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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其庸
（1924—2017）

我国著名的红学家、文史学家、书法家、画
家、诗人，在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化史、戏曲史、
艺术史、考古学、文物学、书画、诗词以及西部文
化艺术历史等研究领域均有重要建树，尤以红
学研究著称于世，是新时期红学发展的主要推
动者。他亲手创建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
究所和《红楼梦学刊》，培养了诸多红学人才，对
红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他在学术与创作两方面均有杰出表现，被誉为
我国新时期红学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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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庚
（1911-2003）

我国著名的戏剧史家、戏剧理论家、戏剧教
育家，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学学科创建人。在
他的组织引领下，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戏曲研究
建立起文献、戏曲志、戏曲史、戏曲理论、戏曲批
评五位一体相互依存、相互推进的研究方法，形
成理论联系实践、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推进理论
的学术原则。张庚先生的学术思想成就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戏曲民族化体系
建设的精神内核，至今产生着深远的学术影响。

杨荫浏
（1899-1984）

我国著名的音乐史学家、民族音乐理论家，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创始人之一，在中
国音乐史、乐律学以及戏曲、曲艺、器乐和宗教
音乐等民族音乐领域成就斐然。他一生的研究
几乎囊括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各个领域，所涉之
处均竖起座座丰碑，是中国音乐学的奠基人、中
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先驱者，被公认为学贯中西
的一代宗师。在他与老一辈学人组织引领下，中
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逐渐形成理论联系实
践、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以及史论结合的学术
传统。杨荫浏先生的学术思想至今影响深远。

王朝闻
（1909-2004）

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雕塑家、
艺术教育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
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文艺
现象和美学问题，在美学、艺术理论领域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出了一
系列鲜明的学术观点，并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做
出新的理论创造。他通过数十部近千万字的
著述指导和影响了新中国几代美术工作者，为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和文艺理论体系做
出了卓越贡献。

张庚戏曲学术提名（8项）

1.《粤剧表演艺术大全》编纂委员会
《粤剧表演艺术大全（做打卷）》

2.福建省实验闽剧院
“闽剧《生命》创作”

3.中国评剧院
“评剧《新亭泪》创作”

4.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
“昆剧《当年梅郎》创作”

5.张曼君 “张曼君导演艺术”

6.谢 涛 “谢涛晋剧须生表演艺术”

7.朱绍玉 “朱绍玉戏曲音乐创作”

8.罗 周 “罗周编剧艺术”

杨荫浏音乐学术提名（4项）

1.赵宋光 著作《中国民族音乐形态研究与阐释》

2.乌兰杰 著作《蒙古族音乐史》

3.沈 洽 著作《音腔论》

4.李 玫 著作《“燕乐二十八调”文献通考》

王朝闻美术学论文提名（10项）

1.许 珂 论文《乾嘉时期京师的“顾遇人”与画家延誉机

制——以翁方纲、罗聘为例》

2.高 泽 论文《寻找宋画中的农隐形象——以〈春社醉归

图〉的骑牛老者为中心的研究》

3.孙 博 论文《炽盛光佛图像的“祠神化”——以敦煌莫高
窟61窟甬道壁画为中心》

4.王 琳 论文《传统的再造与转换：〈民间情歌〉〈金瓶梅〉
系列漫画研究（1934—1937）》

5.郝 斌 论文《古元碾庄实践与延安“民族形式”问题》

6.肖清雨 论文《从画禅室到芥子园——图文互释系统的生
成与流变》

7.曾小凤 论文《“美术革命”的现代性及其困境》

8.钟鲁敏芝 论文《王朝闻现代文艺观的吸收与转化》

9.马丽云 论文《图景互译——英国乡村庄园中式园林建筑
及其图像表现》

10.王佑佑 论文《20世纪中叶伦敦国家美术馆绘画清洗争
议研究》

冯其庸红学论著学术提名（6项）

1.刘上生 著作《探骊:从写情回目解味〈红楼梦〉》

2.王金波 论文《杨宪益-戴乃迭〈红楼梦〉英译本后四十回
底本考证》

3.王怀义 论文《寓意批评的限度——评浦安迪〈《红楼梦》
的原型与寓意〉》

4.朱志远 论文《“楝亭图咏”与清初江南诗风嬗变》

5.曹立波 论文《〈红楼梦〉佳人形象的文学基因探究》

6.詹 丹 论文《一本向平庸致敬的红学著作——评〈白先
勇细说红楼梦〉》

首届学术提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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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8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
办的首届学术提名活动在京举行发布仪式。活
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倡导弘
扬优秀治学传统，激励当代学者，展现学术成
果，推进中国特色艺术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建设。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届学术提名
活动包含张庚戏曲学术提名、杨荫浏音乐学术
提名、王朝闻美术学论文提名、冯其庸红学论
著学术提名，共计28项学术提名。70余位提名
获得者代表和我国戏曲、音乐、美术、红学领域
的专家学者出席发布仪式。中国艺术研究院院
长、党委书记韩子勇，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副
司长周汉萍分别在发布仪式上致辞。中国艺术
研究院副院长祝东力主持仪式活动。

韩子勇院长在致辞中说，中国艺术研究院
学术提名活动，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
方针，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的要求，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三大体系”建设的总要求下应运而生的。中国
艺术研究院在各个历史时期汇集了一大批在
艺术诸领域卓有建树的著名学者和艺术家。本
次提名活动以张庚、杨荫浏、王朝闻、冯其庸四
位先贤命名，是想更好地传承老一辈学者的学
术精神，把优良的学术风气发扬光大。2021年
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艺术研究院
建院70周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将更加积极地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文化强国的要求，
积极开展关于中国特色艺术学“三大体系”建
设、中华文化基因研究、文艺评论，以及国家文
化公园研究等相关工作；继续举办高质量的学
术活动，不断加强学术交流互鉴，加快构建中
国特色艺术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推动中国特色艺术学的长效发展，为建成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挥积极作用。

周汉萍副司长在致辞中表示，中国艺术研
究院在艺术学科的多个领域具备深厚的研究
基础，建院70年来成绩斐然。以张庚、杨荫浏、
王朝闻、冯其庸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不仅以
学术智慧启发后人，更以他们心系民族文化、
默默耕耘的人格力量感召来者。首届学术提名
活动，既是对已有成果的阶段性评价和总结，
也是理论研究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新起点。同
时，周汉萍副司长还对中国艺术研究院以及获
得提名的艺术家、学者提出四点希望：一是保
持锐意进取的精神和攀登理论高峰的勇气；二
是始终聚焦创作研究的主责主业，推动全院各
项工作高质量发展；三是带动全国艺术科研单
位在理论研究和文艺评论方面有大的发展；四
是及时总结分析和提升当代最新艺术实践成
果，树立文艺创作的标杆。

中国艺术研究院系列学术提名活动，2020
年为首次举办。活动以张庚先生、杨荫浏先生、

王朝闻先生、冯其庸先生命名，旨在继承发扬
学术先贤的治学传统和文化精神，引导学术风
向。学术提名活动遵循公正、公平和公开的原
则，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下属的《戏曲研究》《中
国音乐学》《美术观察》《红楼梦学刊》四家学术
期刊及相关研究所组织实施，邀请戏曲、音乐、
美术、红学领域知名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经
过多轮评选，确定提名名单。

“张庚戏曲学术提名”分为理论著作组和
创作实践组，由专家委员会专家独立推荐。活
动针对2019年度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理论研
究成果、戏曲新创作品和有突出成就的戏曲主
创者情况进行了多轮研究、讨论，共推选出理
论著作1部，创作实践7项。“杨荫浏音乐学术
提名”评审委员会由海内外音乐研究领域知名
专家组成，从2019年度出版的逾百部著作中
选出4部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领域具有重大
理论创见和突出成就的学术专著。“王朝闻美
术学论文提名”重在发现和培养青年研究人
才。活动共收到国内外近400份投稿邮件，经

专家评选，最终有10篇论文获得提名。获得
“冯其庸红学论著学术提名”的6部论著，分别
从《红楼梦》主旨、艺术成就、作者家世渊源、文
学传统的继承与审美经验分析、学术理念的不
同价值取向等方面呈现了当代红学异彩纷呈
的研究风貌，也使红学加入到中华优秀文化的
系统阐释和体系建构中。

本次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提名立足学术总
结、学术研究、学术评价，注重展现出当代艺术
学研究领域内最新成果，体现出鲜明的问题意
识、学术导向和创新精神。其中，既有理论著作
也有创作实践；既有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也有
风华正茂的青年人才，体现了开放、包容的态
度，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活动的一次有益尝
试。中国艺术研究院希望以此作为平台，广聚全
社会具有共同信念和追求的学术力量，助力建
设学术共同体。通过学术的交流互鉴，加快构建
中国特色艺术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
系，推动中国特色艺术学的长效发展，为建成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挥积极作用。

承继前人学脉 涵泳学术新篇
——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首届学术提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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