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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学、艺术与素质教育学术研讨会

暨教师培训班
”
综述

罗

⒛02年 11月 5日 至 9日 ,由 山东大学文艺美

学研究中心和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的、经

教育部高教司批准的
“
美学 、艺术与素质教育学术

研讨会暨教师培训班
”
在四川师大田家炳教育行政

楼召开。这是进人新世纪以后我国学术界对美学、

艺术与素质教育进行的一次高层次的深入讨论 ,来

自国内重点大学和社科机构的 10余 位知名学者分

别作了精彩而深刻的演讲 ,并 与参加此次研讨会和

培训班的有关高校的教师及我校研究生进行了互动

的问答与磋商。会议期间 ,陈炎教授 (山 东大学 )、

马龙潜教授 (山 东大学 )、 沈致隆教授(深圳大学)还

为川师大校本部和校东区的本科生、研究生开设 了

讲座 ,受 到热烈的欢迎。

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 美学的比较与延展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 ,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剧 ,

美学也开始朝着跨区域、跨 国界的方向发展。陈炎

教授把儒家、道家与 日神、酒神对照起来 ,作 了东西

方文化的结构性 比较。他认为 ,如 果说 日神代表了

光明与智慧 ,酒神则代表了幽暗与迷狂 ;日 神是极端

的理性 ,酒神则是极端的感性。在这种对立状态下 ,

代表感性的体育和代表理性的科学在西方都非常发

达。而与 日神和酒神相对 比 ,中 国的儒家和道家则

是不纯粹的理性和不纯粹的感性。如果说道家把个

人看作 自然的一部分 ,偏 重感性 ,那 么儒家则把个人

看作社会的一部分。在这二者不纯粹的感性和理性

影响之下 ,导致中国的体育和科学都不是很发达 ,但

在儒道互补相结合之处的工艺却非常发达。陈炎教

授由此还提出了他个人认为四大发明是工艺而不是

科学的新观点。此外 ,日 神、酒神与儒家、道家精神

勤

也造成了东西方制度的差异。西方追求纯粹的自由

和绝对的法律 ,而东方则更多的是用道德来约束人 ,

或者是用比法律更具感性和随意性的政策来调节整

个社会生活。他预测在未来 ,既 不是东方取代西方

也不是西方取代东方 ,而是东西方的融合互补 ,使人

类更加成熟。

钟仕伦教授 (四 川师范大学 )用 美学地理学的

概念分析了南北美学的异同。他指出 ,南 北美学在

品格上有很大差异 ,如 音乐 、绘画、书法 、文学等 9个

方面各具特色 ,接着又进一步从审美发生学的角度

阐述了南北美学的源头 ,如 果用崇高形容北方。则用

散漫修饰南方 ,并且在每一次文化的大迁移中。都促

进了南北文化的融合 ,带来美学思潮的新变化 c

社会在开放 ,美 学的研究对象也在不断变迁二

从 18世纪西方美学逐渐形成 ,研究什么是美开始 ,

再到 ⒛ 世纪 80年代 ,西 方美学开始注重文化的研

究。冯宪光教授 (四 川大学 )X寸 这一现象作 了深人

的研究 ,提 出了审美文化的三种研究方式即审美文

化的类型研究、文化人类学研究以及与 日常生活劳

动相对 的行为方式 的研究。胡经之教授 (深 圳大

学)对此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 ,改 革开放之

初形成的美学热潮虽然有所冷却 ,但并不意味着审

美精神的消失。审美精神向更广阔的领域扩散 ,趋

向日常生活 ,审美生活化 ,生 活审美化 ,审 美精神正

在改变着 自己的形式。在我们这个时代 ,正 焕发着

一种新的审美精神。当今社会 ,主 流文化、大众文

化、高雅文化三足鼎立 ,各 显神通 ,各 领风骚 ,而且三

者既分立 ,又互相渗透 ,形成审美文化的新格局。

二 艺术的探讨与创新

在世纪之交这一特殊的语境 中 ,如何认识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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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界的成就与困境 ,怎 样从过去走向未来 ,探索艺

术发展的新局面是每一个有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的文

学工作者不应该回避的问题。各位专家学者对此也

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杜书瀛研究员 (中 国社会科学院)对 中国 ⒛ 世

纪文艺学学术史作 了全面细致的回顾与检讨 ,分 四

个阶段即史前史、褪变、定格和突破 (反 叛),概 括了

文艺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变。陆定家教授 (中 国人

民大学 )侧 着重探讨了当代文艺理论的研究动态与

发展前景。就 ⒛01年 文艺理论研究的着重点或侧

重点而言 ,他认为大体集中在以下 6个方面 :全球化

语境下文论的危机与出路、文艺学的学科建设与教

材改造、文艺学学术史研究的现状和意义、生态文艺

学走向学术前沿、网络文学的理论研究与批评 、文艺

理论走向来化研究的新动向。

论及新世纪文论的发展趋势 ,陆 贵山教授 (中

国人民大学 )认 为 ,文学研究即要微观研究 ,又 要宏

观研究 ;即 要分析研究 ,又 要综合研究。综合首先要

搞清大道理和小道理、真道理和假道理、实道理和虚

道理、新道理和旧道理。确认某个道理的同时 ,要研

究它们之间的关系 ,摸 索和探讨各种文艺观念所包

涵着的道理之间的道理 ,并 力图在发现各种道理之

间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建构和揭示文艺真理之间的

理论系统。此外 ,他还主张宏观、辨证、融会、创新的

学术思路 ,倡 导和呼唤实践理性的自觉意识。

在艺术的探讨与创新方面 ,曹 顺庆教授 (四 川

大学)作 了题为
“
文明冲突与文艺学研究

”
的讲演 ,

他首先分析了当前文艺学研究的困境 ,其 次阐明了

现实的焦点与困惑 ,最后着眼于现实的焦点与文艺

前沿——跨文明的文艺美学研究 ,揭 示了东西方文

化的内在催动力 ,并鼓励我们这一代人要有东西方

文化对话的勇气。

三 素质教育的新理念

目前 ,我 国社会已经进人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

正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加 人世界经贸组织

(WTO)后 ,社会已经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国

教育面临着适应并服务于现代化的重任 ,素 质教育

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与重视。针对素质教育这

一问题 ,许多专家提出了自己的新理念。

曾繁仁教授 (山 东大学)认 为 ,美 育是素质教育

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 现代教育中发挥着特殊的综合

中介作用 ,有着培养世界观、文化养成 、对德智体其

它各育的渗透协调作用 ,同 时也成为弘扬新的人文

精神、协调社会发展的重要渠道 ,现代教育改革的必

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以 及知识经济中创新能力培养

的重要途径。通过以上分析 ,曾 繁仁教授总结道 :缺

乏审美力的人算不上是真正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跨

世纪人才 ,而缺乏美育的教育也不是真正完仝的现

代高等教育。

马龙潜教授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素质教育 ,指 出 :

在当代中国这个具体的地域、民族和时代背景中 ,在

当代世界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总体格局中 ,要 从知识

经济时代的新的社会结构和经济事实出发 ,来 研究

由它们所规定的审美教育观念和审美教育结构形

态 ,肯定科学美应作为美学研究和审美教育的一个

重要方面 ,体现人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内在沟

通性和关联性 ,使人类 的科学观念从传统向现代化

转化。

沈致隆教授以他多年在英美各大学考察的实践

经验 ,从英美一流大学着手 ,对 中国的素质教育提出

了一些新的思考。他从导师制、学院制、新生录取标

准、人才培养 目标、学术研究重点、校园文化氛围、教

师队伍建设等 6个方面探讨 了如何借鉴英美经验 ,

从而促进和改革我国的素质教育。比如剑桥的导师

制由导师提出选题意见 ,定期听取学生汇报 ,学生可

自学或听课 ,培养其独立思考 、触类旁通 、全面发展

的能力。沈教授将英美大学的理念与素质教育相联

系 ,提 出了他个人关于素质教育的新观念。

这次研讨会暨教师培训班 ,从美学、艺术与素质

教育三个方面作了深入广泛的探讨 ,其 中不乏令人

耳 目一新的观点 ,让我们了解了学术动态 ,带领我们

走向学术前沿。整个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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