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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

前言

世界文明古国，决不止中华一家，而文明兴旺发达垂五千年而未尝中断者，我中华实系只此一家。这
恐怕是天下之公言，决非我一个人夜郎自大之私言。其原因何在呢？统而言之，原因不出两端：一内
因，一外因。常言道，内因是变化的基础或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密
切联系，互为主次。什么是中国文明的内因呢？我认为，内因表现得最突出之所在就在中国文明的特
点上。多少年来，我自己虽不是哲学家，而且还最不敢喜欢哲学，但好胡思乱想，再加上一些个人的
观察与体会，我发现：中国或东方文明的根基是综合的思维模式，再说得具体一点就是“整体概念，
普遍联系”。而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分析的思维模式，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从总体上来看，二者是对立的，运用得当，则还能起互补作用。天下没有绝对纯的事物，所谓综合与
分析，并不是说综合中没有分析，分析中没有综合；但从宏观上来看，东方综合而西方分析，是无法
否认的。这个看法，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但是尽管有人反对，我仍深信不疑。这只是讲中国文化或
文明的根基，具体表现亦有可得而宫者。我个人觉得，中国文化的特点可以归纳如下：唯求实用，不
尚玄虚，貌似浅显，实亦邃密，整体思考，枝叶兼及，允执厥中，不务偏激。最大的特点还在有极大
的包容性。大海能纳百川，所以才成其为大。古人说：“有容乃大”，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还有一点
，也是颇为值得一提的。中华民族，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对宗教信仰的需要极为淡薄，正
式信教者不多，即使信了某一个宗教，也没有宗教偏执狂，有时甚至儒、释、道三教都信，而实际上
是什么都信之不深，不陷入其中，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的宗教战争，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这样
有什么好处呢？好处极大，它决不阻碍外来文化的输入，因为，历史事实证明，外来文化往往随外来
宗教而入，宗教与文化是孪生兄弟。中国历史上两次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外来文化输入，都是伴随宗教
而来的，铁证如山，无可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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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

内容概要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艺术学》内容简介：《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是一部以条目形式总结百年来自
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领域中国学人学术成果的大型工具书。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按学科分类分卷出版。各卷以学科体系为框架，分学科研究、专题研究、学
术事件、学术人物、学术名著名篇、学术机构团体、学术刊物等7类条目。其中学科研究和专题研究
为主体内容，占各卷的主要篇幅。
1994年7月，我社初步提出《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的出版构想，后曾多次向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
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术机构和高等学府的有关专家咨询，并召开多次座谈会，对选题的意
义和价值进行论证和评估，得到学界权威人士的充分肯定。1996年开始制订编纂计划，完成总体框架
设计，并开始向权威专家组稿。同年，新闻出版署将《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艺术学》列入国家“九五
”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的编纂出版，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它有别于百科全书、学术史和学术年
鉴。本《大典》以百科辞书的体例，构成一部独特的学术“世纪鉴”，实为一种崭新的探索。这一探
索本身虽然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学术总结，但必须保持高尚的学术品位；必须尊重历史，推进科学发
展，传播真知，批判伪科学和谬误。为了避免门户之见，本《大典》对涉及各学科、流派之间的争论
，只要有学术创新，均兼收并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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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

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序一序二凡例20世纪中国的艺术研究条目分类目录正文条目汉语拼音索引条目汉字笔画索
引Keyword Index of Entry（条目外文关键词索引）

Page 4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

章节摘录

二、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最鲜明的特点：一是以中外文化交汇为轴心，谋求与世界平等对话；二是植
根民族文化传统，锐意创新。这使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视野开阔，起点高，求真务实，所取得的成果
是丰富的、历史性的，总体上超过了前两次现代转型时期的水平，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举其要者，
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主体性文论的重建——新时期文艺变革的突破口。80年代，在中西文化交汇
的背景下，呈现出中西文论研究在走向上奇特的现象：中国的文艺观与研究方法和欧美的文艺观与研
究方法相互位移。这就是，自20世纪初，西方文艺研究围绕文论自主性、独立性问题，提出文艺理论
“回到自身”——即研究文艺作品自身的构成因素，如艺术作品的内在结构、节奏、格律、文体、叙
事、艺术类型、风格、评价等，被研究者称之为“文艺内部规律”的研究。这种“内部的”研究方法
，目的是要摆脱文艺批评、文艺研究的所谓“外部的”研究方法，即摆脱心理学式的研究、历史研究
、社会研究、作家艺术家传记研究等等，形成了文论研究“向内转”的大趋势，在以语言学、语言哲
学为基础开展的文论研究，同人本主义思想张扬艺术主体性相呼应，经过近八十年的努力，在探索艺
术规律性方面，有许多创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西方学者也发现，这种“内部的”修辞学式的
文论研究方法，虽然在揭示艺术特殊规律性方面有所发现，但却存在着脱离历史社会的片面性，与艺
术实践并不相符，因而，从80年代开始，他们将文论研究，转向“外部的”社会学、新历史主义、大
众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等文化批评理论的研究，使之同鳟内部的”研究相结合，寻找艺术科学
适应时代潮流和人类进步新的发展途径@。在新时期启动的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三次中外文化交汇中，
中国文论界大力引进、吸收与融合西方文论“向内转”时期的研究成果，这种“位移”是从中国实际
情况出发的明智之举。中国文论界要求文艺理论“回到自身”，使之具有独立性品质的诉求，是为了
挣脱文艺“工具论”的政治束缚，变革“艺术政治化”理论模式，实现第三次现代转型。80年代中期
主体性文艺观的提出引起知识界、文论界的强烈反应，形成学术争鸣热潮，集中体现了这种要求变革
旧的文艺理论模式的强烈愿望。无疑，适时引进西方现代文论关于“文艺内部规律”的研究成果和现
代艺术经验。是大有裨益的。在历史的反思中“凸显”文学艺术理论中的主体性问题，不是偶然的。
王国维在20世纪初汲取19世纪德国哲学、美学思想，摆脱了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中的政教观，主张文
艺为人生，倡导文学艺术的独立自主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向“
吃人”的封建礼教猛烈冲击，批判“文以载道”的文艺观，提出“人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
“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其实都是对人的解放和树立主体性文艺观所作的卓有成效的努力。40
年代，胡风总结抗战时期进步文艺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把作者——创作主体因素提到决定艺术成
败的高度，试图用“主观战斗精神”作为核心概念，来建造他的主体性文艺理论体系。然而，由于为
了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历史主体的利益，为了全民族的解放，文艺主体性理论问题在激烈的社会革命
运动的洪流中被逐渐遮蔽和抑制，被淡忘和搁置，这是历史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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