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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性的艺术品出现! 但此时还
没有产生理论的支持"罗杰#弗
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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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劳伦斯#比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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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解
决这方面的理论问题& 比尼恩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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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本关于东方艺术
的著作里写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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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古典画论
里的(气韵*一词" 弗莱用这个
观念来建立一个核心观点 !即
一个抽象的线条本身虽然没有
描绘出任何物体! 但还是可以
传达画家的感情+++这对于现
代艺术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看
法" 弗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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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的来源
是郭若虚! 由此他解决了现代
艺术家一个基本的问题! 即如
何通过抽象的形状表达内容 !

同时他也给现代艺术史研究领
域打下了基础" 弗莱用这个方
法建立了所谓的 (形式主义*!

艺术史家开始用此分析文艺复
兴的艺术品!以及中国的,非洲
的艺术品& 当时的西方艺术史
家很看好中国!比如他们会说!

能画出流畅线条的波提切利是
中国式的画家!然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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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LK

年代开始! 纳粹主义抬头,

民族主义高涨! 使得艺术史家
不能再说这类观念来自中国
了&

接下来! 包华石介绍了三
代研究中国艺术史的西方学
者& 第一代学者出现于上世纪
三 四 十 年 代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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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位学者都
看不懂中文! 此时西方的汉学
研究还没有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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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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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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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很多艺术史家都认
为艺术演变的目的是要越来越
写实!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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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艺术演

变的目的不是写实! 每个文化
有自己的价值观! 而艺术风格
会反映他们的价值观& 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开始兴起第二次亚
洲 艺 术 热 ! 出 现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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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艺
术家&与此同时!涌现了第二代
研究中国艺术的西方学者 !如
苏利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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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期
从密歇根大学毕业! 属于德国
世系! 对社会艺术史的发展做
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代学者精
通中文,日文!并且到东方学习
了中国传统鉴赏方法! 如辨识
题款 ,题跋 ,印章等 !将欧美形
式主义和中国的传统鉴定方法
融合到一起& 他们给美国的中
国艺术史领域的研究打下基
础!并建立了一个方向 !即 '进
行基本的鉴赏研究!包括题款,

题跋,印章等-发表关于伟大画
家的专题论文- 举办展览让美
国观众多多欣赏中国的文化成
就- 初步从事编写中国绘画通
史的工作& 第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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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学 者 包 括 班 宗 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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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惠鉴,李铸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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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斯克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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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
助人与画家/一书出版!社会艺
术史由此开始"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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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晚期! 学者也基本上都是采用
社会艺术史的研究方法" 新一
代 学 者 有 谢 柏 轲 $

S6%"A6

W.=F6%#6=P

%, 文 以 诚 $

X.,5)%P

Y.+"#%)P

%,巫鸿 ,柯律格 $

\%).#

\=*+)<

%,乔迅 $

S"+)+45)+ M)'

%

等人"柯律格
]^^]

年的著作标
志着艺术史研究进入下一个学
术阶段! 即将欧洲和中国的艺
术史进行比较性的研究" 包华
石提到! 最近也有历史学家进
行了全球性的比较研究!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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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研究并不
仅限于中国! 而是研究中国和

欧洲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

演讲的最后! 包华石介绍
了 . 中 国 艺 术 指 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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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有
助于更多地了解美国, 英国学
者! 以及在美国任教的东方学
者对于中国艺术史的看法"

讨
论阶段!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尚刚教授指出!如

今很多年轻学子不必对西方研
究盲目崇拜!要更注意搜集,理
解材料! 并提醒年轻学子要多
读书!重要文献要反复读"他指
出考古学很伟大! 但不能揭示
所有问题! 文献反而可以解说
一些考古学不能解说的东西 !

比如
_

世纪中期到
a

世纪初 !

中国最重要的装饰现象是联珠
纹" 关于联珠纹织物的考古发
现! 已知最早在吐鲁番阿斯塔
纳

dde

年墓" 联珠纹是从西往
东传播的! 那么在西边的发现
应该更早 !可是按 .北齐书 /的
记录! 更早的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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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就
在太原出现" 所以不能把艺术
史做成现存实物的历史! 一定
要用历史文献来补充解说"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
凇针对尚刚教授的发言进行补
充! 提到关于中国画家的小册
子!具有可读性和趣味性的.林
泉丘壑/$再版将更名为 &烟霞

丘壑$%" 李凇谈到西方的主流
艺术史研究并不太关注中国工

艺美术! 可西方博物馆收藏了
很多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品 !甚
至 德 国 斯 图 加 特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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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小小的博物
馆也收藏了很多中国古代的工
艺品"在材料的获取方面!西方
博物馆比国内的博物馆给学者
提供更多的便利! 提醒青年学
子不仅要仔细理解材料! 还要
掌握原始文献! 不要依赖于电
脑检索!那会导致断章取义"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
授李军从专业角度出发! 谈到
对德国艺术史传统的看法 !认
为各个民族在争相认领自己是
合法性的代表时! 反而将艺术
史的价值相对化了" 在贡布里
希著作引进之后 !人们对民族
主义一直有负面的评价 !可是
从历史来看 !民族主义在普泛
化 !民族主义的艺术史学说有
一个致命的问题 !即不断地碎
片化 !每一个民族 ,每一个文
化 ,每一个时代 ,每一个阶段
都可以声张自己的合法性 !声
张它自己的价值和叙述方式 !

然而事实是很多情况下是 (我
中有你 !你中有我 *的 !并进而
对艺术史分类的合法性提出
质疑"

包华石针对评议进行回应
和补充 !他指出 (欧洲中心论 *

并不是说欧洲人喜欢研究欧洲
艺术! 而是指欧洲人认为历史
上所有重要发现都是白人产生
的"并进一步补充!指出其分类
方法在按照年代划分的同时也
会根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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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期到
hK

世纪
hK

年代是一个阶段!当时
弗莱, 马蒂斯对于东方的看法
很正面! 弗莱的形式主义可以
超越不同的文化!按他的方法!

即便不是研究非洲的专家 !也
可以讨论非洲艺术" 所以从那
时直到

hK

世纪
iK

年代! 美国
主要的方法都是形式主义 !因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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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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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学者不会中
文!他们必须使用形式主义-而
到了高居翰,苏利文的时代!学
者们能看懂中文! 并且在中国
学习生活" 包华石看到了艺术
史研究的一个趋势! 即从民族
主义渐渐发展到比较性研究 !

并指出这个趋势跟欧洲美术史

的演变也分不开+++研究欧
洲美术史的学者跟汉学家们
差不多都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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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开始研究社会, 政治,

经济的"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
授宁强根据自己在美国求学 ,

工作的经历! 谈到社会艺术史
时期! 很多方法借鉴自汉学研
究! 且很多西方学者研究中国
美术史的方法也来自西方美术
史的方法"因此!宁强认为与其
学习二手的研究方法! 不如直
接学习西方学者研究文艺复
兴, 罗马艺术, 法国绘画的方
法"他指出!中国学者的研究方
法和西方学者有很大不同 !中
国做美术史研究和考古发现的
新材料联系更为紧密! 且有历
史文献的记载支撑! 应该回到
本源!更多从中国传统历史学,

传统考古学这里面来寻求一些
方法论上的启发"

包华石针对宁强的发言做
出解释! 西方的研究社会艺术
史的方法并不是来自研究西方
艺术史的学者"上世纪

mK

年代
已经开始有学者研究社会艺术
史!其后有何惠鉴,李铸晋等人
也在进行!这比贡布里希,哈斯
克尔更早! 两者在方法上是平
行的"包华石谈到!自己的博士
论文用到的社会艺术史的方法
是通过看文物考古的杂志向中
国学者学得的"

北
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
青生针对包华石的演

讲内容进行了补充! 指出艺术
史的前提是这件物品要成为史
料!而作为史料有两个前提!一
是它看起来要是真实的! 二是
表面的形态背后藏有意义 !这
是西方艺术的特质" 中国艺术
也可能有! 但如果按这个思路
研究! 那研究的未必是中国艺
术! 可能是中国可以作为艺术
史的部分史料"朱青生指出!不
同民族, 不同时代对艺术的定
义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能用一
种方法研究所有问题! 要重新
研究" 另外有个潜在问题+++

艺术难道只有艺术史可以研究
吗0这样一问甚至可以推论出!

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反历史 !如
果把艺术当作史料研究! 就是
对艺术本身一些性质的否定"

提问环节 ! 听众提出问
题+++在美国! 是否有史学史
的科目存在! 且有意地用这种
理论推动艺术史的发展0 包华
石解答! 这种研究在美国很流
行" 美国关于艺术史的杂志有
不少这类论文! 很多艺术史系
通常会有一两位学者专门做这
方面研究" 艺术史基本上算是
历史的一个专业! 艺术史学者
其实应该在历史系! 本质上都
是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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