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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卡迪亚丛书”在经过多年的筹划和准备后，终

于跟读者见面了。这套丛书的基本想法是汇集欧美现

代艺术研究中的经典著作。重点是两个方面。一是收入

其中的书，必须是研究现代艺术的；二是在研究现代艺

术的众多书籍中，它还必须是经典的。因此，一个能集

二者于一身的意象脱颖而出——阿卡迪亚（Acadia）。

关于“阿卡迪亚”的传说，即一片原始的、未经开发

的乐土，一个人神共处的福地，始于何时的问题，人们

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多数的意见认为应该是从文艺复

兴时期开始的。这一点也不难理解。文艺复兴时期，在

西语学术圈通常被称为Early Modern（早期现代）。换

句话说，只有到了现代，一个关于古典家园的概念才会

形成。不然的话，按照一般的理解，古典时期无法产生

“古典”本身的概念。

艺术史的译丛，国内目前大约有三到四个系列。一

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艺术史名著译丛”；二是三联书

店出版的“开放的艺术史丛书”。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出版的“凤凰文库·艺术理论研究系列”可视为第三套

性质类似的大型丛书。读者可能会问，既然江苏凤凰美

术出版社已经有了“艺术理论研究系列”，为什么还要

出版“阿卡迪亚丛书”呢？这两套书的定位和选目有什

么不一样呢？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想有必要简要地回顾一

下我国的外国美术史研究，特别是艺术史经典著作翻

译的总体情况。最近40年来，与我国社会、文化上的总

体进步相一致，人文学术也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不

过，作为一个学科，艺术史的发展是相对滞后的，无论

是其文献基础，还是人才储备，都有欠发达、非常稀缺。

最尴尬的莫过于艺术史这一学科在我国一直得不

到科学的定位。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术学院和中央

美术学院率先恢复相关系科设置时，专业名称是“美术

史论”，隶属于文学。换句话说，当年毕业的美术史论专

业的学生，获得的是“文学学士”或“文学硕士”学位。90

年代末，许多美术学院新设置的相关系科，被称作“美

术学系”，隶属于艺术学，但颁发的仍然是文学学位。

2012年国务院学科委员会决定新增“艺术学门类”（第

13个学科门类），下辖五个一级学科，包括艺术学理论、

美术学、设计学、音乐舞蹈学和戏剧影视学。为此，一些

美术学院又将系科的名称改为“艺术学理论系”。即便

沿袭旧称不予更名，艺术史（美术史论、美术学）专业颁

发的也都是“艺术学理论”学位了。

如果以新的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的设置为基准

点，那么我国相关学科的历史还不到10年！而学科建设

的第一要务当然是文献积累。传统的文史哲学科的积

淀之所以深厚，完全是因为在这些领域里，国家投入了

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从事文献积累工作。仅以文史哲中

的外国文学、世界史和外国哲学为例，一个读书人稍稍

动动指头，就能罗列出众多学问和翻译大家，比如罗念

生、季羡林、汝龙、草婴、杨宪益、杨周翰、方平、查良铮、

李健吾、杨绛、罗大冈、傅雷、郝运、郑永慧、冯至、傅惟

慈、卞之琳、王佐良、萧乾、贺麟、朱光潜、宗白华、陈康、

苗力田、何兆武……而与之相应的外国艺术史，人们能

想得起来的，除了范景中及其团队的几位学者外，几乎

寥寥可数。

从另一个角度也能见出我国艺术史学科的滞后。

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艺术史普遍成为继各国文学史

之后的第二大人文学科，原因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精神需求、特别是艺术鉴赏的需求也大幅度提

高。而随着博物馆、美术馆、艺术中心和各种艺术机构

（画廊、基金会、艺术杂志）的勃兴，对艺术史的人才培

养的需求也在日增。据不完全统计，美国有200个艺术

史系，欧洲有300个艺术史系。把我国的各大美术学院

和某些艺术学院的相关系科，以及少数综合性大学的

相应系科全部加在一起，可能也不会超过30个，数据清

晰地表明我们的艺术史学科与世界强国之间的差距。

系科建制的不完备、学科定位的不科学、从业成员

的稀缺，再加上观念上的误区，导致外国美术史研究在

国内一直得不到有利的发展环境。观念上的误区之一

便是“外国美术史研究不需要翻译”。在我国艺术史研

究，特别是外国美术史研究领域，有个典型的错误口号

便是“走出翻译时代”。所谓“走出翻译时代”其初衷也

许是好的，即中国对外国美术的研究应当立足于直接

研究原作、阅读原著，而不是借助于国外研究的二手材

料。然而，现实又如何呢？不仅我们在真正意义上直接

研究国外原作的条件不具备——国内没有一家收藏外

国艺术作品的像样的博物馆，就是短板之一——而且

能够直接阅读原著的研究者少而又少。至于因为缺少

原典的翻译而造成的、可以用来切磋学问的学术共同

体的亏欠，道理不言自明。这里也毋须赘述。

基于对上述国情的基本判断，我在20年前就开始

进行一套较大规模的外国美术史经典著作的组织翻译

工作。一开始这一工作开展得极其艰难。首先面临的是

国内图书市场问题。之前，虽有浙江摄影出版社开其

端、广西美术出版社继其后的“贡布里希文集”出版，但

是大型艺术史论著作的读者还是有限的。国内出版社

大量引进出版的，多是艺术类的普及读物或是艺术通

史等入门级读物。普及类艺术史的畅销，倒过来又促使

出版社出版更多普及类艺术史。由此形成一个恶性循

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普及类读物不重要，但它们与学

术类著作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因此严肃的、有时是深

奥的学术类艺术史著作，无论对于学科建设，艺术史人

才培养，还是对于国人视觉素养的普遍提高，无疑都有

着无可替代的价值。

第二个困难是艺术史翻译人才的缺乏。与我刚才

稍加列举的传统文史哲学科的翻译大家相比，艺术史

领域只有很少几个类似的人才。大家或许都知道，我国

第一个从德国获得艺术史博士学位的滕固，于20世纪

40年代英年早逝，因此德奥艺术史的正统研究在我国

就中断了。范景中先生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翻译贡布

里希的著作，算是接续上了那个伟大的艺术史传统。不

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以“业余爱好者”的身份，或

自学者的身份，开始翻译事业的。我本人的情况也有些

类似。这里完全不存在传统文史哲学科里那种师承的

传统。话虽如此，当时我就意识到，我们不可能等到

2000年以后出国留学的新一代学子学成归国之后，再

来开始艺术史的翻译事业。事实证明，即使是在他们归

国之后，他们当中也只有极少数人愿意从事翻译这样

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因此，我差不多是在自学中慢慢摸

索出了一条将艺术史翻译人才的培养与博士生培养相

结合的道路，这条道路现在看起来基本上是成功的。在

我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的近20人当中，超过半数的

学生都在从事艺术史著作的翻译和研究工作。

从2001年我开始翻译罗杰·弗莱的《塞尚及其画

风的发展》，到今年，整整20年过去了。这20年来我国

各方面的变化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随着艺术生的

不断扩招，特别是随着2012年艺术学门类的确立，艺

术史学术著作缺乏读者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这对出

版社来说无疑是遇上了春天。当然，我也有幸得到了江

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先后四任社长或总编的支持。范景

中先生的支持仍然是第一位的，他慷慨允诺担任主编。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于2007年左右启动“西方当代

视觉文化艺术精品”译丛，2013年并入“凤凰文库·艺术

理论研究系列”。这个系列迄今已经出版了30余种著

作。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得到了南京艺术学院常宁生教

授的大力襄助。他之前在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主持出

版的“视觉文化丛书”中若干学术水准和销量都较好的

书目，也并入该丛书得以重版。

现在，我们觉得出版一个艺术史经典选萃的时机

已经成熟。这就是“阿卡迪亚丛书”的由来。它的宗旨非

常简单：为读者提供现代艺术研究中的经典，即便达不

到典藏的水准，也足以丰富书目，为进一步加强外国美

术史的文献积累，做一份应有的贡献。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艺术哲学系教授）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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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壁画的话题近年热

了起来，新发表的成果中既

有观者之论，也有画者之论，

各有分说高见，见仁见智。

若以画家的身份立论，“如何

画”是最需要关心的话题。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新推出

的专著《规范与沿革——中

国古代寺观壁画理法研究》

就是这样一部画者的研究成

果。作者王颖生教授是一位

卓有成就的画家，在中央美

术学院长期从事中国传统壁

画的教学和研究，主持过多

项古代壁画重大项目的调

查、修复和创作，所以壁画的

理法问题自然就是其著书立

说的题中之意，要点也就聚

焦在了解析传统壁画的制作

原理及其程式规范上。行家

看门道，作者的研究集中讨论

的是壁画的本体，所提出的和

解答的问题也就落在了壁画

的“原位”上，内里还寄予着一

份“兴绝学”的使命担当。

如何回到壁画的原位？

落实到“如何画”？做这样的

研究并不轻松。研究者既要

坐冷板凳，钩稽文史，追本溯

源，寻绎出“宫墙文画”的文

脉传承和原理规范，此为其

一；又要动手动脑，作田野调

查，从壁画遗存中找出可以

切实对位的理法依据，此为

其二；还需分析实物样本，从

中提取活用传统的资源要素，发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学理目标，此为

其三。似如此这般知行合一、理法兼备的学问，远非是一时乘兴所能一蹴而就

的，所以古人谓此为“画学”，画界称此为“画道”。

王颖生教授的研究是具有说服力的。大凡画史和文献中有关壁画的重要记

述，他皆逐一拈出，同时又举证壁画实例予以解读。例如讨论宋金壁画的绘制规

范，书中引录李诫《营造法式》中关于宋代壁画制作地仗、用材用料的比例，同时

举述山西高平开化寺、繁峙岩山寺这两处宋金壁画的实例，用同时代的文献和壁

画对比观察，条分缕析，让人印象深刻。又如解析元代壁画的机制，亦按例对举

《元代画塑记》和永乐宫壁画，通过对记述者和壁画绘制者的考订，用以证实文献

载述与壁画绘制的理法规范皆出自正统的传承。明代是中国传统壁画的复兴时

期，最有代表性的壁画实例保存在北京的法海寺。主持法海寺工程的是明英宗

朝的太监李童，壁画则由当朝的宫廷画师绘制，图形赋色，沥粉贴金，工序严格考

究。其画格之高，技艺之精，勘为画理

画法的经典范例。如是者三例，壁画

年代前后相续，让我们见证了一条文

脉清晰的壁画理法体系，这个体系滥

觞于先秦，集大成于宋代。用王颖生

教授的话来说，宋代由皇家的参与，把

画法及制作的步骤加以规范，再经历

代的改良，从而形成我国传统壁画体

系的“正脉”。这个结论准确明了，可

以在理论和实践中得到验证。

饶有兴味的是，王颖生教授著书

立说，目标是为“如何画”而设定的，宗

旨在于“继绝学”，作者没有用文字说

明，而是用画给出了回答。近年他主

持创作的山西大同华严寺普光明殿壁

画，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帝释梵天

图》，洛阳天堂景区《万国来朝》等大型

壁画，古法今用，是创造性转化的优秀

成果。附于书后印制精良

的图录，与他的论述形神相

应，同样让人赞叹激赏，给

人启示。

（本文作者系中央美术

学院教授、中央美术学院丝

绸之路艺术研究协同创新

中心主任）

要给艺术类学生上好理论课，绝对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尤其是给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艺术硕士

讲艺术美学。美学听起来很美好，但是就其学科本

质而言，对于习惯感性思维的艺术类学生而言，照

本宣科必然会很枯燥。李超德教授的《高贵的单

纯——艺术美学古今谈》一书，作为演讲实录，以课

堂教学和演讲的体例方式，将艺术美学的哲学思

辨、艺术创作和艺术接受的感性相互融合，化云山

雾罩为深入浅出，以理性骨架加丰满例析，叙事精

彩，一气呵成。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想象到作者在

三尺讲台上或激情洋溢或娓娓道来，乃至讲到精彩

处双目炯炯的飞扬神采。

李超德教授曾说过，好设计往往直指人心。这

本书在内容编排上就有一个直指人心的好设计。

无论是本科生和研究生，还是艺术爱好者，都有着

对艺术哲学与美学探究的热望，而这恰恰是许多艺

术学生的不擅长之处。该书开篇就是关于艺术类

学生的学术精神、学术规范与学术训练，然后直击

“何为艺术与艺术的死亡”“美学是什么及美学与艺

术的关系”两大艺术学生和艺术爱好者的焦虑话

题，不仅为认识艺术美学问题提供了思考的逻辑起

点，也提振了受众的学术兴趣。接下来步入西方和

东方艺术美学的历史沿革和特性阐述，前者从古希

腊罗马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讲到启蒙思想运动

的艺术美学精神与思想；后者从中国传统美学的儒

道禅、东方审美精神讲到文脉苏州，就此也形成了

中西艺术美学双轨并列比对思维路径。在对美学

问题作了史学铺陈之后，作者将关注点从传统转向

当下，从大艺术视角到美术和设计，进行了现代艺

术美学的焦点式分析。既讲述了中国传统艺术境

界与新文人画，又探讨了现代先锋艺术与传统审美

理想，更从设计之美的时代价值，讲到东方设计学

的美学构建，直至设计美学研究的时代意义与时代

美学的品格。最后，以设计时尚背后有没有学术的

话题及讨论收尾，既是对开篇关于艺术学术研究的

呼应，也突出了教学演讲的文体特性。

一本好的书、一门好的课，必然是吸引人去读

去听的，有一个好的标题就显得十分重要，这本书

的每一章都有一个精彩贴切的标题，且形式、语气

各有不同。名人名句有如以温克尔曼的“高贵的单

纯，静穆的伟大”为题，来阐述古希腊罗马奠定的西

方美学思想，属于艺术美学宏观层面的哲学性思

考；有特征提炼的有如以“从纵情享受到禁欲”为题

去讨论中世纪神性美学思想在美术作品中的体现；

有引而待发的如“启蒙思想和法国的三个主义”，至

于是哪三个主义，听讲者娓娓道来；有刻画意境的，

有如将重读《阴翳礼赞》的体会冠以“东方审美精神

的安然之境”标题；当然还有直击主题的陈述式和

问题式。好的标题之下，得有讲得精彩的好故事，

作者紧扣艺术美学主题，将哲学思想、美学观点、艺

术风格、创作作品、艺术家、艺术评论、艺术设计等

诸多元素有机融合，或平铺直叙、或婉转曲折，既有

大开大合，也有细微表述，在古今中外之间，于收放

自如之中，就艺术美学传道解惑，同时还给读者留

下了诸多思考空间。

李超德教授关于好设计的下半句话是，好设计

往往是简单的设计。这本书在装帧上就是好设计

的代表，简单的封面、简洁的版式，经典字体、黑白

图片，加上作者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学理性问

题的深刻内涵，没有故作高深的晦涩难懂，也没有

让人乏味的陈词滥调，在既好看又好读的同时，体

现了作者对于“高贵的单纯”追求，从内容到形式上

构成对读者的感染力。

尽管这本书是一部演讲实录，但其中无不体现

出超德教授的学术思想。首先，从何为艺术、美学

是什么等问题的回答开始，该书的主要内容均围绕

作者关于艺术美学的本体论、历史论和当代论的理

论体系而梯次展开，其中穿插有诸多作者独到的观

点。其次，该书注重历史与当下并重，既体现了作

者在艺术美学，尤其是设计美学中提出的“现代的

必须尊重古代的”观念，也凸显出作者理论美学与

实用美学并举的治学理念。在本书中，既有高屋

建瓴的思辨，也有见微知著的引申，还有涉及广泛

的论述，体现了作者深邃的学术眼光和宽阔的理论

视野。

最后，该书落脚于中国现代设计的美学品格构

建，以此来回答新时代、新征程对于艺术和设计美

学提出的新要求和新问题，充分展现出作者身为当

代中国艺术设计理论研究领军人物的时代责任感

和理论担当。

如果说以“高贵的单纯”为书名是李超德教授

以此来描述其对于艺术精神的崇敬，那么“静穆的

伟大”则可以用来形容作者的治学精神。他横跨理

论研究、美术及设计创作实践、文物收藏三界，但是

他始终认为教书才是职业，其他都是业余。作者的

勤奋为业内公认，从他的理论文章、创作实践以及

读书笔记之多就可见一斑。因为如此，他才会将理

论与实践有机统一，将理性的思辨进行感性的表

述，以静寂的心境实现学术理想的伟大。也正是因

为如此，才有了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本《高贵的单

纯——艺术美学古今谈》。

（本文作者系东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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