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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提出并论证了一个令我们很感兴趣的问题，既中国艺术结构作为中国艺术的本原与本体如何可能
。
从研究中国文化、哲学之理念问题进入，认为“中国艺术结构的所有表征无不取决于文化与哲学观点
的深层律动”，并研究巫文化与中国艺术结构之关系问题。
　　本书预设了一个前提，即将中国原古巫文化，看作“具备着中国文化最早的文化构造意识与方式
”。
将原古巫文化看作中国最早成熟的一种典型的文化形态及其文化结构，体现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
中所言“艺术的起源，就在文化起源的地方”之关于艺术及其结构发生的理念与思路，并从巫文化的
基因，探讨中国艺术美饰象结构意识的起始，又从巫术操作之审美结构性因子，讨论中国艺术审美结
构与“巫”结构的“异质同构”性，揭示中国艺术结构本原意义上的人文时间性，富于启发。
　　本书从“流观”与“兴”之角度，研究中国艺术结构的胚胎模型，论证“作为一种观察方式与思
维方式”的“流观”与在思维结构上作为“流观的深化”的“兴”，是基于巫文化之根因的中国艺术
结构“诗性智慧”展开与实现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
　　作者运用结构分析的方法对中国艺术结构问题进行了成功的解读，而不是照搬来自西方的结构主
义。
注重关于论题的结构分析，但是并没有也不是那种空疏的所谓关于“形上”的分析，而是体现了作者
的时间意识，并将这种意识贯穿到历史、人文领域的中国艺术结构的研究之中。
对中国艺术结构传承与变迁的探讨，渗透着一种历史时间意识，关于历史文人化人格的结构呈示的论
述，将艺术结构的深度蕴涵从本体层面联结到具象层面，给全书以浑然一体之感，也深化了中国艺术
结构精蕴的理论性与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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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艺术结构与巫术宗教结构的分化。
本来巫术是中国艺术的母体，中国艺术结构的要素、构成方式都从巫术而来。
但巫术的灭亡却也宣告了宗教的消亡。
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类似西方那样的宗教，中国的原始宗教只把一些原有的结构要素转移到了后续
的文化、艺术等形态上，却在根本性质上并没有保存宗教的质性与结构。
所以在中国艺术中，我们不能寻找那永恒自在的“上帝”要素，中国艺术中存在的一切都是人所创造
的。
根究中国艺术与宗教分化的原因，恐怕结构上的不相容是一条内在而难逾越的沟堑。
为什么呢？
因为在巫文化中，中国艺术的结构方式否认具备“潜在的”优势，它还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而
原始宗教却是“现在的结构存在”。
作为已在的结构存在，一方面不属于新的结构要素，另一方面，又缺少变易的机制，一切依赖于巫术
所涉要素对神灵的“外显作用”。
根据冯·洪堡特对“外显作用”的阐述，我们得知“外显”是某些特定客体需要被作为普遍存在物表
达时，常常使该客体与一定指示物联系起来，使客体得以借助“外显”的指示物而被表达。
在洪堡特看来，“外显作用”属于结构上的一种简易生产活动，它“由简易法则制约”，“表达式的
外观是由内容的义位成分功能所规定的外观决定的”因而，当简易法则被其他的更繁复的法则所替代
时，这种对原来客体的“外显”指示物就失去了它原来的结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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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运用结构分析的方法对中国艺术结构问题进行了成功的解读，而不是照搬来自西方的结构主
义。
注重关于论题的结构分析，但是并没有也不是那种空疏的所谓关于“形上”的分析，而是体现了作者
的时间意识，并将这种意识贯穿到历史、人文领域的中国艺术结构的研究之中。
对中国艺术结构传承与变迁的探讨，渗透着一种历史时间意识，关于历史文人化人格的结构呈示的论
述，将艺术结构的深度蕴涵从本体层面联结到具象层面，给全书以浑然一体之感，也深化了中国艺术
结构精蕴的理论性与系统性。
　　——复旦大学教授 壬振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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