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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徐建融游艺百

讲》与读者见面了。全套共10本，分别为“晋唐美术”

“宋代绘画”“晚明美术”“元明清画”“当代画家”“谢陈

风雅”“美术史学”“国学艺术”“建筑园林”“画学文

献”，约300万字。

2005 年 11 月 19 日，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在给上海大学美

术学院邱（瑞敏）院长、薛（志良）书记的信中讲：“据我所知，徐

建融教授已在上海大学执教 20 余年了。多年来，他一边热心

于传道授业解惑，一边更是潜心于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终于

成就一番骄人之成绩。我虽然未得与徐建融教授谋面，但是却

知道他在美术界颇被看重和推崇。我为我校有如此杰出之人

才而高兴，也为我们美术学院这些年来所取得的进步而欢欣。”

2012年9月，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冯远在为《长风堂集》所作

的“序”中讲，徐先生是当今学术界致力于宣传、弘扬传统优秀

文化的代表人物。“他对传统文化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以及对

传统文化的研究之全面、深刻，和由此所取得的对传统文化认

识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性、与时俱进的独创性，在全国有着广泛

的影响。徐先生的研究和实践，众所周知的是以中国美术史论

研究、美术教育、书画创作和鉴定为重点。实际上，他的涉及面

几乎囊括了传统文化经史子集的各个方面”，对儒学、老庄、佛

学、说文、历史、文学、戏曲、园林、建筑等“无不着意探究，以国

学为视野来观照书画。同时，他对西方文化的经典也下过相当

的功夫，以西学为参照来审视国学。术业有专攻与万物理相

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立足本职而作换位思考，这是其治学治艺的基本方法”。

这使他的传统研究和实践，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科学发

展的生命活力，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

有“当代艺术界大儒”之称的徐建融先生，思无邪，行无事，

故多艺。而著述，正是其“多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徐建融先

生的著述，从来就不是局限于板凳上、书斋中的“为学术而学

术”，而都是出之于“学而时习之”的实践体会，所以“如万斛泉

涌，不择地，皆可出”；又以富于文采辞藻，无论是温柔敦厚，还

是慷慨磊落，皆能有声有色地穷理、尽情、动情。真知灼见加上

文采斐然，所以其著述为各阶层读者所欢迎。正是 40 多年来

连续不断地发表、出版的这些著述，使他的“学而不厌”“有教无

类”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为了更集中同时也更条理地反映徐建融先生的著述成果

及其学术思想，特在他业已发表、出版的各种著述中，推出“徐

建融游艺百讲”十种统一出版，即《晋唐美术十讲》《宋代绘画十

讲》《元明清画十讲》《晚明绘画十讲》《当代画家十讲》《谢陈风

雅十讲》《建筑园林十讲》《画学文献十讲》《美术史学十讲》《国

学艺术十讲》。

其中，除《谢陈风雅十讲》外，大多有之前的相应出版物为

依据。但这次的出版并不是旧版的简单重版，而是在体例上、

内容上均作了调整。原出版物中多有一定数量的插图，现考虑

到书中涉及的图例可从网上搜索到高清图像，故一并删去不

用。 （上海大学出版社供稿）

世界艺术史阐明人类在艺术的起源上，东西方都有许多相

似之处。随着文明的不断扩大，东西方文化与艺术的特征也不

断扩展。然而，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彼此相通

的认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哲学家苏珊·朗格就为我们寻

找这种认识提供了具体线索。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李泽厚主

编的美学译文丛书。《艺术问题》便是其中之一。尽管岁月逝去

四十多年，至今依然熠熠生辉。

艺术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并不简单。李政道先生早年在清

华大学演讲时曾对学生们说过：“从事科学研究要重视大路

货”，就是强调重视基础知识。朗格这本书仅 13 万多字，外观

极为平常。但是，所讲问题都与艺术直接相关，很大程度上我

们中国的读者似乎早已熟知。但是，细心琢磨之下会有截然不

同的收获。略举数例简述于后。

艺术问题不是纯粹的技术、技巧，而属于哲学问题。“虽然艺

术哲学还尚未得到应有的发展，然而它确实是一门极富有生命

力和希望的学科”。在这个新兴的哲学中，“最为关键和最引人

注目的问题，就是时常为人们所争论的有‘创造’的含义的问

题”。艺术家在作品中创造了什么？他创造这些东西的目的是

什么？这些东西又是怎样创造出来的？“要回答这一连串的问

题，就必然会涉及到艺术哲学中所有重要的概念”（参见此书第4

页）。这是朗格书中多次谈到的问题。

何为艺术的基本问题？朗格认为应该明了“艺术创造了什

么？表现了什么？从艺术中体验到什么？这些都是它的基本

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明白了，“其它枝节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了”。这些基本问题从各个方面射向艺术的中心问题（亦即艺

术的本质问题）。

艺术的本质又是什么呢？西方艺术史有多种阐述。比如模

仿、再现、巫术、游戏、移情、抽象等等，各有说辞并且都有相应的

理论。朗格的看法与中国古代美学观颇为相似，他认为“艺术品

本质上就是一种表现情感的形式，它们所表现的正是人类情感

的本质”。中国艺术史表明：早在魏晋南北朝时便已经显露艺术

创造必须重视情感的问题。东晋顾恺之提出“迁想妙得”；南朝

时宗炳提出“澄怀味象”，此后文学艺术理论所说——言为心声、

画品即人品、画是心画等等，都与作者的感情密不可分。顾、宗

二人的论说，比朗格此说至少早出1700多年。

广义而论艺术有共性吗？朗格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表现

性是所有种类的艺术的共同特征。⋯⋯作为创造物这一点，它们

都是相同的。⋯⋯一件艺术品就是一件表现性的形式。这种创

造出来的形式⋯⋯所表现的东西就是人类的情感”。这里，值得

我们特别关注的是——朗格所指的形式，不仅仅是艺术创造的表

现形式，它还有更高层次的意义。他把具有这种特征的作品，看成

另外“一种生命的形式”，也是艺术创造的终极目标。他说：“每一

个艺术家都能在一个优秀的艺术品中看到生命、活力或生

机。⋯⋯指作品本质的性质。⋯⋯作为一个画家，他的首要任务

便是赋予他的绘画以生命”。反过来讲，活力与生机是人类生命的

基本特征，也是艺术品的基本特征，它的另一种生命的形式。

英国著名学者伯特兰·罗素在《哲学大纲》中定义“哲学的

第一个步骤就是指出⋯⋯问题和疑问，这也是当前哲学研究的

第一步⋯⋯各门学科在各自的发展中都会使用源于常识的观

念”。（参见罗素《哲学大纲》，商务印书馆2014年1月，第1页）。

朗格这部著作的重要价值，就是引导我们将艺术归属在哲学中

进行综合思考，从所谓的常识、常理中归纳推论出它们的关系

和发展方向。这些恰恰是我们中国艺术家平时所忽略或者意

识模糊的。读旧作有新得，是我们向中外优秀文化学习的一种

姿态。

生命的另一种形式
——读【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有感
■廖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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