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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与不变中的艺术秩序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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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艺术学在中国 成 为 独 立 学 科 门 类 之 后 的 艺 术 秩 序 建 立 之 需 要,以 概 念

性分析方法研究艺术存在事项可知,艺术是一个复数;应确立变与不变的艺术变迁观念;变

化的艺术内涵因素至少包含情感、观念、价值、手段四个核心因素;不变的是艺术灵魂品位,

包括艺术之味道、气质、极致、魂灵;应依循“艺术是一个复数”和“变与不变的艺 术 变 迁 观”

创立变与不变的中国艺术学秩序、推进“民族艺术学”学科的研究,发展中国的艺术学理论,

创立中国的艺术学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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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测不准原理,也称为“不确定性原理”,是1927年由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WernerHeisenberg)提出。

自从艺术学在中国成为独立学科门类之后,如何认知和构建艺术学科的秩序,便显得尤为重要。其中,

创立和依据中国自己的艺术学理论而构建中国艺术学学科优良秩序是首要的任务目标。

一、艺术是一个复数

“艺术”是怎样的存在,至今依然是一个需要辨析的核心问题。比如:主张“艺术终结论”、“艺术穷途末

路论”、“艺术非本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等观点有道理吗 ? 以及近些年来,人们对欧洲“进步论”

的批评是正确的吗 ? 这些关于艺术的事项,不得不让人们思考艺术的存在与运动问题。

通过系统地考察艺术存在,不得不承认———无论是艺术的发生、艺术概念的形成、一件艺术作品创生,还
是艺术内在秩序结构,以及艺术历史的演变、艺术教育实施,艺术都呈复数形态。中国传统文人画艺术形态

及其结构内涵———诗书画印圆融一体———便是“艺术是一个复数”命题的明证。所谓复数,是指事物的非单

一性数量。一句话,艺术结构和显现都是呈复数形态。翻译巴黎毕加索博物馆馆长、法国著名美术评论家

让·克莱尔著作《论美术的现状》的译者,在评价克莱尔的贡献文本里就讲到:“克莱尔在1995年,策展46
届威尼斯双年展时,请来了列维-斯特劳斯,让他为展览写了一篇题为《己性与他姓》的总序。意味深长。”

就是这个列维-斯特劳斯就“明确否定普世主义的‘世界文明’的概念,强调文明应该是‘复数’,而 不 应 是

‘单一’。”[1]其实,不仅仅是文明是一个复数形态,从中国的“阴阳论”、“天人合一”论、“五色观”,以及“相对

论”、“测不准原理”(Uncertaintyprinciple)① 、辩证法等等,都可以揭示出事物存在的复数性状。正所谓“万物

皆复数”。[2]

提出“艺术是一个复数”的学理概念,旨在揭示艺术及其关系是一个丰富的秩序结构系统。从实践来看,

将“艺术是一个复数”作为一个艺术学的基本学理来审视艺术的存在、运动等环节内容,能够获得新的认知

和解析方法。比如:用“艺术是一个复数”讨论“艺术的演进”等问题,便可以获得一些新知。艺术变迁轨迹,

不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所谓“发展”的线性变动存在。

二、变与不变的艺术变迁观

通过“艺术是一个复数”的命题讨论,揭示了艺术存在和变化都不是单因素在起作用。任何艺术原初秩

序的建立,以及一个艺术秩序的变化,都是多因素促成的。好比一个画家和一个绘画大师的区别一样,成就

一个绘画大师,除了具备作为一 个 画 家 所 具 备 的 条 件 因 素 外,还 有 为 一 般 画 家 所 不 具 备 的 多 元 教 养 因 素,

如:具有圆融性的思想和创造行为、多元的智慧悟性能力、极致的精湛创造能力等等。

依循“艺术是一个复数”的逻辑,便进一步发现———在一个艺术实践、一个艺术事件、艺术历史等等秩序



结构中,都存在着“变”与“不变”两种动力因素。再以“原理”思维和观念方法审视,同样可以得出一个认识

结论:变与不变是艺术变迁的一个规律。由此,宜将“变不变”作为一个艺术变迁原理对待,即确立“变与不

变的艺术变迁观”。我国台湾学者曾仕强曾在阐释《易经》的“简易”内涵时说:“我们用筷子,往往是一根不

动一根动,不会两根筷子都动或者都不动。拿起筷子,看准目标,两根筷子一个不动,一个动,两相配合,就
马上夹到菜了。”[3]同时,宜将“变与不变的艺术变迁观”作为进一步解析艺术变迁、艺术历史、艺术家修养等

艺术事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奥地利画家埃贡·席勒(EgonSchiele,1890-1918)的绘画作品,很多人都喜欢。我认为,埃贡·席勒于

1912年4月在他的日记及一幅水彩画中写下的这个观点或思想———“艺术不可能现代,艺术永恒地回归起

源”[1]更让人深思。他的观点至少揭示了艺术具有不变的因素内涵。

三、变化的艺术内涵因素

从普世基本的哲学观点和物理学知识可知:世界都是变化的。依据这样的逻辑,也必然能够推导出:艺
术是变化的。或者说,艺术具有变异的因素。因此,无论从艺术的“变异”性特质,还是从“变与不变的艺术

变迁观”,至少应该揭示出一个基本的艺术认识论———不能让艺术因循守旧地保守不变。学者曾仕强在讨论

《易经》时讲:“‘易’有三义,第一个是简易,第二个是变易,第三个是不易。”[3]这表明,中国先民很早就认知

到了事物具有的变化属性。

以变化的视点审视艺术中变化的因素,至少包含四个核心因素———情感因素、观念因素、价值因素、手段

因素。2012年10月,潘公凯主撰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在该书中总结提出了

“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四大主义”———传统主义、融合主义、西方主义、大众主义。[4]从其研究逻辑看,所谓

中国美术演进道路选择的策略之“四大主义”,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美术中“情感、观念、价值、手段”等基本

因素变化的牵引。

艺术中的情感因素,是指人对待艺术的态度。艺术中的观念因素,是指人的艺术思想。艺术中的价值因

素,是指人对艺术意义的判断。艺术中的手段因素,是指创造艺术的技术。艺术中这几个易变因素的变化,

又主要是受感应时代因素、学科累积因素、个人自我因素之影响促进。著名国画大师潘天寿在论及中国传

统绘画风格形成的因素时,就论及“地理气候”、“风俗习惯”、“历史传统”、“民族性格”、“工具材料”。[5]也就

是说,特定的绘画艺术风格之形成与变化,都涉及特定因素的影响和作用。

总之,无论艺术中变化的因素多寡,对艺术的变是需要充分认识的内容。

四、不变的是艺术灵魂品位

从辩证法学理可知:“变只是现象而已,变的背后一定有不变的东西。宇宙再怎么变,它还是宇宙。”[3]同
理,艺术无论怎么变化,总归还是有一个被人们当成或公认为或称谓为“艺术”的存在物。也就是说,在讨论

艺术存在和艺术演进的事象时,要清楚认识到艺术有不变的特质,也只有当艺术中有发力运动支撑艺术为

艺术的恒定动力因素,人们才会安心和执着去追寻艺术、创造艺术、分享艺术。如果艺术转瞬即逝而不见踪

影,那么,从根本上就不存在艺术这个学科了。

系统地审视艺术中不变的因素是艺术灵魂品位,包括最基本的四个因素———味道、气质、极致、魂灵。

艺术中不变的味道,是 指 艺 术 味 道。包 括:艺 术 感 觉、艺 术 思 想、艺 术 精 神、艺 术 理 想、艺 术 规 格、作 品

感。无论怎么创新中国画艺术,做出来的东西,需要具备被称为“中国画”的那种艺术意味性质。否则,就不

是“中国画”。有人主张说:中国书法的创新策略应是抛弃汉字而专注于线的书写表现,真如此,其就变味成

了绘画形态,而不是被称为“书法艺术”了。总之,艺术味是不能变的。

艺术中不变的气质,是指艺术性。包括:艺术学术阶层、艺术创造力度等。无论怎么折腾,只要是宣称为

“艺术”的物件,就需要具有艺术性。从如今的人类文明常识已经知道:凡说什么具有艺术性,总是属于肯定

性评价。艺术性是指 艺 术 品 级 呈 现 的 完 满 程 度。缺 乏 艺 术 性 的 所 谓 艺 术,终 究 是 生 命 不 长 的,会 被 人 抛

弃的。

艺术中不变的极致,是指艺术品位。包括:艺术格局、艺术气象等。如果一个艺术行为,或艺术作品仅仅

具有一些艺术性,而缺乏艺术品位,或艺术品位不高,那么,只能算是一般性艺术作品了。好比平常的一句

诗和一个佳句的差别。艺术品位,也可称为艺境。所谓艺境,“是指人类艺术梦想外化实现的最高指认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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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完善境界”[6],即,艺术的高级生命状态。

艺术中不变的魂灵,是指艺术神灵,即艺术主宰,包括:艺术魂、气韵等等。艺术中总是有一个成为艺术

生命的核心主控 力 量。这 个 主 控 力 量,虽 然 不 可 测 量,但 是 它 总 是 发 挥 主 体 能 量 的。一 句 话,艺 术 是 有

魂的。
“艺术在原则上永恒,不服从于时间。”[1]确立艺术具有不变因素的观念,可以更好地谋求守候性创造艺

术的策略。综观当下域外艺术之演进时态,虽说原有传统路径发生了质的变化,美、风格样式等因素不再是

艺术的核心追逐与守候。但是,如何统一表现文化理想与形式风格表现、如何整体把握当代性与地域性、如
何统一调控族群性与个体智慧理想,这些都是艺术学科之现实的思考课题。我想:在基于艺术拥有不变因

素的理念上,“放心”———放出自己的心灵———而为,是艺术学人应当走的路。由此,把主体自我的真、价值、

意义、存在,予以概念化、简约化后尽情物化润心,也当是艺术应有的演进取向和存在。

五、创立变与不变的中国艺术学秩序

既然艺术具有变与不变的因素,那么,当下及未来的中国艺术学学科该如何应对 ? 如何有效促进构建艺

术学学科的良好演进秩序 ? 这些是当下需要讨论的命题。

目前,宜依据“艺术是一个复数”和“变与不变的艺术变迁观”,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着手积极研究完成

两个基本任务目标。

其一,应该研究建立中国的艺术学学科秩序。中国的艺术学学科秩序,是指具有系统性、逻辑性、结构

性、学术性的中国学派艺术学学科。如何建立中国的艺术学学科秩序,必须梳理清楚中国的现有艺术学学

科秩序,明确甄别性认识哪些艺术因素是变异的,哪些艺术因素是永恒的,如此,才会坚实地构建中国的艺

术学学科秩序,发现和揭示中国的艺术规律,最终才会促进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发展和促成中国艺术文化的

真正繁荣。

其二,宜积极推进“民族艺术学”学科的研究。民族艺术学,也可以称为乡土艺术学、本土艺术学、族群

艺术学。如果从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中充分吸取营养,能够更深入和宏大地构建与完善艺术学学

科。“中国艺术学”的全面构建,不能缺失民族艺术学这个学术基础。而民族艺术学的构建与研究,是为着

建立中国的艺术学学科秩序,以及发展中国的艺术学理论,创立中国的艺术学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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