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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艺术学》对艺术学30年（1978-2008）的演进作了一个总
体描述。具体分为三编。上编从艺术演进与艺术理论演进的互动角度对艺术学作了总体描述；中编对
艺术学的学科体系、学术研究、主要成果、重大事件进行了总体描述；下编对艺术学演进中的重大理
论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上编把艺术演进与艺术理论的演进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1978-1985年为第一阶段，表现为三个方面的
内容：一是从艺术走出“文革”模式的伤痕和反思艺潮，引出了关于艺术理论中的真实性的讨论；二
是从艺术中的走向生活、回归人性的艺潮，引出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讨论；三是各门
艺术对艺术规律的强调而从“文革”艺术理论摆脱出来，走向新时期的艺术理论建构。1985-1990年是
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主潮是中国移置西方现代艺术并在这一移置的过程中建立起了中国式的现代艺
术。它特别体现在新潮音乐、实验戏剧、现代美术、第五代电影中。1990-2008年为第三阶段，这一阶
段呈现为多元互动的艺术学景观，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大众艺术的兴
起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二是现代艺术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中有了新的变异，一方面与市场互动
，另一方面与全球互动，正在逐渐形成现代艺术的新格局；三是主流艺术对与现代艺术和大众艺术的
互动以主旋律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担当了社会和文化的调控任务。大众艺术、精英艺术、主旋律艺
术在多元互动中形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新景观。
中编对艺术学的学科状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描述，首先是对艺术学的学科体系进行了呈现，艺术学的
学科体系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7年的学科目录中得到定型，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发展成为
以艺术院校、师范院校、综合性院校、理工类院校四大类型齐头并进的教育体系，形成了本科专业、
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博点四个层级（以及重点学科和重点基地）的布局。其次，艺术学的研究
状态以学术期刊、学术论著、重大课题的形式呈现出来。最后，艺术学30年演进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和相关的成果，形成了艺术学演进的重大关结。
下编对艺术学在30年的演进中一直存在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梳理。第一，学科体系与知识体系的相同与
相异，产生出了一系列问题。第二，艺术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是艺术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一直都在讨论的问题；第三，本土化和全球化的关系，是艺术学自20世9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都在讨
论的问题；第四，艺术中的国家形象问题，是近年来艺术学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理论话语；第五，中国
艺术学的演进，一直都存在如何建立起艺术学的宏观视野问题，包括国内的宏观视野和全球的宏观视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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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国家形象第十一章 艺术学的未来关注点：在大国崛起和文化复兴中的全球互动一、 艺术学的
宏大话语：国内视角二、艺术学的宏大话语：全球视角附录一：艺术学30年大事记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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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艺术学30年学术发展概况　　第一章　走出“文革”与艺术学的多重演进（1978—1985）
　　改革开放使中国从政治一元化的单一社会向政治／经济／文化多样化的丰富社会发展，从自外于
世界[帝（美国及整个西方世界）、修（苏联及整个东欧集团）、反（各国反动派）]的封闭社会走向
与全球互动的开放社会，改革开放同样也使中国型艺术学从一元走向多样，从封闭走向开放。改革开
放的艺术学是从“文革”的艺术学过来的，在“文革”模式中，与艺术学相关的有四点：一是对艺术
学的定位；是歌颂暴露的文艺视角；三是“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
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创作原则；四是“两结合”（即革命现实主义和革
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第一点上，艺术学不但是意识形态，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且还
是这一斗争的先导。虽然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从这一思维方式中走出的，但在改革开放之初，一方面批
判这一思维话语，另一方面，这一思维定式却让文学艺术成为改革的先导。从而每当有新观念的文学
艺术作品出来的时候，都伴随着巨大的争论。因此，改革开放初期的艺术学，是与整个社会／文化的
前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紧密联系一方面与思想领域互动，另一方面与文艺作品互动，以批评
和争鸣的方式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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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出版　　朱振国　　2008年11月27日08：31　 
来源：《光明日报》　　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主编，汇集国内百余位高校知名专家、优秀学者通
力合作，共同完成18卷的丛书《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日前已由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出版。　　据教育部相关部门介绍，全面、系统、客观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高校哲学社会科
学发展进程、发展特点和发展成就，是进一步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前提和迫切需要
，也正是该丛书出版的宗旨所在。　　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学、新闻学与传播学、
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文献学、国际问题研究以及有关交叉学科。各学科报
告撰写者力求客观、准确、全面地对各学科领域三十年的新进展进行把握，力求融贯不同的学术流派
、学术观点，并为我国学术研究的健康前行提供了以资借鉴的启示和引导。　　《发展报告丛书》通
过对三十年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予以整体审视，全景式地展现了三十年中国高校哲学社
会科学发展的成就和历程，以其信息含量丰富、引领学科前沿以及显著的综合性、工具性等特点，成
为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三十年建设历程的历史见证者和忠实记录者。　　以高校各学科知名学者担
任分卷主编、组成高水平研究团队，集体攻关，是丛书得以高质量问世的首要原因。如《马克思主义
理论卷》由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会长、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教授主编;《历史学卷》“中国
历史”部分由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主编，“世界历史”部分由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王斯德先生
主编等。　　这套丛书的问世，是我国高校学者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精神，
向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呈上的献礼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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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总体上说来这本书是比较out的，写书时艺术学在学科体系中尚未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但该书
对30年来国内艺术学的发展概况回顾、学科体系和研究状况的概述都很有意思，私以为作为了解艺术
学在国内的一些基本情况还是可以翻一翻的。第一编最好玩，第三编最无趣。做文艺美学的好多老头
最后都转向艺术学研究了哎。（“十几年来在艺术学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领军人物，基本上其本科训
练都来自中文学科”，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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