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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张道一先生选集研究 
◆刘  昂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省南昌市  330022） 

 
摘要：《张道一选集》是张道一先生从事学术研究 50 余年的精华，先生

以民间美术、民间工艺作为学习和研究的原点，进而进入工艺美术、设

计艺术研究、美术学研究， 后对上述艺术进行整体性的理论思考与探

讨。本文从艺术与艺术学、造型艺术与美术学、工艺美术与设计艺术学、

民间艺术与民艺学四个方面探索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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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艺术与艺术学研究 
先生说：“艺术学是研究艺术实践、艺术现象和艺术规律的

专门学问，它是带有理论性和学术性的、成为有系统知识的人文
学科。”  

在此基础上，艺术学将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从而形成新的交
叉学科、新理论、新方法。如：中国艺术思维学、艺术文化学、
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伦理学、宗教艺术学等等，指出：
“随着艺术学的深入研究和逐渐拓展，以及若干分支学科的建
立，必将成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大门类，而艺术学的建立，
又给艺术实践本身以科学指导，促进艺术的繁荣”。这应是艺术
学建立的价值所在。 

2 造型艺术与美术学研究 
当我们纵观中国文化时，不可避免的总要说到诗词歌赋，其

中还有个必须提到“文人画”。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画有些奇怪，
明明是横向的山水，偏偏竖立起来，而且在天空上写满文字，盖
上一块朱红的大图章，这种做法与“诗书画印”融为一炉的思想
有关。在上千年的中国文化中，文人画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产
生，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好诗有一条重要标准：“意境”，
古人都是用毛笔书写诗词歌赋，当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墨和纸的奇
妙交融，便想象能否将诗中的意境绘画出来，表达自身的品德、
志向。说到“文人画的新与旧”，必然探讨“文人”，现代的文人
必然不同于封建时代的文人大夫，先生指出：今天的文人理解为
中国传统文化素养较高的现代文化人。传统文化素养高的现代文
化人必然与旧文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着文人的共性——意
境，抒发自身情绪、意向。尽管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人们的价
值观念在变，但“共性”不变，事物的本质不变，只在不同的时
代背景下，文人对于文人画所赋予的不同内容，追其本意依然是
抒发文人的丰富情感和精神。 

3 工艺美术与设计艺术学研究 
《为生活造福的艺术》中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工艺美术的基本

性质、艺术特点和社会功能。从“原始的造物活动”的历史回顾
中揭示了工艺美术作为艺术起源的 早存在：“人们从 初的造
物活动中，逐渐找到了合理的形，也逐渐认识了这形体之美。如
果没有旧石器时代几十万年的经验积累，便不可能有新石器时代
陶器的产生，更不可能有精美的彩陶制作”，亦即没有其他艺术
的诞生。“用与美的统一”，则是对工艺美术本质的揭示：“工艺
美术的基本性质是用与美的统一。……因为要求在生活中实际应
用，必须强调实用性，充分发挥其功能；又因为人们时时处处要
接触它，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必须强调审美性，使人赏心
悦目，在精神上得到一种鼓舞，在这里，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作用
被创造性地统一在一起了。”张道一先生指出，唯有把握住实用
与审美的辩证统一，才能从本质上理解工艺美术的内涵，不论探
讨工艺美术的社会作用，还是研究它的价值，都不能离开实用与
审美这两个方面。在“意匠筹度之美”中，他指出：“设计一词，
一般与英语的 design 相对译，同时也译作图案和意匠。”这是对
中国近现代设计历史有了深切的考察之后所作的陈述。论文通过
对工艺美术的陈设品作为工艺美术的代名词的现象予以阐释，并
在“为生活造福”的部分，揭示出工艺美术的价值不仅在于美化
生活，“更重要的是充实生活、丰富生活、创造生活”。 

工艺美术与民族化是不可分割的。先生指出：“工艺美术就
其主流来说，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直接供人享用的艺术，为了生

活的方便和舒适，尤其要强调群众的习惯性和普及性。在这里，
民族化便是一个核心。……民族化可以理解成民族风格和民族特
色，亦即大家常说的中国气派。”民族化与现代化不是一对矛盾：
“所谓现代化，就其品物来说，便是结合现代科学技术、适应现
代生活方式和现代的审美情趣。……将民族化和现代化割裂开
来、对立起来的观点，显然带有表面性，也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4 民间艺术与民艺学研究 
先说“民间艺术”，它不是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而是标志

着以一个层次，艺术是无所谓民间与否的，它随着阶级的产生而
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它之所以是个艺术层次，是因为
作者主要是基层劳动者，他们的创作带有原发性、业余性、自娱
性和地域性。张道一先生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民艺学，“是一门
社会科学，它带有边缘学科的性质。在它的周围，必然与社会学、
民俗学、艺术学、美学和历史学、考古学、心理学等相联系相渗
透。”在对“民艺”、“工艺”、“美术”、“艺术”、“民间美术”、“民
间工艺”等诸多概念作了阐释以后，提出民艺学研究的六个方面，
包括：民艺学的研究对象、民艺学的研究宗旨、民间艺术的分类、
民间艺术的成就（实存）、民艺学的比较研究以及民艺学的研究
方法。他指出，一般的民艺学探讨民艺的原理和规律，主要解决
一些有关民艺的基本问题，而中国民艺便是在这原理和规律的指
导下探讨中国的民艺，找出中国的民艺的特点，并解决一些中国
的实际问题。从中不难体会张道一先生对于民艺学的真挚情感与
热爱并理性的分析，“民艺”是一切艺术的根本，是艺术的母体，
是本元艺术。 

5 结语 
读完本书之后，感叹张道一先生一生投身于学术研究及教书

育人事业，在其学术研究范围内，默默前行，为中国艺术学研究
奉献出巨大贡献，我们不仅学其做学问的态度，摆正自身，抵挡
混乱纷华的世界，克服艰难险阻，不忘初心，而且在具有学术热
情的同时，理性思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问题，追溯源头，看清
事物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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