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语国家艺术史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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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梳 理 ２０ １ ０
—

２ ０ １ ５ 年五年 间 德语 国 家 艺术 史 学界研 究 动 态 ，

以 期 为 中 文 学 界 了 解德语 学界成 果 与进展提供便 利 ， 促进 国 内 外 学 者 交

流 与 合作 ； 并 为 艺 术 史 学科机 构化 、 职 业 化 、 规 范 化
，
以 及 艺 术 学 门 类

的 学科 完善提供 有益 的 线 索 。 本 文首 先 以 地理范 围 划 分 ， 梳理德 语学 界

的 亚 洲 、 欧 洲 和 其他地 区 艺 术 史研 究
。 地域 划 分之外 ， 具有 方 法 论意 义

的全球 艺 术 史 、 跨 文化研究 、 数 字 艺 术 史 ，
以及 艺 术 与 科 学结 合 的跨 学

＾科研究 ， 都是 本 文 关注 的 重 点 。

暑
关 键 词 德语 国 家 东亚 艺 术 史 欧 洲 艺 术 史 跨 文化研 究 数字 艺 术 史

＾？

为现代学术 的艺术史学科 ， 首先 出现在德国 。 １ ８ １ ３ 年 ， 德 国 哥廷根大学设

Ｉｆ立了 第
一个 艺 术史教 席 ， 这对 作为 人文 学科 的 艺 术史 是重 要 的 机 构化事

件 。 在此之后 ， 作为 职业的 艺术史研究和作为社会身份 的艺 术史 家 ， 在德 国 和德

语学术界逐 渐普及规范 。 国 内 美术史 教育体制 ， 虽然主要沿袭前苏联 的 机构 化模

式 ， 但 正在 不断调整 ， 探索适合新学科分类 的 机构化道路 。 在艺术学 升级为学科

大类之后 ， 作为艺术学
一部 分的艺术 史研究和教育 ， 应 当如 何 实现机构化 、 职 、

Ｉ ｋ

＊

本文涉及 的 国外学者姓名 ． 除其已 有中文译名或 中文名 以 外 ，
都采取 了保留 外文 原文 的 做法 ， 以方

便读者在互联 网上査找相应 的研究项 目 和学者 ■？ 以 往对德文姓名 的英文音译也 没有采用 ． 希望为 国 内

学者赴德语学界访学 、 进行博士 后研究 ， 以及学生 申 请硕博士项 目 提供实用信息 。 随文 的 附录 ， 仅列

人文 中提到的德语＿ 家研究机构和博物馆 ， 实际的研究机构数量远 多于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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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规范化 ， 是值得 学界思 考的 问 题 。

本文概述 最近 五 年 （ ２ ０ １ ０
—

２０ １ ５ ） 德语 国 家 的 艺术 史 研究 ， 目 的有 二 ： 首

先 ， 方便 中 文艺术 史学界了 解德语学界研究进展 、 理论 和方法 创新 ， 为国 内 学者

寻求 国 际学 术交流合作提供 线索 ； 其次 ， 借鉴德语 国家艺术 史研究机 构化 、 职业

化 、 规范化 的经验 ， 促 进国 内艺 术学学科整合和完善 。

本文考 察对象是 德语国 家综 合大学 （
Ｕ ｎ ｉｖｅｒ Ｓ ｉ ｔＭ ）

［
ｌ
］

、 研究所和博 物馆 内艺术

史学科 的研 究工作 ， 以 及艺术史 研究对象的 跨学科研究 ， 如艺 术史与 人类学 、 社

会学 、 材料科学 、 认知科学 的交 叉合作 。 德语 国 家指德 国 、 奥地利 和瑞士 。 本文

所称
“

德语学界
”

， 包括在德语 国 家各类研 究 、 教学机构进行 艺术史研 究的 学者 ，

不 囿 于学者 的 国籍 和学 术语 言 。

本 文对
“

艺术史研 究
”

的 界定 ， 主要包括绘 画 、 雕塑 、 建筑 、 摄影 、 电 影等

艺术 门类 的 历史 ， 对 陶 瓷 、 金属 、 玉 石等 材料 人工 制 品 和 文化 遗存 的 艺 术 学研

究 ， 以及相关物质文化 、 艺术市场 和收藏史的 研究 。 考察对象首 先 以地 理区 域划冬
分 ， 包括针对亚洲 、 欧洲和其他地 区 的 艺术史研 究 。 近年来发展迅速 的全 球艺术＃
史研究 ， 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 除去以 材料和 区 域划分 的艺术史 ， 本 文还 试图 梳ｊ
理德语学界 为艺术史方 法论做 出 的 贡献 ， 如跨 文化研究的转 向 ， 艺术与科学 的跨冬

学科研究 ， 以及数字艺 术史研究 等 。

一

、 亚洲艺术史１ ６ ７

本节概述德语学界对亚洲艺 术史 的 研究 。 东亚 艺术史领域 的研究 和教学 ， 主

要集 中在海德堡大 学 、 柏林 自 由 大学 和苏 黎世 大学 。 ２ ０ １ ６ 年秋 季 ， 原执 教 于伦

敦大学亚非学院 的 Ｌｕｋａ ｓＮ ｉｃｋ ｅ ｌ 教授 人职维也纳大学艺术史研究 所 。 拥有悠 久艺

术史学科传统 的维也纳 也将成 为东亚 艺术史研 究 的 重镇 。 南亚艺 术史 的研究 和 教

学 ， 主要在波恩大学 、 维也纳大学 和慕 尼黑大学 的艺 术史研究所 ， 以 及海德 堡大

学的 跨文化研究 中心 和 南亚研究所 。

海德堡大学是德语 地 区 最早关 注 东亚 艺术史 的 机 构 之一 。
１ ８ ９ ６ 年 ， 海德 堡

大学建立 了艺术史研究所 。 １ ９ ４ ５ 年 ， 学校重 建 了 二战 期 间 被纳 粹分 子关 闭 的研

究所 。 １ ９ ４ ７ 年 ， 研究所开 办 了东 亚 艺术史 专业 ， 由 执 教 日 本 十 年后 归来 的谢凯

教授 （ Ｄ ｉｅ ｔｒ ｉｃ ｈＳｅ ｃｋｅ ｌ ） 主持 。 １ ９ ６ ５ 年 ， 研究所 为谢凯 教授设 立 了 德 国 第
一

个 东

亚艺术史教席 。 在雷德 侯教授 （ Ｌｏｔ ｈａｒ Ｌｅｄｄｅ ｒｏ ｓｅ ） 任上 ， 东 亚艺 术史 系 于 ２ ００ ４

年独立于艺术史研究所 ， 增加 了 日 本艺术史教席 ， 并 与汉学 系 和 日 本学系 组 成东



亚研究 中心 。 预计 ２ ０ １ ８ 年底 ， 东亚研究 中心 将 与南亚研 究所 、 人类学研究所 和

海德堡跨 文化研 究中心 合并 ， 并 新建地下四 层图 书 馆 ， 成为 规模 庞 大的海德 堡大

学亚洲 与跨 文化研 究中 心 。 目 前 ， 东亚艺术 史研 究所拥有两个 教席 （ 中 国艺 术 史

与 日 本艺术 史 ） ， 两个访 问教授教席 ， 以及两个助理教授席位 。 东亚 艺术 史研究所

的 学者和学生重视实地考察 和物质材料分析 ， 以 及多种方法论的批判使用 。

１ ９ ７ ６ 年 ， 谢凯 教授 的 教席 由 雷德侯教 授接任 ， 并于 ２ ０ １ ２ 年起 由 胡 素馨 教授

（ Ｓａ ｒａ ｈＥ ．Ｆｒａ ｓｅｒ ） 执掌 。 胡 素馨教授 的研究领域包括 ６ 至 ２ ０ 世 纪 中 国 和 日 本绘

画 史 、 中 国摄影史 、 亚洲佛教壁 画 ， 以及 民 国 时期 （ １ ９ １ ２
—

１ ９ ４９ ） 考古学 和 民族

志研究对塑造 国 家认 同 的影 响 。 继 承高居翰教授 （ Ｊ
ａｍ ｅｓＣ ａｈ ｉ ｌ ｌ ） 的衣钵 ， 胡素馨

教授 也重视艺术创作 、 流通 、 接受 中 的社会性 因 素 。 任教美 国 西北 大学时 ， 胡素

馨教授 开始调查抗 日 战争时期西南前线 的艺术 活动 ， 探索 藏 、 彝 、 苗 、 羌等 少数

民族 与 留 学欧 日 归来的 艺术家群体 的互动与合作 。 任教 海德堡之后 ， 她 的研究计

Ｓｊ划
“

民 族 志 之 眼
”

由 美 国 盖 蒂 基 金 会 （ Ｇｅｔ ｔｙＦｏｕｎｄ ａ ｔ ｉ ｏｎ ） 连 结 艺 术 史 项 目

（Ｃｏｎｎｅｃ ｔ ｉ ｎｇＡ ｒｔＨ ｕｓ ｔｏｒ ｉｅ ｓ ） 资助 ， 并与 中央 美术学 院 、 四川大学 艺术学 院 的学 者

ｊ合作 。 项 目 第
一

阶段
“

抗 日 战争 时期 的 艺 术
”

， 关注 １ ９ ３ ７ 年至 １ ９ ４ ５ 年 间 留 学 归

＾来 的艺术 家在北 京 、 成都 、 上海等地 区的 创作和展览 。 项 目 学员 们 参观 博物馆 和

文 化遗址 的 收藏和展 览 ， 进 行访 谈 和 口 述史 整理 。 研 究 中 国 现代 艺术 史 的 专 家 ，

如美 国俄亥 俄州立大学的 安雅兰 教授 （Ｊ
ｕ

ｌ ｉ
ａＡｎｄ ｒｅｗ ｓ ） 和 加州 大学 圣迭 戈分校 的

沈揆一教授 等 ， 都参与 了 项 目
一手资 料的梳理 和研究 。 项 目 第二 阶段

“

欧罗 巴 之

光
”

也 已经启 动 ， 并将 在接下来 几年里 ， 带 领学 员 追溯 ２ ０ 世 纪早 期 中 国 艺术 家

在 欧洲求 学的脚步 ， 探 索 巴 黎 、 里 昂 、 伦 敦 、 布 鲁 塞尔 、 柏 林 等地 的绘 画 、 雕

塑 、 建筑 风格对中 国 艺术家的 影响 。
游学欧洲 的 中 国艺术 家们 ， 借 鉴并转化 了 欧

洲艺术传统 ， 积极投 身正在进行的 艺术变革 。 抗 日 战争的 爆 发引 导 艺术家 们把 目

光投 向脚下 的土地 。 向 西南 地区 内 迁途中 ， 他们接触 山地 人民 和少数 民 族 的 艺术

传统 ， 在 吸收中 不断创 新 。 胡素馨 认为 ， 这 实际上 塑造 了２０ 世 纪 独特 的 中 国 现

代性 （
Ｓ ｉｎｏ－Ｍｏｄｅｍ ｉ ｔ ｙ ）

， 并正在以 此为核心撰写书稿 。

［
２
］

柏林 自 由 大 学艺术史研究所 的 东亚艺 术 史 系 ， 近年 来与 国 内 学界 合作 紧 密 。

该系 曾多次与北 京大学 等 国 内高 校 开展艺 术 史工作 坊 ， 围 绕 古代 东 亚美 术 中 的

树 、 石 、 水等主题展开讨论 。 该 系 拥有一个 教授席位和两 个荣誉教 授席位 ， 研究

方 向为韩 国 、 中 国 、 日 本 的 古代 和现代 艺 术 。 德 国 Ｇｅ ｒｄａＨｅ ｎｋｅ ｌ 基金 会 自 １ ９ ９ ９

年起资助该教 席 ， 以及 对访 问 教 授 的 邀请 。
２０ ０ ３ 年起 ， 李静 姬 教授 （ Ｊ ｅｏｎｇ

－ ｈｅ ｅ



Ｌ ｅｅ
－Ｋａｌ ｉ ｓ ｃｈ ） 独立执掌该教 席 ， 推动 中 国 、 日 本和韩 国艺术 史 的研 究和教学 。 该

系与柏林 国立博物馆 亚洲艺 术馆 （ Ｍ ｕ ｓｅｕｍｆＵ ｒ Ａｓ ｉ ａｔ ｉｓ ｃｈｅ Ｋ ｕｎｓ ｔ ） 等 公立 博物 馆

及私 人收藏有 密切 的 合作 关系 ， 师生研 究 多 以 作 品 为 中 心 。 例 如 ， 该 系 Ｊ
ｕ ｌ

ｉａｎｅ

Ｎｏ ｔｈ博士 曾 协助策 划 亚洲 艺 术 馆 的 西 藏 文 物 展 ， 探 索 明 朝永 乐年 间 （ １ ４ ０３
—

１ ４ ２ ４ ） 汉藏之间 工艺 品 互动与形式流变 。

２ ０ １ ２ 年 ， 柏林 自 由 大学 的 李 静姬 教授 、 Ｂ ｉ
ｒｇ ｉ ｔＨｏｐ

ｆｅｎｅ ｒ 博 士 、 Ｊ
ｕ ｌ

ｉａｎｅＮｏ ｔｈ

博士 和海德堡大学亚欧精英集群 的 Ｆ ｒａ ｎｚ ｉ
ｓｋａＫｏｃｈ 博 士 ， 共同 编辑 了 论 文集 Ｎ ｅ

－

ｇｏｔ ｉａ ｔｉ ｎｇ
Ｄ

ｉｆｆ
ｅｒｅｎ ｃｅ

：
Ｃｈ ｉ

ｎｅｓ ｅｃｏ ｎ ｔｅｍ ｐｏ ｒａｒｙＡ ｒｔｉｎｔｈｅＧｌ ｏｂａ ｌＣｏｎ ｔｅｘｔ
。 来 自 德

国
、 美 国 、 中 国等地的 学者贡献 了２ ２ 篇论文 ， 探讨中 国 当代 艺 术 的 概念和实践 。

李静 姬教授和 Ｂ ｉｒｇ ｉ ｔＨ ｏｐ ｆｅｎ ｅｒ 博士 的研究项 目 ， 尤其关注 ２ ０ 世纪 ９ ０ 年代末 的 中

国装 置艺术和表演艺术 ， 例 如艺术 家孙 原 、 彭 禹 、
邱志杰 的作 品 。

（

一

） 佛教艺术

关注东亚佛 教艺术是德语学 界 的传 统 。 近年相关研究 当 首推海德 堡科学 院 的ｆ
中 国佛教石经项 目 。 该项 目 由 海德堡大学资深教授 、 海德堡科 学 院 院士雷德侯发＃
起 和 主持 ， 蔡穗玲博士等研究人员 合作推进 。 项 目 组的 内 容合作机构 主要为 山 东^
石刻 艺术博物馆 、 北京大学考古文 博学 院 、 中 国美 术学 院等 ， 技术合作 机构包括冬

海德堡大学地理研究所 、 美 因茨应用科技大学空 间 信息 与探 测技术研 究所等 ， 共

同对 山东 、 四川 、 陕西和北京 的佛教石刻进行勘探测绘 。 雷德 侯教授 与 国 内 学界

和博物馆界有着长达几 十年 的密 切合作 。 该项 目 起 源于 ２ ０ ０ ４ 年开 始 的
“

中 德合

作 山东北朝摩崖刻经调查 与研究
”

项 目 ， 先后 由 德 国 科学基 金会 （ Ｄｅｕ ｔ ｓ ｃｈｅＦｏ ｒ
－

ｓｃｈ ｕｎｇｓｇｅｍｅ ｉｎ ｓ ｃｈａｆ ｔ ） 和海德堡科学 院 资助 ， 首先对 山 东 省境 内 北朝 时期 的 佛教

摩崖刻经 、 石窟和 碑碣进行调查 、 测绘和研究 ， 并计划 出版 四 卷十六 册 《 中 国佛

教石经 》 。 该套 图书 的 四川 卷 （ 第
一

册 ） 获得 了 加州 大学伯 克利分校 佛教研 究 中

心颁发 的 ２ ０ １ ５ 年度
“

沼 田 智 秀 佛教 图 书 奖
”

（ Ｔｏｓｈ ｉ
ｈ

ｉ
ｄ ｅＮｕｍ ａ ｔａＢｏｏｋＡｗａ ｒｄ

ｉ
ｎ

Ｂｕｄｄｈ ｉｓｍ ） ， 备受学界赞誉 。

在柏林 自 由 大学 ， 李静姬教授对 四 川 资 中县和安岳县 的宋 代佛教雕 塑 做 了细

致 的 考察 ， 并 与 Ａ ｎ ｔ
ｊ
ｅＰａ

ｐ ｉ
ｓ ｔ

－ Ｍａ ｔ ｓｕｏ 共同 编辑了 论文集 尺 ａｎｄ？Ｒｅ ｐ ｒｆ ｓｒａ ｆｕｈ ｏｎ

ｉｎＢ ｕｄｄｈ ｉ ｓｔＡ ｒｔ 。

⑴

（
二

）
建筑 史

雷德侯教授曾 在 《 万物 》 中对 中 国 古代 建筑 的模 件 化生产 与 组装 展开讨论 。

近年来 ， 他与 海德堡大学南 亚研究所的 Ｎ ｉｅ ｌｓＧｕ ｔ ｓ ｃｈｏｗ 教授共 同主持 比较 哀化视



角 的建筑史研究 ， 关注建筑遗产 保护和 修复 中 的 真伪概念 。 该项 目探 索 中 国 、 印

度 、 尼泊尔 和德 国 的 建筑保 护和修 复 ， 追 问
“

真
”

的概念 在设计 、 形 式 、 材 料 、

工艺 、 功能 和位置 等范围 内 的 价 值 。 海 德 堡 大学 东亚 艺术 史 研究 所 的 王廉 明 博

士 ， 对清代北京 的 耶稣会教堂建筑有 深人 的研究 ， 并对清代宫廷绘画 中 的 动 物形

象研究颇具心得 。

（

三
） 摄 影史

以东亚 为对象 的摄影 以及东亚摄影实践 ， 也 是海德堡学 者们 的研究重点 。 胡

素馨教授关注 德 国 德 累 斯顿 国 立 美 术馆 （ Ｓｔ ａａ ｔ ｌ ｉｃ ｈｅＫ ｕｎｓ ｔ ｓａｍｍ ｌ ｕ ｎｇ ｅｎＤｒｅ ｓｄｅ ｎ ）

的 摄影收藏 ， 尤其是 １ ９ 世纪末 ２ ０ 世纪初 以 中 国 和 日 本 女性 为 主题 的摄 影作 品 。

在担任美 国 国家 画廊高级研究员 （ Ｓ ｅｎ ｉｏｒＦｅ ｌ ｌｏｗ ） 期间 ， 胡素 馨教 授将探索 作 为

摄影 主题 的 中 国 、 １ ９ 世 纪 摄影 类型 和 欧 洲
“

中 国 风
”

的传人 。 这项 研究 也 是

她对 中 国 通 商 口 岸摄影 实 践研 究 的 重要 部分 。

［ ＜ ］

东 亚艺 术 史研究所 的脇 田 美 央

博 士 （ Ｍ ｉｏＷ ａｋ ｉｔ ａ ） 关 注 １ ９ 世 纪 末 日 本 著 名 摄 影 师 日 下 部 金 兵 卫 （ Ｋｕ ｓａｋ
－

＾ａｂ ｅＫ ｉ
ｍ ｂｅ ｉ ， １ ８ ４ １

—

１ ９ ３ ４ ） 的作 品 。 他 的 作 品 大 多为 纪 念性 照 片 ， 销 售 对 象 是

ｆ欧美 游客 、 驻 日 官员 和 国 际 商人 ， 内 容 多 为 摆 拍 的 女 性 日 常 生 活 。 胁 田 美 央

冬博士２
０ １ ３ 年 出 版 的 著作 探讨 了 金 兵卫摄 影 的 历 史 ， 及其摄 影实践对 日 本女 性

的商业 化 呈现

（ 四 ） 书法史

德语学界 的 中 国 书法研究相 对较 少 ， 雷德侯教授 １ ９ ７ ９ 年 出版 的 米芾研 究 著

作是其 中的典范 。 柏林 自 由 大学东亚艺术史 系 的何小 兰博士 （ Ｓｈａ ｏ－Ｌａ ｎ Ｈ ｅ ｒ ｔｅ ｌ ）
，

关注黄宾虹作为书法家 的艺术实践 ， 其艺术思想对现代 中 国艺 术界 的 影响 ， 以 及

２ ０ 世纪 ８ ０ 年代 以来 现代 中 国书 法 的跨 文化 传播 。 慕 尼黑 大学 汉学 系 的 Ｔｈｏｍａ ｓ

Ｈ Ｓ ｌ
ｌｍａ ｎｎ 教授出 版 了 中 国书法史 的通论著作

［ｓ ］

； 该 系 夏玉婷博士 （ Ｍ ａ ｒ
ｉ
ａ Ｋ ｈａｙｕ

－

ｔ
ｉ
ｎａ ） 从青 铜礼器铭文和墓葬考古发现人手 ， 探究周 代王 室 的婚姻 关 系 和社会结

构等议题 。 海德堡大学汉 学 系 的 纪安 诺教 授 （ Ｅｒｍｏ Ｇ ｉ ｅｌ ｅ ） 关注 湖 南 里耶 秦 简 、

长沙东牌楼汉简 、 肩 水金关汉简等材料 ， 他 针对考古 出 土 的公元前 ３ 世 纪末 至 ３

世纪初的竹木书写材料 ， 探索书写 内容与材料物质性之 间 的关联 。 柏林 国 立博物

馆亚洲 艺术馆的 Ｃ ａｒ ｅ ｎＤｒ ｅｙ
ｅｒ 博 士 ， 采用柏 林勃 兰登堡科学 院吐鲁 番研 究 中心 和

柏林国 立图 书馆 的馆藏资料 ， 对 １ ９ ０ ２ 至 １ ９ １ ４ 年德 国探 险 队 四次 赴新疆吐鲁 番 、

库车等地区考察获得 的 手 抄本 进行 研究 。 这 项 研究 的 初 步成 果 和 相 关文物 已 于

２ ０ １ ６ 年 ９ 月 起在亚洲艺术馆展 出 。



（
五

）
流行文化 、 电影 和 电视

现代中 国是德语 国家汉学界和艺术史界 的 共同议题 。 近年来 ， 德语学界对 １ ９

世纪末至今的政治宣传 图像 、 跨媒 介 的 流行 文化 、 电 影 和 电 视 剧 、 绘 画 、 摄 影 、

装置和 表演艺术 ， 都有精彩的研究成果和 在研 项 目 。 海德 堡大学跨文化研究 中 心

主任梅 嘉 乐 教 授 （ Ｂａ ｒｂ ａ ｒａＭ ｉ
ｔ ｔ ｌ ｅｒ

） 的 著作ＡＣｏ油 Ｍｃ ｊｈｎｇ

Ｓ ｅｎ ｉ
＇

ｅ〇
／
Ｃ ｕ Ｚ ／ ｗｒａ ／Ｃｗ ／Ｚ Ｍ ｒｅ 获得 了 美 国 历史 学会颁 发 的 ２ ０ １ ３ 年 度 费正

清 图 书奖 （ Ｊ ｏｈｎＫ ．
Ｆａ ｉ

ｒｂａｎｋＢｏｏｋＰ ｒ ｉ
ｚ ｅ）

。

［ ７ ］

该书首先讨论 了作为宣传媒 介 的总

体艺术 ， 然后从声音 、 语言和 图 像三个 角 度分析
“

文 化大革命
”

时期 的 文化 ， 研

究对象包括冼星海和崔健的 音乐 、 愚公 移山 的 传说和 连环画小人 书等 。 梅嘉 乐教

授与 台北
“

中研院
”

近代史研究所的 赖毓芝教授合作 ， 研 究 自 行 车在 中 国发 展演

变 的 图像史 ， 并与美 国 杜 克大学 Ｓ ｕｍａ ｔ ｈ
ｉ Ｒａｍ ａｓｗ ａｍｙ 教授 合作 ， 梳理有 关毛 泽

东与 甘地的 图像资料 ， 探讨身体化的 国 家形象和 国 家认同 。

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 ， 梅嘉乐教授组建了 流行 文化研究小组 ， 研究 民 国 时期ｆ
以女性为发行对象的 各类画 报 ， 新中 国 的 宣传 海报 、 电 视广 告 、 电 影公 司等 ， 并＠
与 博士后和硕博士生一起建立了 开放的 流行文化数据库 。

Ｇ ｏ ｔ
ｅ ｌ

ｉ
ｎｄＭ ｕ ｌ ｌ ｅｒ

－Ｓａ
ｉ
ｎ

ｉ 教^
授通过分析电 视剧 《 走 向共和 》 （ ２ ００ ３ ） 和 《施 琅大将 军 》 （ ２ ０ ０ ６ ）

， 电 影 《 甲 午冬

风云 》 （ １ ９ ６２ ） 、 《孙 中 山 》 （ １ ９ ８ ６ ） 和 《 重庆谈判 》 （ １ ９ ９３ ） ， 电 视纪录 片 《大 国 崛

起 》 （ ２０ ０ ６ ） 、 《居安思危 》 （ ２０ ０ ６ ） 和 《 复兴之路 》 （ ２ ０ ０ ７ ） 等在 中 国 的大众传播 ，

探讨历史类电 影 、 电 视剧对 民众 历史意识 和 国 家认 同 的 塑造 。 她 于 ２ ０ １ ３ 年 出 版

的 著作 ， 分析中 国 电 视屏幕上呈现的 、 全球语境之下 的 中 国 史 和世界史叙述 ， 探

讨中 国 政府和 民 众眼 中 的
“

大国 崛起
”

。

ｗ

哥廷根大学伊朗 学系 的 Ｋ ａ ｔ
ｊ
ａ Ｆｄｌｍｅｒ 博士 ， 关注伊 朗 电影 中 的性 别问题 ， 以

及其 中体现的 社会和文化变 迁 。

（ 六 ）
日 本艺术 史

２０ ０ ４ 年 ， 任教纽约大学 美 术研究 所 的 Ｍ ｅ ｌａｍｅＴｒｅｄｅ 教 授 回 到母 校海 德堡 ，

执掌 日 本艺术史教席 。 她的 研究涉 及 日 本古 代和现代 艺术 史 ， 关注叙述性 图 像 、

视觉领域内 的性 别 问题 、 艺术 史 编築学 和术语研究 、 收藏 史 和 展 览 策略 、 图 像框

架和 物质性 ， 以及联结 日 本 与 欧洲 的跨 文化研究 。 她受德 国 科学 基金 会资助 ， 研

究中 古 日 本 卷轴 画 的 媒 介性 和物 质性 ， 在 此基 础上 完成 了 八 幡神 数字 卷轴项 目

（ Ｈ ａｃ ｈ ｉ
ｍａｎＤ ｉｇ ｉｔａ ｌＨ ａｎｄ ｓ ｃｒ ｏ ｌ ｌｓ ） 。 Ｔｒ ｅｄｅ 教授主持 了多个跨文化研究项 目 ， 如

“

历

史化暴力
”

（ Ｈ ｉ
ｓ ｔ ｏｒ ｉ ｃ ｉ

ｚ
ｉ
ｎｇ Ｖ ｉ

ｏ ｌ ｅｎｃ ｅ ） ， 探讨蒙古扩张时期 日 本 、 俄国 、 中 国 等地对



暴 力 体验 的历史化 和 图像 化 。 同 时 ， 她关注跨文化视野下 民 族 意识 中 的女性 身体

形象 ， 以及亚洲 ２０ 世纪 和 ２ １ 世纪艺术作 品 中 体现的 多元现代性 。

Ｈａ ｎｓＢ．Ｔｈｏｍ ｓｅ ｎ 教授任教于苏黎世大学艺术史研究 所 ， 执东亚艺术 史教席 。

他与世界各地 的亚 洲艺术博物馆有众 多策展 和研 究合作 ， 并依 托苏 黎世 Ｒ ｉ
ｅｔ ｂｅｒｇ

博物馆的 藏 品 和广泛 的私人收藏 ， 为教学和研究提供便利 。
Ｔｈｏｍ ｓｅｎ 教授近 期的

研究着 力 于 日 本艺 术 家 铃 木春 信 （ Ｓｕｚｕｋ ｉＨ ａ ｒ ｕ ｎｏｂｕ ｓ ，１ ７ ２ ５ ？
—

１ ７ ７ ０ ） 的 作 品

《 绘本青楼 美人 合 》 及 浮世 绘 的 发 展史 。 他 参与 苏 黎世 大学 的 校 重 点研 究 项 目

“

亚洲与 欧洲
”

， 关注亚 欧之间 各层面 的 艺术交流 。

在波鸿鲁尔大学考古学 系 ，
Ｂａｒ ｂａ ｒａＳｅｙｏｃｋ 博士依靠德 国科学基金会 的资助 ，

通过考古发现 的新材料研 究 １ ４ 至 １ ７ 世 纪 日 本的 海上陶 瓷 贸 易与 东亚海 域的 国 际

交 流 。 柏林 自 由大学 的李静 姬教授也在德国 科学基金会 的支持下 ， 研 究传统 日 本

陶 瓷艺术在大正时代 （ １ ９ １ ２

—

１ ９ ２ ６ ） 和 昭和 时代 （ １ ９ ２ ６
—

１ ９ ８９ ） 的 技艺 演进 与 形

￡式 变化 ， 以及 １ ６ 世纪韩 国隐士 与 园 林文化的 互动 。

＾（
七

）
南亚 艺术史

ｆ南亚古 代 石 窟 壁 画 ， 是 慕 尼 黑 大 学 的 研 究 重 点 。 该 校 印 度 与西 藏学 系 的

冬Ｍ ｏｎ ｉｋａＺ ｉ
ｎ 教授及 其团 队致力 于印 度 Ａ

ｊ
ａｎ ｔａ 石 窟壁 画 的保 护 、 修 复和研 究工 作 ，

以 及印 度 Ａｍａ ｒａｖａ ｔ
ｉ 和 Ｎａ ｇａｒｊ

ｕｎ ｉ
ｋｏｎｄａ 两 处重要佛教遗迹 的研究 。 在印 度艺术 史

研 究之外 ，
Ｚ ｉｎ 教授也致力 于 中 国新疆 克孜 尔石窟壁画 的 图像 阐 释工作 。

波恩大学亚洲 与伊斯兰艺术史 系 Ｊ ｕ ｌ ｉ ａＨ ｅｇｅｗａ ｌ ｄ 教授 ， 研究 ５ 至 １ ２ 世纪南 亚

南部地区 （今印 度卡纳塔 克邦 ） 耆那教 文化 与艺术 的 发 展 。
她 关注 １ ２ 世 纪早 期

宗 教政 治变革对艺术 、 宗教 和建筑 的影 响 ， 尤其是宗教建筑 风格 从耆那 教向 印 度

教 的 风格转变 。

二 、 欧洲艺术史

本节将德语地 区欧洲 艺 术 史研 究划为三部分 。 第
一部分根据 艺术类 型 ， 分 为

绘 画 、 雕塑 、 建筑与公共空 间 、 城市规划 、 摄影 、 电 影 、 装饰 与应用 艺术 。 近年

来 ， 以 单一 门类划分 的欧洲艺术 史研究逐 渐减 少 ， 转而 趋 向 问 题 导 向 式 的研究 。

加之 ， 艺术史与其他学科 的 边 界逐渐模糊 ， 跨学 科及跨 文化 成 为 新 的研 究趋 势 。

因 此 ， 第二部分根据德语地 区三个重要 历史时间 段 ， 依次划 分为 中 世纪 与文艺 复

兴 、 二战时期和 冷战时期 艺 术史研究 。 第三部分包括各类 专题性 研究 ， 依次 为阿

比
？ 瓦尔堡 （ Ａ ｂ

ｙＷａ ｒ ｂｕ ｒｇ ） 研究项 目
、 艺术 史学 史 、 图 像 分析研 究项 目 、

欧洲



内 部跨国 艺术交流 、 艺术造假 、 艺术市场与博物馆 。 本章 着眼 于 欧洲 内部 的 跨 国

文化转换 ， 而全球范围 内 的 跨 国界 、 跨文化研究 ， 将 在全球艺术 史和跨文 化研究

章节重点阐 述 。

（

＿

＞
根据艺术类型划 分 的 欧洲 艺术 史研 究

１ ． 绘 画史

在 欧洲绘画 史方面 ， 着眼 著 名 画 家和绘画 史重要时期 的研 究逐渐减 少 ， 转而

针对新近发现 的艺术作 品 、 艺术家之 间 的 隐秘 联系 或地 区 性考 古发现 。 ２ ０ １ ３ 年 ，

位于 巴黎的 德国 艺术史论 坛集 中 整理 了 马 克斯 ？

恩斯特 （ Ｍ ａｘＥ ｒｎｓ ｔ ） 的作 品 和

文献资料 ， 并举 办了研 究成果展览 。

坐落于慕尼黑的 德 国艺术史 研究 中 心 ， 是 德 国唯一 的 艺术史 研究独 立机 构 。

二战期 间 ， 纳粹 德军在 欧洲各地掠夺的 艺术 品 被美军截获并储 存在慕尼黑 。 艺术

史学者们于 １ ９ ４ ６ 年建立 了 该机构 ， 并 决定机 构独立 于任 何政府 和 私 人框 架 。 目

前 ， 研究中 心拥有超过 ５ ６ 万册 图 书 ， 订阅 约 １ １ ０ ０ 份期 刊 ， 藏有 超过 ９ ０ 万件 摄ｆ
影作品 供研究使用 ， 出 版德国 艺术 史 百科全 书 （ Ｒｅａｌ ｌ ｅ ｘ ｉｋｏｎｚｕ ｒＤｅｕ ｔ ｓｃｈｅ ｎＫ ｕｎｓ ｔ

－

ｇｅｓｃ ｈ ｉｃ ｈ ｔｅ ） 并 维护其 数据库 （ ｒｄｋ ｌａ ｂｏｒ ．ｄｅ ）
。 近年来 ， 研 究 中 心 的 Ｍ ｅ ｉ ｋｅＨ ｏｐｐ^

博士与 Ａｎ ｄｒｅ ａｓＳｔ ｒｏｂ ｌ 博 士 对 鲁 道 夫 ．

冯
． 埃 尔 特 （ Ｒ ｕｄｏ ｌ ｆｖｏｎＡｌ ｔ ， １ ８ １ ２冬

１ ９ ０ ５ ） 的 素描与水 彩作 品进行 了 整理与 展览 。 ２ ０ １ ５ 年 ， 哥廷根 大学 Ｍ
ｉ
ｃｈ ａｅ ｌＴｈ ｉ

－

ｍ ａｎｎ 教授探究 了拉斐尔和丢勒 的 关 系 ， 整合两 者 的 绘 画 、 雕 塑等 作 品 在哥廷 根

举办 了学賴１Ｕ３

２ ． 雕塑史

柏林洪堡大学艺术史与 图 像史研究所 ， 建立 了 罗 马雕塑研究 中心 ， 启 动了
１ １

至 １ ２ 世纪 罗 马雕塑研 究项 目并 筹建相关数据 库 。

３ ． 建筑史

德语学界对欧洲建筑史 的 研究 ， 多着 眼 于 当 地建筑遗存 、 公 共空间 和城 市规

戈 Ｉ

Ｊ 。 德雷斯顿工业 大学 的 Ｈ ｅｎｒ ｉｋ Ｋａ ｒｇｅ 教授 ， 关注建筑 师 、 城 市规划 师 Ｍａｔ ｔｈ ｉｉｕｓ

Ｄａ ｎ ｉｅ ｌＰＳｐ ｐｅ ｌｍａｒｍ（ １ ６ ６ ２

—

１ ７ ３ ６ ） 对德雷斯顿城堡和茨温 格宫 的 规划 ， 以 及德雷

斯顿 日 本宫 内瓷器 收藏 史 。 弗莱 堡大学 的研究者 与 当地跨领域研 究所合作 ， 结合

建筑史 、 装饰艺 术 、 考古 学 、 中 世纪神 学等领域 ， 对弗 莱堡大 教堂 （ Ｆｒｅ
ｉ
ｂｕ ｒｇｅｒ

Ｍ Ｕｎｓ ｔ ｅｒ ） 深人调查 。 弗莱堡大学 的 Ｈ ａｎ ｓＷ ．Ｈ ｕ ｂ ｅｒｔ 教授着 眼于 中 世纪 晚期和

近代早 期城 市公共空 间 的英雄 形象 与 英雄化 空 间 ， 考察英 雄纪念 碑 、 圣 经和神话

人 物塑像 的 功能 。 马克思 ？ 普 朗 克学 会佛 罗伦 萨艺术 史研 究所 的 Ｂｒ
ｉｇ ｉ

ｔ ｔ ｅＳ６ｋｈ博



士追溯公共概念的 历史 渊源 ， 探讨建筑与城市公共空 间 的关 系 。 针 对建筑 与历史

调适性 问 题 ， 苏黎世大学的 ＡｎｎａＭ ｉｍ ａ 教授试 图 从宗 教空 间 的 现代 性 、 建筑 的

现代 化转 变等角 度寻找答案 。 苏 黎世大学 的 Ｍ ａｒ ｔ ｉｎｏＳｔ ｉｅ ｒ ｌ
ｉ 教授 着重分析建 筑作

为 展示语言的 功 能性 ， 以 及 人与 环境 的 关 系 。 科 隆大 学 的研 究 团 队认为 ， １ ５ ００

年前后德 国 已 出 现解构主义建筑概念 ， 并采取 ３Ｄ 建模进 行论证 。

４ ． 摄影史

佛 罗 伦萨艺术 史研 究所 是摄 影 史研 究重镇 。 在这 里 ， Ｄａｇｍ ａ ｒ Ｋｅｕ ｌ ｔ
ｊ
ｅｓ 研 究

１ ８ ３ ９ 至 １ ９ ０ ０ 年 间早 期照 片 修整的 可行性与技 术改进 过程 ，
Ａｎ ｎａＳｏｐ ｈ ｉａＭ ｅｓｓｎ ｅｒ

关 注 １ ９ ２ ２ 年德 国 犹太裔 女摄影 师有关 巴 勒斯坦 与 以 色列 的 摄影 实践 。 作为 表现

主 义 画 家的 利 奥 尼
？

费 宁格 （ Ｗｅ ｒｋＬｙｏｎｅ ｌＦｅ ｉ ｎ ｉ ｎｇｅｒｓ ， １ ８ ７ １

—

１ ９ ５ ６ ） ， 同 时 运用

相机进行 创作 。 海 德堡大学博 士候选 人 Ｆ ｒａｎｚ ｉｓ ｋａＬａｍ ｐｅ 在佛 罗 伦 萨艺 术史研 究

所 的资助下研究费宁格的 摄影作品 ， 并分析 画家如何通过另 一种媒 介来进行 艺术

创 作 。 摄 影 的 功 能 性 也 是 研 究 的 重 心 。 佛 罗 伦 萨 艺 术 史 研 究 所 的 Ｊ ｕ ｌ ｉ ａ

％ＢＳ ｒｎ ｉｇｈ ａｕ ｓ ｅｎ 关 注照片 的认识论潜力 ， 科隆大学的 Ｈ ｅｒ ｔ ａＷｏ ｌ ｆ 教授 则从应用 科学

ｆ的 角度 ，
对 １ ８ ３ ９ 至 １ ８ ８ ３ 年间 摄影手册 的认知作用进行研究 。

Ｖ在艺 术史研究 中 心的 支持下 ， 慕尼黑大 学的 ＢｕｒｃｕＤｏｇ ｒａｍ ａｃ ｉ 教授探讨 １ ９ ４０

年后摄影 书籍 的 审美媒体 作用 。 该研 究 中心 的 Ｃｈｒ ｉ ｓ ｔ ｉ ａｎＦｕｈ ｒｍ ｅ ｉｓ ｔｅ ｒ 博 士整 理和

分析 Ｊ ｕ ｌ ｉｕ ｓＢｄｈ ｌｅ ｒ 工 艺 美术 品 店 藏 品 里 的摄 影 档 案 。 苏 黎 世大学 在 Ｄｒ
．Ｃ ａｒ ｌｏ

Ｆ
ｌ
ｅ ｉ ｓｃｈｍ ａ ｒｍ

－

Ｓ ｔ ｉ ｆｔ ｕｎｇ 基金会 的 资助下 ， 成立摄影史教学与研究理论研究计划 ， 研

究 国际和洲 际摄影 文化异 同 ， 该计 划包 括摄 影起源和 技术 的 历史 、 艺 术收藏 和画

廊对于摄影作 品 的 态度 ， 以 及纪 实摄 影与艺术摄影之间 的关 系 。

５ ． 电 影史

电影 史研 究多 集中 于具体问 题的分析 。 佛 罗 伦萨艺术 史研究所 的 Ｍ ａ ｘＳ ｅ ｉ ｄｅｌ

教授对 比 费里尼 的 电 影 与 毕 加索 的 作 品 ， 分析两 者 如 何 受到 波德 莱尔 诗歌 的影

响 ， 并探讨毕 加索 的 作 品 如 何 对 费 里 尼 的 电 影 产 生 影 响 。 科 隆 大 学 的 Ｕ ｒ ｓｕ ｌａ

Ｆｒｏｈｎｅ 教授 主持 电 影美学反 思空 间 项 目 ， 讨论 装置 艺 术 与布 景摄 影 中 空 间 部署

的趋 同性 ， 以及 建筑和 摄影在电 影空间 中的 形象 。 柏林洪 堡大学 、 柏林 自 由 大学

和柏林 国 立古典艺 术博 物馆 的 联合 研究 项 目 Ｔｒ ａｎ ｓｆｏｒｍａ ｔ ｉ ｏｎｅｎ ｄｅ ｒＡｎ ｔ ｉ ｋｅ
，
研究

了 电影 中 古典舞台 的 场景设计 。

６
． 装饰艺术与应用艺术史

在装 饰 艺术与应用艺术方 面 ， 艺术 史研究 中 心 的 Ｒ ｕ ｄｏ ｌ ｆＦ ｉ
ｓｃ ｈｅ ｒ 教授 梳 理建



筑师 Ｌ ｕｄｗ ｉｇＭ ｉｅ ｓｖａ ｎｄｅ ｒＲｏｈ ｅ 的家具作 品 ， 分 析其建筑 内 部装饰 概念 。 柏林 自

由 大学的 Ｖ ｅｒａＢｅｙｅ ｒ 博士对 比分析 了 波斯与 法国 在 １ ４ ０ ０ 年左右 的 装饰 艺术 。 杜

塞尔多 夫 大 学 的 Ｍ ｉ ｃｈａ ｅ ｌＯｖｅ ｒｄ ｉ ｃｋ 博 士 正 在 研 究 奔 杜 塞 尔 多 夫 市 奔 阿 特 宮

（ Ｓｃｈ ｌｏ ｓ ｓ Ｂ ｅｎｒａ ｔｈ ） 所 藏 Ｆ ｒ ａｎ ｋｅｎ ｔｈａ ｌｅ ｒ 瓷器 ， 以 及制瓷技 术 与 饮食 习 惯 等物 质文

化议题 。

（

二
）
根据德语地区 历史时 间段 划 分的 欧洲 艺 术史研究

１ ． 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艺术史

海德堡 大学 欧洲 艺术史研究所的 Ｍ ａｔ ｔｈ
ｉ ａ ｓＵ ｎ ｔｅ ｒｍ ａ ｒｍ 教授 正在进行一系 列 中

世纪艺术史 的考 察项 目
。
Ｕｎ ｔ ｅｒａ ｉａｎ ｎ 教授结合 艺术史 与考古学 ， 考 察德 国 多个 地

区 教堂的 中世纪 礼仪 和宗教建筑风格 。 同时 ， 他 与 Ｔｏｂ ｉ ａｓＦｒ ｅｓｅ 教授 联合 考察 中

世纪 礼仪空 间 中 的字体 与字符 ， 研究对 象包括 建筑铭 文和礼仪 法典等 。 杜 塞尔多

夫 大学设立 了 中世纪与文艺 复兴研究所 ， 结合艺术史 、 语言学 、 药学 、 哲学等 学

科研究 中世纪文化 。 苏黎 世大学 的 Ｃａ ｒｏ ｌａ Ｊ轺ｇ ｉ 教 授及其研 究 团 队 ， 正在 全面 调ｆ
査 １ １ 至 １ ３ 世纪 １ ２ ０ 多所罗 马教 堂的 建筑 与 礼仪装饰 。＃

２
． 二 战时期艺术史ｆ
德语学界对二战时期艺术史 的研究 ， 着重 于艺术 与政 治之 间 的 联系 。 柏林 自

由大学设有专 门 的
“

颓废艺术
”

研究 中心 （
Ｆ ｏｒ ｓ ｃｈｕｎｇｓｓ ｔｅ ｌｌ ｅ

“

Ｅｎｔａ ｒ ｔｅ ｔｅＫ ｕｎｓｔ
”

）
，

探究纳粹党划分颓废艺术 的历史背景 ， 以及艺 术家群体 的 不同 命运 。 汉堡大学 的
“

颓废艺术
”

研究 着重于纳粹 德 国 时期 的 艺术 政策 ， 以及 战后颓 废艺 术作 品 的 流

通与收藏 。 德国 艺术史论坛 （ 巴 黎 ） 正在研 究艺术 、 科学与二 战德 国 占 领时期 的

政治关系 ， 重点放在 １ ９ ４ ２ 年起设立 的 、 德 国第一个常驻外 国的研究机构 ： 巴黎 艺

术史 研 究 中 心 （ Ｋｕｎｓ ｔｈ ｉｓ ｔｏ ｒｉ ｓ ｃｈｅｎＦｏｒｓ ｃｈｕｎｇ ｓｓ ｔａ ｔ ｔｅＰａ ｒ
ｉ
ｓ ）

。 维 也 纳 大 学 的Ｂ ｉ
ｒｇｉ

ｔ

Ｓｃｈｗａ ｒｚ 博士则关 注希特勒的 艺术掠夺和 奧地利博 物馆对 应的政 策 。 德雷 斯顿工

业大学的 ＦＡＲＢＡＫＳ 合作项 目分 析纳粹 德国 时期和东德 时期 电 影和摄影 中颜色 的

功能 ， 即政 治实体 如何在电影 和摄影产 业中用颜色增强独裁统治 。

３ ． 冷战时期艺术史

冷战时期 的东 西德政体差异 ， 导致 了艺术 创作 和艺术史研 究的 不对 称 ， 洪堡

大学 的 Ｍ ｉｃｈａ ｅｌ ａＭ ａｒｅ ｋ 教授 围绕这一研 究和实践 的 不平 衡展开研究 。 不 同社会形

态带来不 同 的价值观 ， 进 而引发 了何 为艺术真 实或现 实的 问题
。
德 国 艺术 史论坛

与欧洲研究委员会 （ Ｅｕ ｒ ｏｐｅａ ｎＲ ｅｓｅ ａｒ ｃｈＣｏｕｎ ｃ ｉ ｌ ） 合作 ， 研究 １ ９ ６ ０ 至 １ ９ ８ ０ 年间 法

国
、 波 兰 、 东 西 德 的 视觉 艺 术 ， 探讨 铁 幕 两 边 艺 术异 同 与 相 互 关 系 。 １ ９ ５ ６ 至



１ ９ ７ ０ 年间 ，

一 批波兰艺术家 回应华沙条约与波兰 十 月 事件 ， 在 西柏林举办 了１ ０ ０

多 次抽象 艺术作 品 展 。 艺术 史研究 中 心 的 Ｒｅｇ ｉ ｎａＷｅ ｎｎ ｉ
ｎｇｅｒ 博士 从 政治 、 道德 、

哲学 和美 学角度 考察了 此次波兰浪潮 。

（
三

）
各类专题性研究

１
． 阿 比

．

瓦尔堡 （ ＡｂｙＷ ａｒｂ ｕｒｇ ） 研 究项 目

多个 大学 和研究所都开展了 阿 比 ？ 瓦尔堡学术思想 和 影响 的研究 。 伦 敦大学

瓦尔堡研 究所 、 汉堡大学 、 德 国艺 术史 论坛 、 马克思 ？

韦 伯基金会 、 洪堡 大学 和

佛 罗伦 萨艺术史研究所共 同 创建 了
“

阿 比 ？ 瓦 尔堡 的 遗产 和图 像学 的 未来
”

项

目 。 该项 目 旨在 为艺术 史研 究提供跨学科和国 际化 的开放 环境 。 柏林洪堡 大学与

汉堡大学分别对 瓦尔堡 的 文集 、 书信进 行整理分 析 。 哥廷 根大学 则 回 溯 １ ９ ３ ３ 年

的 瓦尔堡 图 书馆 ， 梳理 当 时的 图 书 目 录 。 １ ９ ２ ７ 至 １ ９３ ２ 年 间 ， 瓦尔 堡 图 书馆 曾 开

展委拉斯 开兹 画作 和西班牙艺 术研 究 。 艺术 史研 究 中心 的 Ｋａ ｒ ｉｎＨ ｅ ｌ ｌｗ ｉ ｇ 博 士正

＆＞在考察 当 时研究 的方法论 取径 。

＾２ ． 艺术史 学史

ｆ史学 史和针 对 史学 家 的研 究 ， 在 不 同 机构 各 具特 色 。 在 艺 术 史 研究 中 心 ，

冬Ｃｈｒ ｉ
ｓ ｔ

ｉｎｅＴａｕｂｅｒ 博士对艺术史家雅各 ．

布 克哈特 （ ＪａｃｏｂＢｕ ｒｃｋｈａ ｒｄ ｔ ） 的
“

Ｎｅｕｅ ｒｅｎ

Ｇｅｓ ｃｈ ｉ ｃｈｔ ｅ

”

（现代史 ） 演讲做 了分析 。 在瓦尔堡 电 子图 书馆 的 技术 支持下 ， 柏林

洪堡大学 Ｍ ａｒ ｔ
ｉ
ｎＷａｒｎｋ ｅ 教授联 合汉堡工业大学 ， 组 成 了纳粹 时期艺 术史 学史研

究 团 队 ， 研究二 战时期腓特烈 ？ 威 廉大学 （ 冷战时期分为柏林洪堡 大学与 柏林 自

由 大学 ） 艺术史研究所 的历史 ， 探讨艺 术史学科在德 国 的 连贯性与 断裂性 。 海德

堡大学 的研究者爬 梳本校欧洲 艺术史学科的 发展历 程 ， 并于 ２ ０ １ ６ 年 １ ０ 月 召 开建

立 １ ２ ０ 周年研讨会 。 该系 于 １ ８ ９ ６ 年首 次设立 艺术 史 的教 席 ， 由 Ｈ ｅｎｒｙＴ ｈｏｄｅ 教

授执掌 。 １ ９ １ ６ 年海德堡大学 欧洲 艺术 史 系 成立 。 纳粹 德 国 时期 ， 系 内 学 术 活动

全 面停 止 ， 直至 １ ９ ４ ５ 年战后重建 。

３ ． 图像 分析研究 项 目

图像分析 的研究散 落 在各 个 专题 项 目 当 中 。 艺 术史 研究 中 心 的 Ｅ ｓ ｔｈ ｅｒＰ ｉ ａ

Ｗ ｉｐｆ
ｌｅ ｒ 博士 ， 分析公元 ２００ 年至 １ ２ ５ ０ 年间 木板油 画 的人 物 肖像 。 海德 堡大学埃

及学研究所 的 Ｊ ｏ
ａｃｈ ｉ

ｍＦｒ
ｉ
ｅｄｒ

ｉ
ｃ ｈＱ ｕａｃｋ 教授 考察从纸莎草 到宝 石的媒 介改 变 ， 从

中分析 图像志 的 使用 和改变 。 苏黎世大学的 Ｍａ ｒ ｉａＰｏｒｔｍａｎ ｎ 博士分 析 １ ４ 至 １ ５ 世

纪西方艺术 中 的 犹太人 图像 ， 从而深人了 解犹太人在圣经故事 中 的 呈现及 阿拉 贡

王 国 时期 犹太人 与基督 徒之间 基督的关 系 。



４ ． 欧洲 内部跨 国艺术交流

欧洲 内 部的 艺术家流 动性很 大 ， 各 国 间 的 艺 术交 流十分 频 繁 。
１ ９ 世纪 德 国

艺术家协会在意大利罗 马 建立图 书馆 ， 马 克思
？ 普朗 克学 会的 赫尔奇 阿娜图 书馆

（Ｂ ｉ ｂ ｌ ｉ ｏ ｔｈ ｅｃａＨ ｅ ｒｔ ｚ ｉ
ａ ｎａ ） 是其 中之

一

。 这类机构对推动艺 术文化交 流有 重大作用 。

哥廷根大学 Ｍ ｉｃｈａ ｅ ｌＴｈ ｉｍ ａｎｎ 教授关注这类图 书 馆 的 现存 文献 ， 及 其对 国 际学术

交流 的意义 。 德国 艺术史论坛 的 Ｂ６ｎ６ ｄ ｉｃ ｔｅＳａ ｖｏｙ 教授 与 Ｆｒ ａｎ ｃｅＮｅ ｒｌ ｉ ｃｈ 博士 ， 则

探究 １ ７ ８ ９ 到 １ ８ ７ ０ 年 间法 国与 德 国 的跨 国艺术 培训 。 柏林 自 由 大 学 Ｋａ ｒ
ｉ ｎＧ ｌ

ｕｄｏ
－

ｖａｔ ｚ 教授独辟蹊径 ， 关注艺术家们跨国 流动 中 的 违法行 为 ， 对 １ ６ 至 １ ９ 世 纪涉嫌

间谍活动 的旅行画 家进行调查 。

５ ． 艺术造假 、 艺术市场与博物馆

艺术赝 品 是艺术史研究 的特殊切人点 。 艺术造假 与书籍存在何种 关系 ？ 学术

书籍如何打击这种艺术 造假 行为 ？ 海 德堡大 学 Ｈ ｅｎｒｙＫｅ ａｚｏ ｒ 教授对 此问 题 做 了

系统探究 。 德 国艺术史论坛的 Ｊ ｕ ｌ ｉａＤｒｏ ｓ ｔ 博士关注 １ ９ ２ ５ 年至 １ ９４ ７ 年 间超 现实主

义的 艺术市场表现 。 柏林 自 由大 学与柏 林国立博物馆合 作 ， 围 绕艺术 与博 物馆 间＃
联系 的议题 ， 考察博物馆展览形 式与知识传递 的作用 ， 从 艺 术史 角 度看 展览的 教ｊ
育功能 。

２０ １ ４ 年 ， 海德 堡 大学亚 欧精 英集 群举 办的 跨 学科工 作坊 （ ＴｈｅＴ ｒａｎｓ
－

ｆｏ ｒｍ ａｔ ｉｖｅＰｏｗ ｅｒｏ ｆ ｔｈｅＣｏｐｙ ） 集聚 了 德 国各学 术机 构 １ ９ 位 学者 ， 共 同 探讨 复 制

品 和复 制行 为在不 同领域 的 概念 。 该会议 论文集 将于 ２０ １ ６ 年底 由 海 德堡 大学 出

版 （ ｈ ｅ ｉ ｕｐ ．ｕｎ ｉ

－ｈｅ ｉｄ ｅ ｌ ｂｅｒｇ ．
ｄｅ） ， 出版形式为公开获取 （Ｏ ｐｅｎＡｃｃ ｅｓｓ ）

。１ ７ ７

三 、 其他地区艺术史

数量较多 的欧洲 艺术史研究 ， 通常在
“

艺术史研 究所
”

中进行 ， 机构名 称没

有前缀 。 这虽然有欧洲 中心论 的 隐喻 ， 但 地处欧 洲而研 究欧洲 ， 本身无 可厚非 。

德语学界对亚 洲 、 非洲 、 美洲 和 大洋 洲 的 艺术 史研 究 ， 则 多在 区 域研 究所 内 进

行 。 本节关注德语学界对除亚 欧 外全 球其 他地 区 的 艺术 史 研究 。 本节 虽命 名 以

“

其他地 区
”

， 却绝非 以亚洲 或欧洲为 中 心的 叙述 。 仅 仅由 于这一部分研究数量较

少 ， 为行文方便 的缘故 。

（

一

）
非 洲 艺术 史

非洲艺术史 的研究主要与人类学相结合 。 马克思
？ 普朗 克协会佛 罗 伦 萨艺术

史 研究所 Ｂｎｍｏ Ｓｏ ｔ ｔｏＭ ａｙｏ ｒ 对非洲雕塑 进行考察 ， 分析 Ｃｈｏｋｗ ｅ 部族雕 塑 的形 式

与其流通 。 柏林 自 由 大 学 Ｔｏｂ ｉ ａｓＷ ｅｎｄ ｌ 教授专 注于非 洲艺 术与 视觉 文化 史 的 研



究 。 他与 Ｐａｏ ｌａ ｌｖａ ｎｏｖ 博士合作 ， 研究 刚 果地区 巫术雕像 ｍ ｉ ｎｋ ｉ ｓ ｉ 的真实性 ， 并探

讨欧洲 、 美 国 、 非洲之间 艺术 品流通 的物质轨道 、 物件与现代性之 间 不断变 化 的

矛盾以 及收藏 的 真实性等方面 。 Ｗ ｅｎｄ ｌ 教授 的 另 一个项 目 则从媒 体人类学角 度 出

发 ， 分析北非和西非
“

烈士
”

图 像和 自 杀性袭击者 的 视频 ， 考察新媒体 时代 的社

会情 感动力 。

（

二
）
南 美 艺术史

德语学界对南美艺术史 的研 究 ， 主要关注南美 洲与全球其他 地 区 间 艺术 协调

与相互 影响 的 过程 。
Ｗｅ ｎｄ ｌ 教授关注二战后 的 巴西 和 日 本 ， 对他们 之 间 的前 卫艺

术 的 交流 的多重性进行研究 。 柏林 自 由 大学 Ｍａ ｒｇ ｉ ｔＫｅｍ 教 授考察 １ ６ 世纪 新 西班

牙 （ 现墨西哥 ） 与欧洲 间 艺 术互 动 进 程 ， 探讨艺 术差 异 性 与 互 相 影 响 的 过 程 。

Ｋｅｒｎ 教授 还 关注 巴 拉 圭 耶 稣 会 １ ６ ０ ４ 至 １ ７ ６ ８ 年 间 艺 术 品 生 产 情 况 ， 及 当 地

Ｇ ｕａｒ ａ ｎ ｉ土著 民族大量复制生产宗 教雕 塑 的 历史 。

（

三
）

大洋洲 艺术 史

４＾德国 人类学家 、 旅行 家和 收藏 家 Ｈ ｅｒｍ ａｎｎＫ ｌ ａａ ｔｓｃ ｈ 博 士 曾 在海 德 堡 大学学

ｆ习 。 １ ９ ０ ５ 年 ， 他远赴澳大 利亚 金伯 利 地 区考 察原 住 民 图 腾 崇拜 ， 并 用笔 记 、 绘

＾图 和照片 等形式记 录 当 时 的 旅程 。 近年来 ， 海德 堡大 学 的 Ｃｏｒ ｉｒｍａＥ ｒ ｃｋｅ ｎｂｒｅ ｃｈｔ

博 士深 人分析 Ｋ ｌ
ａ ａｔ ｓ ｃｈ 博士在金伯利考察三年 间记载的 各类 资料 ， 结合 最新发 现

的 档案和博物馆藏品 ， 研究澳洲原住 民 的艺术 、 文化 和信 仰 。 金伯 利地 区 岩 画主

１ ７ ８要有 Ｇｗ ｉ ｏｎＧｗ ｉｏｎ 和 Ｗａｎｄ
ｊ

ｉｎａ 风 格 ， 它们是原住 民 的珍 贵文化 遗产 。 近 代 国 际

工业 发展 对该地 区 自 然资源的 觊觎 、 原住 民对土地 的追索 以 及持续 膨胀 的 当地 旅

游业 ， 都对土著岩石艺术 的 保存 产生影 响 。 同 时 ， 考古学 家 、 人类 学 家 、 游 客 、

原住 民与非 原住居民 构成 了
一个庞大的 知识 网络 ， 他们建 立多样 化 的合 作 ， 共同

促进对岩 画 的研究 。 对此 Ｊ ｕ ｌ ｉａ ｎｅ Ｂｒ ｅ ｉ ｔ ｆｅ ｌｄ 通过人类学 田野调査方 法 ， 考察不 同 人

群对岩 画理解的 多样性 ， 以 及它们与社会经济和文化层面 的联 系 。

四 、 全球艺术史与跨 文化研究

全球艺术 史 的 研 究取 径 ， 近 年 已经 被 中 文学 界熟 知 。 欧洲 中 心论 的叙述话

语 ， 将世 界分 为 自 我与他者 ， 欧洲艺术史之外便是世界艺 术史 。 学 界为扭转这一

话语 ， 提 出 了全球艺 术史 的概 念 。 跨文化研究 （Ｔ ｒａｎｓｃ ｕ ｌ ｔｕ ｒａ ｌ Ｓ ｔｕ ｄ ｉｅ ｓ） 是 德语学

界十几年来 比 较 活 跃 的 领 域 。 跨 文化 研 究 最 早 由 Ｆｅ ｒｎａ ｎｄｏＯｒ ｔ
ｉ
ｚ 于 １ ９４０ 年 提

出 ，

［
９
］并 于 ２ ０ 世 纪末 由 Ｗｏ ｌ ｆｇａｎｇＷ ｅ

ｌ
ｓ ｃｈ 引 介 至德语学界 。

［ １ °
］ 跨 文化 研究 不 是学



科式的 领域 ， 方法论也在不 断完善之 中 ， 但 是作 为一种研 究视野 和 提问 角 度 ， 已

经展示 了丰富 的可能性 ， 成 为德语学 界艺术史研 究的重要取径 。

艺术史 的跨文化研究 ， 是全 球艺术史方 法的 一个分支 。 简 言之 ， 前者主要关

注艺术行 动者 、 艺术 品 和艺 术观念的互 动 ；
后者除却互 动式 的 研究 ， 也包 含了 比

较式 的研究 。 艺术史 的跨 文化研 究 ， 倾 向 于文化 间 艺术 交流 的 具体过程 ， 比 如不

同 文化地域 、 族群之 间 ， 人 、 物 、 技术 、 知识
、
观念等 的 移动 、 吸纳 、 改编 和再

创造 。
跨文化研究强调两方或 多 方的互 动 、 吸收 、 交流 ， 也关注互 动过 程中 未被

接纳 和 吸收 的部分及 其原因 。
Ｎ ｉ ｃｏ ｌａ ｓＳ ｔ ａ ｎｄａ ｅ ｒ ｔ 和 Ｐｅｔ ｅｒＢｕ ｒｋ ｅ 曾 分别对 文化间 互

动和融合 的 术语 有 过精 彩 的 论 述 。

［？

需 要 补 充的 是 ，
Ｃ ｒｏｓｓ

－

ｃ ｕ ｌ ｔｕ ｒａ ｌ 与 Ｔｒａｎｓ ｃｄ －

ｔ ｕ ｒ ａ ｌ 有 细微的 区 别 ： 前者 意在作 为 结 果 的状态 ，
后 者意 在作 为过 程 的动 态 ； 前

者强调边界对 面双方 的存在 ， 继 而才有跨 越的 可能 ， 后 者并不 限于两者 之间 ， 也

不关注是否存 在确凿 的政 治 、
地理 、 族 群边 界 ， 而是 强调 不同 文化惯 习 （

Ｈ ａｂ ｉ

？

ｔ ｕｓ ）造成的 差异 ，

跨 文化研究 的机构化趋势 十分显 著 。 ２００ ６ 年和 ２ ０ １ ２ 年 ， 德国 联 邦教育 与 研＠
究部联合德 国科学基 金会 ， 共 同 发起 了两轮 德 国 大学精英 计划 ， 包括精英 大学 、Ｉ
集群 和研究生 院三部 分 。 海德堡 大学两 次人选精 英大学 ， 并人选 两组精英 集群和冬

三座研究生院 。

“

全球 化语境 下的 亚洲 与欧洲
”

精英 集群就是 其 中之
一

。 在亚 欧

精英集群基础之上建立 的海德堡跨 文化研究 中心 ， 集 中 了 海德堡 大学人 文 、 社 会

科学和 科学研究两百余名 学者 ， 与欧美 高校 广泛合作 ， 共 同 促进对 亚洲与 欧洲 跨

文化动态 的理解 。
这其 中便包括 了 艺术 史 的 各类研究 。

全球艺术史教席是跨文化 中 心 的 五个教席之一 ， 由 Ｍ ｏｎ ｉ ｃａＪ ｕｎｅ
ｊ
ａ 教授执 掌 。

Ｊ ｕｎｅ
ｊ
ａ 教授 与媒体 人类学 教授 Ｃｈ ｒｉ ｓ ｔ ｉａ ｎｅＢｒｏｓ ｉ ｕ ｓ

、 日 本艺术史 教授 Ｍ ｅｌ

ａ ｎ ｉｅＴｒ ｅｄｅ

等学者一起发起 了
“

艺术 与跨 文 化 ： 概念 、 历史 与实践
”

大遨研 究计划 。 该计 划

从视觉艺术世界 的历史编慕学人手 ， 从跨 文化视 角研究 视觉文化 和 物质 文化 ， 博

物馆展览和收藏 实践 ， 摄影 技 术 、 材料 与风格 ， 艺术 生产 与 美学 话语等 多个 子

项 目 。

德语学界其他高校 和研 究机构 ， 也纷 纷应用 跨 文化 的 学术 取径 ， 成果 丰富 ，

蔚为大观 。 例 如 ，

“

亚洲与欧洲
”

计划是 苏黎世大学 的 重点研 究项 目 （ Ｕ ｎ ｉ ｖｅ ｒ ｓ ｉｔ ｙ

Ｒｅｓｅ ａｒ ｃｈＰ ｒｉ ｏｒ ｉ ｔ
ｙ
Ｐ ｒ ｏｇ ｒａｍｍ ｅ ） ， 运用多种方法论 ， 结合 区 域研 究 （ 如 汉 学 、 日 本

学 、 伊斯兰研究等 ） ， 探索亚 欧之 间 文化 、 法 律 、 宗 教 、 社会 、 经济 等诸 多领 域

的 交流和 互动 。 又 如 ， 位于柏林 的跨区域研究论坛 （ Ｆｏｒ ｕｍ Ｔｒ ａ ｎｓｒｅｇ ｉ ｏｎａ ｌｅ Ｓｔ ｕｄ ｉ

－



ｅｎ ） ， 集 聚 了关心跨文化研究 的德 国学 者 。
２ ０ ０９ 年成立 以来 ， 它 始终 致力 于促进

不 同学 术团 体和机构间 的 交流协作 。 本章详细梳理德语学 界部分跨 文化研究 的成

果 ， 分 为全球 艺术 史 、 跨 文化艺 术交 流 、 多元宗 教 的 建筑 史 和跨 文 化 的 收 藏 史

等 。 值得注意 的 是 ， 在大多数研究 中 ，

“

欧 洲
”

或
“

亚洲
”

并不 是一个实体 ，
而

是具体 的文化场域 、 风格 、 观念或 其他因 素 。

（

一

）
全球艺术史

佛罗 伦 萨艺 术史研究所的 Ｍａ ｒ ｉａＴ ｅｒｅｓａＣｏｓ ｔａ 博士 从艺术 史学史 的 角 度 ， 探

索 １ ９ ００ 年前后作为
“

跨文化沉思
”

的 艺 术科学 （ Ｋｕｎｓ ｔｗ ｉ ｓｓｅｎ ｓｃｈａ ｆｔ ） ， 梳理 瓦尔

堡 （ Ａ ｂ
ｙＷａ ｒｂｕｒｇ） 及 当时德语 国家艺 术史 家们 ， 为艺术 史成为 一 门科 学 而做 的

努力 ， 并探讨 当时艺术 史 家们 的 思 考如 何对现今全球 艺 术 史 的理论 问 题 提 供答

案 。 柏林 自 由大学艺术史研究所 的 Ｔｏｂ ｉａ ｓＷｅｎｄ ｌ 教授 ， 研究 １ ８ ６ ０ 到 １ ９ ３ ０ 年前后

德国 和奥地利 的世界艺术 观念 ， 以 及博 物馆和私人收藏 界对亚洲 、 拉 丁美 洲艺术

品 的收藏展示 ， 如何影响 了艺术史学科 的进展 。

＾海德堡大学 的 Ｊ
ｕｎｅ

ｊ
ａ 教授 则拷 问 基 础 问 题 ， 即 在 全球化 的语境下 如 何理解

ｊ
“

艺术
”

， 以 及 由此生发 的全球艺术 史之可 能 。 同 时 ， ｊ ｕｎｅｊａ 教授 和她 的研究 团 队

－Ｖ还调查不 同文化 中 自 然灾 害的 图像 表现 ， 如 １ ７ 世纪 的 中 国 、 日 本 和德 国 的灾害

图 像 。 海德堡跨文化研究 中心的 Ｆｒ ａｎｚ ｉ
ｓｋａＫ ｏｃ ｈ 博 士 ， 研究艺术 全球 化时代 的 中

国 当 代艺术 ， 并与 ｊ
ｕ ｎｅ

ｊ
ａ 教授一起 ， 从 ２０ 世纪 和 ２ １ 世纪 的 亚洲艺 术 出 发 ， 探讨

１ ８０多 中 心 的现代主义艺术观念 。

在德 国科学基金会 的 资助下 ， 佛 罗伦 萨艺术史研究所所长 Ｇ ｅｒｈａ ｒｄＷｏ ｌ ｆ 教授

从跨文化视角 考察纺织 品 及其物质 性 ， 关 注 ４ 至 １ ７ 世 纪全球范 围 内 的 纺 织 品流

动 ， 包括原材料 、 纺织技术 、 纹饰 ， 以及纺织 品 在其他媒介 中 的 表 现 ， 从 中 分析

纺织品 在跨文化互动 中 的能动性 （Ａ ｇｅｎｃｙ ） 。

（
二

）
跨文化研 究

１
． 中 国与欧洲

２ ００ ９ 年底 ， 中 国文化遗 产研 究院 和德 国考 古研究 院签 订合 作协议 ， 共 同 启

动
“

丝路霓裳
”

考古项 目 。 德国 考古研究 院北京代表处 成为唯
一 在 中 国 设立 的永

久性外 国考古研究机构 。

“

丝路 霓裳
”

项 目 由 中德 九个研究 单位 通力合 作 ， 关注

公元前 １ ００ ０ 年左右东 亚 和 中亚 丝绸 之路上 作 为文 化交 流载 体 的 纺 织 品 。 其 中 ，

柏 林 自 由 大学的 合作子项 目 由 李静姬教授 负 责 ， 关注服装纹饰 以 及相关缝制 技术

的传播与变迁 。



２ ０ １ ４ 年 ８ 月 ， 海德堡大学校 长与德 累斯顿 国立美术馆签署合作协议 ， 由 东亚

艺术史研究所的 胡 素馨 教授 领衔研 究德 累斯 顿 的 东亚 陶 瓷 藏 品 。
１ ８ 世纪 初 ， 居

住于德 累斯顿 的 萨克 森 选帝 侯 、 波 兰 国 王 奥 古斯 都 二 世 （ Ｆ ｒ ｅｄｅｒ ｉ ｃｋＡ ｕｇｕｓ ｔ ｕ ｓ ，

１ ６ ７ ０
—

１ ７ ３ ３ ） 对东亚 瓷 器 （ 尤其 是 中 国 瓷 器 ） 有 着非 同
一般 的 狂热 ， 留 下 了 以

６ ００ 个 精锐 龙骑兵交换 １ ５ １ 件青花大罐 的 故事 。 他 的 瓷 器 藏品 大 多保 留 在德 累斯

顿 的 日 本宫 ， 二战之后被 前苏联 红军 运走 ， 并 于 １ ９ ６ ２ 年 归 还 。 目 前 ， 德 累 斯顿

国立美术馆藏有约 ２ ４ ０ ００ 件中 国 和 日 本瓷 器藏品 ， 以 及 大量 Ｍ ｅ ｉ ｓｓｅｎ 瓷器 。 在 海

德堡 的精英大学聚 焦领域 （ Ｆ ｉ
ｅ ｌ ｄｏ ｆＦｏｃ ｕｓ ） 资助下 ， 胡 素 馨教授 和 她的 研究 团 队

针对其 中 １ １ ０ ０ 件明 末清初瓷器 展开研 究 ， 探 讨其 纹饰 的 叙事性 ， 分析这 批 中 国

瓷器 对 １ ８ 世 纪 初 德 国 Ｍ ｅ
ｉ
ｓｓｅｎ 瓷器 纹 饰 的 影 响 ， 及 其 在 １ ８ 世 纪欧 洲 中 国 风

（ Ｃｈ ｉ
ｎｏ ｉ

ｓ ｅｒ
ｉ
ｅ

） 热潮中 的作用 。 伦敦 大学亚 非学院 的毕宗 陶教授 （ Ｓ ｔａｃ ｅｙ
Ｐ ｉ

ｅｒ ｓｏｎ ）

是中 国陶 瓷 研究领域的 专家 ， 她与 胡素馨教授建立 了 密切合作 ， 并 担任此项 目 研

究顾 问 。 ２ ０ １ ４ 年至今 ， 项 目 团 队 已经 多 次赴德 累 斯顿考 察 ， 搜 集瓷 器图 像 资 料 ，ｆ
并举办 了跨媒介瓷器研讨会 （ Ｃ ｒｏ ｓｓＭｅ ｄ ｉａＰｏｒ ｃｅ ｌ ａ ｉ

ｎＳ
ｙｍ ｐｏ

ｓ ｉｕｍ ） 。 同 时 ， 该项 目

与德 累斯顿工业大学的 Ｓ ｔｅ ｆａ ｎＧｕｍ ｈｏ ｌ ｄ 教授合作 ， 对 目 标瓷器进 行 ３Ｄ 扫描 和模ｆ
型分析 。 预计 ２ ０ １ ７ 年 ３ 月 ， 由 胡 素 馨 教授 和 德 累斯 顿共 同 策划 的 展 览 ， 将关 注

馆 藏瓷器 、 摄影 、 绘 画 中 呈现的 东亚女性 形象 ， 并 出 版相应 的研 究图 录 ， 呈现研

究项 目 的初步成果 。

奥古斯都二世 希望 在 自 己统 辖 的 区域 ， 生产 出 像东 方 白 金 （ Ｗｅ ｉ ｓｓｅｓＧｏ ｌｄ ）
１ ８ １

一

样的 瓷器 。
１ ７０９ 年 ， 奥古斯都二世在德累 斯顿建立 Ｍ ｅ ｉ ｓｓｅｎ 瓷 器工厂 ， 开始 了

欧洲最早的 硬质瓷 器设 计 和生产 。 ２ ０ １ ０ 年 ， 坐 落于慕 尼黑 的 艺 术史 中 央 研 究所

资助 Ｊ ｕ ｌｉ ａＷ ｅｂｅ ｒ 博士对 １ ８ 世纪 Ｍｅ ｉｓｓｅｎ 瓷器的 东方起 源展开研 究 。 ２ ０ １ ６ 年秋 季

起 ， Ｗｅ ｂ ｅｒ 博士就任德 累斯顿 国立美术馆 瓷器部主任 ， 将 与胡素馨 教授共 同探索

馆藏瓷器的各个方面 。

柏林 自 由 大学的 Ｍ ａ
ｔ ｔｈ ｉ

ａ ｓＷ ｅ ｉ Ｂ 教授 在马 克 思 ？ 普 朗 克学会 的 资 助下 ， 致力

于研究中 国 版画 、 德 国 和瑞 典摄影 中 展示 的 颐 和 园 欧 式建 筑 。 Ｍ ａ ｒｃｏＭ ｕｓ ｉ ｌ ｌｏ 博

士的 项 目 则 探讨 作为理 论论述 、 绘 画 实践和感 官体 验的透 视法从 意大利传播 到 中

国的 过程 。 海德堡大学 的 王廉明 博士重访 法国 国 家图 书馆 收藏 的 清代 《 圣心 图 》
，

论证其所绘 内 容为法 国 耶稣会 建筑
“

北 堂
”

的 真 实场景 ， 反 映 了 乾隆朝 中 后期 ，

在宫廷 和教会绘 画传统之外 ， 另有一个 画 家群体接 受并熟悉 西洋绘 画 的技巧 。

［ １ ２
］

柏林 自 由 大学 东亚艺术史 系 Ｊ ｕ ｌ ｉａ ｎｅＮ ｏｔ ｈ 博士关注 ２０ 世纪 三 四 十年代 中 国绘



画 中 的风景 和跨 媒介性 。 通过梳理中 国 艺术界对欧 洲艺 术传统 的接 受 、 日 本艺 术

界对欧美艺 术风格的 转换 和实 践 ， 以 及 中 国 内 在艺术 传统 ， Ｎｏｔ ｈ 博 士分析这 些

因素如何共 同 塑造这
一

时期 的 中 国画 ， 以及摄影技 术如 何影 响 画家对风 景 的认知

和表现 。

２ ． 日 本 与欧洲

柏林 自 由 大 学艺术史研究所 的 Ｊｏａ ｃｈ ｉｍＲｅｅ ｓ 教授研究 了１ ５ ９ ０ 至 １ ８ ０ ０ 年 间 曰

本长崎市作 为跨 文化交 融空 间 的 范例 ， 以 及受 到欧 洲绘 画 影 响 的 日 本 南蛮 屏 风

（ 描绘欧洲商人 和传教士 到 达 日 本的母题 ） 的 发 展 。 Ｒｅｅ ｓ 教授还 通 过行动 者 网络

理论 （ Ａｃ ｔｏｒ
－ Ｎｅｔｗｏ ｒｋＴｈ ｅｏｒ

ｙ ） 和跨 文化 研究 的 取径 ， 通 过绘 画 和 版画材料 ， 分

析 １ ６ ８ ６ 至 １ ７ ９ ５ 年间 荷兰东印 度公司 在 日 本 的 艺术交易 网络 和公司 形象 的 制造 策

略 。 苏黎世大学 的 Ｈ ａｎｓＢ
ｊ
ａ ｒｎｅＴｈｏｍ ｓｅｎ 教授和他 的研 究团 队的研究项 目 ， 关注

日 本艺术界通过 筹备参加 １ ８ ７ ３ 年维也纳世博会 ， 对德语工 艺品 （ Ｋ ｕｎｓ ｔｇ ｅｗｅ ｒｂｅ ）

＾和美术 （ Ｂｉ ｌｄ ｅｎｄｅＫｕｎ ｓ ｔ ） 概念 的吸收 ， 以 及 １ ９ ００ 年前后 欧洲思 想 对 日 本 现代美

＾术观念的 塑造 。 同 时 ， Ｔｈ ｏｍ ｓｅ ｎ 教授 还关注 ２ ０ 世 纪早期 日 本 与 印 度宗 教绘 画 的

Ｉ艺术交流 。

冬海德堡大学 的 Ｍ ｅ ｌ ａｎ ｉｅＴｒ ｅｄｅ 教授 的研 究项 目 关注 日 本 、 欧洲 和 中 国 间 的框

架 （ Ｆｒａｍｅ ） 转换 。

一件文化产品 到达新 的 文化场 域 中 ，
很可 能对 其原有框架 性

结构进行增减 ， 或发生其他形式 的改 变 。 该项 目 研究 中 国 和欧洲 的绘 画 和印刷 品

如何被 日 本艺术 所吸取 和修 改 。 例 如 ，
１ ５ 世 纪 日 本幕 府将军府邸 里对 中 国 绘 画

的 重新装裱 和使 用 ； １ ７ 和 １ ８ 世 纪 日 本 绘 画 和版 画 中 ， 对荷 兰世 界地 图 的转化 ；

同
一

时期在 欧洲 宫殿 中对东 亚工 艺品 的 改造和展 示 ； １ ９ 和 ２ ０ 世纪 欧美对 日 本绘

画 的框架重 塑 （ Ｒｅ ｆｍｍｅ ）
， 等等

。

３ ． 伊斯 兰文化与欧洲

维也纳 大学 艺 术史 研 究所 的 Ｍａ ｒｋｕ ｓＲ ｉ ｔ ｔｅ ｒ 教授 和 Ｍ ａｘ ｉｍ ｉ ｌ ｉ ａｎＨ ａ ｒ ｔｍｕ ｔｈ 博

士 ， 研究 １ ３ ８ ３ 至 １ ５ ２ ０ 年奥斯曼帝 国统治之下 的 马其顿地 区 的伊斯 兰建筑 。 对 马

其顿地区 奥斯曼 时期 的纪 念碑风 格 ， 以 往的研究总是笼统地 解释 为文化影响 。 这

一研究则 以实地 调研 和文 献材料 证明 ：
具体的 纪念碑类 型 、 形式 和装饰纹 饰 的选

择 ， 受到赞助人 和使用者 的 直接 影响 。

１ ９ 世纪 和 ２ ０ 世纪 ， 瑞 士的 建筑风格 和 内 部装 饰有使用 伊斯兰艺 术风格 的传

统 ， 这个传统 如今几乎被 大众 遗忘 。 苏黎 世大学 艺术 史研 究所 的 Ｆ ｒａｎ ｃ
ｉ
ｎ ｅ Ｇ ｉ

ｅｓｅ

教授的 项 目将 回 顾这种新伊斯兰 建筑风格 （ Ｎｅｏ
－

ｉ
ｓ ｌａｍ ｉ

ｓｃｈ ｅ Ａｒ ｃｈ ｉ
ｔｅｋ ｔｕ ｒ ） ， 分析 它



的产生 、 发展 和 消逝 。

慕 尼黑 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的伊斯兰艺术史教授 Ａｖ ｉ ｎｏａｍＳｈａ ｌ ｅｍ ， 联合美 国 约

翰 霍普 金斯大学 和 马普 学会佛罗 伦萨艺术史研究所 ， 共 同 研究 １ １ 至 １ ２ 世纪 意大

利 南部生产的 萨 勒诺 象牙 制 品 ， 分析其如 何杂糅伊斯 兰 、 拜 占庭 、 科 普特和基 督

教 的艺 术因素 。

４ ． 印 度与 欧洲

柏林 自 由 大学艺术 史研究所的 Ａ ｌ ｂｅｒ ｔｏＳａｖ ｉ ｅ ｌ ｌ ｏ 博士 ， 研究项 目 题 为
“

神 圣的

审 美与审美 的 神圣
”

， 探讨 １ ６ 至 １ ７ 世纪 莫卧 儿王朝统治 时期 ， 基督教 、 印 度 教

和伊斯 兰教对 圣人 的艺 术表现 ， 以 及西方传 教士如 何结合伊斯 兰教 和 印 度教 图像

传统 ， 创造本地 的基督 教图像 。

以往德语学界对复 制 品 的 研究集 中于西方概念 ， 如欧洲 和北 美 文化 中 对 复制

和 复 制 品 的理 解 。 海德堡 大学跨 文化研究 中 心 的 Ｃｏ ｒ ｉｎ ｎａＦｏ ｒ ｂｅｒｇ 博士研 究 １ ７ 至

１ ９ 世 纪晚期 印 度手工艺 品 的 欧洲 复制 品 ， 探讨将 印 度 手工艺 品 引 人欧 洲视 觉语ｆ
言 的复制实践 是如何塑造 的 ， 并重 新给 出 了 复 制 的含 义 。 他与 Ｐｈ ｉ ｌｉ ｐｐＳ ｔｏｃ ｋｈａｍ

－

^
ｍｅ ｒ 博士共同 组织的学术会 议关注 复 制 品 的 变革性 力量 ， 参会 的 １ ８ 位 学者 从不^
同 文化 的 角度研 究艺术 中 的 复制 品 ， 并于 ２ ０ ｉ ｑ 年 出版论 文集 。

［ １ ３］^

５ ． 美洲 与關■ 
柏林 自 由 大学艺术史研究所 的 Ｍ ａ ｒｇ ｉ ｔＫｅｒｎ 教授关注 １ ６ 世纪新西班牙 （ 现墨

西哥 ） 和欧洲 间 的艺术协调进程 。 苏 黎世大 学艺术史研究所 Ｔｒ ｉ ｓ ｔａ ｎＷｅｄｄ ｉ ｇｅｎ 教

授 的项 目
“

全球 巴洛克
”

， 探 讨拉 丁美洲 国 家对 巴 洛克风 格 的转 译 和挪 用 ， 如何

影响其 国家认 同的产生 。

６ ． 多元宗教 的建筑 史

苏黎世大学艺术史研 究所 Ｆ ｒａｎｃ ｉ ｎ ｅＧ ｉ ｅｓｅ 教 授 ， 研究 中 世 纪 以 及 １ ７ 至 １ ９ 世

纪伊斯兰 教 、 基督教和犹 太教建筑风格 的 交流融 合 。 海 德堡大 学 的 Ｍ ｉ ｃｈａ ｅ ｌＦａｌ

？

ｓｅｒ教授的研究项 目
“

Ｐ ｉ ｃ ｔｕ ｒｅｓ
ｑ
ｕｅＭｏｄｅｒｎ ｉ

ｔ
ｉ
ｅ ｓ

”

，关 注南亚 、东南 亚和东亚 区域建

筑风格 （ Ｒｅ ｇ ｉｏｎａ ｌ ｉｓ ｔ Ｓｔ ｙ ｌ ｅ ） 在跨文化背景下 的形成 因 素 。 例如 ， 英 国 殖 民时期 的

印度撒拉逊风格 （ Ｉｎｄｏ
－

Ｓａｒａ ｃｅｎ
ｉ ｃ ） ， 即 １ ９ 世纪晚期英 国建 筑风格 与 印 度本土 风格

混合形成的 印 度 －

哥特式 建筑 风格 ， 以及 法国 殖 民 时期 的 中 南半 岛 建 筑风格 ， 印

度尼 西亚的荷 兰建筑 风格 ， 都是本土风格与殖 民者风格 的结 合 。
Ｍ ｏｎ ｉｃａＪ ｕｎ ｅ

ｊ
ａ 教

授 和 Ｆａ ｌ ｓ ｅ ｒ 教授合作的研究项 目则致 力 于研究吴哥窟的象征性 ， 即 怎 样从殖 民 时

代 的考古对象 转换 为 当 代全球化的标志性图 像 。



７
． 跨文化的 收藏史

全球 博 物 馆 是 如 何 展 示 中 国 文 化 的 ？一 方 面 ， 苏 黎 世 大 学 Ｈ ａｎ ｓＢ
ｊ
ａ ｒｎｅ

Ｔ ｈｏｍ ｓｅｎ 教授综合调查 中 国和欧洲 博物 馆里对中 国 艺术品 的 陈列 ， 探讨这 种展示

如 何阐 释和传播 中 国文化 和观念 ， 以及 博物馆展示的叙述模式 如何 塑造 中 国 的 国

家认同 ； 另
一方面 ， 他梳理瑞士公立博 物馆和 私人收藏 的 东亚艺术 品 ， 探 究瑞 士

与东亚之间 不 同层面 的联 系 ， 以及与艺 术收藏相关的经济 、 文化 和人际关系 网 。

五 、 数字艺术史

数字艺术史 （ Ｄ ｉｇ ｉ
ｔａ ｌＡｒ ｔＨ ｉ ｓ ｔｏ ｒｙ ） 是近年来迅速发 展 的数字人 文学科 （ Ｄ ｉｇ

？

ｉ
ｔａ ｌＨ ｕｍ ａｎ ｉ ｔ ｉ ｅｓ ） ，针对 艺术 史 对象 的 分 支进 行研 究 。在 美 国 、 英 国 、 法 国 等 国

家 ， 数字艺术史都 已经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 。 因此 ， 本文将数 字艺术史 研究 单列
一

节 ， 概述德语 国 家的 数字艺术史研究动态 。 由 于缺乏 财力雄厚的 私人 、 学 校基

金会 支持 ， 德语 国 家的 数字艺术史研究 主要依 靠联 邦和 州 政府 的科研基金 ， 如德

＾国科学基 金会 的 资 助 。 因 为这一特点 ， 德 国 、 奥地 利 、 瑞 士 的艺 术史数据库 呈现

ｊ两种态势 ：

一 为 跨学科 、 跨机构合作 ， 二为关注本地 历史文 化遗产 。

Ｍ ｅ ｔａ
－

Ｉｍａ
ｇ
ｅ 项 目 （ ｍｅ ｔａ

－

ｉｍａｇｅ ，
ｄｅ ） 的 实 现是 跨 学科 和跨机 构 合作 的 典 型 。

该项 目 受 到德 国科学 基金会 的 两期资 助 ， 由 柏林洪堡 大学 、 科隆 大学等 四 所 大学

的 八个研究 机构共 同 创建 ， 下设 Ｈ ｙｐｅｒ
Ｉｍ ａ ｇｅ 和 Ｐ ｒｏｍ ｅｔ

ｈｅ ｕ ｓ 两个子项 目 。 吕 讷

１ ８４堡大学 （ Ｌｅｕｐｈａ ｎａＵ ｎ ｉ ｖｅ ｒ ｓ ｉｔ ｙｏ ｆＬ ｉｉｎｅｂ ｕ ｒｇ ） 的研究 团 队 负 责开 发维 护 的 Ｈ ｙｐ
ｅ ｒ

？

ｉｍ ａ ｇｅ是一种开源 图 像 注释 工具 ，
主要 为研 究Ｐｒ ｏｍｅ ｔｈ ｅｕ ｓ数 据 库 中 的 资料 而 开

发 ， 并被德语地 区 的数 字艺术史项 目 广泛采用 ， 如下 文将提 到 的海 德堡 大学八 幡

神 卷轴项 目 。 Ｐ ｒ ｏｍ ｅ ｔｈｅ ｕ ｓ 项 目 网 站 （ ｐ ｒｏｍｅ ｔｈｅ ｕ ｓ
－ ｂ ｉ ｌ ｄａ ｒｃ ｈ

ｉ
ｖ

．
ｄｅ ） 由 科 隆 大 学 负

责维护 ， 联结 ８０ 多个图 像数据 库 ， 可搜 索超过 １ ５ ０ 万 份 高清 图像 资料 ， 包括 雕

塑 、 手稿 、 建筑 、 视频 、 印刷品 、 装饰艺术 、 装置艺术 等各 个 门类 ， 并提供完 善

的 著作权服务 。 科隆 大学 的 另 一数 字艺 术史项 目 ， 则 代 表 了本 地 化研 究 的态势 。

该校建筑 史 系 Ｎ ｏｒｂ ｅｒ ｔ
Ｎ ｕＢｂａ ｕｍ 教授 与 当 地 州 政 府 建筑 部 门 合 作 ，

［ １ ４ ］

将 本 州 ４ ８

个重要建筑 的裆 案 和数据进 行数 字化处理 ， 以利于未来学术研 究和城市规划 。

慕尼黑大学艺术 史 研究 所是 德 国 数字 艺术 史研 究 的 重 镇之一 。 ２ ０ １ ４ 年 ， 由

Ｓｔ ｅｐｈａｎＨ ｏｐｐｅ 教授和 Ｈ ｕ ｂ ｅ ｒ ｔｕ ｓＫｏｈ ｌ ｅ 教授联合开办 了 数字艺 术史 方向 的博 士项

目
。 该项 目关注计算机科学 发展前沿 的数据技术 ， 研究 图像 分析 、 注释技 术和对

艺 术品 的模 型 建 构 ， 兼 及 数字 化 藏 品 管 理 和 文化 营 销 等 。 ２ ０ １ ５ 年 起 ， 该 所 的



Ｈ ａｒ ａ ｌｄＫ ｌ ｉ ｎｋ ｅ 博 士与慕 尼黑工业大学 的 Ｌ ｉ ｓｋａＳｕ ｒｋｅｍ ｐ
ｅｒ 共 同 主编 同 行评 审 、 开

放获取 的期 刊 《 数字 艺术 史 》 ／
ｏ ｒＤ ！

？

尺々ａ ＺＡ ｒ／Ｈ ｉ

＇

．ｓ ？ｏ ｒ
：ｙ

） ，

通过纸质版 和数字版两 种方式 发行 ， 刊 文主要探讨数字 人文技术 浪潮之下 ， 作 为

人 文学科 的 艺术史应有 怎样的 贡献和 挑战 。

Ｈ ｕｂｅ ｒｔ ｕｓＫｏｈｌｅ教授的研究项 目
“

为科学 而游戏
”

（Ｐ ｌａｙ４Ｓｃｉ ｅｎｃ ｅ） 下设 ＡＲ－

Ｔ ｉｇｏ 子项 目 ， 倡导在线游戏 、 语 言反馈和艺 术史学 习 的结 合 。
游 戏时 ， 右侧画面

显示数据库 中的 艺术作品 ， 用户 在下方输人有关形式 、
内 容 、 颜 色等方 面 描述或

评价 的关键词 。 在用户 进行游 戏 的 同 时 ， 后 台 软 件将 这 些关键 词记录 为元 数据

（ Ｍ ｅ ｔａｄａ ｔａ ） ， 从而实现标记艺术作品 的 功能 。 软件用 户 既是游 戏者 ， 也是 数据库

的贡献者
。 该项 目 试图 通过艺术史在线游戏探索艺术史学 科的 本质属 性之

一

： 语

言与 图像的 转换 。 数据库 目 前含有
一

万八千多张 图像 ， 并 已积 累超过六 百万个关

键词 。

ｇ
慕尼黑 大学艺术史研究所还 与德国 巴伐利 亚科学研 究院合作 ， 广 泛调查德 国ｆ

１５ ５ ０ 年 至 １ ８００ 年间 超过 ５ ０００ 件 巴洛克天顶画 ， 进行数字化记录 和 图 像分 析 ， 并＃

制作 了 巴洛 克 天 顶 画 数据 库 （ ｄｅ ｃｋｅ ｎｍａ ｌ ｅｒｅ ｉ ．ｂａｄｗ ．ｄｅ ） 。 专 研 巴 伐利 亚艺 术史 的｜
Ｓ ｔｅ ｐｈａｎＨ ｏｐｐｅ 教授领导 团 队 ， 针对 当 地 的建 筑遗存 和艺术作 品 建置 数据库 ， 项

目正 在进行 之中 。

在东亚艺术的 数字艺术 史领 域 ， 海德 堡大学 的 研 究 者们较 为 出 色 。 ２ ０ 世 纪

初的 中 国 ， 缠足 逐渐 废止 ， 大学教育对女性开放 ， 女性 在公共事 务 中 的地 位和作

用空前重要 。 这些历 史背景和重要历史事件在 １ ９ 〇 ４ 年至 １ ９ ３ ７ 年间 出 版 的 《 女子

世界 》 《妇 女时报 》 《 妇女杂志 》 和 《玲珑 》 四 份女性 杂志 中都 有体现 。 梅 嘉乐教

授主持的 清末 民初女性 杂志 数据 库 （ ｗｏｍ ａｇ ．
ｕｎ 丨

－ ｈｄ
．
ｄｅ ） 储 存 ｆ这 四份 女性 杂志

的数字化档案及研究文献 。 该数据库 由 美 国 、 加拿大 、 英 国 、 法国 等 国 家的研究

者与 海德堡学者合作 ， 合作者 中有许多艺术史 家 ， 如列 文森奖 （ Ｊ 〇 ｓｅＰｈＬｅ ｖｅ ｎｓｏｎ

Ｐｒ ｉｚｅ ） 获得者 、 俄亥俄 州立 大学 的 安雅兰教授 。

小报数 据库 （ Ｃｈ ｉｎ ｅｓｅＥｎ ｔ ｅｒ ｔ ａ ｉ ｎｍｅｎｔＮｅｗ ｓｐａｐｅ ｒ ｓ ， ｘ ｉ
ａｏｂ ａｏ ．

ｕｎ
ｉ

－ｈｄ
．
ｄｅ ） 由 曾

任教于海德堡大学的 叶凯蒂教授 （ Ｃａ ｔｈ ｅｒ ｉ
ｎｅＹｅ ｈ ， 现任波士顿 大学亚洲研 究 中心

主任 ） 主持开发 。 该数据库瘓括 １ ９ 世纪末开始在上海地区 发行 的 《 游戏报 》 《 消

闲报 》 《风采报 》 等 ２ ２ 种娱乐小报 ， 共计一千四 百多份档案资料 。

梅嘉乐教授联合美 国 、 加拿 大和 台北 中研 院学者 ， 建立了 早期 中 国 期刊在 线

（ Ｅａｒ ｌ ｙＣ
ｈ

ｉｎｅ ｓｅＰ ｅｒ ｉｏｄ ｉｃａ ｌ ｓＯ ｎ ｌ ｉｎ ｅ ， ＥＣＰＯ ） 整合数据平 台 （ ｋ
ｊ ｃ

－

ｓ ｖ０ １ ３ ． ｋ
ｊ ｃ ． ｕｎ ｉ

－ ｈｅ ｉ

－



ｄｅ ｌ ｂｅ ｒｇ ．ｄｅ
／
ｅｃｐｏ ）

。 该项 目 由 海德 堡大学 的 亚欧跨 文 化精英集 群 和蒋 经 国 基金会

资助 ， 由 Ｈ ｅ ｉ ｄｅ ｌ ｂｅ ｒｇＲ ｅｓｅ ａｒ ｃ ｈＡ ｒ ｃｈ ｉ
ｔｅ ｃ ｔ

ｕｒ ｅ 的 数据 团 队和 中研 院数位 文化 中 心 负

责数据 呈现 。
ＥＣＰ（ ） 数据平 台整合 以往 的 多个 数据库 ， 如 台北

“

中研院
”

近代 史

研 究所 的 期刊数据库 ， 以 及海 德堡 原有 的妇女杂 志 和小报数据 库 。 目 前 ，
ＥＣＰＯ

数据平 台 还在不断 添加 资料 ， 这将 为晚清 民 国 时期 大众文化 和 视觉 艺术研究提 供

极大便 利 。
研究 团 队希 望联 合全球相关领域 的学 者 ， 共享学 术 资 源和数据 。

东亚古代卷轴 画 由 于材 质脆弱 ， 需要尽 量避 免反复打 开 ， 也无法长 时间 公开

展示 和完整呈现 。 东亚 艺术 史研究 所的 Ｍ ｅ ｌａｎ ｉｅＴｒｅｄｅ 教 授 ， 根据 她对 日 本八 幡

神卷轴 画 图 像 与叙 事 的研究 ，
主 持 了八 幡 神 数 字 卷轴 项 目 （ Ｈ ａｃ ｈｉｍ ａｎＤ ｉｇ ｉ ｔａ ｌ

Ｈ ａｎｄ ｓ ｃｒ ｏ ｌ ｌ ｓＰ ｒ ｏ
ｊ
ｅ ｃｔ ， ｚｏ ． ｕ ｎ ｉ

－

ｈ ｅ
ｉ
ｄｅ ｌ ｂ ｅ ｒｇ．

ｄｅ ／ ｉ
ｋｏ／ ｈｄｈ ） 。 该项 目 对收藏 于 日 本 、 美 国

和德
＇

国 等机构的 七件 八幡 神 题材 卷 轴进行 数字 化呈 现 。 通 过 上 文 提 到 的 Ｈ ｙｐｅ ｒ

Ｉｍ ａｇｅ 技术 ， 项 目 成 员 在 数 据库 中 对 图 像 元 素进 行标记 和 注 释 ， 并 翻 译 画 中 题

跋 ， 为 相关研究提供 了 丰富的 史料 和参考 文献 。

＾海 德堡的 学者们在 南亚艺术史 领域也使 用 了 相应 的 技 术 。

一 幅 １ ８７ ６ 年 的 古

＾地 图描 绘了 印 度恒河沿 岸城市瓦拉纳西 （Ｖ ｄ ｒ ｄｎａ ｓ
ｉ ， 又 名 Ｂａｎｄｒａｓ ） 的 文化地 景和

冬建筑 图 像 ， 并有梵 文注释 。 南亚研究所 的 ｊｆｌｒｇ
Ｇ ｅｎｇ ｎａｇｅ

ｌ 教授 及研究 团 队将所 有

注 释译 出 ， 并 阐 释地 图 上 各个 建筑 的 文化 背景 （ ｋａ ｓｈ ｉ ｄａｒｐａ ｎａ ． ｕｎ ｉ

－ｈ ｄ． ｄｅ ） 。 该 项

目 是文化地理学 和图像 学研究的结 合 ， 从 属 于加州 大学伯 克利分校 的 文化地 图 电

１ ８６子化倡议 （ Ｅ ｌｅ ｃ ｔｒｏｎｉ ｃＣｕ ｌ ｔ ｕ ｒａ ｌＡ ｔ ｌａ ｓ ｌｎ ｉｔ ｉ
ａ ｔ

ｉ
ｖｅ ） 。

海德堡大学 欧洲 艺术史研究所 与多家机构合作 ， 建立 了 在线艺 术 史信息 处理

平 台 ａ ｒ ｔ
ｈ

ｉ ｓ ｔ ｏｒ ｉｃ ｕｍ ． ｎｅｔ 。 该平台 关注欧 洲 艺 术史研究 的 文献 与信息 ， 以 及 德 国 正

在进行的 学术研 究 。 １ ９４ ５ 年 以前 欧 洲 艺 术 史 的 数 据 由 欧洲 艺术 史 研究 所 和慕尼

黑的 艺术史研究 中 心提 供 。 １ ９ ４ ５ 年 之后 摄 影 、 工业 设计 和商业插 画 的数据 由 萨

克 森 州 立 和 德 累 斯 顿工 业 大 学 图 书 馆 （ Ｓｉｉ
ｃｈ ｓ ｉｓ ｃｈｅｈａ ｎｄｅ ｓｂ ｉ ｂ ｌ ｉｏｔ ｈｅ ｋ－ Ｓ ｔａ ａ ｔｓ

－

ｕｎｄ

Ｕｎ ｉｖｅ ｒ ｓ ｉ ｔ ａ ｔｓｂｉｂ ｌ ｉｏ ｔ ｈｅ ｋＤｒｅ ｓｄｅｎ ） 提供 。

苏黎世大学 艺术史研究所与苏 黎世 联邦理工学 院建筑 史 与 理论研 究所共 同 发

起了Ｄ ｉｇ ｉｔ ａ ｌ ｅ Ｄ ｉ ａ ｔｈｅ ｋ 数据 库 ， 并联合柏林 自 由 大学 、 马 尔堡大学 和维也纳 大学 的

研究者共 同 建 设 ， 合 作伙 伴 还 包括 位 于 美 国 洛杉 肌 的盖 蒂 研究 所 （ Ｇ ｅ ｔ ｔ ｙ Ｒｅ
－

ｓｅａ ｒ ｃｈ ｌｎｓ ｔ ｉ ｔ ｕ ｔｅ ）
。
Ｄｉ ｇ ｉ ｔ ａ ｌｅ Ｄ ｉａ ｔｈ ｅｋ数据库 服 务 于绘 画 、 设计 、 摄 影 、 电影 、 建筑

和城市规划 等领域 的 学者 ， 提供约 １ ２０ 万份 数字化 的 图 像 、 音 频 、 视频 资料 。 所

有资料都 已经 获得了 版权许可 。



维也纳大学艺术史研究 所利用本所 的丰富收藏 ， 建立 了维 也纳喜 马拉雅 西部

档案 （ ＴｈｅＷｅ ｓ ｔｅ ｒｎＨ ｉｍ ａ ｌａ
ｙ
ａＡ ｒｃｈ ｉｖ ｅＶ ｉ ｅｎｎａ ）

。 该数据库涵盖 了喜 马拉 雅 山 西麓

及 附近地 区的 视觉艺术 档案 ， 包 括印 度 、 阿 富汗 、 巴 基斯坦 、 中 国 西 藏 自 治 区 、

尼泊尔 、 缅甸 、 柬埔寨和 印 度尼西 亚的视觉文献 ， 存储数量超 过 １ ２ 万件 的摄影 、

幻灯片 、 地图 、 建筑设计 图 、 绘 Ｍ 等媒 材 。 该 数据库面 向 国 际学术 界开放 ， 可用

于研究 、 教学和纪录片摄制 等 。

六 、 艺术与科学研究

跨学科领域 的研究是欧洲艺 术史研究的 前沿方法 ， 德语 国 家各大学 与艺 术研

究机构 ， 大多有艺术与科学 的 合作 研究项 目 。 本节 概述艺 术史 研究 与 认 知科学 、

材料科学 、 医 学等领域 的合作 ， 希 望对 国 内学 界和 国 际学术交流有所助 益 。

洪堡大学 Ｉ
ｍａ ｇｅＫ ｎｏｗ ｌ ｅｄｇｅＧｅｓ ｔ

ａ
ｌｔ
ｕｎｇ 是

一 个跨学科实验室 。 实验 团 队相信 ，

解决复杂的 学术问 题 ， 必须打破单 一的 学术边 界 。
２０ １ ２ 年 ， 洪堡 大学 集合 ４ ０ 个ｆ

不同 学科的 研究者 ， 成立 了针对 图像 知识进 行研究的 实验 室 。 人文科学 、 自 然科＠
学 、

工程学 、 医 学等学科相结合 ， 从不 同 角 度 对图 像 的研 究课题进行 交 叉探究 。^
例 如 ， 实验室旗下研究项 目

‘ ‘

技 术影像
”

（ Ｄａ ｓＴｅｃｈ ｎ ｉｓ ｃｈｅＢ ｉ
ｌ
ｄ ）

， 将 可视 化图 像冬

定义放大 ， 分析 自 然科学 中使用 的视觉 媒体 、 艺术文化 与 科技 之 间 的互动 、 视觉

成像数据的 缺陷 ， 以 及图 像作为 自 然科学插 图对 知识传递的 作用 。＿
维也纳大学 Ｒ ａ

ｐ
ｈａｅ ｌＲｏｓ ｅｎ ｂｅ ｒｇ 教授 主导 的 艺术史 认 知研 究 实验室 （Ｕ ｂｆｏ ｒＷ

Ｃｏｇ ｎ ｉ
ｔ

ｉ
ｖｅＲ ｅｓ ｅ ａｒ ｃｈ

ｉ
ｎＡ ｒｔＨ ｉ

ｓ ｔ ｏｒ
ｙ ） ， 在 同 类型 实验 室 中 历 史 最 悠 久 、 规模 最大 。

实验室运用 认知科学的研 究方 法 （ 如 生 理 测量 ） 进 行 实验 研 究 。
通 过实 验室 测

量 、 捕 捉眼球运转 等手 段 ， Ｒａ ｐｈａ ｅ ｌＲｏ ｓｅｎｂｅ ｒｇ 教授 分 析线 条 和色 彩的 美学通 用

性 ， 以及 文化背 景 、 专 业知识和生活习 惯对审美 的影响 。 项 目 通 过艺术 史 与认 知

心理学 的跨领域结 合 ， 对不同 文化背景研究者进行对 比 实验 。

苏黎世大学 Ｂｅｔ
ｔ ｉ
ｎａＧｏｃｋｅ ｌ 教授采用艺术史与 心理学结合 的 方法 ， 分析艺术与

科学的 记忆转化 。 该项 目 通过人 对光的学 习 和记忆 的 生理过 程 ， 分析艺 术图像 和

元素如何转化为记忆 。 苏黎世大学 的 Ｍ
ｉ
ｒｉａｍＶｏ ｌｍｅｒ ｔ 博 士 ， 则关 注 １ ８ 世 纪英 国游

客的 肖 像文化角 色 ， 探 究图像 的心理记忆理论 ， 以及图像 如何对记忆进行补充 。

哥 廷根 大学 Ｈａ ｒａ ｌ ｄＫ ｌ ｉｎｋ ｅ 博士 和 Ｌａ ｒ ｓＳｔ ａｍｍ 博士分析数字化 网 络 和虚拟世

界 内 的 图像 ， 并探讨艺术史 对 于数字图 像与数码照片概念 所产生 的 影响 。 苏 黎世

大学 Ｓ ｅｂａ ｓ ｔ ｉａ ｎＥｇｅ ｎｈｏｆ ｅｒ 的 项 目研究 当 代视觉 文化中 的 数 字化应用 ， 以 及传播 媒



介 的转变 如何影响字符的样 态 。

艺术与 材料 科 学 的 研 究 项 目 在 德 语 地 区 也有 开 展 。 德 雷 斯 顿 工业 大 学 的

ＦＡ Ｒ ＢＡＫＳ 项 目 以 颜色 和 颜 料作 为研 究突 破点 ， 关 注颜 料 的 生产 和 创新 ， 研 究

１ ８ ２０ 到 １ ８ ８ ０ 年间 德国艺 术界和大众文化 对新颜料 的 接受和 使 用程度 ， 兼 及彩 色

照 片 对文化记忆 的影响 。 慕尼黑大学艺术史 系 对 １ ９ ０５ 年到 １ ９ ５ ５ 年 间 的 玻璃 画进

行研究 ， 包括玻璃 制造技术 和玻璃画 的 实验 ， 如 玻璃 着色 剂 、 融合剂 及其创新 。

慕尼黑大学 建立 了 自 然研究组 ， 联系 不同 时代和 文 化空 间 ， 结合 艺术史 、 神

学 、
历史

、
法律和文学等各 个领域 ， 以 自 然 为母题 开展 多项 研究 。 其 中 ， Ｃｈ ｒｉ ｓ

？

ｔｏｐｈＬｅｖ ｉ ｎ教授与Ｒｅ ｉ ｎｈａ ｒｄＭｕ ｌ ｌ ｅｒ
教授 研究 古希 伯来皇 族仪 式里 关 于 自然 的 图

案 ， 及其 在 旧约神学 中 的转变 。 汉堡大学 艺术史 系也 开展 了绘 画 史 、 科学 与 自 然

哲学 的对话 ， 分析早期近代 自 然 图像 。 Ｉ ｒ ｉｓＷ ｅｎｄｅｒｈｏ ｌｍ 教授 关注 １ ５ 世纪早 期到

１ ８ 世纪的 绘画 与艺 术理论 ， 以及其 中对 自 然材料的 展示与记 录 。

佛 罗伦 萨艺术史研究所 的艺术 与科学项 目 非常独特 。
Ｈ ａ ｎｎａ ｈＢａ ａｄｅ ｒ 博 士 的

＾研 究关注 圣像学与海洋 电离 层之间 的 关系 ， 分析 Ａｎｄ ｒ ｅａＭ ａｎ ｔｅｇｎ ａ（ １ ４ ３ １

—

１ ５ ０６ ）

ｊ的绘 画作 品 和艺术作品 反 映 的 海岸 变 化 。 海 德堡大 学 ２ ０ １ ５ 年举办 了
“

我们 都是

宇航 员 ： 艺术与媒体 中 的 太空漫游者的 图 像
”

（ Ｗ ｅａ ｒｅａ ｌ ｌａ ｓ ｔ ｒｏｎａｕ ｔ ｓ
：
ＴｈｅＩｍ ａ ｇｅ

ｏ ｆｔｈｅＳｐａ ｃｅＴ ｒａｖｅ ｌ ｅｒｉ ｎＡ ｒｔ ｓａｎｄＭ ｅｄ ｉ ａ ） 跨 学科 会议 ， 对科 幻小 说 、 太空 电 影 、

摄影 师 Ｊ ｕ ｌ
ｉ
ｅ ｎＭ ａ ｕ ｖｅ 的 太 空漫步照片 （Ｇｒｅ ｅｔ

ｉ
ｎｇｓｆ ｒｏｍＭ ａ ｒｓ ） 都做 了讨论 分析 。

１ ８８

结 语

本文虽然仅考察为 期 五年的德语 国家艺术史研究动态 ， 但 由 于学 术机构 和项

目 众多 ， 篇幅有限 ， 综 述仍 然难免挂
一

漏万 。 然而 ， 从以 上几 十个 案 例 中 ， 我们

可 以对德语 国家艺术史研究的机构化 、 职业化和规范化 ， 积累 一些 初步的认识 。

艺术史 研究的机构化认识主要有两方面 ， 首先 ， 机构 的名 称 、 研 究领域 、 人

员 配置 ， 总体上随着学术研 究 的 深入 而不 断 调整 。 以 笔者 熟悉 的 海 德 堡大 学 为

例 ， 谢凯教授的 加人 ， 促使艺术 史研究所设立东亚艺术史专业 ；
能力 出众 、 学 养

深厚 的雷德侯教授 ， 使 专业 分支有 了独立为研究所 的 可 能 ；
研究范 围 的 扩展 和 内

容 的深人 ， 使 中 日 艺 术史两个教席 以及相应访问 教席的 开设成 为必 要 ；
对学 术研

究 、 人员 、 藏书 、 资金 和行政管理的需 求 ， 引 导大学 内 相互独立 的研 究所强 强联

合 ， 成立亚洲与跨 文化 研究 中 心 。 其 次 ， 国 内 、 国 际和跨学 科学 术合 作 的 重 要

性 。 以 Ｍ ｅ
ｔ
ａ
－

Ｉｍ ａｇ ｅ 项 目 为 例 ， 四 所大学 的八个研究机构合作 ， 才使得 Ｈ
ｙｐ ｅｒＩｍ

－



ａｇｅ 软 件和 Ｐ ｒｏｍ ｅｔ ｈｅ ｕ ｓ 数据 库成为 可能 。 前者是 目 前被 广泛采 用 的 图像 分析 注释

软件 ， 后者联结八十多个数据 库 、 超过 １ ５０ 万份 资料 。 这都 是单一机构 、 小 圈 子

研究无 法企 及的 。 学术机构 与 博物馆的 密切协作 ， 能够促进学 术演进 ， 深化 藏品

认识 。 这虽 是共识 ， 却并非易 事 。 柏林 自 由 大学 的研究 者能够 方便地接触亚洲 艺

术馆 的藏品 和藏书 ， 因 而能 为藏品 阐 释 、 展览策划 和宣 传做出 许多贡 献 。

艺术史 的职业化认识包括 四 个方面 。 第
一

， 德 国基 层学术 机构的 行政主管 职

位 ， 采取轮值 制 度 。 所长 、 主任 等职位 由 所辖教授 每学 期 轮替 ， 既解 决了 权 力 集

中和近 亲培 育 的弊端 ， 也释 放 了 行政主管 的事务压 力 ， 增加学 术研究 时 间 。 这 也

使行政主管 的职位成 为学者 服务 、 回 馈学术群体 的 方式 ， 而非 管理 、 领导 ， 甚 至

压 制 。 第二 ， 教授配有行政助 手 ， 助理 教授部分代理行 政工作 。 德语 国 家的 教 职

晋升非 常严格 。 博士学位 获得 者必 须 完成 所 谓第 二博 士研 究 ， 即 特许任 教 资 格

（ Ｈ ａｂ ｉ
ｌ

ｉ
ｔａ ｔ

ｉｏｎ ） ， 获得编外讲师头 衔 （ Ｐｒ
ｉ
ｖａ ｔｄｏｚｅｎ ｔ ） ， 才有 资 格带 博 士生 、 竞 选 教

授职 位
。
在成 为编外讲 师之 前 ， 博士作为教授的 行政助 手 ， 需要 承担较 多 的 事 务ｆ

性工作 。 第 三 ， 资深教授 的研究 资金较 有保障 。 德 国的 各类科 学院 ， 如海 德堡 科＠
学 院 、 柏林勃兰 登堡科学 院等 ， 设立 了院 士职位 ， 以 资助各 学科 资 深学 者研究 。ｊ
如果 获得 了 院士 资格 ． 即可享受 长达 十 几年的 自 由 支配 研究 资金 。 我 国 对于资 深冬

学者 的研究资助较少 ． 文 史馆和 返聘也无法 资助 长期研 究工作 。 第 四 ， 对青年学

者和研究生的职业生涯培训 比较具体 。 德语 国家 的 国 际 、 国 内 公开学 术会议 ， 都＿ 
采取摘 要投稿评审 制度 ， 往往对 青年学 者 和 研究生不设 门 槛 ． 有 助于学 术研究 的

代际提升 。 我 国 的学 术会议 大多限定 已 有教职或博士学 位 。 面 向 硕士生 、 博士生

的学 术交流机会较少 ， 已经形成 规模的 ， 有东南大学 、 南 京 大学 和南京 艺 术学 院

共同组 织的
“

南京三校研 究生艺 术学论坛
”

， 以 及北京 大学 的美术 史 博士 生 国 际

学术论坛 。

艺术史研究 的规 范化 ， 主要 在于 对研究方法论的调适 、
挑 战 和创新 。 对 于 国

际学 术界 已 经检验的方法论 ， 我们 可 以 大胆采用 ， 根据研 究对象 的 实际情 况 ， 对

理论和方法进 行再检 验 、 调适 和挑 战 。 对 于跨 学科 的 新 兴 方法 ，
我 们也 不妨 试

试 。 所 谓无法之 为至法 ， 无视专业 研究 的 方法论 ， 已 经不能适 应学术职 业化 和 国

际化 的 发展前景 。 研究者需 要不 断转换 视角 和 思路 ． 才能 够推 陈 出 新 ． 为艺 术 史

学科 发展和 艺术学门 类完 善做出 应有的 贡献 。

长 期以 来 ， 我 国 的 艺术 史研究 和 教 学 ， 将 中 国 以 外 的 Ｋ 域 划 归
“

世 界
”

或
“

外国
”

， 大学艺术史 基础 课程也命名 为
“

中 外 艺 术史
”

， 这与 欧洲 中 心 论并 无二



致 。 二战之后 ， 欧美史学界开始反思欧洲 中心论 ， 最终促成 了今 日 欧 美史学界 的

机构化格局 。 简言之 ， 即 区 域历史或艺术史 ， 交 由 专业领域 内 的 区域研究所执行

研究教学工作 。 我 国艺 术史 学界 以 中 国 艺术 史研究 为主流 当 然无 可厚非 ， 然

而 ， 在 中 国 教育界建设世界一 流大学 和 一流 专业 的 重要 时期 ， 艺 术史 的学 科 建

设 ， 是否需要减少 自 我 中心和
“

他 者
”

的思考 ， 多
一 些机构化 、 职业 化和 规范化

的 努力 ？ 是否可 以在培养 中 国艺术 史人才 的 同时 ， 促 进艺 术史青年学 者和学生 对

其 他文化 和区域 的 了 解 ？ 这些问题 ， 也是笔者希望 向 读者请教 的 。

附录 ：
德语 国 家 艺术 史教学 与研究 机构

综合大 学 下 属 的 艺 术 史教 学 和研究机构

？
Ｆ ｒｅ ｉｅＵ ｎ ｉｖ ｅｒｓ ｉ ｔＳ ｔＢｅ ｒｌ ｉ ｎ柏 林 自 由 大 学 ：

Ｋｕｎｓ ｔ ｈ ｉｓ ｔｏ ｒ ｉｓｃｈ ｅｓＩ ｎｓ ｔ
ｉ
ｔ ｕ ｔ艺 术 史 研 究 所

？Ｈ ｕｍ ｂｏ ｌｄ ｔ
－Ｕ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Ｓ ｔｚｕＢｅ ｒ ｌ
ｉ
ｎ柏 林 洪 堡 大 学 ： Ｉｎ ｓ ｔ

ｉ
ｔｕ ｔｆ ｉｉ ｒＫｕｎ ｓ ｔ

－

ｕｎｄＢ ｉ ｌｄｇ ｅ
－

ｆｓ ｃｈ ｉｃ ｈｔｅ 艺 术 史 与 图 像 史 研 究所

？
Ｒｈｅ ｉ

ｎ
ｉ
ｓ ｃｈｅＦｒ

ｉ
ｅ ｄｒ

ｉ
ｃｈ

－Ｗ ｉ ｌ ｈｅ ｌ
ｍ ｓ

－ Ｕｎ ｉ
ｖｅｒ ｓ ｉ

ｔ＾ ｔＢｏｎｎ波 恩 大 学 ：

Ｋ ｕｎｓ ｔ ｈ
ｉ ｓ ｔ ｏｒ ｉ ｓｃｈｅ ｎＩ ｎｓ ｔ

ｉ
ｔｕ ｔ艺 术 史 研 究 所

Ａ ｂ ｔｅ
ｉ
ｌ ｕｎｇ

ｆ
ｉｉ
ｒＡｓ

ｉ
ａ ｔ

ｉ
ｓｃ ｈｅｕｎｄ

Ｉ
ｓ ｌ ａｍ

ｉ
ｓｃｈｅＫｕｎｓ ｔ ｇｅｓ ｃｈ ｉ

ｃｈ ｔ ｅ亚 洲 与 伊 斯 兰 艺 术 史 系

１ ９ ０？
Ｒｕｈｒ

－Ｕｎ ｉ
ｖｅｒ ｓ

ｉ ｔ谷 ｔＢｏｃｈ ｕｍ波 鸿 鲁 尔 大 学 ：
Ｉ
ｎｓ ｔ ｉｔ

ｕ ｔｆ ｉｉ ｒＡｒ ｃ ｈ谷ｏ ｌ ｏｇ ｉ
ｓｃｈｅＷ ｉ ｓｓｅ ｎ

－

ｓ ｃｈａｆ ｔｅｎ 考 古 学研 究 所

？Ｔｅｃｈｎ ｉｓ ｃｈｅＵ ｎ
ｉ
ｖｅｒｓ ｉｔｙ：Ｄｒｅｓｄｅｎ德 雷 斯 顿 工 业 大 学 ：

Ｉｎｓｔ ｉｔ ｕ ｔｆ ｉｉｒＫｉｍｓｔ

－

ｕｎｄ

Ｍ ｕ ｓ
ｉ
ｋｗ ｉ ｓｓｅｎｓ ｃｈａｆ ｔ 艺 术 学 与 音乐 学研 究 所

？Ｈｅ ｉ
ｎ ｒ

ｉ ｃｈ
－Ｈ ｅ ｉ

ｎｅ
－Ｕ ｎ

ｉ ｖｅ ｒ ｓ ｉｔＭＤ ｉ
ｉ ｓｓｅ ｌ ｄｏｒｆ

杜塞 尔 多 夫 大 学 ：

Ｉ ｎｓ ｔ ｉ ｔｕ ｔｆ ｌｉ ｒＫｕｎｓ ｔｇｅｓｃｈ ｉ ｃｈｔ ｅ艺 术 史 研 究 所

Ｆｏ ｒ ｓｃｈｕｎｇｓ ｉ ｎｓｔｉ ｔｕ ｔｆｉｉ ｒＭｉ ｔ ｔｅｌａｌ ｔ ｅｒｕｎｄＲｅｎａｉ ｓｓａｎ ｃｅ中 世纪 与 文 艺 复 兴研 究 所

？
Ｇｅｏｒｇ

－Ａ ｕｇｕ ｓ ｔ
－Ｕｎ ｉｖ ｅｒ ｓ ｉ ｔ ＳｔＧ６ ｔｔ ｉｎｇｅ ｎ哥 廷根 大 学 ：

Ｋｕｎｓ ｔｇｅ
ｓ ｃｈ ｉｃ ｈ ｔ ｌ ｉ ｃｈｅ ｓＳ ｅｍ ｉｎ ａｒｕｎｄＫ ｕ ｎｓ ｔ ｓａｍｍ ｌ ｕｎ

ｇ艺 术 史 研 究 所 和 艺 术 收 藏

Ｓ ｅｍ
ｉ
ｎａｒ ｓｆｉｉｒＩ ｒａ ｎ

ｉ
ｓ ｔ

ｉｋ伊 朗 学 系

？
Ａｌｂｅ ｒｔ

－Ｌ ｕｄｗ ｉｇｓ
－Ｕｎ ｉ ｖｅ ｒ ｓ ｉ ｔ 互ｔＦｒｅ ｉｂｕ ｒｇ弗 莱 堡 大 学 ：

Ｋ ｕｎ ｓ ｔｇｅ ｓｃｈ ｉ ｃｈ ｔ ｌ ｉｃｈ ｅｓＩ ｎ ｓ ｔ ｉ ｔ ｕ ｔ

艺 术 史 研 究 所

？Ｕ 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Ｓ ｔＨ ａｍｂｕ ｒｇ汉 堡 大 学 ： Ｋｕ ｎ ｓ ｔ ｇｅｓｃｈ ｉ ｃｈｔ
ｌ ｉｃｈｅ ｓＳ ｅｍｉ

ｎａ ｒ艺 术 史研 究 所



？Ｒｕｐｒｅｃｈ ｔ
－Ｋ ａｒ ｌ ｓ

－Ｕｎ ｉ ｖｅｒｓ ｉ ｔＳｔＨ 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海 德 堡 大 学 ：

Ｃｌ ｕ ｓ ｔ ｅｒｏ ｆＥｘ ｃｅ ｌ ｌｅ ｎｃｅ
“

Ａｓ ｉａａｎｄＥｕ ｒｏｐｅｉ ｎａＧ ｌ ｏｂａ ｌＣｏｎ ｔ ｅｘ ｔ

”

全 球 语 境 下 的 亚 洲

与 欧 洲 精 英 集 群

Ｈｅ ｉｄ ｅ ｌｂｅ ｒｇＣｅ ｎ ｔ ｒｅｆｏ ｒＴｒａｎｓ ｃｕ ｌ ｔ ｕ ｒａ ｌＳ ｔｕｄ ｉｅ ｓ海德 堡跨 文 化研 究 中 心

Ｉｎｓ ｔ ｉ ｔｕ ｔｆｉｉ ｒＫｕｎｓ ｔ ｇｅｓｃｈ ｉｃｈ ｔｅＯｓｔ ａｓ ｉ ｅｎ ｓ东 亚 艺 术 史研 究所

Ｉ
ｎ ｓ ｔ

ｉ
ｔｕ ｔ ｆ

ｉｉ
ｒＳ ｉｎｏ ｌｏｇ ｉ ｅ汉 学 系

Ｓｌｉｄａ ｓ ｉｅ ｎ
－

Ｉ ｎｓ ｔ ｉ ｔ ｕｔ
南 亚 研 究 所

？
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

ｔ
＾ ｔｚｕＫ６ ｌｎ科隆 大 学 ：

Ｋｕｎｓ ｔｈ ｉ ｓ ｔｏ ｒ ｉｓｃｈ ｅｓＩｎｓｔ ｉ ｔｕ ｔ艺术 史研 究所

？
Ｌｕｄｗ ｉ ｇ

－Ｍ ａｘｉｍ ｉ
ｌ
ｉ ａｎｓ

－Ｕ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ｔ ａｔＭ ｌｉｎｃ ｈｅｎ慕 尼 黑 大 学 ：

Ｉｎｓ ｔ ｉ ｔｕ ｔｆｉｉｒＫｕｎｓ ｔ ｇｅｓｃ ｈｉ ｃｈ ｔｅ艺 术 史 系

Ｉｎｓ ｔ ｉ ｔｕ ｔｆｉ ｉ ｒＳｉｎｏ ｌ ｏｇ ｉｅ汉 学 系

Ｉｎｓ ｔ
ｉ
ｔｕ ｔｆ

ｉｉｒＩ
ｎｄｏ ｌｏｇ ｉ

ｅｕｎｄＴ ｉ
ｂ ｅ ｔ ｏ ｌｏｇ ｉｅ印 度 学 与 西 藏 学 系

Ｍ ｕ ｎ ｉ
ｃ ｈＡ ｒｔＲ ｅｓｅ ａｒ ｃ ｈＣｅ ｎ ｔ ｒｅ 慕 尼 黑 艺 术研 究 中 心

？Ｕｎ ｉｖ ｅｒ ｓ ｉ ｔＳ ｔＷ
ｉ
ｅ ｎ维 也 纳 大 学 ：

Ｉ ｎ ｓ ｔ
ｉ

ｔ ｕ ｔｆ
ｉｉ ｒＫ ｕｎ ｓ ｔｇｅｓ ｃｈ ｉ ｃｈ ｔｅ艺 术 史 研 究 所择令

？Ｕ ｎ ｉｖ ｅ ｒｓ ｉ ｔｙＺｉｉ ｒ ｉｃ ｈ苏 黎 世 大 学 ：
Ｋ ｕ ｎ ｓ ｔ ｈ ｉ ｓ ｔ ｏ ｒ ｉ ｓｃ ｈｅｓＩｎｓ ｔ ｉ ｔｕ ｔ艺 术 史研 究 所兔

研 究机 构＿
？
Ｄｅ ｕ ｔｓ ｃｈｅｓＦｏ ｒ ｕｍｆ ｉｉ ｒＫ ｕｎ ｓ ｔｇ ｅｓｃｈ ｉ ｃｈ ｔ ｅ德 国 艺 术 史论 坛 （ 巴 黎 ）

？Ｈ ｅ ｉ ｄｅ ｌ ｂｅ ｒｇｅ ｒＡｋａ ｄｅｍ ｉｅｄｅｒＷ ｉ ｓ ｓｅｎｓｃ ｈａｆ ｔｅｎ海德 堡 科 学 院１ ９ １

？Ｍａ ｘ
－

Ｐ ｌ ａ ｎｃｋ
－Ｇｅ ｓｅ ｌ ｌ ｓｃｈａ ｆｔ马 克 思 ？ 普 朗 克 学 会 ：

Ｋｕｎｓ ｔ ｈ
ｉｓ ｔｏ ｒ

ｉｓｃ ｈｅＩ
ｎｓ ｔ ｉ

ｔ ｕ ｔｉ
ｎＦ ｌｏ ｒｅ ｎ ｚ

佛 罗 伦 萨 艺 术 史 研 究 所

Ｂ
ｉ
ｂ ｌ

ｉｏ ｔｈ ｅｃａＨ ｅｒｔ ｚｉａｐａ ，
Ｍ ａｘ

－

Ｐ ｌ ａｎｃｋ
－

Ｉ ｎｓ ｔ
ｉ ｔｕ ｔｆｉｉ ｒＫｕｎｓ ｔｇｅｓ ｃｈｉ ｃｈｔ ｅ马 克 思 ？ 普 朗 克

艺 术 史 研 究 所 赫 尔 奇 阿 娜 图 书 馆 （ 罗 马 ）

？Ｚｅｎｔ ｒａ ｌ ｉｎ ｓ ｔ
ｉ
ｔｕ ｔｆ

ｉｉ ｒＫｕｎｓ ｔ ｇｅｓｃ ｈ ｉ ｃｈ ｔｅ艺 术 史研 究 中 心 （ 慕尼 黑 ）

博 物馆

？
Ｓｔａａ ｔｌ ｉｃ ｈｅＭ ｕ ｓｅｅｎｚｕＢｅ ｒ ｌ ｉｎ柏 林 国 立 博 物 馆

？
Ａ ｎ ｔ

ｉ
ｋｅｎｓａｍｍ ｌｕｎｇｄｅ

ｒＳ ｔａａ ｔ ｌ ｉ
ｃｈｅ ｎＭ ｕ ｓ ｅｅｎｚｕＢｅｒ

ｌ ｉ
ｎ柏 林 国 立古 典 艺 术 品 博 物 馆

注释 ：

［
１ ］ 德国 的高等学校体 系 ， 将学校主要分 为综 合大学 （

Ｕｎ ｉ ｖｅ ｒ ｓ ｉ

Ｕ ｉ ｔ ， 包括综 合性大学 、 理工大学 和师



范大学 ） 、 应用科学 大学 （ Ｆ ａ ｃｈ ｈｏｃ ｈｓｃ ｈｕ ｌ ｅ ） 、 艺 术 学院 （ Ｋ ｕｎｓｔ ｈｏｃ ｈ ｓｃ ｈｕ ｌｅ或Ｋ ｕｎ ｓｔａ ｋａ ｄｅｍ ｉ ｅ ） 和

音乐学院 （ Ｍｕ ｓ ｉ
ｋｈｏｃ ｈｓｃ ｈｕ ｌｅ ） 四 类 。 作 为 学科 的 艺 术史 ， 其 教学和研 究主要 在综 合大学 中 进行 ，

艺术史的博士授予权也主要在综合大学 。

［ ２ ］Ｓ
ａ ｒａｈＥ ．Ｆｒ ａｓ ｅｒ ，ＨｏｗＣｈ ｉ ｎｅ ｓｅ Ａ ｒｔＢｅｃａ ｍｅ Ｃｈ ｉｎｅｓｅ：Ｗｕ ｒ ， Ａ ｒｃｈ ａｅ ｏｌ ｏｇｙ

， ａ ｎｄ
ｔ ｈ ｅＲｅｆａ ｓｈ ｉｏ ｎ ｉ ｎｇ

ｏｆ

Ｓ ｉ ｎｏ
－Ｍｏｄｅ ｒｉ ｉ

ｉ ｔｙ ．

［ ３ ］Ｊ ｅｏｎｇ
－

ｈｅ ｅ ，Ｌｅｅ
－Ｋ ａ ｌ ｉ ｓ ｃｈ ，Ａ ｎ ｔ

ｊ
ｅＰ ａｐ ｉ ｓ ｔ

－ Ｍａ ｎ ｔ ｓ ｕｏｅ ｄ ．Ｒ ｉ
ｔ ｕａ ｌ ａｎｄｒ ｅｐ ｒｅｓｅｎ ｔａｔ ｉｏｎｉ ｎＢ ｕｄｄｈ ｉｓ ｔａｒｔ（ Ｗ ｅｉ

？

ｍ ａｒ ：ＶＤＧ ．２ ０ １ ５ ）
．

［ ４ ］Ｓａ ｒａｈＥ ．Ｆｒａ ｓ ｅｒ ， Ｃｈ ｉ ｎａＴｒｅ ａ ｔ
ｙＰｏ ｒｔＰｈｏ ｔｕ

ｆｉ
ｒａ
ｐ
ｈ ｉ ｃＰｒａｃ ｔ ｉｃｅ ｓａ ｎｄｔｈｅＭ ｉ

ｇ
ｒａ ｔ ｉ ｏｎｏｆＥｕ ｒｏｐ

ｅ ａ ｎＣｈ ｉ

ｎｏ ｉｓｅｒ ｉｅ ｓ，１８
ｔ
ｈ
—

１ ９ ｔ
ｈＣｅ ｎｔ ｕ ｒｙ ．

［ ５ ］Ｍ ｉｏＷａｋ ｉ
ｔ ａ ，Ｓ ｔａｇ ｉ ｎｇＤｅｓｉｒ ｅｓ

：Ｊ
ａ
ｐ
ａ ｎｅ ｓｅＦｅｍ ｉｎ ｉｎ ｉｔ

ｙ
ｉｎＫｕ ｓａｋ ａｂ ｅＫ ｉｍｂｅ ｉ

＇

ｓＮ ｉｎｅｔ ｅｅ ｎ ｔｈ
－Ｃｅ ｎ ｔ ｕ ｒｙ

Ｓｏｕｖｅｎ ｉｒＰｈ ｏｔ ｏｇｒａｐ
ｈ
ｙ（

Ｂｅｒ ｌ
ｉ ｎ ：Ｒｃ ｉ

ｍｅ ｒ ？２ ０
１
３

）
．

［ ６ ］Ｔｈｏｍ ａｓＣ ）
．Ｈ ｏ ｌ ｌｍａ ｎｎ ，Ｄ ｉｅｃｈ ｉｎｅｓ ｉ ｓ ｃｈ ｅＳｃｈ ｒ

ｉｆｔ ：Ｇｅ ｓｃｈ ｉｃ ｈ ｔ ｅ ＾Ｚｅｉ ｃｈｅ ｎ ，Ｋａ ｌ ｌ ｉｇ ｒａ ｐｈ
ｉｅ（

Ｍ ｌｉ ｎｃｈｅｎ ：

Ｂｅｃ ｋ ，２ ０ １ ５ ） ．

＾［ ７ ］Ｂａ ｒｂａ ｒａＭ ｉ ｔｔ ｌ ｅ ｒ ＊ＡＣｏｎ ｔｉ ｎｕ ｏ ｕ ｓＲ ｅｖｏ
ｌ
ｕ ｔｉ

ｏｎ：Ｍａ ｋ ｉ ｎｇ
Ｓｅｎ ｓ ｅｏｆ

Ｃｕ
ｌ
ｔｕ ｒａ

ｌ
Ｒ ｅｖｏ

ｌ
ｕ ｔｉ ｏｎＣｕ ｌ ｔ ｕ ｒ

ｅ
．（

Ｃａｍ

ｂ ｒ ｉ ｄｇｅ ：Ｈ ａ ｒｖａ ｒｄＵｎ ｉ ｖｅ ｒｓｉ
ｔ

ｙＰ ｒｅｓｓ ，２ ０ １ ２ ） ．

［ ８ ］Ｇｏ ｔｅ ｌ
ｉ ｎｄＭ ｉ ｉ

ｌ
ｌ ｅｒ ．Ｄｏ ｃｕ ｔｎｅ ｎ ｔａｒｙ ＾ｗｏ ｒｌｄｈ ｉｓ ｔｏｒｙ

＾ａｎｄｎａ ｔ ｉｏ ｎａ ｌｐ ｏｗｅ ｒｉ ｎｔｈｅＰＲＣ

：Ｇｌ ｏｂａ ｌ

Ｒ
ｉｓｅｉｎ

＾Ｃｈ ｉｎｅｓｅＥｙ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Ｒ ｏｕ ｔｌ ｅｄｇｅ
，２ ０ １ ３ ）

．

［ ９ ｊＦ ｅｒｎａ ｎｄｏＯｒ ｔ
ｉ
ｚ ，ＣｕｂａｎＣｏｕ ｎ

ｔｅ ｒ
ｐ
ｏｉ ｎ ｔ

：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ａ ｎｄＳｕ＾ ａｒ^ｔ ｒａ ｎｓ

．
Ｈａ ｒ ｒ ｉ ｅ ｔｄｅＯｎ ｉ ｓ（

Ｄｕ ｒｈａｍ ：Ｄｕ ｋｅ

Ｕｎ ｉ ｖｅ ｒｓｉ
ｔ
ｙＰ ｒｅｓ ｓ ，１

９ ９ ５
）

． 该书 原版为 西班 牙语 ， １
９ ４０ 年 出 版 。 由 于发 行量较 少 ， 由 美国 杜克大

学巾紐■ 年再版 。

ＳＥ ｌ 〇］
Ｗｏ ｌ

ｆ
ｇａ ｎｇＷｅ ｌ ｓ ｃｈ ，

＊ ＊

Ｔ ｒａ ｎ ｓｃ ｕ ｌ
ｔ ｕ ｒａ ｌ ｉ

ｔ
ｙ
—

Ｔ ｈｅＰ ｕ ｚｚ ｌ ｉ ｎｇＦ
ｏｒｍｏｆＣ ｕ ｌ

ｔ ｕ ｒｅ ｓＴ ｏｄａｙ
Ｍ

，Ｓｐａｃｅ ｓｏｆ
Ｃｕ ｌ

ｔ ｕｒｅ：

１ ９２
Ｃ ｉ

ｔ
ｙ

＾Ｎａ ｔ ｉｏｎ ，Ｗｏ ｒｌｄ
ｙｅ ｄｉ

ｔｅ ｄｂｙＭ ｉ ｋｅＦｅａ ｔ ｈｅ ｒ ｓ ｔ ｏｎｅａ ｎ ｄＳ ｃｏ ｔ ｔＬａ ｓｈ（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ｇｅ ．１ ９９ ９ ）
，

ｐｐ
．１ ９ ４ ２ １ ３ ．

［ １ １ ３Ｐ ｅ ｔ ｅｒＢｕ ｒｋｅ ｉＣｕ ｌｔ ｕｒａ ｌＨｙ ｂｒ ｉｄ ｉ ｔｙ（Ｃａｍ ｂ ｒ
ｉ ｄｇｅ ：

Ｐ ｏ ｌ ｉ ｔ

ｙ
Ｐ ｒｅ ｓｓ ，２ ０ ０９ ） ．Ｎ ｉ ｃｏ ｌａ ｓＳｔ ａ ｎｄａ ｅｒ ｔ ？Ｍｅ ｔｈ ｏｄ

ｏｌ ｏ
ｇｙ

ｉ ｎＶｉ ｅ
ｉｖｏｆ

Ｃｏ ｎ ｔａ ｃ ｔＢｅ ｔ

－

ｗｅｅ ｎＣｕ ｌｔ ｕ ｒｅ ｓ（ Ｈｏｎｇ
Ｋ ｏｎｇ ：ＴｈｅＣｈ ｉｎ ｅｓｅＵｎ ｉ ｖ ｅ ｒ ｓ ｉ

ｔ

ｙ
ｏｆＨｏｎｇ

Ｋ ｏｎｇ

Ｐ ｒｅ ｓｓ ，２ ００２
）

．

［ １ ２ ］Ｌ ｉ ａ ｎｍ ｉ

ｎ
ｇ
Ｗａ ｎｇ ，


＇ ＊

Ｃｈｕ ｒ ｃ ｈ ，ａＳａ ｃｒ ｅ ｄＥｖ ｅ ｎ ｔａｎｄｔ ｈｅＶ ｉ ｓｕ ａ ｌＰ ｅ ｒ ｓｐ
ｅ ｃｔ

ｉ ｖ ｅｏ ｆａ ｎ
‘

Ｅ ｔ
ｉ ｃＶ ｉ ｅｗ ｅ ｒ

’

：Ａ ｎ

１ ８ ｔ ｈＣｅ ｎ ｔ ｕ ｒｙ
Ｗ ｅｓ ｔ ｅｒｎ

－

Ｓｔ ｙ ｌ ｅＣｈ ｉ

ｎｅｓｅＰ ａ ｉ
ｎ

ｔ ｉ

ｎ
ｇＨ ｅ ｌ ｄ

ｉ
ｎｔ ｈｅＢｉ ｂ ｌ ｉ ｏ ｔ ｈｅｑｕ ｅ ｎａ ｔ ｉｏ ｎａｌ ｅｄ ｅＦ ｒａｎｃ ｅ

Ｍ

，ｉ ｎ ：

Ｆａｃｅ ｔｏＦａｃ ｅ：Ｔｈ ｅＴｒａ ｎ ｓｃｅｎｄｅｎ ｃｅｏ
ｆ

ｔｈｅＡｒｔ ｓｉｔ
ｉＣｈ ｉｎａｉｎＢｅ

ｙ
ｏｎｄ，ｖｏ ｌ ． １（ Ｌ ｉ ｓｂｏｎ ：Ａ ｒ ｔ

ｉ ｓｔ
ｉ ｃＳ ｔ ｕ ｄ

？

ｉ ｅ ｓＲｅ ｓｅ ａ ｒ ｃｈＣｅｎ ｔ
ｒ ｅ ，Ｆａ ｃ ｕ ｌ ｔ

ｙｏ
ｆＦｉ ｎｅＡ ｒ ｔ ｓ ，Ｕｎ ｉ

ｖｅ ｒｓｉ
ｔ ｙｏ ｆＬ ｉ ｓｂｏｎ ，２ ０ １ ４ ）

＊ｐｐ
．１ ８ ２

—

２ １
３ ．

［ １ ３ ］Ｃｏ ｒ ｉｎｎａＦｏ ｒｂｅ ｒｇａｎ
ｄＰｈ ｉ

ｌ
ｉ ｐｐＷ ．Ｓ ｔ ｏｃ ｋｈ ａｍ ｍｅｒｅ ｄ ．Ｔｈ ｅＴ ｒａｎ ｓｆｏｒｍａ ｔ ｉｖ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ｏｐｙ

：Ａ

Ｔｒ ａｎｓ ｃｕ ｌ
ｔ ｕｒａ ｌａｎｄＩ ｎ ｔｅ ｒｄ ｉ ｓｃ ｉｐ ｌ

ｉｎａ ｒｙＡ ｐｐ ｒｏ ａ ｃｈ，Ｈｅ ｉ ｄｅｌ ｂｅ ｒｇＳｔ ｕ ｄ ｉ ｅ ｓｉ ｎＴ ｒａ ｎ ｓｃ ｕ ｌ
ｔ ｕ ｒａ ｌ ｉ

ｔ
ｙ ，ｖ ｏ ｌ

．２

（ Ｈ ｅ ｉｄｅｌ ｂｅｒｇＵｎ ｉ ｖ ｅｒ ｓ ｉ
ｔ
ｙＰ ｕ ｂ ｌ

ｉ ｓ ｈ ｉ ｎｇ ，２ ０ １ ６ ）
．

［ １ ４ ］ 具 体合作对象为北 莱茵 －威 斯特法伦 州 的 建筑 、 居住 、 城 市规 划和 交通运 输 部 （ Ｍ ｉ ｎ ｉ ｓ ｔ ｅ Ｈ ｕｍｆ Ｕ ｒ

Ｂａ ｕｅ ｎ ，Ｗｏｈｎ ｅｎ ， Ｓｔ ａｄ ｔｅ ｎ ｔ ｗ ｉ ｃｋ ｌ ｕ ｎｇｕｎ ｄＶｅｒｋ ｅｈ ｒｄｅ ｓＬａ ｎｄｅ ｓＮ ｏ ｒｄ ｒｈ ｅｉ ｎ Ｗｅ ｓ ｔ
ｆａ ｌ ｅｎ ）


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