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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现代艺术传统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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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是西方现代艺术传统的发轫时期"在这一时期$(艺术)和(艺术家)概念开始从古

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文艺复兴时期的(比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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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见证又极大促进了这一重要发展"(比较论)$即关

于绘画与诗歌以及绘画与雕塑之相似性和相异性的热烈探讨$是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在当

时吸引了众多学者和艺术家的热情和关注"因此$通过考察文艺复兴时期(比较论)兴起的原因#内容及其对当时

艺术实践以及视觉艺术和艺术家地位的影响$可以揭示西方现代艺术传统的建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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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是西方现代艺术传统的发

轫时 期&在 此 时 期 之 前#无 论 古 希 腊 语 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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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其拉丁语对应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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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与现代的

$艺术%概念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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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那种具有个

性)想象力)创造性和灵感的艺术家观念#对古代和

中世纪人来说也是完全陌生的&那时#画家和雕塑

家通常被看作从事体力劳动的卑贱手艺人#与鞋匠)

木匠)理发师等普通手艺人一样#处于社会下层&到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随着艺术品需求的激增和艺

术市场的繁荣#艺术和艺术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

性日益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人文主义者和艺术家

开始借助新近复兴的古代艺术理论#努力使绘画和

雕塑从手工艺活动中分化出来#并宣称其作为$自由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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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性&与此同时#他们还首

次宣称艺术家应该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并努力为

艺术家建构一种更受尊重的身份和地位&$比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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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总的来说#

文艺复兴时期的$比较论%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关于绘画与诗歌的比较#这种比较最先由人文

主义者发起#从
@D

世纪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加

入其中,二是绘画与雕塑的高下之争#这一争论起初

主要限于艺术家#而后逐渐引起文人学者的兴趣和

热情#成为其学术讨论的热点问题&文艺复兴时期

的学者和艺术家为什么对$比较论%产生了如此浓厚

的兴趣- 围绕$比较论%的各种论述对当时的艺术实

践产生了什么影响- $比较论%在西方现代艺术传统

的建构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笔者将力图在本文中

解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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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围绕诗歌与绘画的比较是有古代

渊源的#它受到了一些古代学者关于诗与画关系的

言论的直接启发&因此#我们有必要先追溯一下古

代的$艺术%和$诗歌%概念#以及时人对两者之关系

的认识&在古希腊#$艺术!

-.

/

0

1

"%一词适用于所有

运用技巧完成的作品#或者说依照规则和法规完成

的作品&这一概念不仅包括视觉艺术#而且囊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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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所有的工艺和科学活动&从事$艺术%所需要的

是精湛的技能和技术性知识&诗歌与$艺术%则截然

不同&按照当时流行的观念#诗歌并非法则的产物#

而是个人观念的作品,它并非出乎常规#而是出自创

造,它并非生于技巧#而是生于直觉和非理性的灵

感,它所表现的是普遍性和本质#而不是现象,它的

目的是导人向善#而不是娱乐或功利性的&总之#诗

歌被看作一种接近哲学的无与伦比的高级精神活

动#诗人也因此享有神学家和哲学家那样崇高的礼

遇&诗歌和诗人所享有的荣誉是视觉艺术和艺术家

难以望其项背的&不过#除了这种流行的将艺术与

诗歌截然对立的观点外#也有一些学者在绘画与诗

歌之间觉察到了某些相似性&早在公元前
"

世纪晚

期或公元前
D

世纪早期#古希腊诗人西莫尼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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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指出#画是无声的诗#诗是有声的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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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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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理想国/中将诗歌与

绘画同视为模仿性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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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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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了柏拉图这一主张#他在.诗学/中指出($诗

人之为模仿者#正如画家或任何其他肖像的制造者

一样%,在.修辞学/中又说($模仿之成其为一个令人

满意的因素#无论在绘画)雕刻和诗歌的艺术里#情

形都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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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希腊化时期#视觉艺术的价值

在一些学者和艺术家那里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肯

定&他们将视觉艺术提升到诗歌的高度#将其同视

为神圣灵感的体现#他们甚至还把此前仅属于诗人

的神圣迷狂和创造性赋予艺术家&比如公元前
@

世

纪#迪奥5克里索斯托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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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

将雕塑家纳入圣贤之列#而且将诗人的灵感和神圣

迷狂赋予雕塑家&这一时期#诗歌与视觉艺术如此

经常地被相提并论#以致迪奥主要论述了两者的差

异而不是相似性!

&持这种主张的并非迪奥一人&

公元
)

世纪#历史地理学家鲍桑尼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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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雕刻家的作品与诗人的作品一样都出自神圣

灵感,公元
!

世纪#画家和作家菲洛斯托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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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道($落到诗人头上的智慧#同样也决定

着绘画艺术的价值#因为后者也包含智慧%,卡利斯

特拉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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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诸神不仅将神圣之灵

感赐予诗人#并且视觉艺术家的双手#有时也会被神

圣的灵感所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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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柏拉图主义者柏罗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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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正如诗人可以通过$神性迷狂%获

得神的意旨#艺术家亦能通过想像力和心灵的洞察

力通达神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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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诗人贺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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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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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如画"%#更被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

义者和艺术家看作是对诗歌与绘画之相似性的高度

肯定&

不过#总的来说#古代人对艺术品与艺术家的态

度通常是矛盾的&人们推崇杰出的艺术品#但却认

为艺术创作是令人鄙视的体力劳动#因此#即便最优

秀的艺术家也只是出色的工匠而已&古罗马学者普

鲁塔克!

P&.<1/56

"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态度($没有一

个受过教育的青年因看到奥林匹亚的宙斯或阿尔果

斯的赫拉而慷慨到渴望成为菲迪亚斯!

P64?41;

"或

波里克利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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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艺术品以其优美取

悦你并不就说制作艺术品的人值得你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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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学者吕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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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同样的立场($成为一

个雕塑家所能带来的好处是66只会成为一个用手

工作的人66当然#你也会成为一个菲迪亚斯或波

利克里图斯#并创造出许多美妙作品,但即便如此#

虽然你的艺术会得到普遍赞美#但你不会看到任何

有理智的观众会想成为像你这样的人,不管你品质

究竟如何#你总会被看作一个用手谋生的普通手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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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体力劳动的偏见使古代人不可能将诗歌

与绘画进行平等的比较&事实上#古代学者大都是

在谈论诗时借绘画说明其特点#其着眼点在于诗而

不是画&比如亚里士多德就为了说明悲剧中剧情的

重要性举了绘画的例子#指出(一件以漂亮的色彩随

意涂鸦的帆布画不如一幅只具轮廓的肖像画令人满

意&$诗如画%的格言确实出自贺拉斯#但接下来贺

拉斯并没有对诗歌与绘画进行实质性的比较#他只

是依据诗歌与绘画在审美感知上的相似性#指出欣

赏一首诗的最佳条件&这句话的上下文是这样的(

$诗歌与绘画相似(有的宜近看#有的宜远观#才能抓

住人们的想象#有的适合在阴影处欣赏#有的却喜欢

明亮#并不惧怕挑剔者批判的眼光#有的只能带来一

时的高兴#而有的却让你百看不厌#满心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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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除了希腊化时期的少数艺术家和作家外#古代

学者大多并未发展出真正的$比较论%&他们所做的

大多只是将两者进行了简单的类比&在这样做的时

候#他们无意将绘画提升到与诗歌同等的地位#更未

曾想过将诗人的美德和荣誉赋予画家&

到中世纪#视觉艺术被归入到$机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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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诗歌也沦落到祈祷词和赞美诗的

地位#诗歌与绘画的联系至此中断&诗画比较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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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才再次出现&古代的诗画比较在

文艺复兴时期的复兴和大行其道#一方面属于当时

复兴和学习古代文化这一宏伟目标的一部分#另一

方面也与当时视觉艺术和艺术家重要性的日益提高

密切相关&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诸城市#艺术在

美化城市)宣扬政治理想)歌颂个人功绩和美德)表

达宗教虔诚等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城

市政府)君主)教廷)各种世俗或宗教团体以及个人

纷纷赞助艺术以满足其宗教)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

需求&艺术市场的空前繁荣使那些最杰出的艺术家

凭借画笔或雕凿在工匠阶层中脱颖而出&他们常常

能得到大件订单#享有相对稳定而丰厚的收入,他们

经常被邀请去为教皇)王族和达官显贵服务并慢慢

学会了他们的举止和做派#有些人甚至还凭借出色

的工作获得贵族头衔,他们与文人学者交往密切#具

有一定的学识和修养&在时人眼中#这些艺术家中

的贵族与那些经营小店铺)穷困潦倒)无知粗俗)卑

贱低下的手艺人简直有着天壤之别&文艺复兴时期

的学者对视觉艺术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艺术

家的$崛起%必定感受至深#事实上#他们中许多人就

是某位艺术家的朋友&在这种情况下#将视觉艺术

列为$机械艺术%和将艺术家当作卑微手艺人的传统

做法开始显得不合时宜&当学者们开始寻求提高视

觉艺术和艺术家的地位时#古代有关诗与画相似性

的言论便成为有力的理论根据&

首先将画家与诗人相提并论的是诗人但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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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奇马布埃!

J471L.:

"自

以为在绘画方面擅长#如今乔托!

T4%<<%

"成名#使前

者的盛名黯然失色&同样#一个圭多!指诗人圭多5

卡瓦尔堪提"也夺去了另一个圭多!指诗人圭多5圭

尼泽利"在语言方面的荣誉&%

*

A

+

@)D在这里#但丁只是

以奇马布埃被乔托超越的例子说明虚荣的短暂无

常#但他将两位$出身下层的手艺人%与两位伟大诗

人相提并论#显示了两位画家在当时的知名度#并为

以后 学 者 评 论 当 代 艺 术 和 艺 术 家 提 供 了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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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晚期#佛罗伦萨编年史家菲利波

5维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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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诗歌与绘画的相似

性#并据此宣称画家应得到与学者一样的荣誉和地

位*

@*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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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人文主义者和诗人巴特罗米奥

5法齐奥!

B1/<%&%7:%[154%

"在其.名人传/中将画

家)雕塑家与诗人)雄辩家相提并论#并比较了绘画

与诗歌的共性($诗人和画家非常亲近#一幅画事实

上就是一首无言的诗&因为事实上两者都同样关注

创意和作品的布局66绘画与诗人一样要表现其主

题的特性#正是在这一点上#两者的天赋和才能得到

最大程度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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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晚期#随着以佛罗伦

萨哲学家马索利诺5菲奇诺!

K1/;4&40%[4540%

"为代

表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兴起#希腊化时期的艺术理论

获得复兴#关于绘画与诗歌同是神圣灵感的体现以

及画家具有与诗人的$神圣迷狂%和创造性的观念再

次传播开来&菲奇诺在其.人生三论/!

<"7)#$

#/)

%

1)*)

"中指出#各个领域的伟大人物如艺术家)诗

人)哲学家)预言家等都受到柏拉图所说的那种外在

的)超自然的$神性迷狂%的启发#这种$神性迷狂%借

助$忧郁气质!

7:&1056%&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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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转化为激

发出各种非凡成就的神圣天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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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念得到

了其他学者的响应&比如莱奥纳多5朱斯提尼安尼

!

Z:%01/?%T4.;<404104

"在向塞普路斯女王献上一幅

画的信中写道($我听说有些将绘画与诗歌联系在一

起的最有威望和学识的人在很多方面已经把它们称

为一种姊妹艺术&古代的学者不也说0绘画是无声

的诗1吗- 我们也能从诗人那里得到佐证(0画家和

诗人总是具有同样的力量1#事实上他们确实相象#

因为它们都受到了一种热切的思想和神圣灵感的指

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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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绘画与诗歌的讨论并不限于学者圈子&从

@D

世纪开始#随着艺术家自我意识的重要觉醒#许

多人也开始通过写作参与$比较论%#并力图借助绘

画与诗歌的相似性#提高视觉艺术和自身的地位&

@D

世纪早期#艺术家切尼诺5切尼尼!

J:0040%

J:00404

"首先在.艺人手册/中将画家与诗人相提并

论#强调了想象力对画家与诗人的同等重要性($正

如诗人可以率性创作诗歌#画家也可以依照其想象#

即兴绘制一个人像#或立#或坐#或半人半马#因此#

绘画应当得到与诗歌一样的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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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和艺术家莱昂5巴蒂斯塔5阿

尔贝蒂!

Z:%B1<<4;<1E&L:/<4

"要求画家具备诗歌)

修辞)历史等知识#并指出绘画与诗歌在本质)内容

及目的上的一致性&他认为#绘画与诗歌一样#其目

的不是获取物质财富#而是赢得美德和名誉,绘画与

诗歌一样#也表达普遍真理#也具有道德教化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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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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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奥纳多5达5芬奇!

Z:%01/?%?1$4054

"也指

出#绘画与诗歌在表现普遍性)人类情感以及描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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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生动性方面的一致#$如果诗研究伦理哲学#绘

画则研究自然哲学,若诗描写人的精神活动#绘画则

探讨反映在人体运动中的精神活动,如果诗能用地

狱的虚构令人恐怖#绘画将同样地以令人毛骨悚然

的故事显示在人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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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莱

奥纳多也注意到了两者的差异#并破天荒地认为绘

画在某些方面超过了诗歌($如果说诗人通过耳朵使

人领悟#画家则替最高贵的器官'''眼睛服务66

绘画包含着自然的一切形态#而诗人除了事物的名

称以外则一无所有%#$眼睛#这个心灵之窗是人了解

自然的主要感受器#依靠这个感受器可最充分最完

满地鉴赏自然的无穷作品&耳朵则居于次要地位#

它靠收听眼睛看到的事物才获得体面&你们史学

家)诗人)数学家如果用文字记述不是亲眼看到的事

物#那将是很不完全的66如果你称绘画为哑巴诗#

画家就可以称诗为盲人画&试想想#盲人与哑巴哪

个更伤残- 诚然#诗人的创作与画家一样自由#但诗

篇不能像绘画那样给人以美的满足#诗虽然可用文

字描写形态)动作和处所#画家用形体的实在外貌进

行了再现的创作&试想#是画像#还是人的名称与真

实的人更接近-%

*

@!

+

@+@G@+)在这里#莱奥纳多指出了

图像较之于语言在表现力和审美感知上的优越性&

在这一点上#莱奥纳多超越了时代&当时的学者和

艺术家将绘画与诗歌进行比较的主要目标#是借助

两者的相似性#努力将视觉艺术提升为一种高级的

精神活动&因此#莱奥纳多的主张并未引起多少回

应#我们要等到十八九世纪才能再听到类似的声音&

到
@"

世纪#绘画与诗歌的比较取得了实质性的

重要发展&这一时期#人们不仅只是强调两者的相

似性#而开始主张绘画应该在主题)内容及目的等方

面与诗歌看齐&$比较论%的这一新发展#与当时绘

画理论的发展#即学者和艺术家关于绘画的本质)内

容及目的的哲学思考密切相关&我们前面谈到#阿

尔贝蒂和莱奥纳多5达5芬奇在
@D

世纪已经做过

这种尝试#不过那时学者和艺术家主要关心的还是

如何通过科学研究和实验掌握再现自然所需要的技

术和科学知识&到莱奥纳多5达5芬奇)米开朗基

罗和拉斐尔代表的盛期文艺复兴艺术家那里#这一

目标似乎已经实现#他们的艺术已经穷尽了再现自

然的所有科学知识和技术难题&因此#从
@"

世纪开

始#记录和编辑新的技术和科学知识#逐渐退居次要

地位#人们的注意力转向探讨绘画的本质)内容及目

的&当人们力图从古代寻求启发和帮助时#却发现

几乎没有可资利用的资源#因为古代几乎没有专门

论述视觉艺术的理论著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开

始依据$比较论%#将古代的诗学理论挪用于绘画&

这一过程由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发现获得极大推

动&随着学者们对.诗学/的翻译*最早流行的拉丁

文版本是
@#+A

年瓦拉!

Z%/:0̂%$1&&1

"翻译的+)评

注和大量论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广泛传播开

来*

@#

+

@DA

&于是#批评家们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

为框架#建构起一套系统的人文主义绘画理论&这

种理论要求绘画在主题)内容)目的等方面与诗歌看

齐&按照当时艺术理论家的论述#著名的如多尔斯

!

Z.?%945%Q%&5:

")卡斯特尔韦托!

J1;<:&9:</%

")阿

美尼尼!

E/7:0404

")洛马佐!

T4%91004P1%&%Z%71F

^̂%

"等主张#绘画应当与诗歌一样遵从三一律#即情

节)时间)地点的一致性,与诗歌一样具有道德教化

的功能#而不只是使人愉悦,与诗歌一样表现人类的

情感和精神活动,与诗歌一样模仿自然$应当有的样

子%,与诗歌一样表现普遍真理#而不是表现事物的

表象,画家也应该具备诗歌)修辞)历史等知识*

@D

+

",

&

为使绘画在内容之深刻性)目的之严肃性及主题之

崇高性方面与诗歌匹敌#他们认为#绘画应该从古代

和当代诗歌以及世俗或宗教历史中选取主题&总

之#这种建立在$比较论%基础上的人文主义绘画理

论强调主题的至关重要性#确立了$叙述性%绘画!如

历史画"的崇高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人文主义绘画理论并非乌

托邦&它与中世纪以来艺术创作中注重内容和主题

的传统密切相关&在中世纪#教会允许视觉艺术存

在的一个重要!如果不能说唯一"理由#就是认为它

能担当向文盲信徒传达教义的任务&教皇大格列高

利!

P%

O

:T/:

H

%/

=

<6:T/:1<

"明确无误地表达了这

一点($教堂中使用图画#这样那些不识字的人可以

通过看墙上的图画来读到他们不可能从书中得到的

东西&一幅画对于不识字的人来说#就好比是书本

对于识字的人#它们起着同样的作用&%

*

,

+

@*教会的

这种立场决定了自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主题和

内容在艺术创作中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

上说#

@"

世纪的艺术批评家只是用$比较论%的语言

对这个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现象进行了重新诠释&

另一方面#这种理论也对当时的艺术实践产生

了实际影响&

@D

世纪晚期到
@"

世纪#越来越多的

!!@

刘
!

君
!

文艺复兴时期的$比较论%与西方现代艺术传统的建构



画家开始从古代和当代诗歌中寻找绘画的灵感和素

材&这种以诗歌为文本基础的绘画在当时被称为

$

O

%:;4:

%#即$诗意画%&这个词最早在
@"

世纪初由

学者雅科波5德5巴尔巴里!

-15%

O

%?:B1/L1/4

"正

式使用*

@"

+

@,!

&

@D

世纪晚期#佛罗伦萨画家桑德罗5

波提切利!

310?/%B%<<45:&&4

"的.春/就是按照波利

齐亚诺提供的$方案%创作的最早的$诗意画%

*

@"

+

@,)

&

另外#波提切利还将贺拉斯)塞涅卡!

3:0:51

"和西塞

罗!

J45:/%

"等古代作家笔下的人物引入这幅画&

@"

世纪#曼图亚女赞助人伊莎贝拉5代斯特!

V;1L:&&1

?

1

>;<:

"的书房和$洞室%!

H

/%<<1

"的系列壁画#有些

就是按照人文主义者提供的$诗意方案%创作的#比

如画家佩鲁吉诺!

P:/.

H

40%

"绘制的.贞洁与爱之

战/

*

@,

+

@"D

,美第奇家族别墅$卡伊亚诺宫%!

P%

HH

4%1

J1410%

"的装饰是按照人文主义者保罗5乔维奥

!

P1%&%T4%94%

"提供的方案制作的,诗人安尼巴莱5

卡罗!

E004L1&:J1/&%

"曾为卡普拉罗拉的法尔内塞

宫设计装饰方案*

@A

+

@@,

&总之#到
@"

世纪#诗人与画

家携手合作#诗歌与绘画彼此学习#已经成为一个相

当普遍的现象&

最后#这一时期也确实出现了这种理论所倡导

的那种学者型艺术家&瓦萨里!

T4%/

H

4%$1;1/4

"在

其.意大利艺苑名人传/中就记载了许多诗人画家#

如菲利波5布鲁内莱斯基!

[4&4

OO

%B/.0:&&:;564

")

多拉托5布拉曼特!

Q%01<%B/1710<:

")安德雷亚5

菲奥索莱!

E0?/:1[4:;%&:

")焦瓦尼5桑提!

T4%910F

04310<4

")拉斐尔!

M1

O

61:&310̂4%

"以及米开朗基罗

!

K456:&10

H

:&%

"等都曾创作十四行诗#米开朗基罗

的许多诗甚至达到了很高的文学造诣&

总之#到
@"

世纪#通过使绘画在主题)内容)目

的等方面与诗歌看齐#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和批

评家们将绘画塑造成一种对人类生活的严肃诠释#

从而牢固确立了绘画作为一种高尚)严肃的自由艺

术的地位&至此#绘画已经取得了诗歌的一切优点

和美德#它们不仅仅是相似#事实上成了同一种艺

术&鲁多维科5多尔斯甚至认为#不仅诗歌#所有文

人学者的作品都是绘画,不仅诗人#所有作家都是画

家*

@D

+

!G#

&

二
!

绘画与雕塑!谁更优越

与诗画比较一样#将绘画与雕塑进行比较的做

法在古代也有先例可循&公元
!

世纪#画家和作家

菲洛斯托拉斯就声称#绘画通过运用色彩超过了使

用三维媒质的雕塑*

@"

+

@#)

&与诗画比较一样#文艺复

兴时期的绘画与雕塑之争也与艺术家提高艺术和自

身地位的努力密切相关&自中世纪以来#学校和大

学里的学者就热衷于争论不同学科)艺术或其他人

类活动谁高谁低)谁大谁小的问题#比如医学与法学

之争)$文与武%之争等*

@

+

#D!

&通过从理论上探讨绘

画与雕塑的高下#艺术家们不仅证明绘画和雕塑是

具有理论知识基础的智性活动#而且也表明他们能

和学者一样进行学术探讨活动&另一方面#绘画与

雕塑之争还受到了当时艺术实践的影响&文艺复兴

时期#研究和学习古典艺术的热情以及逼真表现自

然和人体的强烈愿望#促使画家们日益注重临摹古

代和现代雕塑及三维模型&对于当时的画家来说#

古代的绘画大多已湮没无闻或只存在于一些古代学

者的文字描绘中#要了解古人的绘画成就#只能从残

存的古代雕塑中寻求灵感,不仅如此#三维雕塑或模

型也是画家们进行光学)解剖)数学等研究和科学实

验的重要工具&雕塑在艺术实践中享有的这种明显

的优越地位#促使一些画家起而捍卫绘画的尊严&

绘画与雕塑之争起初主要在艺术家中展开&为

了为各自的艺术辩护#艺术家们罗列的证据可谓五

花八门#其中甚至包括对体力劳动的传统偏见#即通

过争辩哪种活动需要更多!或更少"体力活动#从而

确定谁更高贵!或卑贱"&这些艺术家中甚至包括伟

大的莱奥纳多5达5芬奇&莱奥纳多认为#绘画优

于雕塑的一个理由是雕塑家工作的时候常常汗流浃

背#满身泥污#而画家却能穿着自己喜欢的漂亮衣

服#轻松自在的画画*

@+

+

D

&

绘画的支持者当然还列举了其他一些更严肃的

证据&艺术家和人文主义者阿尔贝蒂在
@#!D

年的

.论绘画/中指出($石匠)雕刻家以及所有艺人的作

坊和行业莫不以画家的规则和艺术为指导&事实

上#我发现几乎没有一种艺术#除最卑贱的外不与绘

画相关&因此#我斗胆断言#所有事物中的美均来自

于绘画&%

*

)*

+

"@建筑师菲拉雷特!

[4&1/:<:

"对当时的

比较论及双方的观点和主张十分熟悉&在其.论建

筑/中#雕塑的支持者米兰公爵阐述的雕塑高于绘画

的理由#事实上综合了当时许多雕塑家的观点($大

理石或青铜中的素描和雕塑比绘画更有价值#因为

!如果"当一个人用大理石雕刻一个人像时#他很有

可能会碰掉一块鼻子或其他部分#有时当你在敲掉

一块大理石时就会发生这种事#那时#他要怎样才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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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这个人像呢- 但是一个画家却能用颜色加以遮

盖#即便弄坏一千次也能拼凑好&%不过#菲拉雷特本

人显然认为绘画高于雕塑#因为$不管雕塑多么好#

它们看起来似乎总还是些雕塑#但画的东西却能像

真的一样&%

*

)@

+

A+G+*

绘画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是莱奥纳多5达5芬

奇&他说($雕塑家说#如果他敲掉了不应敲掉的部

分就无法像画家一样改正错误&对此#我的回答是#

敲掉不应敲掉部分的人不是大师#因为一个大师必

须懂得自己职业的真正科学知识66我们深知#一

个具有实践技能的人不会犯这种错误&相反#他遵

从着好的规则#每次只会去掉一点#使工作顺利进

行&%

*

@+

+

"莱奥纳多还指出($绘画要求富有想像力和

熟练的技巧#绘画艺术比雕塑更了不起&作为自然

和艺术之间的解释者#画家的精神须与自然的精神

一致&画家应能说明自然规律种种表现形式的道

理#阐明眼前种种物体如何经瞳孔在眼内成像#应能

区别同样大小的许多物体#哪些物体看起来比较大#

颜色相同的物体哪些较深#哪些较浅#放在同一高度

的物体哪些显得高些#远近不同的物体中哪些清晰#

哪些模糊&绘画艺术的领域包含着一切现成的事

物#诸如强度改变着的各种物体#颜色深浅的改变#

及物体的透明度&雕塑则显示出局限性#雕塑家显

不出更高的技能#只是简单地向你显示自然物体的

外形%#相比之下#$雕塑家不能区分物体的各种自然

色,画家在这方面有他独到之处&雕塑家的线透视

显得不够真实#画家的透视可使其作品显示于百里

之外&雕塑家的作品没有任何空气透视的效果#他

们既不能表现透明体#发光体#也不能表现光的反

射#不能表现象镜子一类具有晶亮表面的闪光体#不

能表 现 云 雾)沉 闷 的 天 气 以 及 其 他 无 数 事

物%

*

@!

+

@+DG@+,

&

到
@"

世纪#绘画和雕塑的比较开始引起学者的

关注和兴趣#甚至成为宫廷廷臣严肃谈话的主题#从

而显示了视觉艺术地位的实质性变革&

@"

世纪#著

名学者巴尔达萨雷5卡斯提利奥内!

B1&?1;;1/:

J1;<4

H

&4%0:

"就在其.廷臣论/!

2&"H,,O,

:

#&"

@,;/#)"/

"中记录了乌尔比诺宫廷的贵族们对绘画

与雕塑之争的关注"

&

@D#"

年#著名佛罗伦萨学者

贝内戴托5瓦尔基!

B:0:?:<<%$1/564

"就绘画与雕

塑孰优孰劣的问题做了一次演讲#以期最终解决这

一争端&之前#他曾致信当时许多著名艺术家#征询

他们的意见和看法#画家瓦萨里)布龙齐诺!

E

H

0%&%

B/%0̂40%

")彭托尔莫!

P:0<%/7%

")塔索!

W1;;%

")弗

朗切斯科5达5圣加罗!

[/105:;5%?1310T1&&%

")

特里波罗!

W/4L%&%

"及雕塑家本维努托5切利尼

!

B:09:0.<%J:&&404

"和米开朗基罗等回了信&其

中#布龙齐诺在回信中详细列述了双方的观点#因此

我们可以将之看作对$比较论%的总结&按照布龙齐

诺的描述#支持雕塑的理由包括(雕塑能更长久地保

存#因而能使记忆更长久,雕塑需要更多努力#由于

雕塑无法修改#因而需要更高超的技艺和更高的判

断力#因而更高贵有价值,雕塑是三维的#不仅能看#

还能触摸#因而更真实#

,雕塑是多视角的#因而更

困难#而绘画却是单视角的&

,雕塑比绘画更有用#

它可以装点城市)作建筑的支撑)喷泉)墓室等&对

此#画家们做了反驳(雕塑的持久不是因为其艺术#

而是其天然的材料,至于说雕塑需要更多努力#画家

们反驳说#如果说这是指体力的努力的话#这不仅不

能证明雕塑的高贵#反而有损其尊严#因为体力付出

越多#就越接近机械劳动#因而越卑贱,至于雕塑不

能修改#画家们说真正的大师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

这样的人只证明其无知,至于说雕塑是三维的因而

更真实#画家们说#雕塑家模仿自然更多只是因为他

们直接取用自然界的三维物体#其三维立体感不是

由于其艺术#而是材料本身固有的特性#不仅如此#

雕塑在模仿自然方面有很多不足#比如无法表现光

与影)色彩)空气)透视效果等,最后#画家们认为#雕

塑更需依赖自然#比如说#假如没有自然光线#雕塑

就无法显现#相比之下#绘画更具有审美自足性#因

而更$纯粹%

*

@+

+

@*G@!

&此后#关于绘画和雕塑的比较

并未就此结束#甚至伟大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加

利略也曾关注这个问题*

"

+

@,!

&但$比较论%逐渐成了

一些毫无新意和枯燥的陈词滥调&

绘画与雕塑的高下之争并不只是通过口诛笔伐

进行#一些画家和雕塑家还通过艺术创作反驳对方

的攻击#并展示本门艺术的优点&比如
@D

世纪雕塑

家多纳泰罗在其浮雕作品.希律王的宴会/中就运用

了透视法#营造出一种三维空间错觉,

@"

世纪#瓦萨

里在其佛罗伦萨的府邸!

31&1?:&&:E/<4

"创作的系

列壁画也着重展示了惟有绘画能表现的一些母题#

如光与影#从而展示了绘画较之于雕塑的$多样性%

!

.049:/;1&4<

=

"

*

))

+

))

&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虽

D!@

刘
!

君
!

文艺复兴时期的$比较论%与西方现代艺术传统的建构



然人们就绘画和雕塑孰优孰劣的问题莫衷一是#但

两门艺术具有某种共同基础或原则这一点却得到了

许多艺术家和学者的认可&关于这一点#

@#

世纪早

期#佛罗伦萨雕塑家安德烈亚5皮萨诺!

E0?/:1

P4;10%

"提供了最早的视觉证据&在为乔托建造的

钟楼制作的浮雕装饰中#绘画)雕塑和建筑独立成

组#排在七门自由学科之后*

)!

+

)*

&随后#关于绘画与

雕塑的长期比较和争论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识#并

使其更广泛的流传开来&在这一时期#绘画和雕塑

!以及建筑"通常被归为$

?4;:

H

0%

%艺术&$人文主义

之父%彼特拉克!

[/105:;5%P:</1/56

"在其.论命运

的补救法/中最早将$

?4;:

H

0%

%视为绘画与雕塑艺术

的共同基础($画家和雕塑家从事的是同一门艺术#

如果说它们不同#它们也都来自同一本源'''

?4;F

:

H

0%

&%

*

)

+

"@

@D

世纪初#雕塑家吉贝尔蒂!

Z%/:0̂%

T64L:/<4

"在其.回忆录/中指出#$

?4;:

H

0%

%是绘画和

雕塑的基础和理论*

)#

+

@#A

&$

?4;:

H

0%

%可翻译为$设

计%或$构图%#但该词在文艺复兴时期还与某种先验

的$理念%联系在一起&瓦萨里对这个概念曾进行过

较为详细的解释#并将其视为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

的精神之源($作为三门艺术'''绘画)雕塑和建筑

艺术'''之父#

?4;:

H

0%

源于智性#他从众多单独的

事物中抽出一种普遍的判断#就像蕴藏于自然万物

中的一种普遍形式或思想66从这一知识中诞生出

某种观念和判断66这种最先形成于头脑并通过双

手表达出来的东西就是
?4;:

H

0%

&总之#

?4;:

H

0%

就

是一种成诸于精神的概念的清晰表达和声明66从

普遍判断中得到关于某个事物的形象后#

?4;:

H

0%

还

需要一只通过多年学习和实践#能够自由和熟练地

进行素描正确表达的手#借助笔)银笔)碳笔或粉笔#

将自然所创造的一切素描和表达出来&%

*

)D

+

)*DG@*"另

外#绘画和雕塑都模仿自然这一点#也得到了艺术家

和学者们的普遍认同!虽然人们对自然的理解可能

不同"&比如画家布龙齐诺说#$两门艺术都必须模

仿自然'''即它们的老师%

*

@+

+

@@

,同一时期的威尼斯

画家保罗5皮尼!

P1%&%P404

"指出#绘画和雕塑$追

求同样的目标和目的(模仿和模拟自然及人工制

品%

*

@+

+

@D

&

三
!

结论与余波

综上所论#我们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比较论%

虽然植根于古代#但并非对古代传统的重复#而毋宁

是对后者的一种有意识$误读%或创造性接受&因为

正如我们看到的#古代学者并未发展出真正的$比较

论%#他们大都是在谈论诗时借绘画说明其特点#其

着眼点在诗而不是画&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情形却完

全颠倒了过来&古代那些诗与画的类比被文艺复兴

时期的学者和艺术家们塑造成了对绘画之价值的高

度肯定&关于这种$误读%或创造性接受古代传统的

情况#最生动的例子就是贺拉斯的名言$诗如画%的

命运&从这句名言的上下文来看#贺拉斯只是在探

讨诗学理论时提到了绘画与诗歌在审美感知上的相

似性#并以此为例讨论了欣赏诗的最佳条件&而当

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和艺术家援引这句话时却完全

忽略了其语境#将其改造成了一条高度肯定绘画艺

术价值的教条&从这个意义上说#$诗如画%的格言

完全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创造&在讨论诗歌与绘画以

及绘画与雕塑的相似性和相异性的过程中#文艺复

兴时期的学者和艺术家不仅使绘画和雕塑从传统的

机械艺术和手工艺活动中分化出来#而且将其与诗

歌并置在模仿原则之下&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

不知不觉地勾勒出了包括绘画)雕塑)诗歌)音乐和

舞蹈在内的五门现代$美术%!

249:1/<;

"体系的大致

轮廓&到
@A

世纪#法国学者巴托!

ELL:B1<<:._

"在

其.相同原则下的美的艺术/!

="(H"$;S $/#(

/"+;)#($;-4"4"

%

/)-*)

%

"

#

@,#"

"中沿着文艺复兴

时期学者和艺术家的道路#按照模仿的原则将诗歌

与绘画及雕塑)音乐)舞蹈从知识体系中独立出来#

并统一在$美术%这一名目下#从而最终完成了西方

现代美术体系的建构&此后#虽然一些学者对该体

系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但绘画)雕塑和诗歌作为

其核心成员的权威地位始终未被动摇#该体系本身

也最终保留了下来'

&这一体系一直持续到
)*

世

纪#直到现在它在一般公众中仍具有广泛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比较论%的另一项意义深远的成

就是促成了艺术家地位的巨大变革&我们前面提

到#古代对艺术品和艺术家的态度通常来说是矛盾

的#人们赞美杰出的艺术作品但却认为艺术家只是

卑贱的工匠&到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作品与艺术家

的这种分歧消失了#人们不仅盛赞艺术#同时也给予

艺术家高度关注&这一时期艺术家被封为贵族的事

例)艺术家越来越多地在作品上签名的现象以及艺

术家传记的大量出现#都证明了不仅艺术家开始意

识到自身的重要性#包括文人学者在内的普通公众

也对艺术家的个人经历)职业生涯甚至艺术家个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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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发了越来越强烈的兴趣&人们逐渐认为#对于那

些具有广泛社会知名度和崇高威望的艺术家来说#

传统的工匠身份对他们已变得不合时宜#一些人更

开始努力为其寻求新的社会身份&正是在这一背景

下#学者和艺术家的$比较论%不仅努力为绘画进入

$自由艺术%正名#而且还从古代有关诗与画的简单

类比中创造性地推演出关于提高艺术家地位的主

张&到
@"

世纪#不仅绘画分享了诗歌的一切美德和

优点#画家也分享了在古代只有诗人才拥有的$神性

迷狂%)灵感和创造性#赢得了与诗人同等的地位和

荣誉,随后画家赢得的成就又扩展至其他视觉艺术

家#从而促进了艺术家身份和地位巨大变革#为作为

现代文化精英的天才艺术家的观念形成奠定了基

础&

最后#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和艺术家还依照$诗

如画%的原则#以古代的诗学理论为框架建构起一套

系统的人文主义绘画理论&这种理论要求绘画在主

题)内容)目的等方面取法诗歌#从而将绘画塑造成

与诗歌一样的人类生活的严肃诠释者#由此确立了

绘画作为一种严肃和高贵的艺术的地位&这种密切

取法诗歌的绘画理论强调主题的至关重要性#将其

作为评价艺术品价值的最高标准&文艺复兴时期建

立的绘画类型等级序列便受到了这一理论的直接影

响#其中$历史画%被视为最高级的绘画#风景画)静

物画则处于次要位置&这种人文主义者绘画理论在

西方艺术实践中的影响通过法国的艺术学院一直延

续到
@+

世纪&

文艺复兴时期之后#到
@,

世纪巴罗克时期#为

绘画争取与诗歌相等的地位仍是人们努力的目标#

因此人们对$比较论$的热情不但未尝消减#甚至更

胜从前&这一时期的批评家甚至在绘画与诗歌的诸

要素间一一划上等号(如诗的情节等于绘画的设计#

诗的语言等于绘画的色彩等等&同时#$诗如画%也

俨然成了绘画与诗歌创作的指导性原则(绘画竭力

图解诗歌#诗歌则描写那些易于入画的事物&这一

时期绘画与诗歌的亲近程度#正如当时作家弗雷斯

诺!

Q.[/:;0%

=

"在其.画艺/中指出的#$且让诗如

画#并让画如诗%

*

#

+

@@+

&

到十八九世纪#情况出现了新的变化#那时视觉

艺术已经成功地从机械学科和手工艺活动中分化出

来#并牢固地确立了其作为自由艺术的地位#因而不

需要再倚重诗歌证明自身的价值&因此#从
@A

世纪

开始#比较论的重点转而成为探讨和强调两种艺术

的审美差异性&在十八九世纪#关于绘画与诗歌审

美差异性的诸多论述中#最经典的要算德国学者莱

!

T%<<6%&?>

O

6/140Z:;;40

H

"在其.拉奥孔/!

=$,O

,-

#

@,""

"中的有关论述&莱辛批评将诗歌与造型

艺术的审美原则混同的做法#他认为#画与诗$无论

从模仿的对象来看#还是从模仿的方式来看#却都有

区别%

*

)"

+

)G!

&总的来说#莱辛认为#诗歌与视觉艺术

以下几方面有着重要差异(注重空间与注重时间,运

用自然符号与运用语言符号,有限的空间画面与不

确定的时序安排,模范与表现,身体与心灵,外形与

内在,沉默与雄辩,表达美与表达崇高,女性化与男

性化,诉诸眼睛与诉诸耳朵等*

),

+

!,

&总之#莱辛的

.拉奥孔/结束了那种植根于古代并在文艺复兴时期

直到
@A

世纪大行其道的$比较论%#使绘画摆脱了对

主题的严格关注#转而关注空间中存在的基本形式

要素#促进了艺术自律性的发展&

注释!

!

迪奥认为#视觉艺术与诗歌的差异表现在四个方面(!一"视觉艺术呈现的图像是诗无法在时间进程中展现的,!二"视觉艺

术无法用图像唤起所有的观念#艺术家只能依靠象征手段,!三"视觉艺术不得不与物质媒介斗争#缺少诗人的自由,!四"视

觉艺术不能让眼睛去相信看不到的事#而诗人却能用言语的魅力那样欺骗眼睛!参见朱狄.当代西方艺术哲学/#人民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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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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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

这本书于
@D)A

年出版#主要记录了
@D*"

年乌尔比诺宫廷的一些学术讨论活动&

#

雕塑家们常常以此强调雕塑更真实#因为它与自然物体一样都是三维的&比如切利尼就指出#雕塑与绘画的差别#就如同

物体与它投射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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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利尼在回信中就强调了这一点#他指出($雕塑七倍伟大于绘画#因为一个雕塑必须有八个表现角度#而且每个角度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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