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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彩陶艺术论》

前言

　　时光如梭，韶华易逝，结集“文存”，颇有些对自己人生盘点的味道——虽然还不是时候。　　
这里集中刊出的是我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主要写作成果。已经出版过的，都还有些积极反响，这次
做了不同程度的修订；从未出版过的，酝酿时间很久，算是新作。其所以有勇气拿出来，是觉得这些
选题尚有意义。　　《中国20世纪文学价值论》是从1985年在西北师范大学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
究生时就开始做的课题，时断时续，延续了20多年，其研究范围的延伸后来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
资助。主要探讨中国文学价值体系重建，意在从价值论的角度对这个世纪文学作宏观整体的思考和深
度剖析，解释文学现象背后人的主观动机和价值追求。但这种研究却似乎犯了后现代主义的大忌，其
论点在今天好像有隔世之感。然而，窃以为价值问题是文学创作和研究不能绕过的命题，现在非但不
过时，反倒值得特别关注，有待于继续深入探讨。　　《中国20世纪文学思潮论》是同一时期对文学
思潮的宏观探讨，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对文学思潮中的重要问题的研究，试图突破对思潮一般勾勒
的研究模式，探讨的是历史责任与生命本真的对峙、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的消长、价值与真理的冲突
、生命过程解释与历史变迁叙事、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影响、人类性与民族性的关系等等这样一些
文学思潮中的深层问题；下篇是对中国表现主义文艺思潮的探讨，在与徐行言教授合著的《表现主义
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发表过，可以看作是对具体思潮的个案研究。　　《原型批判与重释》和《中
国文学原型论》，是1992年读文艺学博士前后的成果。它们原是博士学位论文的两个部分，但在答辩
后，有专家建议将理论部分单独分出，后经重写成书出版，命之为《原型批判与重释》。顾名思义，
一为原型理论批判，辨析有关疑点难点；一为重新阐释，发表自己的看法，力图具有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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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彩陶艺术论》内容简介：中国远古彩陶文化是华夏先民伟大的文明创造，它不仅以其独立的文
化品位成为了后来人类文化的范本，同时也对后来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彩陶艺术论
》以彩陶为基点进行文本研究，对“艺术”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研究以扎实的实物材料和多年
的实证考据为依据。提出在人类艺术的发生史上，彩陶是处于一种由非艺术向艺术过渡的刨新艺术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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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彩陶造型，一是要受器物本身的材料、工具和工艺水平乃至整个社会物质文明进程等等因素的制
约和影响，一是受社会文化包括心理需求等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首先，彩陶器的发展，特别是
器物质地、造型、乃至色彩的发展变化，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相对应。它
的发展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它遵循“有限变形原则”而变化。马林诺夫斯基说：造一只船，目的在解
决一个如何渡水的问题，因此，它是受着“有限变异原则”的支配。最重要的，这船的船身一定要能
浮的。⋯⋯形式上的有些要素是不变的，它们是规定于它的有用的活动的性质；有些要素是可以变异
的，这变异或是起于同一问题可有种种不同的办法，或是起于任何解决所附带的不十分紧要的细节。
　　彩陶的发展也脱离不了这种“有限”性。这种有限，一方面是使用目的决定的“限度”，它首先
围绕着实用的变化而有限变形，亦即变形不能超出最基本的具体实用目的性；另一方面，它要受器物
生产的诸种条件的限制，这包括：物质生活的水平、科学技术发展的程度、对于原材料的开发和利用
的可能，以及文化的发展和人的意识、审美观念的发展等等。正是在受这种有限变形原则制约下的陶
器的发展进程中，它成为文明进步的特殊的见证。　　陶器工艺水平的高低，往往综合地反映着科学
技术的水平。因为一个时代的器物造型要采用当代最新的科技成果，采用最新的生产方式和工艺水平
，这样才能突破原有的水平，创造出与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相适应的产品。生活方式的变化，
新的物质材料的出现，会导致新的器物造型的产生；而旧的物质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会导致原有的器
物造型的衰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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