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
F O C U SF O C U S

责任编辑／唐永明／0571-8531035702022 0 2 22 0 2 2 .. 0 90 9 .. 2 42 4 CHINA ART WEEKLYCHINA ART WEEKLY

9月14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新版目录。将“美术与

书法”正式列为一级学科，自2023年下半年启动招生的研究生培养按新版学科专业执行。

书法升级为一级学科话题在4月2日《美术报》总第1477期已经就此进行了相关的分析，每一次新版学科目录发布都会引发众多的讨论，《研

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正式发布之后也是如此，这些讨论会对学科目录调整的合理性以反复评估，为下一轮的调整提供参考。

新版学科目录的发布反映了国家对相关学科新的定

位。今分析其中与美术学院有关的三个一级学科，如下：

第一，弱化艺术的学术性，凸显艺术的实践性；让艺

术学的研究回归其本体，即艺术创作。

新版学科目录中的第十三个学科门类是“艺术学”，

但仅有一级学科的“艺术学”可授予学术硕士、学术博士

学位，其余只能授予专业硕士、博士学位。反映出国家

对艺术学门类的定位：从整体上将高校艺术类专业的培

养重心回归其本体，即艺术的实践与创作；不再刻意拔

高艺术的理论属性，理论只是艺术门类研究中的一小部

分。先前“征求意见稿”中省略“学”字的“艺术”门类名

称，是国家定位的先行预演。就现实情况而言，旧版学

科目录（2011 版）刻意凸显艺术的学术属性，如“中国画

理论与创作研究”等专业名称，学术性居于首位多成了

无效的“标榜”，又成了艺术实践分散精力、顾此失彼的

限制。

新版学科目录中，艺术学门类下设的所有一级学科

全都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授予权限；从这一角度来看，

国家对艺术学门类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限制，反而更扩

大了艺术门类下设学科专业培养的自由度。

第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中，将会加强艺术实践

学习的连续性。

艺术学门类下诸多一级学科中，没有哪个专业是可

以速成的，都需要持久的训练；本科阶段的四年学制对艺

术家的成长而言时间相对太短。我们常说学习应该“十

年如一日”，目前学制安排中本科四年、硕士三年、博士三

到四年，加起来十年左右，艺术实践学习的持续性更能保

证艺术家的成才。本硕博连贯的十年，正是人生最好的

学习阶段，既有健全的思维能力，又有充沛的学习精力；

专注于某一专业方向的训练，而不是左顾右盼、旁涉杂

多，可以有效避免艺术家培养的断层。

保送将会成为艺术生进阶的主要方式。尤其是在专

业的艺术学院和具有较强师资力量的综合性大学的艺术

学院，保送的比例可能会占到一半以上。本、硕、博三级

学位制度下一以贯之的体系化训练，可以在最大程度上

保证优质资源、优秀生员的优势组合；本科的高起点与

硕、博的连贯性，将成为艺术层次高端人才的最佳培养方

式。这也会是新时代重新探讨艺术家培养模式的重要思

路。全面纠偏因偏重理论考核带来的艺术家培养的断层

问题，更能改变当下很多专业能力较强而文化课功底一

般的学生走向社会后面临改行的窘境。当然也会避免文

化课较好而艺术实践能力一般的考生跨专业考研带来的

优质艺术资源的占用乃至浪费。

第三，国家将会更加重视以书法为代表的传统艺术

门类，但将书法与美术并置则有失偏颇。

新版学科目录中，明显加强了对传统艺术门类的重

视程度：新增传统艺术的戏曲与曲艺为一级学科，又将书

法与美术并置作为新的一级学科“美术与书法”。现只就

与美术学院一级学科密切相关的书法来谈：

书法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属性，历来是文人士大夫

的基本功，与人格关联密切。在先前的学科设置上，书法

也一直下设于国画、古文字研究中心等系部，除了少数美

术学院单独设立书法系外。国家在学科层次对书法重视

本无可厚非，但直接将书法提升到与整个庞大的美术学

科并列显然多有不妥。美术的种类是比较丰富的，至少

包含了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艺术门类；一级学科的美

术下设的二级学科中，书法与中国画并列尚且勉强。另

外，书法无法再像美术学科一样继续划分二级学科，实践

领域相对固定、形态单一，专业刊物也少，创作范围有限、

可突破性弱。

学科的设立对学科发展有创新的要求。美术不同门

类的表现题材、创作形式、艺术理念等方面都在不断突

破，甚至改变着已有的形态，但仍不失为“美术”。而书法

有天然的保守性。当代书法最大的贡献是形式创新，如

空间安排与线条形式；但也导致了书法意蕴的淡薄。

将书法与美术并列，不如将书法设置为独立的一级

学科。书法之于中国古代艺术确实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且与其他艺术形态颇不同；将“书法”作为一级学科，下不

设二级学科。书法的学习是需要诸体兼修的，书法的创

作是需要融汇众家之长的。书法虽然提升为一级学科，

但招生体量不可过大。

第四，设计学科概念的扩大与理性思维比重的上升。

设计学科的变动较多。除了在艺术学门类下只可授

予专业硕博学位外，第十四个门类的交叉学科下设有“设

计学”一级学科，可以授予工学学位、艺术的学术和专业

学位。交叉学科门类下“设计学”一级学科的设立，是基

于设计语义范围的扩大、与其他学科门类关联的密切性；

其学术与专业学位授予权的定位，则是缘于设计中理性

思维占比的考虑。

设计、设计学科的发展极为迅速，导致了一系列的学

科认知问题。随着高校尤其是专业美术学院的大发展，

设计学科数量在不断增加，很多设计已经与工科的工程

规划与施工、产品制造有密切的关联；其功能内核部分由

工科行业完成，在功能满足基础上的审美需求由艺术行

业完成。

设计如何兼顾功能与艺术是值得设计学学科重点思

考的事情。工程设计、工业设计、产品设计、材料设计等

诸多设计，一是科技的运用，一是审美的运用，有效融合

两者并不容易。学科分工的细化要求持续数年乃至十数

年的学习与钻研；理工科思维与文艺思维天然相背，时代

的发展又推动着两学科的不断变化。当然，应该大力提

倡工学与设计两种学科的融合，以设计制造出安全、好

用、质优、环保、物美的产品。

第五，艺术史论学科名称虽有更改，但变化和影响基

本不大。

新版学科目录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相较于先前的

“艺术学理论”更加简练，都是探讨艺术的学理。先前的

“艺术学理论”，有重复、歧义，学就是理论；过多纠结于

“艺术学理论”这个不具备哲理的概念的准确性问题，浪

费了大量学者的精力。新版学科目录对艺术学一级学科

的界定，基本可以概括为门类艺术史、论、评的研究。至

于是打通艺术门类建构更宏通的艺术史，还是只研究门

类艺术史，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打通诸多艺

术子门类的艺术学理论研究，本不是美术院校研究的重

点；这样的研究方向将继续设置于综合性大学的其他学

科下，如文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

但整体来看，该一级学科所受影响不大。新版学科

目录中艺术学依然是对艺术史论的研究，研究自主权和

学位授予的自主权仍然掌握在研究者那里。当然，一级

学科的“艺术学”与门类的“艺术学”同名，会造成混乱。

第六，将新增专业博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侧重实

践，培养定位则存在模糊性。缺乏艺术实践者深度参与

的史论研究会导致相关研究的缺失。

新版学科目录基本明确了艺术专业博士学位的设

立。既定事实已不可更改，讨论其问题及相应的解决办

法尤为迫切。

先前对博士学位的要求是学术理论的总结，以理论

形态呈现的创新性与突破性，可以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

参照，让人类文明不断站在前人基础上推进。当下专业

博士学位的设置必然要求回归艺术创作本体，因艺术优

劣的标准不统一，对其的考量与培养定位必然是模糊

的。而强调艺术创作实践为主，必然忽视理论的探讨；只

有通过艺术实践才能形成的准确的理论认识将会缺位。

实践类博士与理论类博士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实践

类博士从艺术史本体出发的思考和研究，往往是不进行

艺术创作和不以实践为主业的史论学者所欠缺的。尤其

在艺术史研究门槛模糊的当下，实践类博士学位论文中

的优秀成果对艺术史的本体研究亦具有纠偏价值和示范

意义。

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发布

“美术与书法”列为一级学科意味着什么

新版研究生学科目录的发布
与美术学院的三个一级学科
■陈磊（西安美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