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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理论的跨媒介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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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艺术的跨媒介性为切入点，以中西跨媒介研究的经典文献为基础，采用文本细读、话语分析、比较文献学和数字人文等

方法，加强各门艺术的跨媒介比较研究，深入理解和认知跨媒介研究的核心概念、范畴、观念和方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

理论知识谱系。这是一种从微观到宏观，从经验到抽象，从本体论到体系论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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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media Construction of Ar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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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termedial nature of art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based on classical literatures on intermedia studies in China

and the west, the present research aims to build up a genealogy of intermedia art theory with an obvious orientation for Chinese

characters. The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of the research includes close reading, discourse analys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y

and digital humanity in the hope of promot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intermedial art theory in its core concepts, categories and

methodologies. In summary, the present research embodies an approach which evolves from micro to macro, from the empirical to

the abstract, and from the ontological to the syst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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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艺术的复

兴和艺术学理论的指引。2011年，艺术学理论升格为

一级学科，为构建艺术学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契机。

经过王国维、滕固、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陈中凡、马

采、叶朗、张道一等几代先生的努力，百年学科建设积

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和科研成

果。但是，从宏观上说，中国艺术学理论缺乏标识性的

概念、范畴与命题，主体性、原创性和理论的自觉意识

还不够，“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

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1]。从中观上来说，艺术学理

论学科内部还存在较多的争议点，在诸如学科边界、理

论范畴、研究对象、话语体系、人才培养、学术评价等方

面尚未达成普遍的学术共识，有待进一步建设与发

展。从微观上说，大部分成果是从艺术现象出发而做

的具体研究，较少涉及本学科一般性、基础性的理论问

题。与此同时，面对以新媒体艺术、网络小说、数字电

影、装置艺术、交互艺术、观念艺术等为代表的跨媒介

艺术实践的挑战，人们亟需从理论上进行有效的回

收稿日期：2021-04-0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艺术学理论的跨媒介建构及其知识学研究”（20ZD26）；南京大学研究生品牌教材改

革项目“艺术理论导引”（2021JC03）

作者简介：周计武（1977—），男，江苏人，博士，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

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艺术理论、美学与艺术史学史。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推介]

79



工业 工程 设计｜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Design 2021年8月

应。因此，贯彻2016年5月17日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

艺术学理论，“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

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

是新时代赋予人们的新使命。

基于上述认知，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

大项目“艺术学理论的跨媒介建构及其知识学研究”

（20ZD26），旨在以大艺术观为基础，客观认知艺术学

理论学科的居间性，肯定其学科边界的开放性，聚焦艺

术的媒介性与跨媒介性研究，系统梳理并建构跨门类、

跨学科的艺术学理论知识谱系，实现艺术、人文与科技

之间的“知识融通”，重塑真、善、美统一的人文主义精

神。所谓学科的居间性是指艺术学理论介于哲学美学

与各门类艺术理论之间，与美学知识和各门艺术理论

知识存在交叉重叠的模糊地带。作为知识生产场，它

与其他来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知识系统相互交

错。这种居间性，客观上要求艺术学理论在自上而下

和自下而上的方法之间，在哲学思辨和经验考察之间

建构自身的知识体系。这种“之间”的桥梁便是艺术的

“跨媒介性（Intermedialities）”。跨媒介性研究是侧重

艺术媒介之间共性研究的一种新兴学术范式。鉴于艺

术媒介的本体属性，本课题旨在从艺术的跨媒介性出

发，通过艺术之间的跨媒介比较研究，建构跨门类、跨

学科的艺术学理论的知识体系。

一、学术史的梳理

艺术学理论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自2011

年艺术学升格为门类，艺术学理论升级为一级学科以

来，围绕艺术学理论的学术史、学科内涵及其知识学特

征，一直是学术界争议不休的话题。

（一）国外学术史的梳理

在理论资源上，国外相关的跨媒介艺术理论对中

国艺术学理论的知识学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相

关学科理论资源主要包括艺术科学、艺术哲学、姊妹艺

术、比较艺术、媒介理论与跨媒介研究六个领域。

一是艺术科学。20世纪20年代，留学德国的滕固

与宗白华最早从德语艺术史界把艺术科学引入到国

内，拉开了中国艺术学理论建构的序幕。宗白华的导

师——德国美学家德索（Max Dessoir）1906 年创办杂

志《美学与一般艺术学》，1913年举办了“美学与一般

艺术学”第一届国际美学会议。他主张，一般艺术学应

从美学中独立出来，以研究艺术活动为主旨。这种观

点的首倡者是康拉德·费德勒（Konrad Fiedler）。他认

为，美学的趣味判断无法真正理解艺术，“谁若是不能

超越美之令人愉悦的感觉而上升到纯粹认知的高度，

他就永远不会完全理解艺术”；艺术是服务于认知的语

言，“只有通过认知才能进行艺术评判”；因此，“美学必

须从艺术思考的领域被排除掉，因为两者没有共同之

处”[2]。在此意义上，“人们必须将费德勒作为艺术科

学之父，因为他将美学和艺术理论系统分离”[3]。他不

仅摒弃了审美判断与趣味标准，而且从整体上破坏了

瓦萨里、温克尔曼以来的“Disegno Beaux Arts”体系，

为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李格尔、沃尔夫林，汉堡学派的

瓦尔堡以及后来者建构艺术史论的科学范式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二是艺术哲学。黑格尔在《美学》开篇中就强调

“美学”的“正当名称”应是“艺术哲学或美的艺术的哲

学”[4]。这里的“艺术”或“美的艺术（Fine Arts）”是一个

总体艺术概念，源于1746年查尔斯·巴托的文章《归于

单一原则的美的艺术》。在此文中，他把艺术分为三

类：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机械艺术；以愉悦为目的的美

的艺术，包括音乐、诗歌、绘画、戏剧、舞蹈艺术；既有用

也让人惬意的艺术，包括雄辩术和建筑。这种总体艺

术观及其艺术类型学为跨媒介艺术理论提供了观念上

的支持，促使艺术学理论与艺术取向的艺术哲学相

融通。

三是姊妹艺术研究。姊妹艺术（the sister arts）以

形象的比喻既说明了不同艺术之间的“家族相似性”，

又将其中隐含的“互补与竞争”关系揭示出来。这种比

较在西方艺术理论史上源远流长。从西蒙尼德斯

（Simodides of Ceos）的“画是无言的诗，诗是有声的

画”，到达·芬奇对绘画与雕塑之间的比较；从莱辛的

《拉奥孔：论画与诗的界限》（1766）有关诗画分界的古

典话语到白璧德的《新拉奥孔：一篇论诸艺术融合的论

文》（1910）中各门艺术不分家的浪漫主义话语，再到格

林伯格的《走向更新的拉奥孔》（1940）中“诗画分道

扬镳”的现代主义话语，这些论述为两种艺术媒介之间

的跨门类比较及其知识学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

资源。

四是比较文学中的比较艺术。除了平行研究、影

响研究外，比较文学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文学与其

他门类艺术之间的跨艺术比较研究。从三大比较文学

期 刊 Comparative Literature、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The Comparatist来看，比较艺术研究主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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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与音乐、文学与绘画、“Ekphrasis”专题、文学与

戏剧、文学与建筑、文学与电影、文学与艺术风格、文学

与多种视觉艺术等方面。美国美学学会前会长芒罗

（Thomas Munro）的《艺术及其交互关系》（1949/1967）

就是一本典范的比较艺术学著作，对不同艺术的分类

及其交互关系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5]。布朗（Calvin S.

Brown）是另一位重要代表，其专著《音乐和文学：艺术

比较》（Music and Literature: A Comparison of the Arts）

和《化作词语的音调：作为诗歌主体的音乐作品》

（Tones into Words: Musical Compositions as Subjects of

Poetry）中探讨了具有音乐性的文学、诗歌对音乐的模

仿、文学与音乐的交融等问题。文学与绘画的比较研

究重点探讨了文学中的视觉性、绘画中的图像叙事以

及“艺格敷词（Ekphrasis）”等，如《艺术的法则：文艺复

兴时期的文学与绘画》《被铭刻的艺术：西班牙黄金时

代诗歌的艺格敷词研究文集》等[6]。上述研究基本是

文学本位的，即通过交互关系的比较探讨文学的媒介

性与跨媒介性。

五是媒介理论。作为表达手段的媒介研究得益于

麦克卢汉、本雅明、罗兰·巴特、鲍德里亚、凯尔纳、詹姆

逊等人的持续努力。麦克卢汉的观点“媒介即讯息”和

“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影响深远。一方面，信息运动的

电子模式“让我们无奈地陷入了对模式和媒介的研究，

视其为塑造和重塑我们感觉的各种形式”[7]。另一方

面，媒介之间形成了更加紧密的联系，“任何媒介的内

容总是另一个媒介”[8]。在本雅明看来，机械复制时代

的艺术作品产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艺术作品的“本

真性（Echtheit）”和“灵韵（Aura）”的丧失，二是“震惊的

美学”体验取代了传统美学“静观”的审美取向[9]。这

两点涉及许多数字媒介时代的核心问题，比如艺术的

复制性、拼贴性、真实性问题，等等。詹姆逊则凸显了

“媒介生态”对艺术的深刻影响：“技术与传媒真正承担

着认识论的功能：……传统形式让位于各种综合的媒

体实验，摄影、电影和电视开始渗透和移入视觉艺术作

品（和其他艺术形式），正产生出各种各样的高技术的

混合物，包括从器具到电脑艺术”[10]。正是这种媒介融

合催生了当代的跨媒介艺术实验。此外，德国媒介理

论家基特勒（Fredirch Kittler）和齐林斯基（Siegrfried

Zielinski）通过媒介物质恢复和媒介变体分析开辟了

“媒介考古学”的新路径。

六是跨媒介研究。Web of Science显示，在SSCI、

A&HCI和ESCI索引中以“intermediality和 intermedial

studies”为关键词可获取论文 616 篇。研究论文始于

1989年，2007年大幅增加，2019年高达112篇。616篇

中 52%来自于文学和语言学，13.5%来自广播电视电

影，6%来自戏剧，4%来自传播，3%来自教育学研究，而

艺术、文化研究、音乐、哲学主题的论文各2%。从宏观

上可推论，跨媒介艺术研究是近 20年来的新兴领域，

主要聚焦于图文关系、小说的音乐化、跨媒介叙事学、

跨媒介模态关系等研究领域。拉耶夫斯基（Irina O.

Rajewsky）主张，跨媒介性是理解艺术媒介的认识论条

件，可分为历时性的跨媒介性和共时性的跨媒介性[11]。

艾勒斯特罗姆（Lars Elleström）认为，模态关系是艺术

跨媒介性研究的基石，一切艺术媒介都是以物质模态、

感觉模态、时空模态和符号模态四种模态形式实现

的[12]。海耶斯（Katherine Hayles）倡导以艺术媒介特性

为中心的文本媒介比较（CTM），强化电影、装置艺术、

数字艺术和其他模拟媒介形式的跨媒介比较研究[13]。

李普（Gabriele Rippl）的《跨媒介性手册》（2015）和沃尔

夫（Werner Wolf）的《维尔纳·沃尔夫跨媒介性论文集

（1991-2014）》（2018）对艺术跨媒介性的分类、特征、模

态关系及其意义展开了系统研究。

总体而言，国外对艺术的整体性研究比较深入、系

统，古典艺术理论、现代艺术理论与当代艺术理论的范

式演变内在于西方社会的文化逻辑之中，其知识学已

形成相对成熟的概念、范畴、观念与方法论体系，研究

成果比较突出。

不过，从中国立场来看，这些研究成果大多存在以

下局限性。一是它的语言中心论。无论是自上而下的

思辨研究，还是自下而上的经验研究，其方法论主要是

在“语言学转向”的语境下形成的，主要将语言学作为

知识生产的方法论和逻辑依据，这就不可避免地相对

忽视了音乐学、图像学等其他门类艺术的特性及其理

论用途。在图像转向和艺术跨媒介转向的双重语境

中，语言学方法的局限性日益明显。二是它的文学中

心论。西方艺术理论建立在诗学传统的基础之上，在

跨艺术、跨门类的艺术交互关系研究中，文学的主导地

位使其他门类艺术成为理论阐释的参照甚至陪衬。即

使在跨媒介研究方面，“艺格敷词（ekphrasis）”“互文

性”和跨媒介叙事等基本上以词语艺术为主导，旨在理

解和阐释文学的文学性而非其他艺术的特性，这就有

可能将艺术的统一性和共性规律排除在外。这与艺术

学理论的学科使命相悖。三是它的西方中心论。西方

艺术理论具有鲜明的空间性，研究对象主要以欧美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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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为中心，即使是世界艺术史，包括中日韩在内的东方

艺术也只是一种补充，甚至是点缀。在此意义上，这些

成果的理论框架、方法论与概念体系，很难有效地理解

和阐释中国本土的艺术活动规律及其价值规范。由于

文化语境的差异性，中西方在具体研究中往往会发生

“语境的错位”。为了避免“强制阐释”，需要对西方艺

术理论体系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和选择性的借鉴。四是

多元艺术观的不确定性。伴随数字媒介、跨媒介艺术

的兴起和艺术边界的消失，许多西方艺术理论同样面

临当代艺术实践的挑战，处于“理论之后”的反思时

期。种种“艺术的终结”“艺术史的终结”“艺术理论的

终结”话语，揭示了西方艺术理论体系的“内爆”及其话

语的碎片化特征。换言之，面对知识的不确定性，西方

艺术理论界也同样需要一种能打通各门艺术理论的知

识体系，一种以技术和人文的融通为目的，诉诸于整体

艺术观的艺术科学或“艺术学理论”。

（二）中国学术史的梳理

从晚清民国开始，国内艺术学理论经历了一个从

自发到自觉、从译介到原创、从分散到整合的本土化过

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自发的初创时期（1900-1949）。这个时期可

分两个阶段，1900-1936年，主要是学习、译介和初步的

本土化；1937-1949 年，主要以传播、探索与学科反思

为主。

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在滕固、宗白华的推动下逐

步发展的。滕固不仅从德语借用了“一般艺术学

（Kunstwissenchaft）”概念，强调艺术学理论从美学独

立走向史论结合的艺术科学；而且运用李格尔、沃尔

夫林的艺术形式史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美术史，主张“着

眼作品本身‘风格发展’”，“从艺术家本位的历史演变

为艺术作品本位的历史”（2003）[14]。师从德索（Max

Dessoir）的宗白华，在评述“艺术科学派”的基础上，依

据德国美学从本体论向经验论转向的历史，将艺术与

美学并列；从“中西互释”与“古典新诠”的阐释学路径，

寻求中国各门类艺术之间的“融通”，挖掘了中国艺术

精神的意蕴，视“艺境”为“一个充满音乐情趣的宇宙

（时空合一体）”[15]。

第二个阶段，中国艺术学进入了方向探索与学科

反思，代表人物有陈中凡、马采等。通过建构艺术学的

理论模型，推动中国传统艺术的科学化和西方艺术学

科的中国化，陈中凡为中国现代艺术学理论的发展指

明了方向。与之相比，马采初步建构了现代艺术学的

基本体系，其“艺术学散论”六篇，将艺术学分为特殊艺

术学和一般艺术学两个层级，并与美学相对照，形成从

特殊艺术学到一般艺术学，再到美学的学科互动体系。

第二，新方向的酝酿与探索期（1949-1997）。这是

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方法论，对一般艺术学进

行本土化的探索时期。

第一个阶段，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奠定了中国艺术学理论新方向的基石。针

对建国三十年以政治性和现实主义为主的艺术思潮特

点，全面译介苏俄艺术学理论研究成果，借鉴其教学与

人才培养体系。这时期重要的译著有苏联艺术科学院

艺术史研究所集体编写的《世界美术通史》、涅陀希文

的《艺术概论》（杨成寅译，1958年）等。

第二个阶段，倡导回归艺术学理论的艺术本位，凸

显艺术的自主性。一方面，学人自觉译介西方前沿性

的艺术学理论成果，促进了艺术新观念、新方法的争

鸣，为跨媒介艺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如苏珊·朗

格的《艺术问题》（滕守尧译，1983）、格罗塞的《艺术的

起源》（蔡慕晖译，1984）、科林伍德的《艺术原理》（王至

元、陈华中译，1985）、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视觉

艺术心理学》（滕守尧、朱疆源译，1984）、丹纳的《艺术

哲学》（傅雷译，1986）、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林夕

译，1987）等。另一方面，学人自觉探索艺术学理论的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系统整理中国古典艺术学理论

的核心概念、范畴与观念体系。代表性成果有李泽厚

的《美的历程》（1981），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

（1985），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1966/1987），朱良

志的《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1995）等。

第三，自觉本土化建构的发展期（1997 至今）。

1997年颁发的《学科目录》中，首次在文学门类中设置

了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在于润洋、张道一、叶朗等

先生的不懈努力下，艺术学理论在2011年升格为一级

学科。学科建制上的合法性促进了艺术学理论在学科

建设上的自觉探索，这个时期的具体研究议题及其成

果如下。

一是中西艺术学理论经典文献的编选。代表成果

有李心峰编选的《国外现代艺术学新视界》和《艺术类

型学资料选编》（1997）；范景中编《美术史的形状——

从瓦萨里到20世纪20年代》（2003），精选了从瓦萨里、

温克尔曼到布克哈特、瓦尔堡，再到李格尔、沃尔夫林、

德沃夏克和罗杰·弗莱等艺术史家的经典艺术史篇章；

迟轲主编的《西方美术理论文选：古希腊到 20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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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收录了从古希腊到 1970年代 140余位艺术家

和批评家的论述；周宪主编的《艺术理论基本文献》4

卷（2014），精选了中西从古至今 120余篇经典艺术学

理论文献，等等。这些文献中部分涉及跨媒介、跨门类

的研究，对于人们把握这门学科的性质、对象、历史和

方法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二是艺术学理论知识学的建构。代表成果有李心

峰的《元艺术学》（1997）、《艺术类型学》（1998），彭吉象

的《中国艺术学》（1997），王一川的《艺术学原理》

（2011），李倍雷、郝云的《中国艺术史学理论与研究方

法》（2015），曹意强的《艺术学的理论视域》（2015），赵

奎英的《语言、空间与艺术》（2018），彭锋的《艺术学通

论》（2019）等。值得强调的是，朱立元、周宪、李心峰等

先生分别在《文艺研究》和《南国学术》撰文（2019），明

确从知识学视角梳理、反思、探讨艺术学理论的基本

问题。

三是重构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代表成果有叶朗的

《美在意象》（2010）、朱志荣的《中国艺术哲学》（1997）、

彭锋的《诗可以兴——古代宗教、伦理、哲学与艺术的

美学阐释》（2003）、夏燕靖的《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体系

建构研究》（2018）、童强《艺术理论与空间实践》

（2019）等。

四是当代艺术学理论的探索。代表成果有王一川

的《艺术公赏力：艺术公共性研究》（2016）、彭锋的《回

归：当代美学的 11个问题》（2009）、李健的《跨学科视

域中的当代艺术理论》（2018），周计武的《艺术的祛魅

与艺术理论的重构》（2019）等。

五是探讨学科建设的问题、困境与对策。周宪在

专著《艺术理论的文化逻辑》（2018）和论文《艺术理论

的三个问题》（2014）中，针对艺术学理论学科边界的模

糊性、不确定性和居间性，主张把自上而下的哲学美学

与自下而上的门类艺术理论，通过艺术的跨媒介研究

整合起来，实现跨学科的“视域融合”。高建平、彭锋、

沈语冰、赵奎英等学者也纷纷撰文探讨了艺术学理论

与美学以及门类艺术理论之间的边界问题。

六是艺术学理论的跨媒介建构。在数字媒介时

代，许多学者讨论了艺术与媒介、艺术的跨媒介性、跨

媒介叙事、跨媒介艺术批评等议题。张晶在《艺术媒介

论》（2011）一文中探讨了艺术的媒介性，把艺术媒介界

定为“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凭借特定的物质性材料，将

内在的艺术构思外化为独特的艺术品的符号体系”[16]。

李亚飞在《媒介间性与文学研究》（2019）一文中系统梳

理了维尔纳·沃尔夫的跨媒介性理论，涉及跨媒介叙事

学、文学-音乐跨学科研究和跨媒介性等具体方面。周

宪、李健、周计武、张晓剑在《文艺研究》（2019）和《江海

学刊》（2020）上撰文讨论了艺术跨媒介性研究对艺术

学理论建构的方法论意义，凸显了艺术的媒介维度，梳

理了西方的跨媒介性研究成果。龙迪勇在专著《空间

叙事学》（2015）和系列论文中以文学为本位，在叙事学

的视野中重点探讨了图文本中的图像叙事与语词叙

事。周宪、陈龙、蒋原伦、王一川、张柠等学者倾向于以

一种泛媒介意识进行艺术的媒介批评。蒋原伦主编了

集刊《媒介批评》。沈语冰、鲁明军、唐宏峰等人通过阐

释米歇尔·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德国媒介理论，结合

克拉里的《观察者的技术》，提出了视觉现代性、视觉考

古和早期电影考古等概念。

百年学术史表明，艺术学理论的学科设置是可行

的、必要的。一方面，经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积累了

丰富的理论资源，在国外艺术研究成果的译介、古典艺

术理论的现代转化和当代艺术学理论的知识学建构

上，取得了一些出色的成绩，为进一步探索夯实了基

础；另一方面，人们也应清醒地意识到，大量成果停留

在译介、阐释和挪用阶段，艺术学理论在本土化建构的

广度与深度不够，对跨门类艺术的整合性研究不足，研

究者的水平参差不齐，艺术界共同体与艺术学理论的

知识谱系尚未建构起来。从“跨媒介”视角来看，跨媒

介艺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涉及比较文学、“互

文性”研究与跨媒介叙事三个方面。有关视觉艺术与

听觉艺术的跨媒介成果相对有限，很少有涉及各门艺

术跨媒介性的纵向且深入的分析，更为关键的是，缺乏

从具体现象、艺术作品上升到艺术学理论层面的反思

性探讨和跨学科的研究成果。

二、问题与思路

通过中外艺术研究的学术史梳理，人们主张、客观

认识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居间性”，肯定其学科边界的

开放性与包容性，以艺术的跨媒介研究为抓手，系统梳

理并建构跨门类、跨学科的艺术学理论知识谱系。具

体而言，本课题旨在重点解决以下五个基本问题。

一是基于跨媒介性的艺术本体论问题。凸显艺术

的媒介之维，探讨各门艺术内部的虚拟跨媒介性和各

门艺术之间的实质跨媒介性的内在逻辑，挖掘基于媒

介多样性和差异性之上的艺术共通性和统一性，是艺

术学理论跨媒介建构的切入点和方法论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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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各门艺术的跨媒介性问题。从艺术文本的角

度，微观研究各门艺术的媒介特殊性与跨媒介性的演

变规律，打通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是打破艺

术哲学/美学与门类艺术学理论之间的界限，推动思辨

演绎与经验归纳相结合，建构跨媒介艺术学理论的立

论基础。

三是艺术跨媒介研究中的基本理论问题。从话语

实践的角度，结合艺术跨媒介的模态关系和媒介生态，

系统分析艺术跨媒介研究的学术史和种种理论话语，

提炼相关核心概念、范畴、观念与方法，是建构艺术学

理论话语体系的有效路径。

四是跨媒介艺术学理论的知识学建构问题。从知

识学的视角，分析艺术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张力结构，实

现跨媒介艺术史、跨媒介艺术批评、跨媒介艺术理论和

跨学科研究之间的知识融通，是艺术学理论跨媒介建

构的体系框架。

五是跨媒介艺术学理论的文献学比较问题。系统

梳理、遴选中西跨媒介艺术学理论的经典文献，绘制经

典文献的“全景图”，建设电子文献数据库，是建构艺术

学理论知识体系的文献基础。

围绕上述五个问题，本课题将结合艺术史学与艺

术理论的学术史脉络，以及晚近人文社会科学的总体

发展趋势，对艺术学理论的基础架构问题展开全面而

系统的研究。

第一，聚焦艺术媒介之间的交互关系。目前，无论

是内部艺术研究范式，还是外部艺术研究范式，都忽视

了作品与艺术界行动者、作品与世界之间的中介环

节。这个中介环节就是艺术的媒介。艺术的形式和意

义必须依赖媒介才能得以表现，也必须依靠媒介才能

得以传播、鉴藏，从而被接受者理解，进入社会表意实

践的阐释环节。因此，媒介是艺术的核心要素之一，它

与艺术家、欣赏者、世界和艺术品一起建构了艺术实践

与艺术研究的坐标。艺术媒介包含三个具体的向度，

即物质媒介、符号媒介和传播媒介。它们分别对应于

艺术的质料、形式和载体。质料是支持媒介信息内容

与形式的物质条件；形式是媒介信息的表达手段；载体

是媒介信息的传播渠道。艺术的魅力源于艺术的似真

性与幻象的虚构性，而创造幻象的能力源于各门艺术

的媒介特殊性。正是艺术媒介的特殊性，为艺术家“随

物赋形”的创造能力奠定了基础；也正是艺术媒介的特

殊性赋予不同门类艺术以差异性和多样性，为现代艺

术的各自分立和艺术类型学提供了合法化依据。不

过，当代艺术的跨媒介实践，挑战了门类艺术的边界与

现代美学的观念，迫使人们重视不同媒介之间、不同艺

术之间的交互关系研究。这种研究旨在探索基于媒介

多样性和差异性基础上的艺术共通性和统一性，建构

大艺术观和大美学观，为艺术学理论的跨媒介建构提

供学理依据。

第二，探讨各门艺术的“跨媒介性”问题。鉴于各

门艺术与门类艺术理论是建立在艺术媒介的差异性和

多样性之上的，要理解和认知艺术的统一性与共通性，

就有必要从本体论的视角探讨艺术的跨媒介性，以瓦

格纳的“统合艺术品（Gesamtkunstwerk）”为研究对

象。统合艺术品“把艺术的各个分支用作手段加以统

合”[17]，把诗歌、音乐和舞蹈统合成歌剧。作为浪漫主

义以来的核心概念，“统合艺术品”是各门艺术的多媒

介或跨媒介的融合，是各门艺术理想表达效果的融通，

“从19世纪的歌剧到20世纪早期电影的诞生，再到电

子艺术、录像、偶发艺术、60年代的混合媒介戏剧，一

直到今天的数字多媒体互动形式”[17]。

统合艺术品的概念为理解各门艺术的跨媒介实践

提供了基础。人们将依据主体的感知重点考察词语艺

术、视觉艺术、听觉艺术和综合媒介艺术的跨媒介性。

词语艺术是用词语媒介来创造审美形象的艺术，包括

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具体形式。依据跨媒介研究

范式，词语艺术的表现手段及其文学效果不仅被其他

艺术形式广泛借鉴，而且促成了一些重要的跨媒介范

畴，如跨媒介叙事、语图关系、“艺格赋词”等。视觉艺

术是用造型媒介来创造视觉审美形象的艺术。它既包

含传统美术门类的绘画、雕塑、建筑与工艺美术，也涵

盖现成品艺术、装置艺术、身体艺术等当代艺术形态。

伴随视觉文化的来临，视觉艺术日益成为当代的主导

艺术。无论对于各门艺术的跨媒介研究还是艺术学理

论的跨媒介建构来讲，视觉艺术都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与组成部分。听觉艺术是用声音为媒介来创造听觉审

美对象的艺术。在跨媒介研究中，听觉艺术不仅作为

跨媒介创作的重要素材被其他各门艺术广泛借用，比

如听觉艺术中的节奏、韵律等，而且由此形成了诸多重

要的跨媒介论题，比如“建筑是凝固的音乐”等。综合

艺术是指由两门或多门艺术共同铸造的新艺术形式，

兼具词语性、视觉性、听觉性，或涉及到词语艺术的听

觉化、听觉艺术的视觉化等状况。综合艺术本身包含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艺术媒介，是以跨媒介性和艺术的

共通性为特征的，例如，歌剧、影视、动漫、新媒体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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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等。

具体而言，各门艺术的跨媒介研究，一是研究这四

门艺术内在的跨媒介性，即某门艺术对其他艺术的媒

介特性、形态特征、创作理念的借用、借鉴与融合；二是

对四门艺术之间的交互关系和跨媒介性的比较研究，

涉及各门媒介属性及其表达效果的融通；三是考察四

门艺术跨媒介性的历史演化与发展，对各时期的主导

艺术与其他艺术之间的交互关系，各门艺术交替发展

的历史轨迹，以及跨媒介性在各门艺术中的历史性演

变等问题做具体研究；四是在数字媒介时代考察当代

中国各门艺术的存在状况，研究各门艺术的跨媒介发

展导向。

第三，阐释艺术跨媒介研究中的基本理论问题。

在各门艺术跨媒介性研究的基础上，从历时性与共时

性的双重维度，总结跨媒介话语实践的核心观念与方

法。首先，历时性地梳理跨媒介研究的发展及其当代

问题；其次，共时性地阐释跨媒介艺术的媒介物质性与

界面性，包括微观上的模态关系研究和宏观上的媒介

生态研究；最后，系统性地进行话语类型分析，为艺术

学理论的跨媒介建构提供坚实的观念与方法。

具体而言，它涵盖四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艺术跨

媒介研究的学术史梳理。一方面对传统的姊妹艺术、

艺术交互关系、艺术类型学与比较艺术展开系统梳理

与研究；另一方面对数字媒介时代的新媒体艺术、交互

艺术、人工智能艺术等当代跨媒介艺术展开批评和分

析。二是艺术跨媒介的模态关系研究。这是一种微观

的、基于模态关系的类型学研究。一切艺术媒介都是

以物质模态、感觉模态、时空模态和符号模态等四种模

态形式实现的[12]。正是模态把艺术的媒介物质性、审

美感知与理性认知整合成一个媒介复合体。因此，艺

术的多模态关系是艺术跨媒介性研究的基石，它为重

新划分艺术类型奠定了理论基础。三是艺术跨媒介的

媒介生态研究。这是一种宏观的媒介环境学研究，旨

在探讨语词媒介、视觉媒介、听觉媒介、综合媒介等不

同媒介形式在媒介生态系统中的持续跨界现象及其生

成机制。四是艺术跨媒介的理论话语研究。在历时性

的维度，人们将系统梳理艺术科学、美学、艺术哲学、姊

妹艺术、比较艺术、媒介理论和跨媒介性研究中的各种

话语模式；在共时性的维度，人们将从艺术品的互文

性、艺术媒介的跨媒介性和艺术体制的跨媒介运作

三个层面具体分析跨媒介比较话语及其隐含的观念与

方法。

第四，转向跨媒介艺术学理论的知识学建构问

题。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场域，艺术学理论的跨媒介建

构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

一是跨媒介艺术基本理论。它旨在从艺术媒介的

交互关系入手反思现有的艺术基本理论问题，揭示艺

术内在的统一性和共性原理。跨媒介艺术基本理论在

中国具有本土特色。它强调艺术技法上的共通性，“人

之学画，无异学书”（郭熙《林泉高致》）；重视艺术风格

上的相通性，“诗画本一体，天工与清新”（苏轼）；突出

艺术媒介效果上的共通性，严羽说唐诗“如空中之音，

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追

求艺术本体论上的相通性，如宗白华所言“中国画与中

国戏曲都讲求‘气韵生动’”，“诗和画中表现的空间意

识，是中国人节奏化、音乐化的宇宙感”[18]。如果从中

国特色的大艺术观反思中西艺术理论中的跨媒介问

题，那么就有可能重构艺术的基本原理、观念和方法，

为比较和整合各门艺术的主体论、风格学、意境论、本

体论等观念提供合法性依据。

二是跨媒介艺术史。作为方法论，艺术跨媒介的

比较研究为克服门类艺术史的局限性，寻求不同门类

艺术史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各种可能性。首先是两种或

两种以上艺术媒介之间的比较艺术史。比如，基于语

词艺术的图文关系史、跨媒介叙事史，基于视觉艺术的

音乐图像史、图像叙事史，基于听觉艺术的音乐化小说

史、图像音乐史，基于多媒介艺术（集绘画、影像、装置

和表演为一体的艺术形态）的跨媒介表演史，等等。第

二是跨媒介的专题艺术史。比如，中国早期融诗歌、音

乐、舞蹈为一体的乐舞艺术史；中古时期包含建筑、壁

画、雕塑、文学、音乐与表演为一体的宗教艺术史。比

如，20世纪以来伴随摄影、电影等各种运动影像技术

的大量使用，绘画、雕塑、画报、印刷广告、摄影、电影和

各种彼时的视觉技术共同塑造了一种新的视觉文化

史；20世纪中叶以来以媒介融合、媒介转换为特征的

综合媒介艺术史，等等。第三是艺术的文化风格史。

在特定历史时期，若干艺术门类形成一种明显的共同

精神倾向和审美风范，理论界用“时代精神”“时代风

格”“时代之眼”等称呼这种艺术的总体文化风格，多种

艺术门类在主题、思想意蕴、情感结构、形式风格等方

面会有许多共通性，比如，中国的汉代艺术、魏晋风度、

盛唐气象等，西方的文艺复兴、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当代艺术等。

三是跨媒介艺术批评。跨媒介艺术批评改变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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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批评、戏剧批评、影视批评、美术批评、音乐批评等特

定艺术门类批评各自为营的格局。第一，鉴于艺术的

整体性，它倡导一种大艺术批评观，即一种跨门类艺术

的复数性艺术批评。第二，基于艺术的跨媒介性，它主

张加强媒介文本之间的比较批评（CTM），即门类艺术

之间的跨媒介比较批评。比如，以诗、乐、舞间的比较

批评，诗歌、书法与绘画间的比较批评，诗歌、音乐与戏

曲间的比较批评，戏剧与电影之间的比较批评，等等。

第三，顺应当代艺术的跨媒介实践，超越单一门类艺术

的多媒介综合艺术，如数字交互艺术、装置艺术、行为

艺术、观念艺术等，迫切需要一种综合批评。这种批评

方法更侧重各种艺术媒介之间在经验表征方式、艺术

形式风格和媒介表达效果上的共通性。

四是跨学科的跨媒介性研究。在跨学科的视野

中，充分借鉴媒介传播学、媒介考古学、多模态语言学、

媒介文化研究等相关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对艺

术媒介性和跨媒介性的核心概念、范畴、原理、观念和

方法进行提炼，进而通过充分的协商、争鸣和对话，建

构艺术界共同体共享的知识型。

第五，跨媒介艺术学理论文献的整理与分析。将

从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双重维度对中西古今相关经典文

献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整理与分析，构建跨媒介艺术学

理论经典文献的“全景图”。

首先是中西跨媒介艺术研究的传统文献资源整理

与分析。围绕核心作者（key authors/writers）、核心文

本（key texts）、核心概念（key concept and category）三

个方面，分别整理中西各具特色的跨媒介性艺术理论

文献，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两者的差异性与共通性。然

后是数字人文与当代跨媒介理论资源的整理与分析。

采取数字人文的方法，把文献收集与内容分析、文本挖

掘与数据可视化结合起来，以当代问题和眼光挑选、编

排、重构跨媒介艺术研究文献。它既包括对传统文献

资源的重选，也包括对当代文献资源的构建。最后是

中外艺术理论跨媒介研究文献的索引系统。基于数据

挖掘和可视化分析，系统整理相关基本文献书目，建设

文献书目数据库，把文献书目分类排列，方便研究者在

线检索相关文献资源，为艺术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提供

文献支持

三、结构与方法

本课题主要以总问题“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

理论体系”为导向，围绕“艺术学理论”“跨媒介”和“知

识学”三个关键词设计子课题。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

人文学科，艺术学理论是本课题的研究对象。“跨媒介”

是本课题的研究路径，即通过艺术的跨媒介比较找到

各门艺术之间的共通性规律，为建构艺术学理论体系

提供合法性依据。“知识学”是本课题的研究视角，旨在

把艺术学理论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场域，研究知识形成

的过程及其各种表现形态，并对知识的性质、知识与世

界的关系展开系统的分析。作为人文学科，艺术学理

论知识具有内在的价值维度，不能独立于人类的心灵

而存在，它是人、艺术品、世界与媒介技术之间在交互

作用中不断生成的。因此，本研究从建构论的视角出

发，在人文主义的知识语境中探讨艺术学理论知识

“跨媒介建构”的过程及其内在于人类精神世界的文化

逻辑。

与自上而下的哲学思辨和自下而上的经验归纳不

同，艺术的跨媒介研究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条路

径。按照从具体到抽象、从微观到宏观、从经验到思辨

的逻辑推理，本研究设计了层层递进的四个子课题。

子课题1：各门艺术的跨媒介研究（何成洲教授主

持）。它是对词语艺术、视觉艺术、听觉艺术、综合艺术

等各门类艺术跨媒介实践的具体经验考察，以及对各

门艺术跨媒介性的观念基础、历史演化与理论阐释的

综合性研究。该子课题是总课题研究的现实基础，为

课题整体的理论研讨提供了切实的研究素材与依据。

这主要包括各门艺术在创作上所遵循的跨媒介观念，

各种艺术品内在的跨媒介呈现与外在跨媒介构成，各

艺术流派与艺术运动对跨媒介理念的阐发，跨媒介观

念在艺术生产-传播-接受的艺术机制中的运用，以及

跨媒介性在各门艺术的创作观念、作品形态、艺术机制

等方面的历史演化与流变。

子课题2：艺术跨媒介研究的基本问题（李健教授

主持）。如果说子课题 1是对跨媒介艺术文本的文类

研究，那么子课题2则是跨媒介艺术比较的话语分析，

旨在对跨媒介艺术研究中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探讨。

在具体议题设计上，它是一种总—分—总的模式。首

先是跨媒介艺术研究的学术史梳理；然后分别从微观

与宏观两种视角进行艺术跨媒介的模态关系研究和艺

术跨媒介的媒介生态研究；最后从艺术品的互文性、跨

媒介性和跨媒介艺术体制三个层面进行系统性的话语

类型分析。

子课题3：艺术学理论的跨媒介建构（周宪教授主

持）。它是在经验分析、媒介考察的基础上，对跨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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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原理、艺术史学、艺术批评模式与跨学科研究范

式的理论提炼。该子课题是总课题研究的直接呈现，

以理想类型的方式表征了“跨媒介建构”的四种知识学

范式。跨媒介艺术学原理旨在以中西跨媒介艺术研究

的理论成果为基础，通过各种方法论的视域融合，进行

基本理论的概括和提炼。跨媒介艺术史学旨在历时性

地考察艺术跨媒介性在表征方式、艺术风格、表意模式

等方面的历史演变规律，构建综合性的跨媒介艺术通

史。跨媒介艺术批评模式旨在共时性地分析具体的跨

媒介艺术现象，构建跨媒介艺术批评的核心概念、范

畴、价值与方法。跨媒介性的跨学科研究旨在结合艺

术的跨媒介性特征、形态及其历史演变的规律，对来自

哲学、符号学、传播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其他学科的跨

媒介理论，进行系统的阐释与分析，实现方法论上的

“视域融合”。

子课题 4：跨媒介艺术理论的文献学与资源建设

（黄厚明教授主持）。从古到今，中西跨媒介艺术研究

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文献资源，它既是前三个子课题研

究的文献总结，也是后续跨媒介研究的文献基础。从

卷帙浩繁的历史文献中整理出经典的跨媒介性艺术理

论文献，建设跨媒介艺术学理论文献的“全景图”和电

子文献数据库，是艺术学理论跨媒介建构的必要前提

和进一步探索的文献基础。

四个子课题分别从文本论、话语论、知识论和文献

论四个层面建构了本课题的主导逻辑体系。每个子课

题致力于回答艺术学理论的相应问题，从而搭建了本

课题的总体框架。

子课题之一是“文本论”。其任务是为了从艺术文

本的视角，按照文本的类型来探索各门类艺术品内部

的跨媒介性（如文学的音乐性、绘画的叙事性、音乐的

视觉性等）和各门类艺术品之间的跨媒介性（如图文

本、小说的电影改编、跨媒介叙事、跨媒介的操演性

等），从而在经验上把握艺术跨媒介性的内在特征、表

征方式及其在艺术史中的演化规律，提炼出一些可供

艺术学理论建构的基本概念与范畴。

子课题之二是“话语论”。这部分是本课题的重

点，主要从历时性和共时性、微观与宏观的双重维度探

讨跨媒介研究的基本问题，并运用话语分析法，深入阐

释跨媒介艺术研究的话语模式、话语结构、话语功能及

其知识论上的建构意义。具体而言，无论是姊妹艺术

研究（如莱辛的《拉奥孔》）、主导艺术研究（如豪泽尔的

《艺术社会史》）、美学中的艺术类型学（如黑格尔的《美

学》）、比较文学中的比较艺术研究等传统话语模式，还

是晚近兴起的多模态媒介关系研究、媒介生态学、媒介

考古学等当代跨媒介话语模式，都有力地提出了一些

具有共通性的艺术命题和原理。

子课题之三是“知识论”。这部分主要是从知识学

建构论的视角，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

原则，加强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尝试打通“道”与“器”、

“人文”与“技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从史、论、评

和跨学科模式四个方面建构作为人文学科分支的艺术

学理论知识谱系。

子课题四是“文献论”。它既为整个课题研究提供

文献研究的基础，也通过文献学比较来遴选跨媒介艺

术研究经典，提炼具有方向指导意义的文献目录、核心

著作和重要关键词。

在方法论上，从文本细读、话语分析、理论建构到

文献比较，四个子课题之间相辅相成，有助于形成有

机、系统的艺术学理论体系。跨媒介艺术学理论将不

仅有效地修正本学科固有的研究方法与思维路径，而

且对当代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化、媒介化、数字化的新艺

术现象会具有很强的阐释力。具体而言，本课题研究

有志于实现以下预期目标。一是重新梳理学术史与思

想史脉络，探究各主旨观念、关键概念与术语内在的关

联性与共通性，建设完善的艺术学理论知识谱系。二

是重新界定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范畴与方法，建设

起具有独立学术价值，且明确区别于美学、艺术哲学的

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三是结合当代中国艺术的一般

状况与典型现象，发展出具有当代性的中国艺术学理

论的阐释体系。四是通过中西跨媒介研究的文献学比

较和作者、书目的异同分析，楬橥中西艺术理论界关注

点和理论取向的差异，加强中国学界自身的反思性和

批判性，在知识学上调整方法论观念，提倡客观、完整

地把握、理解和阐释西方跨媒介艺术研究的理论成果。

四、结语

一门学科的成熟和发展，有赖于作为学科基础的

资源建设。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艺术理论文献

在资源建设上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为这一学术领域产

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提供了基础条件和必要资源。不

过，面对数字媒介时代跨媒介艺术实践的挑战，如何推

动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

力，仍是一个时代课题。从艺术的跨媒介性切入，通过

艺术的跨媒介比较研究来建构艺术学理论的知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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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是一个具有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路径。本研

究希望通过艺术的跨媒介性研究及其相关文献的整理，

促进相关核心概念、范畴、命题和方法的当代转换，使其

在跨媒介艺术实践与跨媒介艺术批评中焕发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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