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籁 朱的定谨研 

【内容摘要】 本文运用艺术分类学的方法，通 

过对藏族艺术和西藏艺术以及它们和藏学的关系 

的比较研究，通过对藏族艺术的创作主体和文化精 

神的阐述，通过对藏族艺术的学科分类，对藏族艺 

术做了一个尝试性的学术定位，并提出了藏族艺术 

研究的学术思路。基本结论是，藏族艺术是一级学 

科民族学和艺术学下面的三级学科，藏族艺术是以 

藏族文化精神为定位标准的开放的艺术体系，藏族 

艺术的文化精神可以形象化为酥油茶精神，藏族艺 

术可分为展览艺术、演出艺术、播放艺术三大系统 

十五种类。 

【关键词】 藏族艺术 西藏艺术 定位研究 

近十年来，笔者一直关注西藏艺术的教学和研 

究动态，发现了一处小小的学术空白——一些研究 

者以“藏族艺术”为名发表了不少的论文著述，却忽 

视了一个基本问题，即藏族艺术的定位研究。由于 

对这个问题的忽视，导致了一些不必要的教学误差 

和行政决策上的混乱。出于学术研究的目的，笔者 

尝试运用艺术分类学的方法，结合有关政策法规文 

件和西藏的实际情况，对“藏族艺术”做一项定位性 

的研究。 

一

、藏族艺术与西藏艺术的关系 

藏族艺术是一个艺术学范畴的概念，也是一个 

民族学范畴的概念，但更偏向于民族学的范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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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育部公布的学科目录中，藏族艺术应该是一 

级学科 “民族学”(学科代码是0304)下的二级学科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学科代码是030405)下的一个 

三级学科，与它并列的三级学科有回族艺术、壮族艺 

术、苗族艺术等。在四川大学 2006年研究生招生简 

章和学科目录中，“藏族艺术”被列入 “中国少数民 

族”专业目录下，作为该专业下的一个研究方向。中 

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在招收民 

族艺术类的研究生时，使用的专业名称都是“中国少 

数民族艺术”，这说明“藏族艺术”更适合归属于“民 

族学”的范畴。 

西藏艺术是一个艺术学范畴的概念，但不是一 

个民族学范畴的概念。由于西藏自治区是藏族人口 

占绝大多数的行政区域，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西藏艺 

术是一个带有强烈民族色彩的艺术学范畴的概念。 

在国家教育部制定的学科目录中，西藏艺术是一级 

学科“艺术学”(学科代码是0504)下的二级学科“艺 

术学、音乐学、美术学、舞蹈学”等学科下的一个三级 

学科，与它并列的三级学科有新疆艺术、内蒙古艺 

术、广西艺术等。 

藏族艺术和西藏艺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 

英文里，西藏(Tibet)、西藏人(T~etan)、藏族人(Ti— 

be~n)是同根词，这虽然是西方殖民者的造词，但由 

于已经通行于英语世界，因此我们不能忽略这个语 

言现象，从西方殖民者的立场上来看，藏族艺术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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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艺术可以混为一谈。但我们绝不能在概念上将藏 

族艺术等同于西藏艺术，因为藏族人不是只分布在 

西藏，还分布在青海(玉树、黄南、果洛、海南、海北、 

海西自治州)、甘肃(甘南自治州)、四川(甘孜、阿坝 

自治州)、云南(迪庆自治州)等地。即使在西藏，除 

藏族外，也还存在着汉、门巴、珞巴、回等民族。 

虽然在近500万藏族人口中，西藏只占二分之 

一

，虽然笔者赞成民族之间平等和民族内部各区域 

之间平等的观点，认为西藏、甘南、迪庆等藏区的藏 

族文化是平等的关系，不存在谁高于谁的问题，但 

从文化遗产留存的角度上讲，西藏的藏族文化遗产 

是留存最多的，也最能代表藏族文化的特色。所以 

从这个角度看，藏族艺术和西藏艺术又具有很大的 

文化重合性，可以在非学术化的语境下，将二者大 

致地混为一谈。 

对这两个概念做一番辨析之后，我举几个可做 

榜样的例子：四JlI大学格桑益西教授出版了一本 

《藏族美术史》专著，其内容涵盖所有藏区的美术， 

因此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藏族艺术类著作；西藏大学 

更堆培杰教授的《西藏音乐史略》、丹巴绕旦教授和 

阿旺晋美教授合著的《西藏美术史略》主要研究的 

是西藏区内的艺术，所以是名副其实的西藏艺术类 

著作。这些专家学者在使用“藏族艺术”和“西藏艺 

术”的概念时非常慎重，至少可以说明他们在这方 

面的态度是严谨的，对“藏族艺术”这个概念的认识 

是准确的。 

二、藏族艺术、西藏艺术与藏学的关系 

藏学，就是研究西藏的学问。西藏，是位于祖国 

西南边陲的一个广阔地区，称为西藏自治区(人口 

265万，首府拉萨，简称藏)。在西方，习惯上称西藏 

学为Tibetology或Tibetan studies，我们有时称“西 

藏学”，有时简称“藏学”，但尚未见到“藏族学”的说 

法。藏学研究的对象本来是“藏”，即西藏自治区，但 

由于国内民族学家和国外人类学家的积极介入，使 

得现代藏学同时也研究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 

藏族自治州(或县)，造成了藏学研究的对象包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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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藏族人集聚地的现实局面。① 

如果我们把藏学理解为“藏族学”，那么与它并 

列的应该是蒙古族学、壮族学、维吾尔族学，它们的 

上级学科应该是“民族学”，藏族艺术就应该是藏族 

学下面的子学科。从这个角度看，西藏艺术不能成为 

藏族学的子学科，因为西藏艺术不只是藏族艺术，还 

有门巴、珞巴、纳西等民族的艺术，我们不能忽略这 

些民族的艺术。 

如果我们把藏学理解为“西藏学”，那么与它并 

列的应该是敦煌学、新疆学、上海学等学科，它们的 

上级学科应该是“中国学”，西藏艺术就应该是西藏 

学下面的子学科。从这个角度看，藏族艺术不能成为 

西藏学的子学科，因为藏族艺术不只是西藏的藏族 

艺术，还有青海、四川等地的藏族艺术，我们不能忽 

略这些藏区的艺术。 

如果我们的学术界线模糊一点，或采用““一学 

两制”，既承认藏学是“藏族学”，又承认藏学是“西藏 

学”，那么藏族艺术和西藏艺术都可以名正言顺地归 

人到“藏学”的旗下。由于藏学的定位不是本文讨论 

的重点，所以就不多说了，留待以后再行文论证。 

三．藏族艺术的创作主体 

藏族艺术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员，这一点不 

会有人提出异议。既然藏族艺术是属于全人类的财 

富，那么每个人都应该对它有发言权，任何民族的人 

都可以学习它、借鉴它并参与到创作和研究中去，共 

同把藏族艺术发扬光大。国内外众多的研究成果表 

明：藏族艺术是一种很开放的艺术体系，它历来都是 

从其它艺术文化中汲取营养，从而茁壮成长的，藏族 

艺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而不是 

固步自封。 

藏族艺术的主要创作者是藏族人，这一点也不 

会有人反对，任何民族文化都有类似的共同特征，但 

这并不是说藏族艺术就完全是藏族人创作的艺术。 

藏族艺术的定位，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艺术作品上， 

人们所认可的藏族艺术作品指的是作品所呈现出的 

藏族文化特色，而不一定是指创作作品的人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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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人。随便举几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例一， 

才旦卓玛女士是藏族艺术中最有代表性的歌唱家， 

她的演唱代表曲目《翻身农奴把歌唱》的词作者 

李堑、曲作者阎飞就不是藏族人，但由于歌曲富有 

浓郁的藏族文化特色，所以大家都公认《翻身农奴 

把歌唱》是藏族歌曲；例二，格桑益希先生的《藏族 

美术史》把汉族艺术家韩书力先生列入其中，作为 

当代藏族美术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也说明了藏族艺 

术的创作者不全是藏族人；例三，拉萨火车站是典 

型的现代藏式建筑，是现代藏族艺术的杰作之一， 

但设计者与施工者大多不是藏族人，这也说明藏族 

艺术不完全等于藏族人创作的艺术这一历史事实。 

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在其初创阶段，的确经 

历了一个仅由本民族人创作的历史过程(即使在这 

个过程中，也会模仿和借鉴其它民族的艺术资源)。 

当这个民族的艺术昌盛起来的时候，就一定会吸纳 

其它民族的艺术经验和艺术人才来丰富自己的文 

化内涵，从而走出本民族的狭隘范围，融人到世界 

文化之中，也只有这样的艺术才称得上伟大的艺 

术，藏族艺术就是这样的吸收了多个其他民族的艺 

术经验的伟大艺术。 

总之，藏族艺术的创作主体是长期生活在藏族 

集聚地，了解藏民族文化精神，具有藏民族相同或 

相似的心灵状态的艺术家，他可以是藏族人也可以 

是其它民族的人(如汉族人、苗族人、纳西族人等)。 

藏族艺术的作品在内容上应该通过再现或表现藏 

民族现实生活或历史文化来传达艺术家的某种情 

感与思考，在形式上应该尽可能地使用具有藏民族 

文化意义的艺术符号或艺术样式，并在一定范围内 

被藏民族认可。离开了藏民族的日常生活环境和审 

美价值理念，是很难创作出被藏文化认可的藏族艺 

术作品的。 

四、藏族艺术的文化精神与研究思路 

笔者接触过不少的中国内地及港澳台艺术家 

和一些外国艺术家，他们在西藏短暂旅行后就创作 

了一些藏族题材的艺术作品，这些藏族题材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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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属于藏族艺术的范畴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 

须一分为二地看待。首先，作为普泛意义上的藏族艺 

术，可以包容他们，因为藏族艺术本身是比较开放的 

艺术体系，任何在内容或形式上能与藏族沾边的艺 

术都可以进入泛藏族艺术的视野；其次，作为本文定 

位的藏族艺术是指体现了藏族文化精神的艺术，如 

果从作品中看不出藏族文化的价值与信念，就不能 

归人藏族艺术的范畴，这就涉及到藏族艺术的文化 

精神问题。那么，藏族艺术的文化精神是什么呢? 

所谓艺术的文化精神，亦即艺术精神，从根本上 

说是历史精神的一种转化形式，是指一个时代、一个 

地域、一个民族就整体而言的文化社会行为的基本 

信念和基本准则。文化精神的艺术意义在于它把人 

类活动的目的、意志、愿望、情感带到艺术之中，规范 

了人类的艺术行为和艺术观念，文化精神可以具体 

化为人类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是一种价值判断 

体系。藏族艺术诞生于藏族先民的社会实践之中，由 

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民族陛格，一开始就具有浓烈 

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藏族艺术在发展中受到周 

边国家和地区艺术的影响，在保持它自身的整体性 

的同时，可以从内部看出它的差异性。它的整体性是 

藏传佛教在藏区流传几百年的结果 (藏传佛教作为 

藏族社会的重要意识形态，它所提供的关于社会、人 

生和道德的框架构成了藏族文化的灵魂，决定着藏 

族人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差异性亦即多元性 

是因为几个藏族集聚区分别受到周边不同文化的影 

响而造成的。 

在藏族艺术中占有绝对比重的藏族宗教艺术先 

因苯教而兴盛，后因佛教而发达，宗教情结在藏族人 

心目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宗教信仰在藏族人心 

目中是高于一切的。在以宗教目的为主旨的艺术创 

作中，藏族艺术通过比喻、夸张、变形、象征等艺术手 

法，把神话、梦幻、征兆、佛经故事的神秘性表现得淋 

漓尽致，这就为藏族艺术奠定了审美的基调。 

藏族艺术在步入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将宗教 

的浪漫隋怀转化为世俗的浪漫主义，以神性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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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自然和人生，在艺术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崇高 

的、粗犷的、寂静的、和谐的审美意境，为藏族艺术 

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注入了鲜活的时代精神。 

简言之，藏族艺术的文化精神在当代的表现就 

是一种世俗化的藏传佛教精神，笔者把它形象化为 

“酥油茶精神”。酥油茶是藏族人民最宝贵的文化财 

富，它的制作工艺经历了传统手工形态和现代工业 

形态，体现了藏族文化的内在统一性和外在多样 

性，也体现了藏族文化对其它民族文化的吸纳与包 

容。从酥油茶的品茶礼仪和饮茶情景中，我们能体 

味出藏族人民和谐的人生哲学和充满情趣的El常 

生活化。由酥油联想到佛像前供奉的酥油灯和佛殿 

的酥油花，它象征了藏族人民纯朴的信仰和浓厚的 

宗教情结。 

藏族艺术在酥油茶精神的照耀下，形成了两种 

基本的艺术风格：酥油茶风格与青稞酒风格，它对 

映了尼采的El神艺术和酒神艺术理论，以及容格的 

直观型艺术与感动型艺术理论。由于本文的重点不 

是讨论风格问题，这里就暂不作详细论述。 

关于藏族艺术的学术研究问题，笔者认为不能 

仅由藏族人来研究藏族艺术，如果持有这种看法， 

就是对藏族艺术的大不敬，也严重阻碍了藏族艺术 

的健康发展和广泛传播。一个民族艺术的确需要本 

民族的人来研究，而且本民族的人研究本民族的艺 

术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很容易出成果。但是仅 

有本民族的内部研究，只能说明这个民族的艺术不 

被其它民族关注或不值得被其它民族关注，这种现 

象的出现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一个民族的发展壮大 

是以其文化艺术被其它民族关注、学习和研究为标 

志的。就藏族艺术而言，它之所以成为世界艺术的 

宠儿，就因为不同民族的学者以各自的视角和方法 

对它进行着系统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为藏族艺术 

输入了新鲜的血液，而且其研究成果更容易为研究 

者所在的民族所接受，这是一种最迅捷最理想的藏 

族艺术传播途径。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心理结 

构和认知方式，在理解其它民族的文化时一定会遇 

到沟通上的障碍，但如果其它民族的文化成果使用 

本民族的文化模式去解读时，就不会有任何阅读困 

难，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民族更相信西方研究者对藏 

族艺术的解读、汉民族更相信汉族研究者对藏族艺 

术的解读的根本原因。 

为了藏族艺术自身的发展壮大，为了藏族艺术 

更好地在世界各地传播，为了藏族艺术得到更多的 

关注和认可，我们应该继续保持宽广的学术胸襟，理 

清藏族艺术的研究思路，从多方面开展对藏族艺术 

的学术研究。笔者认为应该从三方面着手研究藏族 

艺术：(1)艺术创作者以创作作品的方式继续为藏族 

艺术研究者提供可资研究的艺术资源；(2)藏族研究 

者以本民族的文化方式，继续做藏族艺术的资料收 

集和整理工作(这是学术研究最基础的环节)，同时 

继续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推广工作；(3)欢迎和帮助其 

它民族的研究者以他们自己的视角与方法来研究藏 

族艺术，各民族研究者精诚合作，对藏族艺术进行人 

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生态学、美学等多种学科的综 

合研究，共同构筑藏族艺术研究的学术大厦。学术研 

究的结果将直接促进世界各民族对藏族艺术的理解 

和热爱，促进藏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藏族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增强藏族人民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 

豪感，使藏族人民走向一个更加理想、更加和谐的生 

存状态。 

五、藏族艺术的分类体系 

前面已经对藏族艺术的母系统做了论述，可以 

简单的归纳为：藏族艺术属于民族艺术的范畴，而民 

族艺术既属于民族学的范畴，也属于艺术学的范畴。 

本小节主要从艺术学的角度来探讨藏族艺术的分类 

体系，给藏族艺术一个更加学术化的定位。 

学术界关于艺术的分类体系存在着两种观点： 
一 种观点认为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理应归入艺术 

学的麾下，这种观点在国内以王朝闻先生为代表；另 

一 种观点认为文学在当今越来越被人们视为独立于 

艺术的一种形式，不应归入艺术学的旗下，这种观点 

在国内以万书元先生为代表。笔者曾经是第一种观 

西藏艺术研究·2006·3第7 页 

圈 一 

论一 

新一 术一 
艺一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圈1艺术新论 
。 。 。 。 。 。 。 ‘ 。 。 ‘  。I 。 ‘。。 。’’。。。’’’。。’。。。。。。。‘。。。。 ‘ 。。。。。‘。。。。。。。。 。’。。’’ ’ 。一  

点的积极支持者，经过十余年的学习和探索，认为 

第二种观点更适合中国的国情。理由如下：(1)从行 

政、学术、教育机构和学科目录的设置上可以看出， 

文学总是被排斥于艺术的学科之外。例一，我国的 

各级文联，虽为名义上的民间团体，实为官方的行 

政学术机构，其全称是“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这说 

明文学是与艺术并列的学科。如果文学是艺术的子 

学科，那么名称就应该更改为“艺术界联合会”。例 

二，我国的各类独立的艺术学院，并无独立的文学 

系科设置；而在综合性大学，经常见到文学院与艺 

术学院并列的机构设置。例三，在国家教育部公布 

的学科目录中，文学和艺术学同为文学门类下的一 

级学科，在一级学科艺术学下并无二级学科文学的 

设置。近年来，国内众多专家学者正在参照国际惯 

例，为艺术学成为与文学并列的门类学科而努力奔 

走，从学科发展趋势上可以看出，艺术学正在成为 

独立于文学的门类学科。(2)从大众的文化意识上 

也可以看出，文学并不包涵在艺术的学科范畴内。 

例如：人们总是将作家和艺术家分开称呼，艺术家 

们也从未将独立的文学家归入自己的行业内；学生 

在报考大学文学系科时，是不用加试艺术专业的， 

而报考艺术系科一定会有专业加试。文学和艺术虽 

为血肉关系，但血毕竟不是肉，肉也不是血。在做学 

科概念辨析时，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文学、历史、 

哲学这-i'-J学科已经成为基础性学科，它们既是艺 

术的底蕴学科，也是艺术的同级学科，这一点在学 

界已达到基本一致的认同。(3)在西藏的实际教学、 

研究和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①西藏大学艺术学 

院是与文学院并列设置的同级学院，而不是隶属关 

系；②文学语言(藏语)需要经过长时间的专门学 

习，而艺术语言则是世界性的通用语言，虽然参与 

文学和艺术创作都需要经过专I'-]~Jll练，但解读文学 

和艺术作品却是两种情形，不懂藏文不可能解读藏 

语文学作品，而任何人在解读藏族艺术作品时都没 

有障碍；③艺术类专业共同必修的 《艺术概论》课 

程，并没有列入文学类的专业必修课程目录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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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文学也拒绝进入艺术学的范畴内。鉴于上述理 

由，本文在探讨藏族艺术的分类体系时，把藏族文学 

排斥在藏族艺术之外。 

在艺术分类学中存在两种分类方法，一种是自 

然的分类法，一种是逻辑的分类法。前者把艺术世界 

看成一个自然形成的体系，按照归纳、实证的方法探 

讨和概括艺术的体系；后者把整个艺术世界看成了 

一 个合乎逻辑的整体，按照演绎的方法，自上而下地 

对艺术世界进行逻辑的分类。前者适用于艺术教育 

的机构、课程等的设置和艺术事业的规划管理，后者 

适用于对艺术做哲学的探讨。 

按照本体论的分类模式，藏族艺术可以分为空 

间艺术、时间艺术和时空综合艺术；按照心理学的分 

类模式，藏族艺术可以分为视觉艺术、听觉艺术和视 

听综合艺术；按照符号学的分类模式，藏族艺术可以 

分为再现性符号艺术、表现性符号艺术和再现一表 

现性符号艺术；按照功能论的分类模式，藏族艺术可 

以分为单功用艺术和复功用艺术。为了追求逻辑与 

历史的统一，本文认同李心峰先生的分类依据，即以 

“艺术生产”范畴为逻辑的凝结点，把藏族艺术分为 

物质性实用目的艺术(如藏族工艺美术)、精神性实 

用目的艺术(如藏族唐卡艺术)、审美性非实用目的 

艺术(如藏族现代绘画)。对于这种兼有历时态与共 

时态特征的逻辑分类体系，绝不能简单化、机械化、 

经验主义地去理解，因为并不是藏族历史上一切个 

别艺术作品都完全按照这种历史类型演化次序发生 

和演变的。② 

上述逻辑的分类体系不太容易为一般读者所理 

解，我们更多的是采用自然的分类体系。让我们先看 

看国内比较有影响的几种分类体系：(1)在国内第一 

部艺术类型学专著中，主编李心峰先生将艺术分为 

四大类十四种，即①文学，②美术(包括绘画、雕塑、 

书法、建筑、实用一装饰工艺五种)，③演出艺术(包 

括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五种)，④映像艺术 

(包括摄影、电影、电视三种)；(2)在高等艺术教育 

“九五”部级教材《艺术概论》中，主编王宏建先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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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分为美术、音乐、舞蹈、戏剧、摄影、电影与电 

视、文学、建筑与园林、其它艺术等九类，这种分类 

是以创造艺术形态的材料和技法为依据的，也是国 

内最常用最具有实践意义的分类方法。(3)普通高 

等教育“十五”国家级重点教材《艺术美学》的著作 

者万书元先生将艺术分为五大类十七种，即( 培乐 

艺术(包括声乐、器乐、交响乐、歌剧四种)，②象形 

艺术(包括绘画、雕塑、工艺、书艺、摄影五种)，③建 

构艺术(包括建筑、园林设计二种)，④舞台艺术(包 

括舞蹈、曲艺、戏剧、戏曲四种)，⑤屏幕艺术(包括 

电视、电影二种)，这五大类又由听觉艺术、视觉艺 

术、综合艺术三大系统总领，这是根据艺术的本质 

效能与生成环境(或媒介)来进行分类的。 

万书元先生说：“学术研究上讲究创新，虽然 

必要，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样也不可忽视”，并 

认为“在进行艺术分类时，既要着眼全球艺术，又 

要注重本国的具体情况”。‘ 7j．先生的话给我的启 

示是：在对藏族艺术进行分类时，应该把握三个 

原则，一是尊重已有的艺术分类学成果，二是寻 

找新的分类视角，三是挖掘藏族艺术的独特种 

类。在此，笔者尝试以艺术传播方式为分类标准， 

将藏族艺术分为三大类十五种，即①藏族展览艺 

术(包括藏族绘画艺术、藏族雕塑艺术、藏文书法 

艺术、藏式建筑艺术、藏族工艺美术、藏族现代设 

计艺术、藏族摄影艺术七种)，②藏族演出艺术 

(包括藏族音乐艺术、藏族舞蹈艺术、藏戏艺术、 

藏族说唱艺术四种)，③藏族播放艺术(包括藏族 

电影艺术、藏族电视艺术、藏族新媒体艺术、藏族 

广播艺术四种)。藏族展览艺术就是我们通称的 

美术，也可以叫造型艺术或空间艺术；藏族演出 

艺术有一个受表演时间限制的特点，也可以称之 

时间艺术；藏族播放艺术是现代科技文明的结 

晶，凸现了时间和空间上的综合特点，也可叫做 

时空综合艺术。 

我们对藏族艺术的定位和分类，既要考虑到历 

一 ⋯ 堇 堑 I 

史的传承，又要考虑到时代的发展；既要考虑到逻辑 

论证的合理，又要考虑到实践操作的可能。本文对藏 

族艺术在艺术分类学基础上的定位研究仅是一种尝 

试，难免会有思虑不周之处，尚祈专家指正。 

注释： 

①王尧著《藏学概论》第1—4页，山西教育出版 

社2004年版。 

②李心峰主编《艺术类型学》第184-188页，文 

化艺术出版社 1998年版。 

( 《美学与艺术学研究》第一集第196页，江苏 

美术出版社 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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