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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艺术学青年学者论坛在南京艺术学院隆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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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5日上午八点十五分，“第二届全国艺术学青年学者论坛”在我校逸夫图书

馆报告厅隆重开幕。校党委书记米如群、院长邹建平、副院长刘伟冬，南京大学艺术

学院院长周宪教授、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廷信教授、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

韩锺恩教授、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凌继尧教授、校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所长黄惇教授、

音乐学研究所所长居其宏教授等出席开幕式并在主席台就坐。出席本届论坛其他嘉宾

有：《文艺报》文艺评论部主任熊元义先生、《中国社会科学报》江苏站站长郑飞先

生、《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徐子方教授、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

长康尔教授、《艺术百家》常务副主编楚小庆先生、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史论系主

任李宏教授，南京艺术学院机关部门和各二级院的领导，以及本届论坛支持媒体的编

辑代表，他们是《文艺报》、《文艺研究》、《美术观察》、《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华读书报》、《江海学刊》、《江苏社会科学》、《南京社会科学》、《艺术百

家》、《学海》、《南京大学学报》、《东南大学学报》、《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音乐与表演版）、《上海音乐学院学报》、

《艺术学研究》（丛刊）、《艺术学界》（丛刊）、《艺术学》（丛刊）。 
  开幕式在邹建平院长简短而隆重的致辞中开始，邹院长首先对来自全国的青年学

者以及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在“体现当代青年学者的精神担当，为艺术学青年学者

脱颖而出搭建平台”。在这样的主旨下，希望更多的年轻学者能够在论坛中开阔视

野，各有所获，并共同为艺术学学科的灿烂未来谱写新的篇章。 

        接下来，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代表致辞。南京艺术学院的黄惇教授发言说：从

学科与人才成长的规律来看，艺术学理论学科目前还较为年轻，因此迫切需要更多具

有学科自觉意识的年轻学者来共同促进艺术学学科的辨识、成长，为艺术学学科的发

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南京大学的周宪教授致辞，周宪院长首先鼓励年轻学者用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和

观点，在当下复杂的艺术学学科状况下对于艺术学以及艺术理论能够有所阐释，维护

艺术学以及艺术理论的合法性、合理性，承担起探索艺术学以及艺术理论新里程的重

任。 

        上海音乐学院韩锺恩教授在发言中指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不同于艺术美

学，它关系到具体艺术中的诸多问题。怎样处理艺术理论与艺术作品间的关系，充分

发挥艺术理论学科在艺术学当中的作用，是解决学科发展中的矛盾、维持艺术学整体

动态平衡的关键。 

        开幕式结束之后，所有嘉宾与青年学者共同合影留念。上午九点，论坛正式拉

开序幕，进入到学术报告与交流阶段。第一单元中青年学者的发言，虽着眼于不同门

类的艺术研究，但共同探讨了一个话题：“艺术与当代社会转型”，厦门大学中文系

的博士后林清华《想象镜照:台语片与台湾乡土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一文，从艺术社会

学的侧面考察了台湾乡土社会现代性转型对台语片产生的互文性再生产的影响，最终

导致台语片的沉寂；北京建筑大学的仝朝晖《日本画战后转型中的横山操艺术》通过

对日本画家横山操的艺术风格的研究，探寻战后日本画家积极寻求传统绘画的现代化

转型，以及这种转型对整个日本画战后绘画发展的影响；东南大学章旭清的《西方艺

术终结论的中国化问题》认为，“艺术终结论”诞生于西方语境，在中国社会的现代

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也要面对“艺术终结”的问题，中国文化建设不能照搬西方的

路径，应该兼采中西观念之长，建立起“中国化”的艺术道路。南京大学周计武的论

文《什么是我们的当代艺术？》认为，当代艺术是各种力量相互博弈、彼此协商的产

物，有契合、有疏离、也有批判，已经失去了历史的方向和判断的标尺，从而陷入前



所未有的困境。 

        青年学者发言之后，由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凌继尧教授发表评论，他指出：四位

青年学者的发言均以“转型”为关键词，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社会转型中的艺术问题。

林清华的论文阐述了20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台湾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都

市社会过程中，台湾乡民生活与乡村意识形态在台语片中的体现及该艺术形式在转型

中没落的原因；仝朝晖论文中提到的日本艺术家个案，展现了日本艺术在战后转型中

既保留民族传统，又积极打上世界性标签的做法，对中国当下的艺术很有借鉴意义；

章旭清论文提出的“艺术终结论”问题，实际上体现了当下艺术自律的危机和艺术疆

界的不断拓宽，而作者提出应以顺应乐观的姿态迎接艺术大众化的转型；周计武论文

在社会转型期的历史语境中审视当代艺术的文化逻辑，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前沿话

题，作者提出了自己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观点，颇具创新之处。 

        论坛的第二单元由南京大学周宪教授担任点评嘉宾，四位青年学者东南大学唐

卫、湘潭大学杨向荣、上海大学杨国柱、上海大学王奕围绕“艺术品的观看与描述”

的主题展开讨论，唐卫的《论郎静山“集锦摄影”的中国美学——“六法”失读，读

艺应从“具体艺理”开始》指出了郎静山对“六法”的失读及这种误读背后的原因，

并试图揭示郎静山作品风格背后的真正指导原则；杨向荣《虚拟世界中的“重图轻

文”——微博的图文景观及其反思》指出微博“重图轻文”现象实际上是读图时代

“图文战争”的一个缩影；杨国柱《空间的意义:论中国电影海报中观看新视角》提出

电影海报中的空间观念从来就不是一种单纯的几何空间，它是在各种视觉隐喻的形象

中建构起来的，空间在此是视觉的作用场；王奕《“事实”与“叙述”的博弈：视像

时代的记实影像——浅析纪实影片与作为艺术呈现载体的记实影像之区别》认为在视

像泛滥的当下，对纪实影片与作为艺术呈现载体的纪实影像重新厘定与阐释，是对影

像的一种个性思考。 

        四位嘉宾发言之后，点评人周宪教授指出：四位青年学者的话题均与视觉文化

相关。唐卫的论文以“误读”展开，而许多的创造性误读实际上也能成为艺术发展的

动力，此外也应注意，艺术创作者往往会从实践出发改造理论，从而使得艺术理论得

到新的发展；杨向荣的论文阐述了语言和文本的关系，而当下大量图像信息的接收所

带来的注意力衰落乃至精神的贫困，值得研究者反思和注意；杨国柱的论文从空间理

论入手，方法新颖，但问题意识不够集中，有待作深入加工；王奕论文以艺术创作中

的主客观来区分纪录电影和纪录影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未必能涵盖这一问题的

复杂内涵。总体而言，众多青年学者的研究具有充分的人文关怀和创新观点，并能利

用不同的理论资源对艺术个案展开分析，但是应注意从理论落实个案后对理论的回

归，进而彰显艺术学学科的鲜明特色和独特价值。 

        截至发稿时，青年学者的讨论还在继续。作为此次论坛的有机部分，“研究院

2013年学术季活动圆桌论坛·第三回：艺术学理论的视域与方法”也将在开幕式当天

晚上举行，此次圆桌论坛，以将以“沙龙”的形式举行，就什么是我眼中的艺术学理

论，究竟用什么方法对艺术学进行研究，各个艺术门类研究之间的壁垒等问题展开讨

论，希望在在平等对话、自由沟通，理性思辨，相互论争的过程中，开阔研究视野，

推进学科建设。（张婷婷    王谦   赵笺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