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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和艺术人类学

◎杨梦婷
摘要：《艺术的起源》一书集中反映了格罗塞的艺术观，对世界各个角落里原始民族的艺术材料进行描写、分类和分析，

第一次将格罗塞称之为人种学和比较人类学的方法指向了艺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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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格罗塞及《艺术的起源》概况

格罗塞毕生致力于艺术史和人类学的

研究，是德国著名的艺术史家、人类学家

和实证主义者。在弗莱堡大学任教期间，

他主授的就是人种学和东亚艺术史。20 世

纪末，格罗塞结合自己的独立研究和选择

吸收前人如考古学和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成

果，对艺术的起源问题作出自己的理解，

创作了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巨大的专著《艺

术的起源》。

《艺术的起源》一书，发表于 1894 年。

格罗塞在这本书里，深入世界各个角落里

原始民族的艺术摇篮，对他们的艺术材料

进行描写、分类和分析，第一次将他称之

为人种学和比较人类学的方法指向了艺术

领域，运用人种学方法通过原始民族来研

究艺术起源的问题。从广义来说，只要是

通过对人的本质的研究来探讨艺术本质的

方法，都可以被称为艺术人类学，因此格

罗塞也算有意无意地开创了艺术人类学。

二、从人种学看艺术人类学的建构

在《艺术的起源》第二章，格罗塞明

确提出，艺术科学应该拓宽社会学方法的

使用范围，采取人种学的方法来研究原始

民族的艺术。而“ ‘人种学’一词本来是

指一门专门研究人类各种种族体质差异的

学科，后来由于受到当时对原始文化愈来

愈浓厚的兴趣的影响，它的内涵也渐渐发

生变化，实际上是变成了‘文化人类学’”。

这一理论的提出在当时是迫切和必

要的。当时艺术范围内的社会学研究成绩

得益于人种学的方法转上新路径，并且已

然取得巨大突破。唯独艺术科学因为不够

重视人种学所介绍的原始民族的产物，使

得艺术的性质及生命研究还在黑暗中徘徊

不前。人种学的昌明是各个文化部门研究

不可或缺的帮衬，对艺术科学来说同样如

此。认清这一点后格罗塞提出艺术科学的

研究，必须运用人种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

原始民族的原始艺术。那为什么不能只求

助于考古学或者历史学呢？对此，格罗塞

也分别进行了说明：运用考古学方法以及

考古发现对史前艺术遗迹的研究，固然能

够昭示史前形象艺术的一些片段，但给出

的文化背景往往是不确切甚至是相互矛盾

的，历史则对原始民族一无所知，相关观

点是极其幼稚的。

追溯理论来源，我们已经明确格罗塞

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原始民族的原始

艺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上半叶的人类

学研究中，“原始”一词被广泛使用。原

始和近现代是存在同一时间的相对概念，

其内涵被视为同史前接近。具有人文性、

历史性和开放性的艺术，有很多表现形式，

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详细论述了人

体装饰、装潢、造型、舞蹈、诗歌、音乐

六大类。此外，还应该弄清楚的一个问题

是种族和文化的关系。和之前的学者从人

体学角度考察不同，格罗塞树立了自己观

点的鲜明旗帜：什么样的民族文化决定这

个种族是什么样的，种族特征不能决定文

化特征。

三、格罗塞艺术人类学的局限

由于诗歌、舞蹈、音乐等这些艺术形

式，基本上无法以直接证据留存，所以无

论是通过考古学方法，还是儿童心理学方

法，得到的都只能是极不准确的臆测，而

按照格罗塞所说的人种学方法，研究的那

种原始民族或者原始部落，由于一定程度

上的与世隔离，与现代文明相比更接近史

前时代，他们的艺术产品也就越接近那些

史前时代的艺术的萌芽状态。

但是这种原始民族或者原始部落，毕

竟和史前时期的生活状态不相同。这种不

同，既不是因为再现早期人类文化与艺术

的出入，也不是因为在现代社会退化的不

完全，而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与艺术本身就

是特定语境领域下自成一体的一种模式。

所以，对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考

察以及他们巫术、游戏生活习俗的研究，

得到的结论也只是趋向于真实，并不是最

准确的。以多次被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

中作为证据的澳大利亚原始部落为例，就

有后来的人类研究者告诉我们“现在谁也

不敢肯定地说，澳大利亚人在几千年中一

点也没有改变他们的经济结构、社会制度

和文化”。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原始艺术这一概

念本身就是混淆的、矛盾的——它与近现

代艺术同时存在，又被大多数人视为同“史

前艺术”一样的人类早期艺术。到底应该

从逻辑关系去理解还是从时间上理解这一

概念，并没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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