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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黑田鹏信的艺术学思想对宗白华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黑田鹏信作为 ２０ 世

纪初日本一般艺术学独立运动的重要奠基人ꎬ他的艺术学思想传入中国ꎬ在一定程度上

对于中国现代艺术学的发展起到了启蒙和桥梁作用ꎬ促进了中国早期艺术学研究和文

艺理论的发展ꎮ 宗白华作为中国现代艺术学的奠基人ꎬ其艺术学思想的形成ꎬ除了与玛

克斯徳索有着非常明显的关联外ꎬ与黑田鹏信的艺术学理论也有着渊源关系ꎮ 黑田

鹏信主要在艺术创作论、艺术鉴赏论、艺术功能论等方面影响了宗白华艺术学思想的形

成ꎮ 因而ꎬ从一定意义上来说ꎬ探究宗白华艺术学思想的渊源ꎬ不能忽视黑田鹏信的影

响因素ꎮ
〔关键词〕一般艺术学ꎻ思想渊源ꎻ黑田鹏信ꎻ宗白华

黑田鹏信 １８８５ 年生于日本东京ꎬ早年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攻读美学专

业ꎬ有着较为深厚的美学与艺术学理论素养ꎬ而早年这些理论知识的积淀为他后

来进一步探讨美学与艺术学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ꎬ并最终成为日本著名的艺

术理论家和艺术评论家ꎮ 黑田氏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曾经先后担任东京文化学

院讲师和东京家政大学教授等职ꎮ １９６７ 年黑田氏病逝ꎮ 黑田氏不仅是日本著

名的艺术理论家和艺术评论家ꎬ而且还曾是日本首位以美的观点评论都市的著

名学者ꎮ ２０ 世纪初ꎬ受到西方尤其是德语文化圈中文艺运动的影响ꎬ黑田作为

领军人物引领了日本一般艺术学独立思潮的酝酿和发展ꎮ 黑田的艺术学思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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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中国留学生译介到中国ꎬ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早期艺术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的

发展ꎮ
宗白华作为中国现代艺术学的著名奠基人之一ꎬ其艺术学思想的形成除了

深受以玛克斯徳索为代表的德国艺术学独立运动之影响外ꎬ也深受日本艺术

学理论尤其是黑田鹏信的艺术学理论之影响ꎮ 察之现代中国艺术学史ꎬ或者翻

检一下中国早期艺术学论著ꎬ不难发现ꎬ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西方一般艺术学运

动以及 ２０ 世纪初日本美学与艺术学理论ꎬ对中国早期艺术学研究与学科建设起

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ꎻ中国现代艺术学奠基人宗白华、滕固、马采、俞寄凡、邓以

蜇、蔡元培、丰子恺等大多有着深厚而丰富的留学背景ꎬ他们的艺术学思想离不

开西学东渐潮流影响下的西方艺术学独立思潮的影响ꎮ〔１〕

一、黑田鹏信与日本“一般艺术学”思潮

西方“一般艺术学”思潮是在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诞生和发展起来的ꎮ 一

般艺术学的诞生是当时艺术实践自身发展的需要ꎮ 近代以来ꎬ随着艺术实践的

发展ꎬ以及科学主义美学思潮的影响ꎬ艺术逐渐告别“美”的实践ꎬ要求艺术的理

论对艺术与美之间的异质性能做出理论回应和学科反思ꎬ要求艺术学从美学中

独立出来ꎮ 其中ꎬ最值得关注的是德语文化圈中的一般艺术学独立运动ꎮ 同时

由于实证主义的发展ꎬ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原属于哲学架构下的美学ꎬ一般艺术学

作为新学科的独立出现也就如新芽破土而出了ꎮ 日本学者大西升认为:“自 １９
世纪后期起ꎬ针对美学而提出要探讨艺术自身问题的艺术学要求兴盛起来ꎮ” 〔２〕

德国学者康拉德费德勒指出美学与艺术学二者之间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

法等根本问题上的完全不同ꎬ他认为:“美学的根本问题是跟艺术哲学的根本问

题截然有别的东西”ꎬ〔３〕这是关于美学与艺术哲学关系探讨的先声ꎮ 随后ꎬ格罗

塞(Ｅ. Ｇｒｏｓｓｅꎬ１８６２ － １９２７)在«艺术的起源»中阐述了他对于建立艺术科学的立

场和基本观点ꎬ从其对艺术科学和艺术哲学的区分来看ꎬ表明他要呼唤创建一种

研究艺术一般规律的新学科ꎬ他在其专著«艺术学研究»中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

即用民族学的方法来研究艺术问题ꎮ
从 １９ 世纪中后期费德勒对一般艺术学理论构想的酝酿ꎬ到 １９０６ 年玛克

斯徳索出版专著«美学与一般艺术学»ꎬ〔４〕象征着一般艺术学的初步形成ꎮ 玛

克斯德索还于 １９０６ 年创办«美学与一般艺术学»杂志ꎻ７ 年后ꎬ德索在柏林主

持了“美学与一般艺术学”为主题的第一届国际美学大会ꎮ 这足以标志着一般

艺术学已经成为新的独立学科ꎬ而徳索的著作«美学与一般艺术学»也就成为

“２０ 世纪德国美学发展的一面镜子”ꎮ〔５〕

“一般艺术学”独立思潮在玛克斯徳索以及后来德国学者乌提兹(Ｅ.
Ｖｔｉｔｚꎬ１８８３ － １９５６)等学者的积极探索和倡导下ꎬ得以广泛普及并迅速传播开来ꎬ
走向世界化轨道ꎬ为诸多国家学者所接受ꎬ并在俄国、日本、中国等许多国家产生

较大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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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日本一般艺术学独立思潮而言ꎬ２０ 世纪早期ꎬ日本一大批艺术学家和美

学家积极响应并倡导德语圈一般艺术学独立运动ꎬ他们就一般艺术学的对象和

方法、美学与一般艺术学以及门类艺术学的关系展开了丰富而深入的探讨ꎮ 黑

田鹏信就是这次日本艺术学独立思潮中的一位主力干将ꎮ 在这次运动中ꎬ黑田

积极主张并推动艺术学成为独立的学科ꎮ 玛克斯德索第一次使用该专业名词

是在其 １９０６ 年的专著«美学及一般艺术学»中ꎮ〔６〕关于美学和艺术学的关系ꎬ黑
田致力于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中将二者作出区分ꎬ以强调必须建立作为独立

学科的艺术学ꎮ 他曾指出:“美学的对象是美ꎬ艺术学的对象是艺术ꎬ要是这样

说起来ꎬ确是极简单的所以两者间要生出混杂”ꎮ〔７〕因而ꎬ在黑田鹏信看来ꎬ
美学与艺术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既有交叉ꎬ又有不同ꎮ 美学以美为对象ꎬ但
研究范围远远比美宽广得多ꎬ而艺术学则以艺术为对象ꎬ其范围比较把美作为对

象来讲则狭小的多ꎬ故而专门研究艺术的学问ꎬ还是应该把美学与艺术学区别开

来ꎬ称作艺术学为是ꎮ 毫无疑问ꎬ黑田鹏信的艺术学思想是建立在费德勒、格罗

塞、徳索等所主张的艺术学独立思潮基础之上的ꎮ 为了进一步区分美学与艺术

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ꎬ以强调艺术学的学科独立性ꎬ黑田先后编写了«美学

概论»、«艺术学纲要»和«艺术概论»等专业著述ꎬ以此而确立艺术学的学科地

位ꎮ
德国的一般艺术学独立运动对日本的影响既深且广ꎮ 人们知道ꎬ若从世界

文化史来看ꎬ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便加快了融入西方的历史进程ꎬ在学习西方先进

文化和历史哲学等方面自然也就先于中国ꎮ 美学与艺术学方面亦是如此ꎮ 在德

语圈一般艺术学运动的影响下ꎬ日本先后出现了一批著名的艺术理论家和艺术

批评家ꎬ同时还产生了一些相关的学术专著ꎬ李心峰指出:“在日本的美学界ꎬ自
大正五年(１９１６)到二三十年代ꎬ围绕着艺术学的问题展开了非常热烈的讨

论ꎮ 之后ꎬ艺术学这门学科在日本已完全确立了自己的学科地位ꎮ” 〔８〕 这些艺术

理论家和批评家以及他们相关代表性著作ꎬ比如前文提到的黑田鹏信的«艺术

学纲要»(１９２２)及«艺术概论»(１９２８)、大西升的«美学与艺术学史»(１９４２)等ꎮ
这些学术论著被民国时期留日中国留学生翻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ꎬ促进了中国

的艺术学研究和文艺理论之极大发展ꎮ
譬如ꎬ黑田的代表作«艺术学纲要»ꎬ即由当时留学日本的俞寄凡将其翻译

成中文ꎬ１９２２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ꎬ而该书的译介和传播终究促成了中国现

代艺术学构建的发轫ꎬ这部译著自然也就成为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艺术学著

作”ꎮ〔９〕另外ꎬ黑田的另一代表作«艺术概论»一书ꎬ亦分别由俞寄凡编译 １９３２ 年

于世界书局出版ꎬ丰子恺译 １９２８ 年于开明书店出版ꎻ«美学纲要»亦由俞寄凡译

成中文ꎬ１９２２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ꎮ 黑田的艺术学和美学论著译成中文后ꎬ最
初是作为师范学校教科书使用ꎬ他在论著中所构建的基本理论体系、所提出的基

本问题ꎬ为中国早期艺术学和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范式ꎬ对于中国美学和

艺术基本原理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ꎬ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早期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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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学研究和学科建设ꎮ 后来国内编写发行的艺术学教科书中能清楚地找到黑田

鹏信的艺术学思想及其艺术学体系的印痕ꎮ 由此可见ꎬ黑田鹏信对于学术文化

现代转型特别是中国现代艺术学的建构的重要作用ꎮ

二、黑田鹏信对宗白华艺术学形成的重要影响

中国现代美学与艺术学的引进者和研究者中ꎬ宗白华作为公认的中国现代

艺术学研究的最突出代表ꎬ他的美学以及艺术学思想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其授业老师玛克斯徳索的影响和启发ꎮ 这一点ꎬ学界对此多有公论ꎬ我们从桑

农的«宗白华美学与玛克斯徳索的关系» 〔１０〕、以及张泽鸿的«“德国经验”与

“中国问题”———宗白华与现代中国艺术学演进之考察» 〔１１〕 等文的论述中即可

见此ꎮ
宗白华 １９２０ 年负笈德国ꎬ受业于玛克斯德索等人学习哲学和美学ꎬ故而

能够亲自见证并直接感受了德国一般艺术学独立运动的学术气氛ꎬ并为这种蓬

勃发展的学术氛围所浸染和熏陶ꎮ １９２５ 年ꎬ宗先生回国后就任教于东南大学哲

学系ꎬ在高校中开设美学和艺术学课程ꎬ这还是首开先河ꎮ 宗氏积极阐发德索的

“一般艺术学”思想ꎬ他的讲稿中还曾多次提到玛克斯徳索的名字ꎬ并且讲稿

中徳索美学与艺术学的理论痕迹亦十分明显ꎮ 察之宗氏的«美学»讲稿ꎬ可以发

现其讲稿在体例上也像其师徳索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一样ꎬ由美学理论和艺

术理论两部分构成ꎬ其内容也基本上来自于当时西方流行的美学著作和教科书ꎮ
如果认真对勘宗白华«讲稿»与黑田艺术论著ꎬ我们发现黑田的艺术学思想

对宗白华艺术学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ꎬ这一点学界似乎鲜有提及ꎮ 张泽鸿在其

论文«“德国经验”与“中国问题”———宗白华与现代中国艺术学演进之考察»中
对此曾有提及ꎬ但未就此展开论述ꎮ 对勘后发现ꎬ黑田的«艺术学纲要»一书ꎬ被
宗氏列为艺术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ꎬ〔１２〕宗白华的«艺术学»讲稿中也有许多黑田

鹏信的理论痕迹ꎬ而且宗氏几部讲稿中对于美学和艺术学相关原理的阐释、艺术

观念的阐发ꎬ以及一些重要的概念ꎬ也多来自黑田鹏信艺术学ꎮ 可以说ꎬ此一时

期宗白华艺术学缺乏足够的理论创新ꎬ在学科体系和观念上还基本上是德日的ꎬ
这足以反映出宗白华积极引进西方艺术学思想并以此而阐释、建构中国一般艺

术学的努力尝试ꎬ与后期建筑在中国古典美学与艺术理论基础上的艺术学思想

有着极大的区别ꎮ
黑田鹏信在«艺术学纲要»中从四个层面建构其艺术学理论体系:艺术本体

层面、艺术作品层面、艺术创作和鉴赏层面、艺术精神层面上的艺术的国民性及

时代精神、艺术的效果等ꎮ 从他的«艺术概论»中ꎬ不难发现该著在思想上与«艺
术学纲要»是相承相通的ꎬ正如黑田本人所言:“本书单名为艺术概论ꎬ但视为艺

术学概论ꎬ亦属不妨”ꎮ〔１３〕丰子恺在该著译序中也指出:“其书论艺术全般ꎬ以简

明为旨ꎬ适于通俗人观览又念中国似未有此类书籍出版ꎬ遂以讲义稿付印ꎮ” 〔１４〕

论及“艺术全般”ꎬ而这正是一般艺术学最显著的特征所在ꎮ 所以说ꎬ该著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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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系统讲述艺术一般原理的著作ꎬ内容包括了艺术本质特征、起源、分类、内容和

形式、风格、流派以及艺术创作与欣赏等诸多层面ꎬ阐述的是关于艺术理论中的

一些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问题ꎮ 对勘后发现ꎬ«艺术概论»较之其«艺术学纲要»更
加简要ꎬ也更加完备而体系化ꎮ 黑田鹏信的艺术学论著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

实践意义ꎮ 该著曾对中国早期的艺术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ꎬ“它所提出的基本

框架和基本问题不仅在当时为中国艺术理论体系提供了范式ꎬ而且其中的主要

部分至今仍沿用在中国艺术概论的教学过程中”ꎮ〔１５〕此言不失为中的之语ꎮ
仅就«艺术学纲要»而言ꎬ黑田鹏信的艺术学思想对宗白华艺术学的影响ꎬ

主要表现在艺术创作论、艺术鉴赏论、艺术功能论(效果论)等方面ꎮ
１. 艺术创作论

在«艺术学纲要»中ꎬ黑田把“感情”确立为艺术本体ꎬ他认为:“艺术是美的

感情的具体的且客观的表现ꎮ” 〔１６〕 可以说这种本质认识论构成了黑田艺术学的

哲学基础ꎬ他的其他相关论述也都建立在对这一本质认识论基础之上ꎮ 在黑田

看来ꎬ既然艺术的使命是表现感情ꎬ而且是表现美的感情ꎬ并且是以具体而客观

的美的形式来表现的ꎬ那么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目的ꎬ从根本上来说自然就是

为了表现美的感情而服务的ꎮ 所以ꎬ对黑田来说ꎬ美的感情ꎬ由心而发ꎬ通过艺术

嬗变ꎬ此种嬗变即所谓艺术制作之奥妙ꎮ
黑田提出所谓“内术品与外术品”概念ꎬ并围绕“内术品”与“外术品”为中

心展开论述ꎮ 黑田认为ꎬ“内术品”仅存在于艺术家的心中ꎬ尚未表现于外部ꎬ而
“外术品”则是具体地表现于外部ꎮ〔１７〕 显然ꎬ其所谓“内术品”ꎬ也就是我们今天

通常所说的“审美意象”ꎬ而“外术品”也就是“审美意象”经“意象构思”和“审美

创造”后的物态化形式ꎮ 在黑田看来ꎬ“内术品”的成功要素ꎬ主要靠托审美体验

(“过去的经验和记忆”、“现在的经验和模仿”)、审美创造心理(“想象化、空想

化及理想化”、“情感和灵感”)、艺术家个人素质(“模仿与独创”、“遗传素质及

天才”)以及艺术表现手法(“艺术上的主义”)等方面的影响ꎻ“外术品”的“具体

化和完成”离不开“受胎”、“雏形和推敲”等阶段ꎮ 黑田对“内术品”和“外术品”
的相关论述和阐发ꎬ集中反映了艺术创作活动的基本原理和规律ꎬ对我国早期艺

术学研究中有关艺术的本质、艺术创作过程和规律的认识ꎬ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

作用ꎮ
宗白华«美学»讲稿“艺术理论”部分ꎬ主要关注的是“艺术创作问题”ꎮ 若

从这部分内容来看ꎬ许多方面与黑田论著中的内容相仿ꎬ其所阐述的一些基本理

论和观点也主要来自于当时流行的西方美学与艺术理论教科书ꎬ缺乏理论原创

性ꎮ 譬如ꎬ宗氏在“艺术创作之工作问题”讲稿〔１８〕中ꎬ提出的“摹仿工作”、“创作

的情调”、“感受”、“内作品的构造”、“外作品的构造”等问题ꎬ基本上是对黑田

鹏信“内术品与外术品”、“受胎”以及“内术品的结构”等相关概念的借用和发

挥ꎬ而且宗氏关于这些内容的阐发也与黑田鹏信的观点十分相似ꎮ
２. 艺术鉴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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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艺术活动的有机构成部分ꎬ艺术鉴赏是一种积极的精神行为和品识方

式ꎮ 从人的审美心理活动出发ꎬ黑田认为ꎬ“我们鉴赏艺术的经过ꎬ第一是触动

感觉ꎬ第二是兴起感情”ꎬ〔１９〕当然也少不了理智活动ꎬ即“美的判断”与“美的批

评”的参与ꎮ 他在书中还进一步指出ꎬ“感情移入”是“艺术鉴赏的真谛”ꎬ而“忘
我”的状态ꎬ是“感情移入的极致”ꎮ〔２０〕 这种“忘我”状态ꎬ实则是艺术鉴赏的极

致ꎬ是审美情感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ꎬ亦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高峰体验”ꎮ 黑田

还指出ꎬ感情移入也因作品类别不同、作品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状态ꎮ 黑田的“感
情移入”说ꎬ强调了艺术鉴赏中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普遍存在的一种契合

无间、主客不分、物我合一的心理状态ꎬ对于增强艺术鉴赏规律的认识无疑有着

十分积极的意义ꎮ
对勘宗白华«艺术学»讲稿ꎬ我们发现ꎬ宗白华也曾借用了黑田鹏信的“感情

移入”说ꎬ并对此有所新的阐发ꎮ 他认为:“感情移入说谓静的艺术根本上是没

有的ꎬ因人当感觉他时ꎬ已将人之情绪感入其中ꎬ故虽为静的ꎬ而人则觉得彼在时

间上是动的ꎮ” 〔２１〕显然ꎬ宗氏也十分强调艺术鉴赏中审美主体情感移入的重要

性ꎮ
３. 艺术功能论

艺术的功能ꎬ在黑田论著中被称为“艺术的效果”ꎮ 论及艺术的效果时ꎬ黑
田将艺术与科学、道德并列ꎮ 他认为ꎬ艺术具有增长人的知识功能即“知的效

果”ꎬ认识功能ꎻ还有感化人心的教化功能ꎻ兴起、融洽感情以引起人的感情变化

的“感情的效果”ꎬ如“兴奋和沉静”、增加社会团体的“亲和力”等微妙而显著的

效果ꎬ这是艺术的审美愉悦功能ꎮ 在这三种功能效果之基础上ꎬ黑田更提出艺术

“美化人生”的社会功能ꎬ指出艺术能使人“快乐地向上”:“靠托艺术而得到快

乐ꎬ是人生快乐的中心ꎬ是人生快乐的最高点”ꎬ而这种快乐自然是“进步向上的

快乐”ꎬ是艺术的效果中之“量多力强”者ꎮ〔２２〕故而黑田指出ꎬ艺术的最后效果和

终极目的就是要“美化人生”ꎮ〔２３〕在他看来ꎬ既然艺术的使命是为了具体而形象

地传达人们的“美的感情”ꎬ故而无论是艺术创造还是艺术鉴赏ꎬ都是为了美化

我们的生活ꎬ美化我们的人生ꎬ如其所说ꎬ科学的意义在于把人生真化ꎬ道德的意

义在于把人生善化ꎬ而艺术的意义正在于能把人生美化ꎮ 黑田认为ꎬ真善美三者

是一个和谐体的存在ꎬ是人类理想的三相ꎮ 他认为:“艺术的最后目的ꎬ就是要

和科学、道德协力而实现人类的理想ꎮ” 〔２４〕

黑田鹏信的“人生美化”说与“真善美三位一体”说ꎬ对宗白华的艺术人生观

产生了深刻影响ꎮ 我们知道ꎬ艺术与人生的关系不仅是宗氏艺术学的核心命题ꎬ
同时也是 ２０ 世纪初叶中国文化艺术界所共同探讨的热门话题ꎮ ２０ 世纪初ꎬ黑
田鹏信对艺术“美化人生”观念的倡导与普及ꎬ进一步促成“为人生”的艺术观很

快成为包括宗白华在内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ꎬ成为他们毕

生追求的人生哲学ꎬ意义重大而深远ꎮ 当然ꎬ这其中更少不了托尔斯泰«艺术

论»的传入和推动ꎬ以及众多民国大师们的共同倡导ꎬ此当另作别论ꎮ 而艺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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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的“美的价值”ꎬ更在于它对于人生的美化ꎬ对于人的心灵的深入影响ꎮ 在

宗白华的艺术视阈及其艺术实践中ꎬ艺术即生命ꎬ即美感ꎬ艺术、生命和美感是三

位一体的ꎮ 他在«讲稿»中指出:“艺术为生命的表现ꎬ艺术家用以表现其生命ꎬ
而给与欣赏家以生命的印象ꎮ” 〔２５〕 宗氏提倡一种超越小己的“艺术人生观”ꎬ提
倡以“唯美的眼光”来对待周围的生活ꎬ对待人生ꎮ 他说:“把我们的人生生活ꎬ
当做一个艺术品似的创造ꎬ即‘艺术式的人生’ꎮ” 〔２６〕 当然ꎬ以艺术式的眼光来观

察和美化我们的人生和生活ꎬ这样的人生和生活必然更具意义ꎬ更具理想化ꎬ也
更加优美ꎬ更加丰富而有条理ꎮ 所以ꎬ从一定意义上说ꎬ“人生艺术化”和“真善

美三位一体”ꎬ是 ２０ 世纪初叶中国文化艺术界十分流行的热门话题ꎬ亦是此一

时期宗白华等民国大师们的“共同情节”ꎮ
质而言之ꎬ黑田鹏信在借鉴、吸收和消化西方德语圈一般艺术学之基础上ꎬ

经不断整合和创新而形成了自己的艺术学思想体系ꎮ 黑田的艺术学思想对宗白

华等艺术学思想的形成ꎬ以及中国早期艺术学研究和学科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

远的影响ꎬ黑田的某些理论观点和看法至今仍然不失其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ꎮ
在艺术学研究方面ꎬ宗白华在积极吸收和借鉴徳索与黑田的艺术学理论和方法

的同时ꎬ立足并植根于转型中的中国现实与文化传统ꎬ将西方哲学、美学和艺术

理论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和艺术理论相结合ꎬ最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和现代

价值的艺术学思想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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