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中国美术学院 2021 年招收博士后研究方向简介

一、汉字文化研究（合作导师：曹锦炎、沈浩）

“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围绕“古文字”和“金石学”

两大核心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在视觉艺术东方学总体学术研究布局

之内，设置“汉字文化”研究方向，并招收以博士后研究人员为基础

的科研力量。

招收博士后研究方向立足汉字本体研究，深入开展汉字文化及其

传承传播研究，在合作导师指导下，具体开展殷商甲骨文研究、商周

青铜器铭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楚简研究、秦汉简牍研究、古代玺

印文字研究、历代碑帖研究、出土文献研究等八个领域的研究。

二、设计理论与实践研究（合作导师：杭间、韩绪、吴小华、毕

学锋、周武、王昀）

深入探索设计、科技、文化、艺术交叉理论，围绕设计艺术史、

产品设计、手工艺、视觉传播、非物质文化保护等研究方向等进行综

合实践创新。

三、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史研究（合作导师：高世名）

无论艺术还是教育，其共同之根本是引导心灵转向，推动社会更

新。作为人类的一种智性模式，艺术于实践中创生出一种从身心经验

而来的知识，一种感同身受的知识。艺术教育作为开启与传播这种知

识的心灵事业，如何在现有的大学、学院体系中发展出一种新科学？

21世纪的艺术教育，应该如何消化过去数个世纪的艺术史和思想史

遗产？中国艺术教育研究院设置本研究方向，邀请来自哲学、史学、



教育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的青年学者们，共同追溯国人对于教育、

美学、伦理的思考，共同探索以艺术创造为核心的新人文教育。研究

主题可涉及：中国古典教育思想史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及实践

研究、中西艺术教育思想比较研究、中国现代艺术教育研究、社会美

育研究等。

四、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研究（合作导师：张文江、连冕）

中国古典艺术与中华文明共同形成，其理论研究追溯远古的源

头，开拓未来的前景。文明是包含艺术的体系，文是交流、是组合、

是创造；明是教化，是养育、是成人。由礼而乐，由数而象，由天而

人，玄览静思，究极原委。在中西交流的大背景下，中国艺术理论的

研究，不仅需要关注自身，还需要与世界各大文明的艺术理论切磋比

较，探讨其中最高的思维成果，不辜负伟大的时代。

五、艺术智性学研究（合作导师：曹意强、王霖）

本博士后研究方向旨在重新思考艺术与思想、艺术与科学，以

及艺术与教育的关系。如果对应于自然，凡人类创物之能与所创之物

不妨统称为“艺术”，无论是古希腊的“艺术”概念还是中国古典学

中“艺”的概念皆如此；“圣人因智以造艺，因艺以立事”一语就高

度概括了这一点。然而，自 18世纪以来，“艺术”的概念发生了根

本性变化，它特指超越了实用性而具有审美价值的作品，这赋予了艺

术以超验的崇高性；同时其“无用”性也遮蔽了艺术固有的智性力量：

各种政治、社会、经济等理论，包括艺术理论本身，已形成一种习惯

性的思维方式——它将艺术视为其本身以外之因素的产物，这完全忽



视了艺术所具有的塑造思想、社会、历史和科学的重要作用。而这种

作用一直通过艺术的精湛技艺和高远的审美品质潜活于人类历史的

创造之中，值得加以揭示与研究，这对我们所处的创意时代尤为重要。

本届博士后的具体研究内容是中西重要艺术概念的演变及其对

哲学（美学）和文论的影响或互动关系。申请入站者必须熟练掌握一

门外语，并需呈交其研究计划，含研究提要（约一千字）与主要参考

文献。入站者需在研究结束前呈交 5-8 万字论文，经答辨通过方能出

站。

六、网络社会与数字人文研究（合作导师：陈嘉映、黄孙权）

未来已来，只是分配不均。数字社会从新的技術世界图景涌现，

社会文化与地缘政治相互的作用因为信息技术发展与信息传播方式

而改变了。社会的与技术的网络不单是两者关系的随意组和：既有的

社會织理影响新信息技术的发展，技术传播速度又决定了社会能否被

重编。开关/上链等机械电子用词成为社会如何是”新的”关键。70

年代新国际分工中脱勾（off hook）的发展中国家，是千禧年前无网

脫節（switch off）的国家，是 2020 年脱链（off chain）的国家。

西欧工业化以降的社会学认识论受到挑战，古典意义上的真善美，现

代意义的公平、权利、文化、共同生活都面临如何摆脱旧时空的限制

而还能有所意义的难题。如果亚里斯多德能用 podcast,他会怎么谈

数字社会的”好生活”与”幸福“？我们邀请来自哲学、社会学、建

筑学与空间理论、媒体与文化研究等不同领域的青年学者们，共同探

索此一攸关的命题。



七、艺术哲学与当代艺术研究（合作导师：孙周兴、李凯生）

本研究方向具有多学科综合性，以 20世纪以来新哲学为思想背

景，强调思想史与艺术史的交织与互动以及当代艺术的公共性意义，

在后哲学的历史文化语境里探索面向人类未来的创造可能性，寻找新

的艺术理解和思想方式以及艺术教育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