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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丰碑—纪念王朝闻先生逝世十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孔德平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

承办的“永远的丰碑——纪念王朝闻先生逝世十周年座谈

会”于 2014 年 12 月 16 日在北京举行。座谈会由中国艺术

研究院副院长吕品田主持，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田

黎明，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原所

长吴为山，以及国内美术学、美学、文艺理论、文学、戏剧、

舞蹈界的专家学者，王朝闻先生的学生、亲属和媒体代表

等共 10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

吕品田首先代表王文章院长向与会专家表示感谢，向王

朝闻先生的夫人解驭珍先生致意。吕品田高度评价了王朝

闻先生的学术与艺术成就。他说，王朝闻先生是卓越的马

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美学家、雕塑家、艺术家，新中国马

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在他

70 余年的学术和艺术生涯中，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

艺理论的坚定信念和孜孜追求，基于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无

限热爱和深刻认识，基于参与社会活动的丰富阅历和从事

艺术实践的深切审美经验，在美学和文艺理论领域交相探

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华文化的现代化，以千万言的

丰硕著述辨析美丑、甄别善恶、阐扬真知、梳理大道，构建起

中国特色的美学和文艺理论体系。这是一个融艺术家的美

学和哲学家的美学于一体的形态独特的理论体系。它博大

精深、学贯中西、庄谐并兼、雅俗共赏，其中蕴含的良心道

义、智慧思辨和灼见真知，体现的求索精神、认真态度和勤

勉作风，表露的高洁情怀、宽广眼界和雍容气度，汇成王朝

闻学术思想的巨大魅力，指导和影响了新中国的几代文艺

工作者。王朝闻先生在艺术创作上同样取得卓越成就，他

为数不多的雕塑作品也已成为新中国美术的一份经典。

王朝闻先生的长子王力田代表母亲解驭珍首先发言。

他对中国艺术研究院和美术研究所在父亲逝世十周年之际

组织这个座谈会表示衷心感谢。他在讲述了父亲日常生活

的生动事例后指出，王朝闻先生心系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

高度关注我国文化事业的建设和艺术事业的发展，并为之

奋斗终生。他甘于奉献，辛勤耕耘，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不忘

学术思考，并且能够在平凡的事物中发现深刻道理。

座谈会围绕王朝闻先生的美学和文艺理论贡献、王朝

闻先生的美术史学贡献、王朝闻先生创作实践的艺术价值

和王朝闻先生艺术批评风范的当下意义等议题展开。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原所长邓福星对王朝闻

先生的学术思想进行了高度概括。他认为，王朝闻先生的

文 艺 评 论 面 向 生 活 、喜 闻 乐 见 ，对 当 时 中 国 的 整 个 文 艺

创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他的美学研究是在文

艺 评 论 的 基 础 上 把 研 究 的 对 象 由 艺 术 作 品 扩 展 为 自 然 、

社 会 和 人 生 ，更 集 中 地 研 究 美 感 、审 美 感 受 和 审 美 心 理 ，

在审美心理方面挖掘得相当深。他的美学思想具有三个

特 点 ：一 是 充 满 辩 证 的 思 想 。 二 是 从 感 受 出 发 研 究 理

论 。 三 是 将 真 、善 、美 紧 密 结 合 ，又 指 向 善 。 他 的 艺 术 美

学体系反映了 20 世纪后半叶中国文艺的基本面貌、特征

和 发 展 的 过 程 。 王 朝 闻 先 生 的 确 是 我 们 中 国 20 世 纪 后

半叶艺术美学领域一座不朽的丰碑。

吴为山在发言中认为，王朝闻先生把马克思主义的文

艺理论与中国传统的美学和史学相结合，将中国传统的造

型规律及造型精神与主题性现实性雕塑相结合，将架上雕

塑研究成果与环境雕塑相结合，将中国的传神论及细节描

写理论与雕塑的塑造技法相结合。这些理论都不是空泛

的，而是他在艺术创作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些理论对

雕塑创作实践都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他还从内在精神

的主线、造型意识的纯化、神性意造的象征、肖像神形的妙

得、精神环境的虚拟和雕塑风格与时代六个方面阐述了由

王朝闻先生的《雕塑雕塑》所引发的思考，认为王朝闻先生

对风格的思考和精辟论述，对当今研究前人遗产、了解雕

塑创作的本源问题，对创造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雕塑现

代风格具有学术指导意义。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陈

醉回顾了自己跟随王朝闻先生学习和一起工作的美好时光，

高度赞扬先生对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和生活简朴、

待人亲切、为人谦逊的人格魅力。同时指出，在战争年代，他

利用自己的专业实践为革命服务；新中国成立后又由雕塑创

作转入科学研究，为建立共和国新文艺体系、新文艺理论体

系、新美学理论体系，尤其是新美术理论体系贡献了毕生精

力。王朝闻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的逝世是共和国文艺事业的

极大损失，标志着一个有代表性的文艺理论时代的终结。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杜书瀛认为，王朝闻

先生是一位值得永远纪念的美学家，一位既可信又可爱的美

学家。他有切实的创作经验和丰富的审美实践，所论一针见

血，令人心服。他思维敏捷，目光锐利，善于从别人容易忽略

的细小现象中发现问题，娓娓道来，将某种美学真谛一语道

破，给人启迪，发人深思。他的文字活泼而优美，平实而富有

灵气，从不故作高深之状，从不故弄玄虚，从不装腔作势，而

是像老朋友那样同你谈心、交心，读之如沐春风，如饮甘泉。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原副所长陈绶祥说，王朝

闻先生是我们大变革大时代的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思想家、

学者，是一座丰碑。他站在我们国家文化的高度，把西方对

艺术的最先进思想引到国内，同时也把中国真正的文化拉

到 世 界 中 去 检 验 ，最 后 用 最 通 俗 的 语 言 得 出 最 深 刻 的 结

论。王朝闻先生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敏锐、非常有思想，

同时又能严格要求自己，宽厚待人，宽厚待社会的学者；是

一个时时处处反思自己、审视自己的学者、大理论家。

电影研究所原所长章柏青发言认为，20 世纪 90 年代，

王朝闻先生的理论已经涉及“生产与消费”，对后来的电影

产业有重大的启示意义。他的电影评论常把一部影片提升

到美学意义上进行评判，别具一格。他认为审美态度应该超

越我们的生理欲望，如果被低级趣味所左右，强调生理特征

尤其是女性的肉体，这样的“艺术”只能产生刺激性，而丧失

了审美超越的美。他批评不少电视节目创作太过轻浮，过分

强调商业性和娱乐性，不仅错误连出，而且往往是歪曲历史

现实。这些理论对现在的影视创作富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晓凌发言认为，王朝闻先生是

美术研究所的真正奠基人，学界一直忽视对王朝闻本人的

研究。研究王朝闻要从五个角度进行：首先，他是中国现

代美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其次，他是中国实践美学的奠

基人和开拓者。第三，他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实践

者 。 第 四 ，他 还 是 中 国 现 代 雕 塑 的 开 拓 者 和 奠 基 人 。 最

后，王朝闻是从本土出发的美学家。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

和对本民族文化认识的不断加深，对王朝闻的认识还要更

进一步。随着中华民族文艺复兴的展开，王朝闻一定在大

的历史潮流中间扮演一个里程碑的角色。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从艺术学理论研究和学

科建设的角度，提出“王朝闻的时代到了”。他认为，王朝闻

体现了四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他实现了艺术实践和理论的

贯通。第二，他的艺术理论与批评始终洋溢着感性体验的

气质。他携带着鲜活的艺术感性而进入艺术理论与批评

领 域 ，特 别 是 为 社 会 主 义 现 实 主 义 美 学 体 系 输 入 了 中 国

美 学 传 统 因 子 。 第 三 ，他 的 艺 术 思 维 体 现 了 现 代 唯 物 辩

证 法 体 系 与 中 国 辩 证 思 维 传 统 的 交 融 。 第 四 ，他 拥 有 一

整 套 跨 越 艺 术 类 型 界 限 的 普 遍 性 的 艺 术 思 维 框 架 ，可 以

说他是涉及多种艺术类型的名副其实的中国现代艺术 批

评家和艺术理论家。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教授陈池瑜从三个方

面阐释了学习王朝闻学术思想的意义。第一，王朝闻先生

的理论对于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中国艺术理论做出了巨

大贡献。他的文艺理论、艺术理论、美学理论和批评理论

都 是 从 自 己 的 实 践 经 验 、从 中 国 艺 术 中 总 结 出 来 的 ，是

真 正 具 有 原 创 性 、最 有 民 族 特 点 和 中 国 特 色 的 理 论 ，是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最 重 要 的 艺 术 理 论 成 果 。 第 二 ，王 朝 闻

先 生 从 艺 术 鉴 赏 、艺 术 经 验 出 发 提 出 理 论 ，建 立 了 自 己

独 特 的 重 视 艺 术 实 践 的 经 验 美 学 体 系 。 第 三 ，王 朝 闻 先

生 具 有 非 常 高 的 鉴 赏 力 和 理 论 思 辨 能 力 ，他 把一般性的

研究方法和具体作品结合，理论深刻。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原副所长王镛发言认为，

王朝闻先生一直沿着马克思主义美学一路探索，他的美学

是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基础上吸收了中国传统美学精华，形

成 了 自 己 独 特 的 以 审 美 感 悟 和 艺 术 感 受 为 主 的 美 学 思

想。他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大

变革时代的产物，是中国式的现代美学和现代艺术理论。

当代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并没有结束，所以他的思想

和理论在当代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王朝闻先生的美学

思想和艺术理论前无古人，后启来者，值得我们后来者很

好地传承，使之在当代尤其是美术界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李新风从艺术理论和中国

艺术学学科建设的角度高度评价王朝闻先生，认为他是当

代中国的标志性人物，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具有象征意义

的人物。他主编的《美学概论》影响巨大，目前仍不过时。

他 还 重 视 并 积 极 推 动《中 国 艺 术 科 学 大 系》的 编 撰 工 作 。

艺术学在 2011 年成为一个门类学科，但在 1983 年的全国

社会科学基金体系中，艺术学已经成为一个单列学科，形

成了某种自觉或者某种意义上的独立。中国艺术研究院

包括王朝闻先生在内的一些老专家在艺术学作为单列学

科机制的形成方面起到过很大的影响作用。

曲艺研究所研究员贾德臣发言说，王朝闻先生晚年非常

重视艺术学体系建设和《中国艺术科学大系》编撰工作，指示

要努力发掘中华民族的艺术理论精华，广泛借鉴世界各国艺

术学研究的优秀成果，以此并从而积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

克思主义的艺术学学科的建设；强调建立艺术学体系要注意

艺术的“三段论”，即艺术学、社会学和审美学。为了完成王

朝闻先生的嘱托，国家重大项目《中国艺术科学大系》大型丛

书的编撰工作目前正在王文章院长主持下积极向前推进。

舞蹈研究所所长欧建平重温了 30 多年前听王朝闻先

生讲课的笔记，同时指出，王朝闻先生对舞蹈非常关注，有

大量涉及舞蹈的谈话和文章。他认为演员的创造性劳动

不一定总是有意识的；认为中国的动作语汇很丰富。他批

评中国现在的舞蹈总是照搬西方的芭蕾，无特殊性，就对

观众无号召力；同时又指出，外国的东西作为比较研究是

有用的，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舞蹈、增强我们的民族自尊

心和自豪感，借鉴研究外国是必要的。这些思想对舞蹈界

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刚发言认为，

戏 曲 美 学 在 王 朝 闻 的 美 学 思 想 中 占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地 位 。

他通过对中国戏曲艺术的感悟，深化了对美学思想的认识

和阐释；另一方面，戏曲研究者也通过对王朝闻先生美学

思想的认识深化了对戏曲美学的认识。王朝闻先生的很多

美学见解和观点都是从中国传统艺术、包括戏曲艺术中生

发出来的。他把对戏曲的观察、理解和感悟加以提炼，提升

到美学的高度。他的美学思想、研究角度和认识方法，甚至

语言模式都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郑工结合目前的

研究现状谈到王朝闻理论在当下理论建设中的作用。现

当代美术史研究目前有形成新的遮蔽的危险。因为学术

立场和方法论的问题造成了现在的研究对身边史实的忽

略。外国人用他们自己的方法论、理论话语和知识系统研

究中国现当代美术问题，使我们自己在面对现实问题上所

建构的那套知识系统被不经意地整体忽略和置换。新中

国美术创作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实践方式和评价标

准，而在理论建设方面，尚待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有效理论

体系。因此，把王朝闻先生的一系列理论著述放在现代知

识 体 系 内 重 新 整 理 ，结 合 目 前 的 创 作 实 际 重 新 研 究 和 深

化，便成为一项急需的工作。

《美术观察》主编李一发言认为，王朝闻先生是《美术

史论》的主编和《美术观察》名誉主编，生前一直关心支持

《美术观察》，就办刊思想、编辑思路和人才培养多次做过

指示。我们今天缅怀王朝闻先生，第一是要学习他对美丑

爱憎分明的立场。由于种种原因，美与丑的辨析容易被遮

蔽，王老要求我们办杂志应该认真辨析美丑。第二是学习

他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王朝闻先生晚年越发重

视中国书画的传统，始终主张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相互渗

透、相互影响、相互联系。

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牛克诚发言认为，王朝闻先生的美

学及艺术理论是一种中国式的学问方式。它具有非常强的

实践性，他所有的理论表述，几乎都是从他看戏、看画展、读

小说甚至饮食、旅游方面的体悟而来。王朝闻先生打破了

艺术门类的界域，他所领悟的美的规律是辐射到文学、美

术、戏曲、曲艺、舞蹈等全领域的。这种通才式的学者气质，

我们在苏东坡、董其昌那里可以看到，在当代美学艺术理论

领域，可能只有王朝闻先生还保有这种气质。王朝闻先生

的美学是一种体验美学，是从中国本土文化生发出的一种

美学形态，这在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中有其重要价值。

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孙玉明发言认为，由于王朝闻先生

在雕塑、美学、文艺理论等领域的贡献太过突出，所以许多

有关他的报道和词条都给他冠以雕塑家、美学家、文艺理

论家的头衔。殊不知，王先生在红学领域的贡献也是很突

出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王朝闻先生担任中

国 艺 术 研 究 院 副 院 长 期 间 ，支 持 一 些 红 学 研 究 者 于 1979

年创办了《红楼梦》研究的专门刊物——《红楼梦学刊》，并

一直与冯其庸先生、李希凡先生等人共同担任《红楼梦学

刊》的主编。第二，他撰写的洋洋 40 余万字红学专著《论凤

姐》出版于 1980 年，该书与王昆仑先生的《红楼梦人物论》共

同成为了《红楼梦》人物研究的经典之作。

中国美术馆原副馆长梁江发来书面发言，他认为，王朝

闻先生是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界、美术理论界

的杰出代表。先生熟谙艺术创作规律，他的美学理论立足

于当代中国艺术的鲜活现象和创作实践，以自己敏锐、丰富

的审美感受能力和艺术鉴赏经验为基础，从深厚的审美经

验、审美体验深化和升华到理论，是最接地气、最富于实践

品格、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回顾和纪念王朝闻先

生，对当代中国美学和艺术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随着岁月

逝去，他的贡献和价值必将进一步彰显出来。

最后，吕品田对座谈会进行总结。他说，王朝闻先生的

学术思想和治学经验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启发，在今天依然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今年适逢王朝闻先生逝世十周年，在

这个特别的时刻隆重举行纪念座谈会，以深切表达对王朝

闻先生的缅怀崇仰之情，同时也希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

文艺界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

话精神的今天，更加深刻地认识和阐扬王朝闻先生学术思

想的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

（本版图片按专家发言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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