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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艺术家与艺术品、心理学与图像学、艺术社会学等三个方面详细描述 12-15 世纪的意大利视觉艺

术研究状况，认为它反映西方艺术史研究范式轨迹的转换，并修订长期以来对文艺复兴是古典希腊—罗马

文化再生的观念，指出它也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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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世纪的意大利处在基督教信仰衰落

和人文主义复兴的交错阶段。旧的基督教艺术中

罗马式在 12 世纪已经发展到它光辉的顶点，继

而从法国发起的哥特式风格很快就席卷全欧，进

而扩展成为国际哥特式。13 世纪，晚期拜占庭

式在意大利渐趋流行。14 世纪，随着哥特式艺

术土崩瓦解，基督教信仰的大厦也摇摇欲坠了，

伴随这一进程的是一种新人文主义文艺复兴迅

速鹊起，经过人文主义者和新兴市民们的共同努

力，15 世纪一片繁荣。无疑，这一历史进程中

潜伏着宗教改革和近现代启蒙的发端，对后世影

响深远，研究意义重大。因此，历来都是国际学

界研究的热点。本文拟从艺术家与艺术品、心理

学与图像学、艺术社会学等三个方面详细述评这

一时期的意大利视觉艺术研究状况。 

一、艺术家与艺术品 

12 至 13 世纪，欧洲甚至连专门讨论艺术的

著作都寥寥无几。从 14 世纪始，首先在意大利，

关于艺术家和艺术品记叙才逐渐增多。当时的一

些著名人文主义者和编年史家，如但丁、弗朗切

斯科·彼特拉克、乔万尼·薄伽丘和菲利波·维

拉尼等，都开始或多或少地谈论意大利艺术家和

艺术发展的状况。到了 14 世纪晚期和 15 世纪，

职业艺术家撰写的艺术著作相继出现，有佛罗伦

萨艺术家切尼尼的《艺人手册》和 15 世纪佛罗

伦萨雕塑家和建筑师洛伦佐·吉贝尔蒂的《回忆

录》，书中吉贝尔蒂专门用一部分探讨了 15 世纪

艺术家关心的光学问题，并把乔托以来的 15 世

纪艺术看成是艺术史发展的最为关键的阶段。同

时代，意大利画家阿尔贝蒂也有《论绘画》名作。

稍晚达·芬奇的《论绘画》也著称于世。 

在 14-15 世纪学者和艺术家相关著述的基

础上，16 世纪意大利著名画家、建筑师和艺术

史家瓦萨里写成《著名画家、雕塑家、建筑家传》，

记载了 14 世纪的契马布埃、乔托到 16 世纪的米

开朗基罗、提香等 260 多位意大利艺术家的生平

和作品。尤为难得的是，瓦萨里在关于这些艺术

家的书写中贯穿了艺术进步的三段论理论。他常

常轻蔑地提到拜占庭风格和哥特式艺术，但对

15-16 世纪的意大利总是描述为重大的创新。 

到了 18 世纪，瓦萨里的艺术史书写模式受

到了挑战，西方艺术史编撰传统开始经历一次重

要的典范转移。其中意大利的路易吉·兰齐和德

国约翰·温克尔曼的贡献卓著。兰齐的《意大利

绘画史》突破了瓦萨里以艺术家及其作品为中心

的模式，而以不同画派为中心展开论述。而温克

尔曼则在其《古代艺术史》中明确表示艺术史的

目标应该是探索艺术的本质。因此，其对象应该

是艺术品的形式和风格，而不是艺术家。由此，

温克尔曼将西方艺术史的中心从艺术家转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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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本身，并力图建立一门严谨的“科学”，

意大利古典希腊—罗马艺术是他研究的重点。 

19 中叶至 20 世纪初，随着欧美相继设立艺

术史学科和专职教席，艺术史研究的范式也坚定

地从艺术家转向艺术品的内在因素，如题材、风

格、形式等。19 世纪颇有影响的库格勒的《君

士坦丁大帝时代的绘画史手册》和《艺术史手册》

就就鲜明的体现了这一变化。 

库格勒的艺术研究直接影响了雅各布·布克

哈特。在他的指导下，布克哈特完成了《意大利

艺术品指南》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从而为著述《意

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奠定了基础。 

1860 年布克哈特出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

期的文化》一书。100 多年来虽历经批判却能屹

然不动，他有关文艺复兴的论点，至今仍基本上

无所改变。确实，布克哈特的综合研究皆奠基于

文艺复兴当时人的看法，奠基于彼特拉克及其追

随者们，其时比瓦萨里把美术发展称为“文艺复

兴”要早得多。关于这种有关古典文化准则怎样

在文化和艺术方面首先得到“再生”和“复兴”

的思想，沃利斯·克·弗格森在其权威著作《历

史思想中的文艺复兴》中已有充分阐述。布克哈

特所做的只不过是把文学艺术上的“复兴”与“再

生”的概念引伸到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以及含

义最广泛的历史领域。布克哈特著作的开篇对意

大利的历史作了深入的分析，用了一个标题：“作

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1] 在其他部分布克哈

特的写作态度很审慎，严格遵循朱尔斯·米歇莱

特的名言：文艺复兴实为“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

现”。对布克哈特来说，这意味着文艺复兴使人

们采取了新的姿态，这种姿态必然会改变整个世

界。人们按照文艺复兴的观点来解释自然界、道

德、宗教、公共生活以及文学和艺术的创作原则。

这种观点首先在意大利，然后传播到其他地方，

揭开了现代世界的序幕。 

当然，随着研究的展进，人们对布克哈特所

持立场开始存有异议，大致分为两派：一派认为

14、15 世纪在意大利发轫的文艺复兴仅是欧洲

文化演变的无数相应的事件之一。因此，“文艺

复兴”这个词，应当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它可适

用于后代任何恢复和模仿古典文化的活动；另一

派的意见完全相反，认为在意大利并未发生过任

何值得特殊重视的现象，所谓的文艺复兴只不过

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延伸和近代文化的导演。 

第一种批评意见更深刻，也更富有建设性。

由于这些学者们致力于对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

兴和对 12 世纪的文艺复兴的研究，中古史学得

到了极大的丰富。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撰写

了一本关于《十二世纪文艺复兴》的令人钦佩的

著作。他描写当时的情况是：罗马式艺术的鼎盛、

哥特式艺术的萌芽、通俗诗的普及、拉丁古籍的

再现和大学的诞生等等。另一派认为文艺保护主

义在当时并不那么发达，仅有少数人支持。欧

文·潘诺夫斯基对布克哈特进行了脆弱的批评。

他在西方艺术中区别“文艺复兴”和“文艺复古”

的概念。潘诺夫斯基在艺术分析中使用这一原

则，同样适用于文化和文学领域。确实有古代的

文章、思想和动机引起过少数知识界人士注意的

复古时期，但这是所谓的昙花一现的时期。它对

于 16 世纪意大利发生的文化变革，以及随后形

成的，几乎至今仍是对西方文化价值处于统治地

位的变革来说，并无任何历史渊源和重要意义，

也无持续与深刻的社会影响。他们认为，按照布

克哈特的说法从文艺复兴开始的现代社会实际

上是浸透了中世纪的精神的。事实上，意大利从

未存在过文艺复兴。文艺复兴非爆炸式的，而是

中世纪与近代世界之间的过渡演进，由许许多多

复杂的力量——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相

互作用所造成的。“复兴”的第一缕阳光出现在

12 世纪，从那时起，宗教与世俗的不断摩擦与

平衡，日益增长的意大利贸易缓慢地刺激着意大

利艺术的肌肤，15 世纪终于出现古典文化和艺

术的再生，知识的苏醒，人类才真正意识到自身

的伟大。这种崭新的生活观念带来视觉艺术的盛

兴。文艺评论家道格拉斯·布什和埃·麦·蒂利

亚德也持这种观点。与此并行的还有一种更早的

论调，即认为在 13 世纪意大利基督教文化中就

已经有了“人文主义者”的影响了。据此，索德

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和现代社会演变的关键人

物是著名基督徒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尽管布克哈特呼吁意大利文化研究要把

“纯”历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但笔者感到按此

方向前进学者为数寥寥，唯一能够提及的杰出的

代表就是汉斯·巴伦，无论是在他战前的作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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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的危机》一书中都

是这样，而后者中的观点更加明确。他在此提出

一个论点，即正是由于在政治上对佛罗伦萨的自

由所构成的威胁，首要是来自维斯孔蒂的威胁，

才促使这个位于阿尔诺河旁的城市统治阶级接

受实质上的共和政体，并接受从古典著作中寻求

启示的新文艺风格。[2] 

风格分析在 12-15 世纪意大利艺术史研究

中的重要性，到了布克哈特的弟子海因里希·沃

尔夫林那里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著作继承

风格学的衣钵，代表作有：《古典艺术：意大利

文艺复兴艺术导论》《艺术风格学》和《文艺复

兴与巴洛克》。同一时期，另一位艺术史家沃林

格尔运用风格分析对 13-14 世纪的哥特式艺术

进行阐释，其著作《抽象与移情》《哥特形式论》

在欧洲知识界也曾引起强烈反响。 

二、心理学和图像学 

20 世纪初，12-15 世纪意大利艺术史研究出

现了新的突破，其中以心理学和图像学的介入最

为突出。弗洛伊德大胆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研究

15 世纪意大利的两位巨擘——达·芬奇和米开

朗基罗。《达·芬奇画传：一个对童年的记忆》

和《米开朗基罗的摩西》一出版，其新颖独特的

研究方法立刻激起艺术史界广泛关注。在后续心

理学家荣格和阿恩海姆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成为

20 世纪最主要的研究学派之一。 

此外，德国阿比·瓦尔堡开创的图像学研究

方法被认为是研究 12-15 世纪意大利艺术史① 最

具革命性也是最为合适的路径。瓦尔堡认为，“艺

术品是象征，艺术家应关注象征图像的起源、含

义和传播，而要做到这一点，艺术家必须将其置

于各种语境中”。[3]460 在他那里，文艺复兴艺术

成为他揭示古典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事实上，

瓦尔堡的图像学方法已经将文艺复兴艺术研究

转化成宏大的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分，为西方艺术

史的文化研究揭开了序幕和注入了活力。 

关于图像学，比亚洛斯托基在他一篇著名的

图像学研究综述《图像志》一文中明确区分出图

像志的两个方面——意图性图像志和解释性图

像志（图像学）并框定他们的研究范围： 

图像志[Iconography]一词源于希腊语

εικωυ。在现代用法中，图像志指对艺

术作品内容的描述的阐释。……“意图性的

（或暗示性的）图像志”[The intended (or 

implied)iconography]和“解释性的图像志”

[interpretative iconography]。前者指艺术家、

赞助人或同一时代的观看者对视觉符号和

图像的功能和意义所持的态度，它有时在下

述著述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述：合同史料、作

品方案、图像志专论、艺术家的言论、赞助

人的言论等等。有时，我们只能通过历史的

方法，引证当时流行的哲学观念、神学观念

和文学观念，才能对他进行重建。“解释性

图像志”可以被恰当地理解为是艺术的历史

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它旨在对艺术再现进行

鉴定和描述，对艺术作品的内容进行阐释

（后一种功能现在被更合适地称为“图像

学”）“解释性图像志”是艺术研究中的一门

历史学科，而“意图性的或暗示性的图像志”

则是某个时期的总体概观和美学态度的一

个成分。人们研究艺术内容的自觉程度随时

间地点的不同而改变。[3]441 

解释性图像学的起源由 16 世纪意大利佩鲁

贾艺术史家切萨雷·里帕完成，他在 1593 年出

版了《图像学》说明如何再现无实体概念的手册，

后来配上插图重版成为最流行、最有影响的艺术

书籍之一。法国埃米尔·马勒在它的指导下译解

成百的绘画和雕刻作品的寓意陈述而成为这一

时期基督教图像学研究中坚。特兰托公会议宣布

新的宗教艺术规则组成了一种新的宗教图像志

体系支配着整个 17 世纪宗教艺术的题材和象征

寓意，它与文艺复兴引入的人文主义并肩存在。

而在另外一方面，比亚洛斯托基《图像志》将“解

释性图像志”的起源追溯到古典文献中描述艺术

作品的“艺格敷辞”（ekphrasis）。这一方法主要

来自 20 世纪由阿比·瓦尔堡创立的国际艺术史

研究的新方向。它由弗里茨·扎克斯尔大肆弘扬，

在欧文·潘诺夫斯基手中成为 20 世纪最有影响

的图像志阐释理论。他最具代表性著作《图像学

研究》是将这一方法的娴熟运用和同样绝妙的例

证结合起来的典范。十分巧合的是，德国哲学家

恩斯特·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4] 为潘氏的图像

学提供了一个精致的哲学附加背景。 

潘诺夫斯基认为，对艺术品的解释应落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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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层次上，即“前图像志描述”、“图像志分析”

和“图像学分析”。在第一层，解释的对象是第

一性的或自然的题材；在第二层次上，图像志分

析的对象是“第二性的或约定俗成的题材”，这

些题材组成了图像、故事和寓意的世界；第三层，

解释的功能称为“更深层意义上的图像志分析”。

它的对象是艺术作品的“内在含义或内容”。[3]461 

在潘诺夫斯基之后，12-15 世纪的意大利艺

术研究一位不容忽视的艺术史家 E.H.贡布里希

承继图像学、心理学的研究路径，但又很难把他

归为这一流派。他不但决不为某家某派的理论方

法所囿，而且他尤其反对标宗立派。他在研究文

艺复兴的《文艺复兴——西方艺术的伟大时代》

中说：“那些声称解释了整个人类行为和历史的

理论，例如种族主义、心理分析、结构主义等等，

其许诺必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所寻求的解

释和我们所采用的方法永远视我们自己的兴趣

和我们所希望解决的问题而定”。[5] 
三、艺术社会学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丹纳从种族、环境和

时代三大因素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

写成《艺术哲学》，说明文艺复兴艺术只能在特

殊的社会气候中产生，从而指出艺术家必须适应

社会环境，满足社会要求。但是丹纳的分析只限

于思想情感，道德宗教，政治法律，风俗人情等

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并没有接触到社会的基础。 

20 世纪中期，随着社会学的兴起，运用社

会学方法研究 12-15 世纪的意大利艺术对原来

的风格学、心理学和图像学方法产生强烈冲击。

并由此而生一种社会学新的分支——艺术社会

学。许多学者采用实证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这一时期的艺术，力图将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艺

术和它的外部环境结合起来。社会学家卡尔·曼

海姆的学生阿尔弗雷德·冯·马丁的《文艺复兴

的社会学解释》就是典型例子，他综合了马克思

的理论和布克哈特的思想，将文艺复兴理解为市

民阶级击败贵族和教士的革命。但由于该著作精

微的实证功夫欠佳，被后学诟病。艺术社会学的

方法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经典之作要数瑞士

马丁·沃克内格尔的《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艺

术家的世界》。在他看来，文艺复兴的产生与它

的外部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他通过分析艺术家的

社会生存背景指出，佛罗伦萨艺术是市民社会要

求的反映，也是佛罗伦萨的统治阶级合作与宽容

的产物：前者为艺术家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

后者则鼓励了艺术创新。他在该书中详细探讨了文

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的艺术作坊、雇主、艺术市

场和艺术家的社会地位。此书出版后，其研究方法

不但在当时鲜见，就连今天也没有越出它的范围。 

沃克内格尔精深翔实的艺术社会学研究直

接影响到了英国的安东尼·布伦特。他的《意大

利艺术理论：1450-1600 年》和两位匈牙利学者

弗雷德里克·安塔尔和诺尔德·豪泽成功地利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艺术。安

塔尔《14 世纪的哥特式研究》《论 14 和 15 世纪

锡耶纳和佛罗伦萨绘画的发展》和《佛罗伦萨绘

画及其社会背景》就是这方面努力的体现。他指

出，佛罗伦萨的制造业和国际贸易造就了一个强

大的市民阶级，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正是这个阶

级利益和要求的反映，而这一阶段的兴衰决定了

艺术风格的演变。豪泽的《艺术社会史》认为意

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风格和题材就反映了佛罗

伦萨市民社会或市民阶级要求如实表现客观世

界的愿望，或者，艺术家的出身和迎合顾主需要

的愿望影响了艺术的发展。 

20 世纪 60、70 年代以来，西方艺术史研究

领域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意大利艺术的方法日趋

流行。意大利埃劳迪出版社从 1979 年陆续推出

17 卷本《意大利艺术史》充分体现了这一研究

趋势。反映这一变化的还有狄亚娜·诺尔曼：《锡

耶纳、佛罗伦萨和帕多瓦：1280-1400 年间的艺

术、社会和宗教》；埃芙林·魏尔希《意大利的

艺术与社会：1350-1500》；约翰·帕奥雷蒂，加

里·拉德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

E.H.贡布里希：《作为艺术赞助人的早期梅迪奇

家族》；麦克尔·巴克森德尔：《15 世纪意大利

的绘画与经历》；阿纳贝尔·托马斯：《文艺复兴

时期托斯卡纳地区画家的实践》；安德鲁·拉迪

斯：《艺术手工业：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意大

利作坊的独创性与工业》；米歇尔·马莱：《艺术

业：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合同与委托制作过

程》；马丁·沃恩克：《宫廷艺术家：论近代艺术

家的起源》埃里森·科尔：《意大利文艺复兴的

宫廷艺术》；弗朗西斯·阿美斯·刘易斯：《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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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早期艺术家的知识生活》；马丽·罗杰斯：

《文艺复兴艺术中的身份塑造》；彼得·伯克：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P.Q.克

里斯泰勒：《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和艺术》。 

四、结语 

首先，12-15 世纪的意大利艺术对欧洲后世

艺术的深广影响乃至指南作用决定了对它的研

究在国际艺术史界的重要地位，它已经成为检验

伟大艺术史家的试金石。可以说，西方世界的艺

术史家都是通过对这一内容的研究而汲取力量

和赢得名声的。 

其次，研究方法的变化清晰地划出了西方艺

术史研究范式转换的轨迹，它表明西方艺术史研

究方法的快速发展和日趋成熟，从而能够多维地

揭示意大利 12-15 世纪的艺术、文化和社会状

况，以更加全面地还原历史情境。同时，它也能

够为我们研究其它地区和时代的艺术史确立典

范和奠定基石。 

最后，尤为重要的是，此研究涉及对“文艺

复兴”观念的修订。因循布克哈特的文艺复兴写

作传统和对基督教文明的片断认识，我们长期以

来秉持中世纪的“黑暗”和文艺复兴“再生”两

种截然相反的历史观。但通过我们着眼于 12-15

世纪意大利基督教视觉艺术的历史和现状，发现

中世纪并非“黑暗”，文艺复兴也不是全然“复

兴”，只不过是信仰和理性的两极。正如历史学

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曾指出，“复

兴”概念来描述中世纪晚期意大利的文学艺术运

动，至少在三个方面有悖于史实。事实上，人文

主义并非突如其来，它是在中世纪思想的纷繁茂

盛之中长成。12-15 世纪是意大利文化史上一个

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信仰不断解体，理性逐渐高

涨，交汇于 12-15 世纪意大利文化艺术的洪流中。 

注释： 

①12-15 世纪意大利美术文化史和综合性的论著有沃尔夫林：《文艺

复兴和巴洛克》和《古典艺术》；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

德沃夏克：《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美术史》；弗赖：《作为现代

世界观基础的哥特式和文艺复兴》；瓦尔堡：《论文集》；瓦克纳

格尔：《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生活空间》；潘诺夫斯基：

《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主题》和《西方艺术中

的文艺复兴和历次复兴》；平德尔：《丢勒时代的德意志艺术》；

安塔尔：《佛罗伦萨绘画及其社会背景》；沙泰尔，克莱因：《人

文主义时代》；沙泰尔：《意大利文艺复兴：伟大的艺术中心》，《意

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神话》；

鲍尔：《艺术和乌托邦：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思想和国家思想研

究》；贡布里希：《规范和形式：文艺复兴美术研究第 1 卷》，《象

征的图像：文艺复兴美术研究第 2 卷》，《阿佩莱斯的遗产：文艺

复兴美术研究第 3 卷》和《老大师新解：文艺复兴美术研究第 4

卷》；冯德拉姆：《早期文艺复兴》；菲舍尔，蒂默尔斯：《晚期哥

特式：在神秘主义和宗教改革之间》；比亚洛斯托基：《晚期中世

纪和新时代开始》；巴克桑德尔：《意大利 15 世纪中的绘画和经

验：绘画风格社会史初步》；伯克：《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传统

与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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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f the Italian Arts from 12th to 15th Century 

CHONG Xiu-quan 

（College of Art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In perspectives of artists and works, psychology, iconography and sociology of art, this article makes a detailed review 

of the studies of the Italian arts from 12th to 15th century. It points out that the studies are a reflection of shift of methodology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arts and they changed our concep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cultures.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studies are a part of the Christian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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