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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艺术分类的一般原则与哲学基础

　　艺术分类的哲学，就是艺术本质的规定性

　　艺术分类是艺术研究的基础。艺术分类是对艺术类别的辨识，也是不同表现工具（材

料）和通过不同技艺呈现方式的结果。艺术类型是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艺术发生和

发展过程中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结果。艺术分类的意义在于揭示各个艺术类型所具有的独特

的艺术性能。艺术的分类是本体性的，是对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自身特征的选择归

类。惟其如此，艺术的分类就是对构成艺术自身特征的分类。这是一种自足性的概念，没

有外延和溢出性的阐释。艺术类型则是对艺术特征的选择性概括，是人类为了辨识艺术自

身而对艺术作的本体特征上的属性分类，因此，它与艺术的思潮、艺术的流派，以及艺术

的内容题材和风格体裁无关。这是艺术分类的逻辑起点和哲学基础。

　　艺术分类的基本依据是艺术的本质特征，惟其如此，艺术分类的哲学就是一种特征的

哲学——依据艺术的基本特征，厘定规则和制定标准，来展开对艺术的分类。艺术分类的

哲学基础，就是人类认识和命名艺术特征的基础。艺术分类的哲学是一种同中求异的哲

学，共性中进行个性归类的哲学。可见，艺术分类的哲学，也就是艺术本质的规定性。

　　艺术分类的两大刚性原则

　　分类标准是分类的尺度，采用不同的标准，就会划分出不同的艺术类别。艺术类型即

艺术特征，包含了人类对艺术分类的矛盾认识。艺术的类型性要义在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

同一性，共性与个性的同一性。这是艺术分类的基本性逻辑。

　　艺术分类的第一刚性原则是分类标准的统一性。统一性也就是单一性。这就是说，对

艺术进行分类的时候，运用的分类标准只能是单一的，不能交叉或重叠。交叉或重叠的分

类标准，违反了艺术分类的最基本原则，这是因为，用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归纳出不同的

艺术类型。这是艺术分类最基本的单一性原则。

　　艺术分类的第二刚性原则是分类标准的稳定性。分类标准的稳定性更主要的是就历史

尺度而言。因为艺术分类标准的稳定，才能带来人类识别艺术类型的稳定,同时能分门别

类地进行艺术的实践。稳定性是艺术类型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和理由，也是一切艺术作为类

型的基本要求。没有了一定的类型稳定，也就没有了我们对个别艺术类型的识别。我们以

艺术媒材（材料）和技艺的区别而对艺术进行的基本分类，如音乐、舞蹈、戏剧、美术、

曲艺、杂技、魔术等，就是最稳定的一种艺术分类，长期以来成为基本艺术实践的支撑。

　　作为艺术分类的两大刚性原则，单一（统一）性与稳定性是互为因果的，它们相为依

存，共同构筑起艺术类型的尺度基础。这两大刚性原则，与艺术的分类标准构成一种

“虚”的金字塔结构，它们内在相为支撑而存在，完成一个基本的艺术分类的哲学判断。

　　艺术分类的三大基本模式

　　艺术类型的三大分类模式，指的是大类分类模式、基本分类模式和细化分类模式。基

本分类模式是人类对艺术分类最基本的思考结果，艺术的基本类型是一种最本质的艺术类

型。艺术的最本质特征是叙事——为何叙事和如何叙事。艺术的这种本质特征，决定了艺

术分类上的最基本类型——不同媒材（表现材料）和技艺的叙事所构成的不同的艺术类

型，也称作艺术样式或艺术门类。

　　艺术的基本类型是艺术在叙事上的基本特征的抽象，或者说是对艺术这一基本概念如

何叙事的抽象概括。由于各种叙事材料（媒材）和技艺的相异，就得出了艺术的基本序列

类型。虽然历史上对这种基本类型序列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但依照叙事材料（媒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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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田粉红）

技艺概括出的艺术基本类型，却是大同小异的，这就是一般所说的音乐、绘画、舞蹈、戏

剧、雕塑、建筑、摄影、电影，以及说唱曲艺、工艺美术和广播电视艺术，等等。艺术的

基本类型代表了艺术的基本特征，也代表了艺术分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除了艺术的这种

最基本的特征外，艺术的特征还可以分层级，这就构成了艺术的不同分类法——运用不同

的规则和标准，对艺术进行的类别划分。即可以在基本类型的基础上，划分出不同层级的

艺术类型。这就是向上层级的大类化和向下层级的细分化。

　　向上层级的艺术类型划分，可以说是一种对艺术进行的大类型分类法。与基本性的艺

术分类不同，大类性的艺术分类是按照艺术的总体行为特征，对其进行抽象的大类归类，

这是自古以来最为流行的艺术分类法。但这种艺术分类实际上并不是艺术的基本分类，而

是一种依据不同抽象原则的大类分类。因此，对这一层级的艺术分类，分类的方法和结果

多种多样。譬如按照时间和空间原则分类的时间艺术、空间艺术和时空结合艺术；按照艺

术功能原则分类的实用艺术、纯粹艺术和两者结合的艺术；按照艺术呈现对象原则分类的

具象艺术和抽象艺术；按照对艺术感知方式分类的视觉艺术、听觉艺术和视听结合艺术；

按照对艺术创造方式的呈现分类的再现艺术、表现艺术和再现表现结合艺术，等等。大类

分类归纳出的艺术类型，是对总体的艺术而言，并不指对具体的艺术门类（样式）。如我

们一般所说的宫廷艺术、文人艺术、宗教艺术、民间艺术，或者城市艺术、乡村艺术，甚

至精英艺术、大众艺术等。这种大类的分类，是一种对艺术的哲学、社会学甚至政治学的

分析。

　　向下层级的艺术类型划分，是一种对艺术基本类型进行的再分类，也就是对艺术的基

本类型进行的再细分化分类。细分化分类是依据构成这一艺术类型的三个特殊要素——媒

材、技艺和（如何）叙事，再进行分门别类展开的。由于每一种基本艺术类型，在媒材、

技艺和（如何）叙事三要素上的差异性，故而对其细分化的再分类，结果也是各不相同

的。细分化分类实际上是将大类分类和基本分类的方法再次重复。换一种角度说，对某类

艺术类型进行再分类，是对其本体条理性、系统性和精密性认识的结果，是对已经发生的

艺术行为的一种更为细致的再认识。这种再认识是艺术行为自身差异性的结果，而这种差

异性是由于艺术行为不同的表现工具和呈现方式的结果。譬如对戏曲按照语言、唱腔和表

演划分的剧种概念，就是对戏曲这种戏剧类型的一次再分类，而且这种再分类，也只存在

于中国的戏曲艺术中。

　　艺术分类是依据一定的原理、规则和标准，对艺术进行的分类。这种原理、规则和标

准，也就是构成艺术的原理、规则和标准，或者说，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原理、规则和标

准。从逻辑上说，艺术分类的原则和标准是绝对的，即具有排他性，但从历史角度看，它

又是相对的，即艺术分类的原则和标准，随着对艺术认识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艺

术分类的意义，原则上可以分为理论与实践，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这样三大方面。理论上

的意义是为了更好地辨识艺术，实践上的意义却是为了更好地使用艺术。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艺术与传播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艺术百

家》2017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胡子轩/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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