百

年来、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的中国艺术理论、艺术学学科

发展的历史道路、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深入的回顾总

结，成为学者广为关注的重要话题。 仲呈祥《道艺统

一 褒优贬劣———新中国 ７０ 年文艺评论断想》总结新

中国艺术历史，着重聚焦后 ４０ 年，指出四十余年来中

国文艺发展过程中，党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政策性调

整，关系着文艺评论的生机与活力。［２１］ 夏燕靖围绕新

中国 ７０ 年来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进程，勾勒出艺

术学理论历史沿革的不同风貌，将艺术学理论发展进

程分成三个阶段。［２２］此外，李庆本分析了百年中国艺

术理论话语的现代性转型［２３］。

（六）新文科背景下的艺术学科建设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中共中央在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之

前的文件里正式提出“高等教育要努力发展新工科、

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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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国艺术学界在 ２０２０ 年聚焦“新文科”①背景

下的艺术学科发展问题，有的学者甚至还提出了“新

艺科”的命题。 探讨新文科背景下艺术学科发展问

题的前提是要对“新文科”这一概念有准确的定位和

把握。 只有弄清楚新文科之“新”在何处，才能在此

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发展思路与变革策略。 陶东风认

为，就目前而言，大多数学者是“围绕新技术导致研

究领域的扩展和研究方法、人才培养和教学方式的更

新等展开的”，可以总结为“四新”：“开拓新领域、开

设新专业、建立新学科、培养新人才” ［２４］。 周星等人

作为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小组成员，对新文科背景下的

艺术学科发展建设问题做了较多思考：一是新文科建

设给艺术学科发展带来了机遇和动力，二是强调新文

科背景下艺术学的学科综合性与审美价值，三是强调

新文科在“人文性”方面的拓宽与增厚，四是对新文

科建设背景下艺术学科发展的整体布局设想。［２５］ 夏

燕靖结合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探讨了新文科背景

下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问题，辨析了新文科与旧文科

的区别。［２６］赵奎英通过梳理中西“新文科”这一概念

的提出过程，指出“新文科的确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

融合，但它不止于‘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它还包含

着一种‘超学科’视野，意味着一种面向生活世界复

杂问题予以解决的新型研究与教育”，“共同体”概念

对“新文科”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２７］

二、艺术学理论四大分支学科研究

艺术理论、艺术史和艺术批评是艺术学理论学科

的三大核心分支学科，十二年来，这三大分支学科依

托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纷纷向纵深处发展，反过来又

促进了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内涵式发展。 此外，艺术跨

学科研究也取得重大进步，丰富了艺术学研究的视野

和方法。

（一）艺术理论

艺术理论是关于艺术世界的理论性解释，主要研

究艺术生产、发展及存在各个环节的普遍原理与规

律。 ２０１１ 至 ２０２３ 年间，中国艺术学科的艺术理论研

究既关注中国传统艺术理论，又将目光聚焦到中国的

艺术实践和社会发展。

１． 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研究

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与美学有一系列核心范畴，如

意象、意境、气韵、空灵、形神、情志等，它们都具有深

厚的历史积淀和鲜明的民族特色。 挖掘并利用这些

传统艺术资源，对于改变新时期以来我国艺术理论、

艺术批评和艺术实践跟着西方亦步亦趋的窘境，具有

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意境”是中国传统艺术

理论和美学中最核心、最具中国本土特质的艺术问

题，是对中国艺术的审美特征和艺术精神的高度总

结。 肖鹰《意与境浑：意境论的百年演变与反思》与

姜荣刚《“意境说是德国美学的中国变体” 论之商

榷———兼论王国维“意境”理论来源研究的现状、问

题及出路》两篇文章都具有学术史研究性质，历史性

地追溯了意境论的来源和流变，并对其进行了理论反

思与再认识。 意境论对当下中国艺术实践和艺术批

评有何现实意义？ 彭锋《意境论的重生》一文指出，

朱良志意境论可以重塑当代艺术实践，恢复使用诸如

气韵、意境、风骨等中国传统美学概念，可以极大地改

善当代艺术批评话语的贫乏现状，而且可以发现不同

的审美特质，创造不同的艺术作品，乃至实践不同的

生活方式。 胡家祥《气韵：艺术神态及其嬗变———中

国传统的艺术风格学研究》一书对传统气韵理论进

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开掘。 中国传统艺术具有强

烈的生命精神，这一命题已经广泛被学术界认同并不

断被阐释，主要代表是北京大学朱良志教授，他发表

了一系列著作论文。 张法《激活“形神”》认为：“形神

论把文艺看成生命体，这生命体由虚实两部分构成，

形的部分为实，可分析仔细，讲得清楚，神的部分为

虚，可以意会，难以言传。”管才君《“气韵”的历史演

进与美学意蕴》考察“气韵”的演进历史，指出其美学

意蕴“来自气与韵，主要体现为生命精神、节奏韵律、

形神兼备三者的有机统一”。 谭静怡等《中国传统艺

术理论中的生命精神———以“虚静”、“气韵”、“空

灵”为例》、张晶《情志与意向———中国诗学的审美感

悟之三》、陈志刚《两晋文艺精神的缺失与张扬》、周

惠萍《汉魏辞赋与传统艺术精神》、田淑晶《中国传统

艺术尚空思想的建立》等文章也都从不同角度、不同

层面探讨中国传统艺术的一些基本问题，为我们提供

了新的学术视野。 李心峰《试论儒家艺术理论的普

遍意义与永恒价值》将儒家艺术理论放在儒家整体

学说中予以阐释，试图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儒家艺

术理论的意义做出新的评价；《中国艺术的“大通”精

神及其当代意义》一文反思西方艺术中的自律论和

他律论的理论局限，提出须要在当代对中国古代传统

艺术中的“大通”观念进行理论转换与继承发展。

２． 中国艺术的当代发展与当代性



２７　　　 艺术百家 ２０２３ 年 第 ４ 期 总第 １９３ 期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ＡＲＴＳ

中国艺术的当代发展与当代性是 ２０１３ 年艺术学

界热议的一个重要议题。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王文章的艺术评论集《艺术

当代性论评》，其中《确立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文艺

的当代性》一文回顾了改革开放 ３０ 多年中国文艺发

展的历程，明确提出应“确立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文

艺的当代性”。 文集中另一篇文章《中国当代艺术需

要建构自身的当代性》，是作者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在中国

艺术研究院中国当代艺术院成立仪式上的讲话。 在

这篇文章中，作者系统论述了中国艺术的当代性问

题，指出“艺术当代性的追求，永远是艺术与历史相

生相伴的灵魂”，伴随 ３０ 多年改革开放及全球化进

程应运而生的中国当代艺术已形成一些鲜明特点，但

中国艺术的当代创新仍面临一系列重要课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国家当代艺术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了

“时代与使命———当代中国艺术发展研讨会”。 研讨

会以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实存在及其价值诉求为出发

点，针对当代艺术概念的界定，中国当代艺术的内在

精神、基本特征和未来发展方向等几个重要学术问题

进行了深入讨论。 潘公凯对两种不同范围的“当代

艺术”概念作了界定，着重强调了对后一种意义上的

“当代艺术”应有“中国立场”的解释。 范迪安对当代

艺术的复杂性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如何推动当代文

化艺术的建设。 吴为山分析了当代艺术的现状及存

在问题，比如艺术市场化、时代和民众需要等。 这一

话题还有很多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内容，比如这种艺

术的“当代性”与以往讨论的艺术“现代性”是一种什

么样的关系，在有关中国艺术的当代性与当代发展的

实践选择与理论思考中，如何体现中国的立场，如何

与当代历史相契合，如何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体现中

国自己的核心价值等。

３． 追踪艺术实践所提出的时代问题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 （马克思语）艺术学理

论在关注学科发展的同时，也应关注时代、关注社会、

直面现实，从实践中发现艺术问题，用艺术理论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 面对人工智能、数字媒介等科技发

展以及艺术法等现实问题，艺术学界或从理论的角度

进行思考和阐释，或努力从艺术理论中寻求解决问题

的途径和办法。 这十多年所探讨的问题主要有：艺术

媒介研究，科学技术、数字媒介与艺术，人工智能与艺

术，法律与艺术，元宇宙与艺术，等等。

（二）艺术史

艺术史与艺术批评一样，是艺术学理论学科的重

要一翼。 艺术学理论学科中的艺术史，一般指艺术的

通史、综合史、比较史，也包括对艺术史学科自身的反

思研究。 从整体上看，艺术史的研究可以分成中国艺

术史研究、西方（国外）艺术史研究和艺术史学科（艺

术史理论）研究等三大内容。

１． 中国艺术史研究

中国艺术史研究方面的主要学术著作首推李希

凡主编的《中华艺术通史简编》（第 １—６ 卷），该著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华艺

术通史》为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重大课题，李希凡任总

主编，共 １４ 卷，７００ 余万字，上千幅精美图片，２００６ 年

初精装版印刷出版。 《中华艺术通史简编》作为简编

版，将其文字大幅压缩至 ２００ 余万字，图片也被大量

压缩，更易用于学术普及和高校教学。 该书结合历史

遗存、文化典籍及出土文物实物，以艺术学的视野系

统介绍了我国艺术的发展历程；汇聚学术前沿的最新

成果，以历史为线索，勾勒出数千年中华艺术的历史

脉络，既注重各艺术门类的演变进程，又留意每一历

史时代各艺术门类相互影响、交融互动的纷繁景象，

在纵横交错中彰显中华艺术的灵动与壮美，图文并茂

地再现了中华艺术千年历史。 长北著作《中国艺术

史纲》于 ２０１６ 年出版，该书把中国传统艺术门类还原

到当时历史语境与社会思潮之中加以比较，归纳其审

美衍变，揭示其生成衍变时代的、民族的、地域的动

因，建构起区别于门类艺术史、美学史、文化史的艺术

史论构架。 ２０１７ 年出版的刘成纪《先秦两汉艺术观

念史（上、下）》，以观念史这一全新视角重新审视中

国美学和艺术史，提出很多原创性、有价值的理论观

点，有力推进了当代中国艺术史的研究。 白艳霞的

《新中国艺术观的现代性发展研究》一书对新中国艺

术的现代化进程进行回顾、反思、批判。 此外还有苏

立文《中国艺术史（全新修订版）》等一批中国艺术史

研究著述。 在这一时期，还有大量高水平的研究中国

艺术史的学术论文得以发表，限于篇幅不一一介绍。

２． 西方艺术史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西方艺术史往往仅指“视觉艺

术”或“造型艺术” （建筑、雕塑、绘画）的史论研究。

依据这种学术传统，我国学者在对西方艺术史的研究

中，以及西方学者对我国艺术史进行研究时，几乎都

是有所特指的，这与我国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中所指

的“艺术史”其实不相吻合。 如鲁明军《福柯的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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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 ２０ 世纪艺术史学范式的转变》、范白丁《潘诺

夫斯基早期学术中的艺术史观———以关于丢勒研究

的博士论文为例》、唐宏峰《艺术及其复制———从本

雅明到格罗伊斯》、赵笺《论“高级的平庸”：艺术史观

念下的当代艺术》、李林俐《论西方艺术史写作中的

“风格”概念》等。 这些文章都是以点带面，对西方艺

术史发展中一些重要的艺术家、艺术史学者、艺术观

念等进行分析和研究，为我们深入了解西方艺术史研

究状况提供了良好的视点和学术史资源，对于今天构

建中国特色艺术史学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匈牙利艺

术社会史家阿诺尔德·豪泽尔著、黄燎宇译《艺术社

会史》（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５ 年出版）一书打破了西方艺

术史研究多落脚于造型艺术的窠臼，用社会学的视角

做欧洲艺术通史的研究。 近年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

领域出现的新理论“空间转向”也受到艺术学界的关

注，如毛娟《多元聚焦的空间：艺术史研究的关键词

之一》。 薛富兴《对艺术概念的观念史考察》一文从

艺术哲学的理论路径考察艺术史上的观念变迁。 徐

子方《艺术史认识论———基于前人相关观点的梳理

和回应》对迄今流行的艺术史认识模式进行了梳理。

郁火星《西方艺术史研究中的鉴赏理论与方法》一文

考察了西方艺术理论界著名的艺术鉴赏家伯纳德·

贝伦森的艺术鉴赏理论。 张坚著作《另类叙事：西方

现代艺术史学中的表现主义》不仅阐述了西方艺术

史理论的发展脉络，也指出了长期以来被遮蔽、忽视

的一种艺术史学传统———表现主义，而后者在某种意

义上更接近中国艺术本质，对中国艺术理论研究和创

作实践都颇具借鉴意义。 林国兵《西方现代艺术观

念演化史》在审美现代性视域下考察西方现代艺术

观念的逻辑进程。 仇国梁《西方技术艺术史》是一部

基于技术的西方艺术史，探讨了技术与艺术关系的发

展历程。 ２０１６ 年年末问世的徐子方著《世界艺术史

纲》从一般艺术学与文化地理学相结合的视角对整

个世界的艺术做整体的历史书写，是一种非常值得肯

定的尝试。

３． 艺术史理论研究

艺术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

中，始终和艺术理论或其他理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

系。 艺术史受不同理论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研究

结果，艺术史家普罗恩曾用 “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ｒｔ” 和

“ａｒｔｈｉｓｔｏｒｙ”来区别以艺术为主旨的艺术史研究和以

历史为主旨的艺术史研究。 对艺术史理论，亦即元艺

术史的研究，是从艺术史学科建构的角度对艺术史理

论进行的研究。 周宪《艺术史与艺术理论的紧张》一

文便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艺术史研究是以艺术为主

旨还是以历史为主旨？ 艺术史的审美理性主义和政

治实用主义如何协调？ 该文用历史发展的眼光考察

了艺术史在百余年发展中的形貌，阐明了艺术史与艺

术理论之间融合、抵牾和紧张的多种关系，是思考艺

术史与艺术理论关系的一篇重要文章。 ２０１４ 年，《文

艺理论研究》第 ４ 期设置了由王一川主持的“通向中

国式艺术史学科”专题，共收录 ３ 篇文章：王一川《艺

术史的可能性及其路径》、彭锋《艺术史的界定、潜能

与范例》、张慧喆《通向艺术场域史：一种开放而中立

的艺术史书写》。 李倍雷《史境求证：中国艺术史建

构的基础》一文认为，“史境”是历史文化与社会环

境、历史政治与经济环境和历史文化交流环境等的综

合呈现，要在“史境”中对“史料”进行甄别和鉴定，

“‘史境求证’是研究与建构中国艺术史学的一项基

本工作”。 此外，黄厚明 《艺术史研究的守界与跨

界》、吴衍发《中国艺术史上情与理、情感与程式的演

进关系论略———兼及中国古代艺术的历史分期问

题》等文章也从不同角度谈到中国艺术史研究的观

念、方法、路径、程式及分期等重要问题。 赵奎英《艺

术哲学与艺术史研究之间的对话———也谈海德格尔

与夏皮罗之争》一文认为，艺术哲学是对艺术的总体

界说，其研究对象是艺术的普遍本质；而艺术史研究

的对象却是个别的、具体的艺术事实。 曹意强《世界

艺术研究和中国艺术史学》认为，２０ 世纪初全球史的

观念引入中国，中国的艺术学者也开始意识到只有将

中国艺术史置于世界艺术的语境中才会真正获有意

义。 张仲谋《“艺术史料学”学科建设刍议》一文强调

了艺术史料在艺术史书写与研究中的重要性。 李倍

雷、赫云著作《中国艺术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分别

探讨分析了“中国艺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艺术

史学与艺术学理论的学理关系”“回到艺术本质的中

国艺术史学”等问题，对中国艺术史学的一些基本理

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做了系统的探讨。 二人的另一

著作《主题学介入艺术史学方法与理论研究》重点分

析和研究母题、意象、题材、套语在图像中的呈现与主

题的关联，分析艺术史中图像的主题含义，探讨分析

主题学介入艺术史学研究的可行性与有效性，从而提

出主题学介入艺术史学研究的理论价值、意义和贡

献。 李心峰《艺术史三题》聚焦艺术史研究中三个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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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也最为关键的问题：“艺术史”与“艺术史学”

的学科名称、“元艺术史”、“一般艺术史”。 徐子方

《艺术史理论再思考》亦强调“打通”和“综合”的艺

术史观，认为艺术史的创新应该建立在跨界、中国视

角和本土化的基础上。 张新科《关注“一般艺术史”

研究》强调要加强艺术学理论学科视野下的艺术史

研究。 由南京艺术学院夏燕靖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

２０２０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跨门类艺

术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是该领域立项的标志性课

题，该课题主要着眼于两个视角的推进：一是以广域

的视角探讨跨门类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建构的基

本认知，转变以往探讨艺术史学所存在的种种认识偏

见，强调借助史学一般意义探讨跨门类艺术史学的重

要价值；二是将研究视角集中在依托门类艺术史学作

上升与延伸性的跨门类整合研究，凸显对门类及跨门

类艺术史学的共性认识，强调融合中西艺术史学的思

辨与治史路径，构建具有当代中国话语语境的艺术史

学理论与方法论。 ２０２３ 年出版的王一川著作《艺术

史学要略》界定了艺术史学的基本内涵、研究对象、

原理、研究方法和进路，通过源流梳理和成果研析，提

供了可供探讨的研究构架和学科轮廓。

（三）艺术批评

艺术批评是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相较于艺术理论和艺术史而言，艺术批评需要在

理论学术性与艺术史意识的基础上，更加指向当下的

艺术实践。 对于艺术批评的研究也可以分为中国艺

术批评、西方（国外）艺术批评和艺术批评学科建构

等三个主要方面。 同时，学界对艺术批评的关注焦点

也丰富多样。

１． 重要学术成果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凌继尧主编《中国艺术批评史》由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艺术批评史，

阐述了我国先秦汉代、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和近

代艺术批评思想发展的历史。 该书不是各种门类艺

术批评思想发展史的集合，而是从各种艺术门类艺术

批评、诸子百家和两汉儒生注经中抽取、提炼出适用

于整个艺术批评的命题、概念、观点和思想加以系统

阐述。 汪军《魏晋南北朝的艺术批评》２０１２ 年出版，

该书有别于以往对各门类艺术理论进行单独研究的

思路，将传统艺术批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 该书

以魏晋南北朝艺术批评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魏晋南北

朝艺术批评的实践基础、思想准备和产生契机；论述

了音乐批评、绘画批评和书法批评的发展过程，从

“批评”的角度来分析和评价艺术批评文本，指出它

们所使用的批评标准、批评概念、批评方式和批评手

段；同时，在各门类艺术批评之间以及文学批评与艺

术批评之间展开比较，并对魏晋南北朝艺术批评的价

值和意义作出总体上的评价。 ２０１５ 年，叶朗主编、朱

良志副主编的七卷本《中国艺术批评通史》出版，全

书近 ３００ 万字，从学理上对中国艺术批评实践和理论

进行综合览观，描绘中国艺术批评的特点，剖析理论

要义，展示批评理论的逻辑演进过程，突出了中国艺

术批评理论的民族特点。 这一成果是教育部文科重

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并获国家出版总署重大项目出

版资助。 ２０１６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蒲震元《中

国艺术批评模式初探》一书从范畴研究角度进一步

深入体系研究的成果，对中国传统艺术批评深度模式

与潜体系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看法，对深度模式与潜体

系中若干重要美学范畴作了新的阐释和讨论，并对深

度模式和潜体系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作了具体探索

和分析。 此外，蒋奇谷、朱青生主编的《中国当代艺

术批评问题》收集了二十多篇中西艺术批评文章，周

星主编的论文集《跨媒介艺术现状分析与批评》从新

媒体和跨媒介角度对艺术进行了批评。

２． 当代艺术批评现状分析

刘涵《当代艺术批评现状的反思》一文认为，我

国当代艺术批评的发展落后于艺术创作，当代艺术面

临四个突出倾向，即“西式化” “过度学术化” “市场

化”“网络草根化”。 王列生在《艺术物化与艺术批评

“被物化”》中指出，文化产业背景下的艺术遭受资本

掣肘，这种物化浪潮充斥在艺术生产关系中，其中财

富艺术批评以绝对性优势压倒本体艺术批评，艺术批

评的全面物化已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 王一川《论

艺术可赏质》一文通过探讨艺术公赏力，就学术界的

艺术批评如何在新形势下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提出

新的观点。 李倍雷、张祖化《构建当代艺术的批评制

度》指出当代艺术需要建立一种批评的制度。 王蒙

《重拾艺术评论的尊严》揭示了当代文化生活、生态、

观念正在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市场与传播的力量日

益壮大，“艺术传播与接受的便捷性、大众性、消费

性、参与性飞速增长，而其高端性、经典性、严肃性、思

想性的式微，令人不无忧虑”。 针对这种变化，“关键

在于必须具有强有力的艺术评论”，“重拾艺术评论

的尊严”，呼唤“艺术评论的态度、水准、公信力、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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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使命感”，倡导一种“具有高度的学术性、专业性、

严肃性、权威性与公信力的评论”，指出我们的艺术

评论“需要不滥用行政资源，需要树立对于艺术专业

的敬意与慎重负责的态度，需要树立评论的不屈、不

淫、不移、不跟风、拒绝与揭露炒作的独立品格”。 王

文章在《〈艺术当代性论评〉自序》中强调评论者具有

独特发现的眼光的根本性意义：“文艺论评，应该是

论者基于阅读或欣赏的审美感悟，而对文艺作品本身

或文学艺术家整体创作的审美分析。 古人云：‘操千

曲而后辨音，观千剑而后识器。’闻多见广，谈艺论文

或可中的。 但最根本的，还在于论者是否能以独特的

眼光发现，对作品或文艺现象作出符合艺术本质规律

的客观揭示。”仲呈祥《文艺批评：增强文化自觉和文

化自信》论述了文艺批评“为人民”的宗旨，强调文艺

批评应增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具有宏阔的哲学视

野，必须坚持文艺批评的科学标准。

３． 学习习近平文艺工作座谈会关于艺术批评的

内容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

论工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

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

评的良好氛围。 张江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重塑

批评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的讲话》，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镜子，是

疗治不良创作症候的良药，是引导文艺创作多出精

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 繁荣文艺创作，

离不开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 纵观近年来的文艺批

评，成就当然不容否定，但问题同样不容轻视。 重塑

科学、健康、锋利的批评精神，是文艺批评建设的当务

之急。”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批评应具有批评的

精神和品格，强烈呼吁要“重塑批评精神”：“批评的

精神是为文艺负责、为大众负责的精神，是批评家淬

炼自我、与人民共进的精神。 重塑批评精神，正确的

文艺思想和方针才能真正成为主导，文艺批评才能重

新找回失却的地位，文艺的成长才能蓬勃向上。”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仲呈

祥当选首任主席；１１ 月 ２２ 日，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

成立，张江担任会长。

４． 对艺术批评的学理探讨

彭锋的系列文章围绕艺术批评的内涵、历史、特

点、对象等问题展开了具体细致的论述，深入分析中

西方艺术批评的历史和各自特点。 《艺术批评的界

定》在艺术学理论学科背景中界定了艺术批评，指出

艺术批评的对象不仅是艺术作品，还有艺术家和艺术

运动等。 《艺术批评的历史》追溯西方艺术批评的演

进历史，将其分为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个阶段并

分别总结其历史特点。 《中国艺术批评的特点》指出

中国传统艺术批评与政治和伦理评价密切相关，而且

由此形成了艺术史、艺术理论与艺术批评三位一体的

文本。 进入现当代之后，中国艺术批评出现了政治批

评、商业批评和学院批评相互竞争的发展态势。 对艺

术批评进行纵向的中西方历史线索的梳理后，作者分

别详细地论述了艺术批评的对象———艺术家、艺术

品、艺术运动与流派和风格。 《作为批评对象的艺术

家》认为艺术家被关注的通常是其艺术人格，而不是

社会人格。 同时，如果不将艺术家的社会人格与艺术

人格联系起来，就无法揭示艺术所阐释的人性的深

度。 《作为批评对象的艺术品》指出艺术品具有复杂

的特性，它受到历史、文化和价值取向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 对于艺术批评来说，不仅要关注具体作家和作

品，而且要关注它们所属的艺术运动、流派和风格。

《作为批评对象的艺术运动、流派和风格》认为艺术

运动、流派和风格的构成因素很多，但是在根本上可

以还原为情感特质，因此艺术批评家尽管需要相关知

识和技术，但更重要的是需要某种超乎寻常的“感”

的能力。

此外，从 ２０１６ 年开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等主

办的“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优秀作品评选活动已

经举办了七届，该活动有效激励了广大文艺评论工作

者，推动文艺评论更加有效地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

高审美、引领风尚。

（四）艺术跨学科研究

艺术跨学科研究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史、论、评三

大基础学科之外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艺术学科与

其他学科进行互动、交流进而促进艺术学科知识生

产、繁荣发展的重要动力。 目前国内艺术学界形成的

较为成熟的艺术跨学科研究主要有艺术人类学、艺术

管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教育学、艺术经济学、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等学科；正在引起学界关注并

处在发展中的学科有艺术地理学、艺术身体学、艺术

生态学、艺术法学、神经艺术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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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艺术学理论科研项目及重要学术成果

由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持的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是文化、艺术、旅游相关

研究的国家级科研项目，大大促进了国家文化旅游以

及艺术学科的科研和发展。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首

先，国家对艺术学理论类的支持力度几乎逐年增加，

立项数目越来越多；其次，重大和重点项目大都涉及

国家重大文化政策，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现实意义；

最后，和其他门类艺术学科的立项数量相比，艺术学

理论类中学术性的艺术学研究重大和重点项目相对

较少，还值得进一步推进。

２０１１ 至 ２０２３ 年期间，国内艺术学界产生了一批

重要学术成果，尤其是艺术学理论相关著作的出版，

为本学科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学科基础。 《中国大百

科全书·艺术学理论卷》的编纂工作是艺术学理论

学科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对艺术学理论学科及整

个艺术学学科门类建设都有重要意义。 这些成果有：

中国艺术研究院主编的“中国艺术学大系”系列丛

书、“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中国文联出版社出

版的两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著书系”，中国文

联出版社出版、仲呈祥总主编的“中国艺术学文库”，

以及该社推出的“海外艺术学经典文库” （包括康拉

德·费德勒《艺术活动的根源》、马克斯·德索《美学

与一般艺术学》、埃米尔·乌提兹《一般艺术学基础

原理》等）；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大艺术学研究

丛书”和“南京大学艺术理论文丛”；三联书店出版的

周宪主编的《艺术理论基本文献》 （四卷本）；东南大

学出版社出版的“东南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东南

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文丛”。 此外，还有王一川《艺术

学理论要略》、彭锋《艺术学通论》、周宪《艺术理论的

文化逻辑》、李心峰《元艺术学（修订版）》、李心峰主

编《２０ 世纪中国艺术理论主题史（修订版）》《艺术学

核心素养》、王廷信编《艺术学的理论与方法》、夏燕

靖《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体系建构研究》、梁玖《什么是

艺术学？》、支宇《认知艺术学导论》，孙晓霞《柏拉图

的艺术学遗产》《西方艺术学科史：从柏拉图到 １８ 世

纪》等著作。

四、人才培养等其他重要问题

自 ２０１１ 年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以来，全国

艺术学界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学科建设中来，除了

上述学术研究外，在人才培养、期刊建设、平台建设等

方面也都取得了重要成就。

１． 人才培养

截至 ２０２３ 年，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共有 ２３

个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６０ 余个艺

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艺术学理论成

为学子考研、考博的热门学科。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教育部发布全国第四次学科评估结果，艺术学理论一

级学科参评高校共计 ５０ 所，其中“Ａ ＋ ”学科高校 ２

所，分别是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Ａ － ”学科高校 ３

所，分别是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美术学院。

此外，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均为国

家“双一流”建设学科。

２． 期刊建设

２０１５ 年，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和中国文艺

评论家协会主办的《中国文艺评论》创刊，该刊是文

化艺术评论方面的又一重要刊物。 ２０１６ 年，北京大

学艺术学院主办的《北大艺术评论》集刊创刊，该刊

系以艺术学各学科领域的研究为主的纯学术性学术

集刊，联系国内外艺术学科的知名学者和学术新锐，

立足史论，倡扬积极介入的当下批评实践，推介最新

的艺术学学术成果。 ２０１７ 年，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

料中心根据艺术学学科布局和发展的需要，决定增创

《艺术学理论》，精选艺术学理论最新优秀研究成果，

转载艺术学基础理论、艺术批评、艺术教育、艺术管

理、艺术政策、中外艺术史等方面的学术论文，为艺术

学的教学科研搭建一个新的服务平台。 ２０１８ 年，南

京大学艺术学院开始主办艺术学科集刊《艺术理论

与艺术史学刊》，该刊聚焦于当前艺术理论以及艺术

史、艺术批评研究中的前沿问题，一方面重点刊发国

内学界具有自觉本土问题意识的优秀研究成果，另一

方面有针对性地推介国外学界具有前瞻性和启示性

的重要理论文献，最终目标在于搭建一个更具思想活

力的学术交流平台，进一步推动国内艺术学科的健康

发展。 ２０１９ 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主

管、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艺术学研究》杂志创刊，

该刊主要关注艺术学科的基础理论、学科建设、话语

体系、跨学科研究等内容，希望通过搭建这一专业平

台，不断充实、完善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各门类艺

术共存互补的学科体系，促进艺术学研究的规范化、

科学化。 同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主办

的季刊《艺术管理（中英文）》首刊出版，成为中国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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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管理研究领域的专门刊物。 ２０２０ 年，中国传媒大

学主办的《艺术传播研究》创刊，其前身是《音乐传

播》，从《音乐传播》到《艺术传播研究》，从“音乐”到

“艺术”，从单一的音乐学科到整个艺术门类的诸种

学科，从微观到宏观，它具有一种发展、开拓和提升性

的意义，是全国艺术传播领域的首创专门期刊，也是

在新时代文艺发展形势下，适应艺术人才培养、艺术

科学研究与艺术传播生态格局建设战略的一种需要。

同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主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创刊，成为我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国家级专门刊物。 除了这几种

新创刊的刊物，《艺术百家》《文艺研究》《民族艺术》

《艺术评论》《美育学刊》《民族艺术研究》《贵州大学

学报（艺术版）》《艺术探索》《艺术教育》等期刊也是

艺术学理论学科学术成果发表的重要阵地。

３． 平台建设

除了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期刊建设，与学科相

关的学会、协会等平台建设也体现着该学科的繁荣和

完善程度。 截至 ２０２３ 年，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会、协

会等平台约有 １２ 个，分别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

国艺术学理论学会、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中国艺术

学理论学会下属的艺术理论专业委员会、艺术史专业

委员会、比较艺术学专业委员会、艺术教育专业委员

会、艺术管理专业委员会、中国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委

员会，以及中华美学学会艺术哲学专业委员会、中国

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联盟、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下属

的艺术与社会研究专业委员会等。 这些平台定期举

办学术会议，为促进不同区域、不同院校间艺术学理

论学科的深入交流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五、对未来的展望

自 ２０１１ 年艺术学成为学科门类以及艺术学理论

成为一级学科以来，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国家教育制度

的保障下获得了长足发展，取得了丰硕学术成果，完

善了人才培养体系，但是也面临着一些有待解决的突

出问题：学科自觉意识不足，学科基础文献和经典文

献不足，经典理论和原创理论缺乏，学科评价体系亟

待构建等。 这些问题均需要艺术学界引起足够的重

视，在未来的研究中逐步予以解决。

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这是在党的全国

代表大会报告中首次提出“三大体系”构建问题，意

味着将“三大体系”建构进一步提升为党和国家文化

发展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时代主题，必将在未来相

当长的时间内，对于我国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包

括艺术学研究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如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２ 至 ２４ 日，由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暨全国艺

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主

办，上海戏剧学院承办的“新时代中国艺术学发展研

讨会”在上海举办。 与会专家学者共同回顾新时代

十年的学科建设之路，展望艺术学“三大体系”发展

的光明前景，会上发布了艺术基础理论等 ８ 个学科的

十年发展报告，还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艺术学“三

大体系”的倡议书》。

另外，在艺术学升门十年后的 ２０２２ 年，艺术学领

域又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这是继 ２０１１ 年

公布的高校《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之后迎

来的一次新的学科目录重大调整，该学科目录的正式

名称也被修改为《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２０２２

年）》，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正式发布。 最新版的学科目录新鲜出炉，艺术

学的总格局调整巨大：原学科目录中 ５ 个学术学位一

级学科合并为唯一的“艺术学”一级学科；原艺术学

理论一级学科改称“艺术学”一级学科，并将各个别

艺术门类的史、论、评涵括其中，内涵发生很大变化。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就新版研究生教

育学科专业目录和目录管理办法答记者问》专门针

对艺术学门类所做的调整做了说明：“根据艺术类人

才培养的特点，重点对艺术学门类下一级学科及专业

学位类别设置进行了调整优化，在原有艺术学理论一

级学科基础上，设置了艺术学一级学科，包含艺术学

理论及相关专门艺术的历史、理论和评论研究，另设

置了音乐、舞蹈、戏剧与影视、戏曲与曲艺、美术与书

法、设计等 ６ 个博士专业学位类别。”可见，最新版学

科目录中的学术学位艺术学（１３０１）一级学科仍强调

“以原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为基础” “包含艺术学理

论”。 此外，２０２２ 年最新版的学科目录还有一大突出

亮点，就是将“交叉学科”新增设为第 １４ 个学科门

类，即“１４ 交叉学科”。 与艺术研究直接相关的，是在

该“交叉学科” 门类学科中设立了一个一级学科

“１４０３ 设计学（可授工学、艺术学学位）”。②

在新的历史条件与时代背景下，我们可以对艺术

学未来的发展走向与前景做一点预测与展望。 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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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关注艺术普遍性问题、共性规律的艺术学理论即

一般艺术学，由于它特具的“通”（打通各艺术门类以

及艺术世界的内部与外部）、“跨” （跨学科、跨媒介、

跨文化、跨不同艺术）、“法” （作为方法与范式的意

义）、“整”（将艺术世界视为一个整一的整体）、“元”

（对艺术学进行自我反思的自我指涉性）等理论功

能、作用，它所受到的重视，不仅不会因新学科目录的

调整而减弱，反而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加强。 艺术学理

论可能会告别以往重数量的增长，转而向重质量的方

向发展。 其次，告别以往仅有学术学位的单腿行走旧

模式，朝着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互相扶持、比肩而行、

两条腿走路的新模式转型。 再次，努力打破学科固有

疆界、超越具体学科门类界限，尽力实现学科跨越、学

科融合、学科交叉的大趋势将更加凸显，并且学科间

的跨越、融合、交叉也将大大逸出艺术学科本身乃至

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而扩大到理科、工科、医科等自然

科学领域，尤其是工程材料、电子计算机、网络、人工

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 最后，在“无处不设计”的未

来，设计学或将逸出目前的艺术学门类学科的框范，

朝着更为远大的超巨学科方向飞奔，等等。 我们相

信，在下一个十年，艺术学理论将取得更多的成果，迎

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责任编辑：徐智本）

　 ①　 关于“新文科”建设的目标及意义，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

范海林指出，新文科建设主要是为了适应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

发展的新要求，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

命交叉融合，培养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

先进文化，培养优秀的社会科学家，通过推动新文科的建设，形

成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派。 见《教育部谈如何发展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中国新闻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ｇｎ ／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２６ ／ ８７６４９５１． ｓｈｔｍｌ。

　 ②　 李心峰指出：“该目录所做的重大调整，最为明显的是新增设了

第 １４ 个门类学科———‘交叉学科’。 而这一新的门类学科‘交

叉学科’的出现，并不仅仅是由 １３ 个门类学科到 １４ 个门类学

科的简单的量的扩容，而且是一种质的变革：之前的 １３ 个门类

学科，无不是以某一个具体学科为根据所做的数量上的扩容；

此次新增设的‘交叉学科’，却彻底打破了以往的惯例，不再以

某个具体学科为调整的依据，而以打破学科固有疆界，超越具

体学科门类界限，以学科跨越、学科融合、学科交叉为导向，体

现了一种全新的面向未来的指向。 这种学科交叉导向的出现，

无疑与当下强调科技与人文会通、文理相互结合以及新工科、

新理科、新文科建设的时代迫切需要、崭新历史语境密不可分。

这一重大调整对于包括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各个

学科，必然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艺术学科自然也不例外。 在

新增设的‘１４ 交叉学科’中，新设‘１４０３ 设计学（可授工学、艺

术学学位）’一级学科。”参见《２０２２ 年艺术学学科发报告》，

《艺术百家》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第 ２ 页。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Ｍ］． 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２］韩子勇等． 关于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的若干问题

［Ｊ］． 文艺研究，２０１９，（１２）．

［３］李心峰． 探索中国艺术学的知识体系———基于个人学术视

角的回顾与反思［Ｊ］． 文艺研究，２０１９，（１１）．

［４］王一川． 作为问题的“艺术学中国学派”［Ｊ］． 艺术学研究，

２０１９，（２）．

［５］李心峰． “艺术学中国学派”初论［ Ｊ］． 艺术学研究，２０１９，

（２）．

［６］刘悦笛． 寻求艺术学派与流派建构的“中国艺术语言”

［Ｊ］． 艺术学研究，２０１９，（２）．

［７］彭锋． 艺术学中国学派的反思和展望［Ｊ］．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４）．

［８］李修建，孙晓霞编． 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研究［Ｍ］． 北

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２１．

［９］韦科． “汇聚正能量 抒写中国梦———文艺创作塑造中国

梦”座谈会综述［Ｊ］． 文艺理论与批评，２０１４，（２）．

［１０］孙佳山． “中国梦”与当代文艺前沿问题［Ｊ］． 文艺理论与

批评，２０１４，（３）．

［１１］仲呈祥． 文艺宗旨是提高民族精神力量———学习党的十

八大精神笔记［Ｊ］． 文艺理论与批评，２０１３，（１）．

［１２］仲呈祥．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学习习近平

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Ｎ］． 光明日报，２０１４ －

１０ － １７（０１）．

［１３］于平． 文艺工作者要做灵魂工程师［Ｎ］． 光明日报，２０１４

－ １０ － ２５（１２）．

［１４］张炯． 牢记文学艺术的真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Ｊ］． 文艺研究，２０１４，（１１）．

［１５］钟哲． 我们站在文艺发展的历史新起点上———中国社科

院举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

神”会议［Ｎ］． 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４ － １０ － ２２（０１）．

［１６］王一川． 改革开放 ４０ 年中国艺术学学科变迁及当前学科

构型［Ｊ］． 当代文坛，２０１８，（５）．

［１７］王廷信． 对人的价值的发现和追寻———改革开放 ４０ 年文

艺理论的核心命题［Ｊ］． 中国文艺评论，２０１８，（１２）．



“新时代艺术学理论研究发展报告”课题组　 新时代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进展综述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ＡＲＴＳ
３４　　　

［１８］李心峰． 改革开放与艺术学的四个十年［Ｊ］． 民族艺术研

究，２０１９，（１）．

［１９］李若飞．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艺术学理论学术范式探析［ Ｊ］．

艺术学研究，２０１９，（３）．

［２０］张兰芳． 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艺术理论发展回顾和展

望———２０１８ 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年会综述［Ｊ］． 中国文艺

评论，２０１９，（２）．

［２１］仲呈祥． 道艺统一 褒优贬劣———新中国 ７０ 年文艺评论

断想［Ｊ］． 中国文艺评论，２０１９，（７）．

［２２］夏燕靖． 新中国七十年艺术学理论发展进程述论［Ｊ］． 江

苏社会科学，２０１９，（６）．

［２３］李庆本． 百年中国艺术理论话语的现代性转型［Ａ］． 中国

艺术学理论学会 ２０１９ 年年会论文集［Ｃ］，２０１９．

［２４］陶东风． 新文科新在何处［Ｊ］． 探索与争鸣，２０２０，（１）．

［２５］周星，曹岩． 审美信仰与理论思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

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思考［Ｊ］． 艺术百家，２０２０，（４）．

［２６］夏燕靖． 重新认识艺术学理论学科十年发展的现实路径

［Ｊ］． 艺术百家，２０２０，（４）．

［２７］赵奎英． “新文科” “超学科”与“共同体”———面向解决

生活世界复杂问题的研究与教育［ Ｊ］． 南京社会科学，

２０２０，（７）．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Ａｒ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ｃｅ， ｅｍｐｈａｔｉ⁃

ｃａｌｌｙ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ｓ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ｒｔ“ ｔｈｒｅ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ｅａｍ”“ｎｅｗ ｅｒａ”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ｗｏｒｋ ｓｙｍｐｏ⁃

ｓｉｕｍ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ｔｈｅ ４０ｔｈ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ｔ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７０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ｔ ｒｏａ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

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ｎｅｗ ａｒｔｓ” ａｒｔ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ｔｃ． ． Ａｓ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ｒ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ａｒ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ｒ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ｔ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ｈａ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ａｒｔ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ｍａｄｅ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ａｒ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ｒ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Ｔａｌｅｎ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ｒ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ｉｌｌ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ｙ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ｕｓｈｅｒ ｉｎ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ｍｏｒｒｏｗ．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ｒ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Ｎｅｗ Ｅｒａ； Ｔｈｒｅ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ｒｔ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Ａｒ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ｒｔ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