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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社会学研究概观

　　20世纪60年代以来，艺术社会学在欧美学界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将整个艺术界

作为研究对象，拓展了艺术研究的内容，开创了艺术研究的社会学范式，取得了丰富的研

究成果。总结国外艺术社会学研究的经验和方法，对于中国艺术学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借

鉴意义。

　　运用社会学方法探究艺术现象

　　从广义上说，艺术社会学涵盖了所有有关艺术和社会关系的研究和论述。早在18、19

世纪就有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卢梭、席勒、黑格尔等的美学论著从整体论的视角论述艺术

和社会历史状况的关联；托克维尔、丹纳、孔德等社会学家则自觉地借鉴了实证哲学和经

验观察的方法，并将其运用在艺术研究中。不过，二战之前，大部分有关艺术的社会研究

并没有明确的学科意识和方法论的界定，它们隶属于艺术史、美学、艺术批评、哲学和社

会学等不同学科和领域。

　　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艺术市场日趋理性化以及艺术家群体的职业化和艺术制度化

等现象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投入到艺术研究中。加之艺术实践逐步普及化，艺术

活动也不再局限于少数精英，而是涉及广泛的群体，这也让艺术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扩大了

疆界。同时，政府对艺术界的介入程度也日益提高，如对艺术生产的干涉、为艺术家提供

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以及对艺术劳动市场的干预等，也大幅提高了艺术社会学研究的需

求。（胡伟：《战后法国社会学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艺术社会学在两个研究点上实

现了质的突破，一是不再将艺术视为纯美学的范畴，二是认为艺术的价值并非是绝对的，

这两个重要突破是艺术社会学这门学科形成的重要契机。

　　正是在这一时期，在艺术社会学领域形成了以霍华德·贝克尔、理查德·彼得森为代

表的美国学派和以皮埃尔·布迪厄、雷蒙德·穆兰为代表的法国学派。（何蒨：《法国艺

术社会学批判》）在研究对象上，两大学派学者均立足于艺术的社会属性，关注艺术作为

一般的社会活动在生产和消费层面表现出来的特征。在研究方法上，他们开始自觉地运用

统计学、访谈、田野调查等社会学的方法探究艺术现象。在具体研究中，社会学家强调艺

术的社会植根性，主张艺术的本质属性是由社会建构的，艺术根植于社会。进而他们将问

题意识转换成“作为社会的艺术界”，或“艺术界”（art worlds）的概念，认为艺术机

制（如艺术市场、艺术家行业的专业化、博物馆）及客体（艺术品）等要素整体构成了艺

术的存在。两大学派的学者大都是社会学家，他们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的自觉，使得

艺术社会学逐渐与艺术史、文化史、文艺批评和美学相脱离，成为一门独立的、具有科学

性的学科。

　　作为一门学科，艺术社会学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艺术”何以成为“社会学”的

对象？艺术作品是否具有足以让社会学进行分析的社会事实？这一问题背后隐含的障碍是

艺术作为一种审美活动，具有超越时空的审美属性，不可与一般的物质活动等同起来，因

而无法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对此，布迪厄从历史主义的视角解构了将艺术视为纯粹审

美对象的做法，他以19世纪中叶法国文坛“文学场”的形成为例，具体说明了纯粹美学是

如何在社会空间中被发明出来的，以及社会历史对艺术、审美趣味的建构作用，动摇了传

统美学的本质主义艺术观，为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艺术开辟了道路。

　　此外，贝克尔在《艺术界》中则进一步论述到，艺术作品的审美特质本身就是比较独

断的，它更多地依赖于社会共识。彼得森、盖瑞·法恩、大卫·格拉齐安等学者从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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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艺术角度出发讨论了艺术的本真性（authenticity），发现“本真性”并非是内在

于它们的性质，而是一种获得社会各方一致赞同的建构。贝克尔还提出了“艺术界”的观

念，将艺术创作视为一项集体活动，进一步明确了作为艺术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艺术”。

1988年《艺术界》一书被翻译为法文，更加确立了将“艺术界”视为一个整体的研究角

度，也启发了法国学界对艺术界内部生态更加精细的探讨。

　　开创艺术研究的社会学范式

　　由于艺术社会学将整个艺术界作为研究对象，社会学家在生产者（艺术家）、传播中

介（艺术机构和市场）以及接受者（大众）三个方面拓展了艺术研究的内容，开创了艺术

研究的社会学范式。

　　首先，从艺术生产的角度出发，社会学家不再把“艺术家”看作天赋异禀的“天

才”，而是立足于其社会属性，重点考察艺术家群体的社会出身、职业化程度、教育背

景、经济收入、谋生方式等议题。正如布迪厄所说，艺术家不过是某种社会角色的行动

者，只是填充其社会位置。同样，在贝克尔那里，艺术家乃是“有所创造的工人，他们的

创造绝非神秘力量的作用，而是无名的合作者相互协作的产物”，不仅包括艺术合作者以

及编辑，还有批评家以及许多默默无名的工作人员。

　　贝克尔的“集体活动”论影响了很多美国社会学家，斯蒂芬·杜宾的《缪斯的官僚

化：公共资助和文化工人》及朱迪斯·阿德勒的《办公室里的艺术家：学院艺术现场的民

族志》均是从集体活动的视角探究艺术家的活动。罗伯特·福克纳的《音乐市场：好莱坞

电影工业中的作曲家及其职业生涯》分析了电影作曲家的社会网络和职业生涯。朗夫妇

（格拉迪斯·恩格尔·朗和库尔特·朗）的《刻进记忆：艺术名声的建立和延续》论证了

艺术家的名声同样是一种社会建构。穆兰在20世纪80年代对法国艺术家群体进行研究，主

编了《艺术家：社会形态论》一书，调查了大量专业性艺术类出版物，探究了艺术家的职

业化程度。此后，门格尔以系列著作阐明了艺术家职业化的条件与就业市场结构间的关

系，其最新著作《创作者工作：不确定性当中的自我实现》以“不确定性”为轴心，整合

经济学与社会学视角，讨论了艺术行业的行动、社会互动及其经济意涵。新一代年轻学者

还对艺术家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更为精确的研究。

　　其次，从艺术流通角度，艺术作品从生产到接受要经过流通才能进入大众视野。流通

领域作为一个“中介”，包括艺术机制（市场、机构和文化政策）、社会文化环境、艺术

收藏等，这也是艺术社会学考察的重要组成。通过对这些中介机制的研究，能够使我们把

握艺术作品在流通环节所受的各类限制，以及作品对不同行为者产生的物质和象征性影

响。

　　穆兰的《法国的绘画市场》专门考察了艺术家与艺术机制的关系，包括艺术家、订购

方、美术馆、画廊、收藏家在内的行为者如何影响了艺术竞争，又如何塑造了各类机制之

间的共识。此外，乔治·杜比、克里斯托弗·夏尔勒更关注社会文化环境的复杂性。在文

化政策、文化体制研究方面，有杰拉德·莫尼埃的《法国大革命至今的艺术与机制》。多

米尼克·普罗对美术馆的出现和发展进行了梳理，代表作是《博物馆、民族与文化遗

产》。菲利普·乌尔法利诺研究法国当代艺术领域的公共政策，2004年出版了《文化政策

的发明》。美国在艺术机构研究方面的代表则是怀特夫妇的《画布与生涯：法国绘画界的

机制转换》，此书探究了法国印象派的兴起与市场的关系。

　　再次，在艺术消费阶段，社会学家倾向于把观众看作一个社会范畴，对各类观众的不

同趣味和品味进行探究。他们认为观众的趣味不完全是个人偏好或消遣，而是一种社会的

建构，个体在趣味上的差异和不同类型与其所属的社会阶层直接相关，并体现出某种规律

性。

　　布迪厄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首先探究了趣味的社会生成，认为各种艺术趣

味代表了不同阶层场域的象征资本，人们在各资本形式中的排序、占有资本的数量，以及

该阶层的职业模式等，决定了他们特定的审美偏好。在文学接受方面，约瑟亚探究了阅读

的社会学。他在《解读阅读》中对阅读行为中的判断能力、判断模式和阅读策略进行了研

究。此外，这一领域还有罗杰·夏尔提耶的《法国旧制度时期的阅读与读者》、杰拉德·

莫格尔等人的《阅读史》等重要专著。美国的学者更加侧重于研究“趣味”问题。里奈斯

在《趣味制造》中描述了美国社会趣味的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即高雅趣味和低俗趣

味的人会联合对抗中产趣味。此外涉及观众趣味研究的还包括赫伯特·甘斯的《流行文化

和高雅文化》对美国观众品味的分类，大卫·哈勒的《内视文化：美国家庭中的艺术与阶

级》对纽约家庭中艺术品的研究，以及彼得森有关音乐趣味的多篇文章。



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胡子轩）

　　简要概述了艺术社会学研究的脉络之后，我们不难看出，社会学家往往从社会建构的

角度重新审视艺术家、艺术品、观众以及艺术本身的属性等问题，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

究成果。不过，这些研究由于严格遵循社会学的客观性研究立场，往往抹煞了“艺术的特

殊性”“意义和价值”等审美属性和价值属性问题。在这一方面，温迪·格里斯伍德主张

将人文学科的研究纳入进来。薇拉·佐尔伯格同样呼吁人文学者和社会学者应该互相学

习，在确认艺术对象独特性的前提下，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海因里希也提出了未来的艺

术社会学应兼容艺术的“价值性”与“规范性”，即从实用主义出发看待艺术对价值属性

的需要，从规范的角度观察这些价值所具有的功能。

　　结合中国的学术语境，笔者认为，艺术社会学研究对于中国艺术学界最有价值的地方

在于它的“自反性”，即它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套用，也不是僵化的理论模型，而是依赖

于对本土艺术案例的社会学调研，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艺术学进行多角度的研究。这就需

要我们针对中国艺术进行更系统化的社会学调研，包括中国艺术家的职业训练、艺术机

制、艺术市场、博物馆、收藏等领域的具体经验。这类具体的研究成果越丰富，我们才能

越发清楚地意识到中国艺术体系及其机构的运作模式，进而分析中西艺术机制的异同。

　　（本文系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巴克森德尔视觉文化研究”

（2018KY006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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