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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为中心的教育
———黑山学院办学思想研究

张瀚予

  摘要:对于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和艺术界来说,黑山学院是一所特殊的文理学院。该校通过独特的人才

培养理念和模式,塑造了一批富有开拓性和创造力的艺术人才。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机构,一所高校的办学思想

构成了自身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内涵,并对其培养方案的设计、制定和实施起到提纲挈领的指导作用。黑山学院

的办学思想来源有三: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和德国包豪斯学院专业艺术教育。美

国本土教育运动与欧洲现代艺术教育改革思潮,两种欧美传统共同构成了黑山学院办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并体现

在其教育教学活动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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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西方现代艺术史和现代教育史上,黑山学院(Black
 

Mountain
 

College 1933-1957)是一所具

有独特性的学校。这所位于美国南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Asheville)的小型学院办学时间只持续了短短

24年,仅培养了2000多名学生,却与一大批在现代艺术、设计、建筑、音乐、舞蹈、文学等领域中举足轻重的

人物有着密切关联———实用主义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约翰·安德鲁·莱斯(John
 

Andrew
 

Rice),包豪斯学院(Bauhaus)教师、艺术家、教育家约瑟夫·阿尔伯斯(Josef
 

Albers)与安妮·阿尔伯斯

(Anni
 

Albers),表现主义画家利奥尼·费宁格(Lyonel
 

Feininger),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威廉·德·库宁(Wil-
lem

 

de
 

Kooning),先锋音乐家、艺术家约翰·凯奇(John
 

Cage),现代舞蹈家默斯·坎宁汉(Merce
 

Cunnin-
gham),等等。

不同于专业艺术院校,作为一所实验性的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黑山学院实施的是本科通识教

育而非专业艺术教育。学院开设了覆盖所有人文学科和普通科学的通识课程(the
 

general
 

curriculum),在
学科领域和课程设置上没有超出传统文理学院的范畴,大致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语言文学和艺术四个

学科板块,下设一系列细分课程。其办学理念的独特之处在于,创始人莱斯想要创办一所“基于杜威进步教

育原则的新型学院”①,从学生的个人兴趣出发,采用基于实践与经验的教育方法,去替代灌输既定知识的传

统教育方法,从而培养出具备批判性思维、情感和智力均衡发展、人格完整且富有同理心和责任感的合格社

会公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学院创始人们创造性地将艺术学科作为所有课程的中心,以此为基础开展通识

教育。莱斯聘请之前在德国包豪斯学院执教的约瑟夫·阿尔伯斯作为学院艺术教师②,将后者执教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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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为学院仅有的必修课之一(另一门课程是莱斯执教的“柏拉图”)。
从教育策略、目的和效果上看,首先,黑山学院以“艺术为中心”并非旨在培养专业艺术人才,而是利用艺

术学科强调感性和审美的特征,以艺术教育为手段发展学生的审美能力、感性素养和创造力,同时培养他们

的秩序感和纪律性。在此过程中,通过对艺术媒介的感知,借由审美体验,学生得以加深对自我和外部世界

的认识、理解与掌控。其次,将艺术课程作为必修课的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学院跨学科教育的基础。
对于非艺术专业学生来说,艺术必修课有助于促进其审美能力的发展,并完成基础的艺术人文素养储备,从
而实现学校美育的目标和效果。学院在通识教育背景下开设诸如“光与色”(Light

 

and
 

Color)和“音乐家声

学”(Acoustics
 

for
 

Musicians)①等嵌入式跨学科课程,亦能够帮助艺术专业学生快速建立起交叉学科的知识

体系和视野,从多学科教育层面激发艺术创造力。最后,在学校管理和校园生活方面,黑山学院主张一种教

学民主、平等和师生共治的管理方式,强调将艺术作为学院生活的核心部分。学校被视为一个完整独立的社

区单位,教职工与学生共同生活,参与社区事务。近距离的朝夕相处,打破了课堂内外的区隔,让日常生活成

为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志愿者团队共同参与学校建设和管理,诸如校舍营造、道路和

建筑维护、学校农场的管理经营,等等。在团队协作的过程中,亦发展了集体意识与责任心。区别于美国同

时期的传统大学,艺术活动在黑山学院不是边缘的课外娱乐项目,而是校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院定期

举办涉及美术、戏剧、舞蹈等艺术领域的社区活动,并鼓励所有专业学生积极参与,在其中创造性地发挥自己

的优势。通过共治与不设限制的自由艺术活动,黑山学院成功营造起一种平等、开放且鼓励探索、实验的整

体氛围,从校园生活与学院文化层面为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奠定了基础。
在以上几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黑山学院培养了一批具备先锋性、开拓性、创造力的艺术人才,代表者

如罗伯特·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塞·托姆布雷(Cy
 

Twombly)、鲁斯·阿萨瓦(Ruth
 

Asawa),
他们的艺术创作和成就构成了二战后美国现代艺术的重要面向之一。这所学院在24年的办学历史中所培

养的一部分艺术人才,实际上间接推动了20世纪美国现代艺术中一系列重要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诸如抽象

绘画、波普艺术、“发生”艺术(Happening
 

Art)以及新达达主义(Neo-Dada),并对今天的艺术世界和艺术教

育持续产生着影响。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机构,其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往往在培养模式、专业结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

等各项教育方案设计和教学活动实施的方法论和实践层面起提纲挈领的指导作用。若要探析黑山学院何以

达成如此卓越的艺术人才培养成果,应当回溯到其教育哲学和办学思想的内涵、外延和特性的探析中。
一 莱斯、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运动

20世纪30年代,进步主义教育运动(Progressive
 

Education
 

Movement)逐步从中小学领域扩展到高校,
一些改革人士开始尝试将进步主义思想、原则和方法应用到高等教育中,企图通过各式教育实验去解答“谁
应该上大学,为什么上大学,以及怎样更好地从教育目的出发,使知识人格化和更加完整”等系列问题,在这

种力量驱动下,美国高等教育界涌现出一批“在本科教育阶段体现进步教育”②的新型学校。其中,典型者有

萨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本宁顿学院(Bennington
 

College)、罗林斯学院(Rollins
 

Col-
lege),黑山学院也名列其中。总体而言,这些进步学院基于各自理念、立场和办学情况的不同,在诸如强调

个人兴趣、以学生为中心、个性化课程设置、体验式学习和学院社区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多样化的教育实验,以
实现进步教育的目的和意义。

需要明确的是,进步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拥有统一思想纲领和改革标准的运动。究其本质,它是一场在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由美国社会各界人士先后发起的改良运动,旨在应对工业化进程的负面影响。该

运动持续约半世纪,在二战后逐渐式微。至于什么是“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抑或是“进步教育”,在美国教育家

克雷明(Lawrence
 

Arthur
 

Cremin)的界定中,“进步教育开始时实际上是教育中的进步主义:一种通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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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改善个人生活的多方面教育活动”①。所以,即使同属于进步学校,对于高等教育,尤其是本科通识教育应

当如何改革,不同学院亦持有不同的观点和立场,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和对立的。尽管黑山学院属于进步学

校的范畴,从思想源头上看,该校的教育理念更多源自杜威,后者与进步主义教育的关系,直接影响着黑山学

院在进步学校中的位置。尽管杜威的确与这场席卷全美教育界的改革有着紧密联系,并在进步主义教育运

动初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起到了推动作用,但由于理念上的分歧,20世纪20年代之后,他渐渐成为进

步主义教育的批评者。再者,黑山学院创始人之一的莱斯是杜威教育哲学坚定的追随者,杜威本人也曾对学

院的办学给予指导和建议,他不仅与莱斯、德雷尔等创始人交往密切,在学院办学初期几次访问校园,亲自考

察教育教学活动②,更是于1936年加入学院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uncil)③。从这一系列的史实上推导,
准确地说,黑山学院应是一所深入践行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进步学校。

莱斯原本是另一所进步学校———罗林斯学院的古典文学教授。因不满时任院长汉密尔顿·霍尔特

(Hamilton
 

Holt)和学校董事会对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独断控制,他主张“将教育政策的控制权交还给教师

……将教育的责任交还给学生”④。1933年,这位“叛逆”教授与罗林斯学院管理层爆发冲突并辞去教职⑤,
建立一所能够实现教育平等、教学民主的学院成为莱斯创办黑山学院的原初动机。在同年学院目录的“前
言”中,创始人们详细阐释了学院的办学理念和思想来源。总结起来,有三部分核心内容:一是教育民主、平
等———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具备自主权,鼓励学生自主学习;二是实施“以艺术为中心的通识教育”;三是让教

育与生活紧密联系———从经验中学习。“艺术作为通识教育的中心”是黑山学院办学的核心理念,在学院目

录中被不断提及和强调。他们在“前言”中指出:“(在黑山学院)那些原本处于边缘的戏剧、音乐和美术等学

科,被视为学院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重要性不亚于通常占据课程中心的学科。在学习生涯早期,这些

学科(艺术)被认为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最不受到外部指导的影响,本身又具有严格的纪律性

……通过艺术体验,学生能够认识世界的秩序;相较于纯粹的智力努力,通过艺术媒介的感知训练,学生能更

有效地控制自己和周遭环境……艺术素养的培养可以为智力素养增色添彩。”⑥可以看出,将艺术放置于通

识教育中心位置的核心目的,首先在于通过艺术学科培养学生的纪律性和秩序感,其次才是创造力和审美等

感性能力的培养。同时,莱斯也发掘出了艺术的教育价值:一方面,为学生智力发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对
个人品格和道德培养起到促进作用。

在通识教育中重视艺术学科的作用和价值,并非黑山学院首创,较早出现在杜威的教育文章中。1897
年《教育中的审美因素》一文表明,杜威初步意识到审美经验及其包含的感性因素对个体智力和道德发展的

作用⑦。到1899年,他主张在大学初等教育中加入艺术实践和手工劳动,因为部分学生可能在此领域有发

展的潜力和教育的必要⑧。到了《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年),通过辨析“自由教育”与“专门教育”,杜威借

由对亚里士多德教育观的分析,阐明了“艺术”(自由的活动)对教育和人的发展之作用。他认为,“自由教育

的目的在于训练智力,正当地运用智力,获得知识。这种知识与实际事务的关系愈少,与制造或生产的关系

愈少,就愈能适当地运用智力”⑨,使人获得自由和完满。而“人的自由和完满”正是杜威所认为的教育民主

之本质,因为教育民主意味着“使理智获得自由,从而发挥独立的效用———把人的头脑作为一个独立器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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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解放,使之发挥它的作用”①。尽管亚里士多德“坚持划清卑下的教育和自由教育的界限,甚至把我们现

在所谓‘美’术、音乐、绘画和雕塑的实践方面,和卑下的技艺归为一类”②,因为它们涉及物质工具、技术,以
及制造和生产,但杜威指出,“重要的知识”和“实际的成效”之间并不存在天然分裂。包括了实用技艺、手工

艺在内的上述活动,它们既涉及情感和想象(具有艺术的性质),也包含艺术产品必不可少的技术。在现代社

会语境下,艺术学科,尤其是艺术学科的教育,其实质上是发展理智的“自由的活动”与实用训练的结合,能够

调和“自由教育”与“有用的实际的训练”,是“使思想成为每个人自由实践的指导”③的实现途径之一。
与杜威一样,以莱斯为首的黑山学院创始人们,也致力于实现教育民主,培养“合格社会公民”。故而,对

后者来说,艺术及其教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莱斯认为,艺术学科是培养想象力的绝佳场所,“只有

通过想象力,教育才能实现全人的发展”;“以艺术的态度看待生活的人”正是具备想象力的人,“他们的价值

观是定性的,而不是定量的”,他们“知道并感受到生命的本质不是竞争,而是合作”,他们“不会将时间用于相

互伤害,(而是合作)朝着同一目标,朝着想要创造的世界前进”④。在莱斯的设想中,杜威的艺术教育理想成

为完整的逻辑闭环:艺术学科通过“审美经验”促进想象力的发展,并上升到人格培养和道德教育层面,最终

与其他促进智力发展的学科共同培养出合格的公民。

20世纪3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界发生了一场关于通识教育的著名论争。时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

特·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出版《美国的高等教育》(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并在

《哈珀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发表《什么是通识教育》论述他们的“名著计划”(the
 

Great
 

Books
 

Pro-
gram)对于通识教育的功能与价值。作为一名永恒主义教育者(Educational

 

Perennialist),哈钦斯崇尚古典

教育,认为通识教育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将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促进人类的思想发展;另一方面在于让个体

获得智慧和永恒的人性,而阅读“汲取了全人类共同人性要素”⑤的经典名著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
应当成为通识教育的中心。此论一出,杜威随即发表两篇文章驳斥。他对哈钦斯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点:首先,哈钦斯将当前美国高等教育的问题错误地归结于大众混乱的民主观念,而不是大学董事会的过度

控制和体系问题;其次,哈钦斯错误地认为存在着永恒的第一真理,认为人性固定不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

点,哈钦斯贬低了实践、经验和经验的科学方法在知识结构和高等教育课程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名著计

划”让通识教育脱离了当代生活,使“理智的培养”彻底脱离现实和经验⑥。
作为杜威教育哲学的追随者,莱斯也发表了《原教旨主义与高等教育》,就经验在通识教育中的重要性展

开论述。延续杜威“教育即生活”的立场,莱斯认同教育的本质是通过各类经验(也就是“生活”)⑦去实现个

人成长,无须在过程之外寻找特定的目的。教育的目的不是让学生获得共同的基本思想,而是学习一种共同

的做事方法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仅仅知道(知识)是不够的,重要的是用知道的东西去做什么”⑧。对于莱斯

来说,获得经验的途径有多种,阅读经典只是其中之一,是次要的、旁观的、间接的途径;更重要的是从现实生

活中,通过亲身参与获得直接的经验。所以他写道:“听贝多芬的音乐,读索福克勒斯的戏剧和看这场戏剧演

出,对于正在听、读和看的人来说,在本质上可能是相同的经验。但是,对于此人的观察者来说则是完全不同

的。重要的是经验的质量,同样的质量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获得。那么,为什么除了一种获得经验的途径,其
他途径都要被排除在通识教育之外呢?”⑨

这种从多种途径获得经验的方法也被应用到黑山学院的教育之中。1933年创校之初,莱斯等创始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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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将“学院作为一个社会单位”———社区来看待①,教育途径并不仅限于课堂,而是涵盖了整个社区和日常

生活。教职工与学生同住一栋楼,彼此保持着密切联系,共同参与学校管理和社区劳动。首先,紧密的集体

生活让学生获得近距离观察教师的专业思考和研究的机会,而不是在课堂上被动地接受既定知识和业已成

形的观点。其次,与不同个体的共同生活,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迫使他们思考和处理自己与他人

的关系、自己与社区群体的关系。学生们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反思自我、认识自身,磨去个人主义的棱角,学
会对自我负责,也学会承担责任。再次,师生对学院的管理和共治,让黑山的生活接近于社会中的一个普通

社区。参与公共事务,为学院建设献计献策,处理这些日常社区事务能帮助学生获得基本的社会经验和公共

意识,为学生未来的公民生活奠定基础。这种教育方式恰恰印证了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中的一些理念:
“共同生活过程本身也具有教育作用。这种共同生活,扩大并启迪经验;刺激并丰富想象;对言论和思想的正

确性和生动性担负责任。”②

“学院社区”的理念,在黑山学院24年的办学中被不断地强调和深化。写于1946年至1947年的《黑山

学院的理念》进一步细化了社区及社区生活在教育中的作用,称黑山学院“是一个人们通过相互感染来学习

的社区,一个让目标在日常生活的行动中得到检验的社区……一个关注学生个体全面发展的社区”③。在这

个社区中,通过经验和实践,每一位社区成员“思考、感受、行动的能力与控制力可以得到发展”,他们在未来

“将最有能力为全社会的福祉和扩大自身自由的范围作出贡献”④。1944年,在《人文学院的问题》一文中,
杜威曾批评传统文理学院的突出问题是还保持着将实践学习与知识学习、实用技艺与人文技艺分离的老旧

观点⑤。而黑山学院则通过强调生活与经验,让实践学习和知识学习得以在通识教育中统一;同时,原本横

亘于学校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区隔也得以消除。在一定程度上,这所学院从教学法和实践层面上实现了“教育

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实用主义教育理想,并为培养合格的现代社会公民作好了准备。
二 阿尔伯斯、包豪斯“预备课程”与基于通识教育的艺术教学

为了实现“艺术为中心”的通识教育,莱斯在建校之初主张应当由一位既拥有杰出艺术成就,又不被传统

教育观念所束缚⑥的艺术家来主持艺术课程。1933年夏季,经黑山学院另一位创始人西奥多·德雷尔

(Theodore
 

Dreier)和时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建筑策展人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推荐,远在德国

的约瑟夫·阿尔伯斯成为该职位候选人。为躲避纳粹政权的迫害,20世纪30年代,一批包豪斯学院教师以

战争难民身份来到美国,其中包括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莫霍利·纳吉(Laszlo
 

Moholy
 

Nagy)、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等人,阿尔伯斯夫妇也在其中。这些漂洋过海而来的

德国艺术教育者们,对美国现代艺术教育,尤其是高等艺术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K-12体系中

的艺术、设计课程仍脱胎自包豪斯学院的基础课程⑦。因青睐学院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和莱斯等人的办学

理念,阿尔伯斯接受了黑山学院的邀请,于11月赴美,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北卡罗来纳州山区,开始了持续16
年的执教生涯。在这里,他将包豪斯学院培养专业艺术人才的基础课程带到了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并发展

出一套适用于通识教育培养目标的普通艺术教育理念与方法。
“预备课程”(Vorkurs)又称“预科教育”(Vorlehre),是包豪斯学院的基础课程。1919年,包豪斯学院教

师约翰内斯·伊顿(Johannes
 

Itten)受到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和前卫艺术观念的启发,创立了这门课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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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所有艺术门类的普遍性理论与基础技能。包豪斯学院要求所有入学新生都必须接受为期一学年的“预
备课程”学习,深入认识和熟练掌握材料、视觉形式的特性和内涵,为专业学习作好准备。在包豪斯学院14
年办学期间,“预备课程”总共经历三阶段的发展,分别是:1919年至1923年,约翰内斯·伊顿任教时期;

1923年至1928年,莫霍利·纳吉任教时期;1928年至1933年,阿尔伯斯、汉纳斯·迈耶(Hannes
 

Meyer)任
教时期。尽管不同阶段的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各有侧重,但解放学生创造力,培养创造性人格,始终是该

课程不变的目标。
作为“预备课程”的最后一任负责人,也是任课时间最长的教师,阿尔伯斯版本的课程在某种程度上是包

豪斯学院“预备课程”的集大成者,也是对后来全球艺术教育产生影响最直接、最深远的版本。他保留了约翰

内斯·伊顿执教的课程版本中对德国改良主义教育理念的吸收,诸如“体验式学习”和“游戏”教育,这些方法

在当时德国小学教育中得到广泛应用。因为不满伊顿教学中过度的宗教色彩和对主观感觉的依赖①,阿尔

伯斯删减了涉及神秘主义和表现性艺术的课程内容,力求在科学的视觉原理指导下,客观地认识和探索材料

与形式,通过实践的经验去发现和归纳普遍性的艺术秩序。同时,他还引入保罗·克利(Paul
 

Klee)和康定

斯基(Wassily
 

Kandinsky)色彩课程的部分内容,将点、线、面的研究,色彩和几何图形的研究等内容纳入到

包豪斯学院基础教育体系中。
从课程比例上看,“材料研究”一直是“预备课程”的重点内容,但以何种角度和方式去研究材料,则源自

任课教师的教育观念和艺术哲学。在1924年的《历史的或当下的》②和1928年的《通过实践教授形式》③两

篇文章中,阿尔伯斯阐释了自己的艺术教育观。作为一名现代主义者,阿尔伯斯反对欧洲传统艺术学院那套

从临摹和素描开始的基础艺术教育体系,以及“师徒传承”的教学方式,主张改良传统工艺职业体系,使其变

得更符合工业化的工作方法和制造流程,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符合现代社会的艺术教育体系。和早期包豪

斯教师们一样,他也意识到教育不仅仅是历史性的知识和信息的灌输,而是一项与当下社会实际需求紧密联

系,促成人与人之间合作的事业。他指出,“我们无法让逝去的时代起死回生……必须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

……过多的历史留给实践的空间很小。我们追求的是:一点点的历史和大量的实践……包豪斯(艺术教育)
的目的是让迄今为止孤立于实际生活的艺术训练与当代生活的实际需求协调”④。这种反学院和反历史主

义的立场被带到了“预备课程”教学中,他禁止学生带着先入为主的想法接触材料,要求所有人摒弃过去的知

识,以亲身实践的经验为“坐标系”,进行自由的,甚至是有些“业余的”、“游戏式的”材料实验。在课程初期,
工具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学生需要“通过自己的指尖实现与材料的亲密接触”,“经由眼睛观察发现材料外

观与形式之间的关系”;以往常规的材料使用方法也被禁止,迫使学生“自己寻找,通过独立思考,而非模

仿”⑤,探索出与众不同的工作方法。在材料选择方面,一方面,尽可能符合当时工业生产的实际情况,诸如

纸张、木材、砖块、金属;另一方面,亦加入一些非常规的材料,鼓励学生跳出思维惯性,用手边的任何东西来

进行创造。
由于“预备课程”是一门基础课程,在教学内容上未涉及太多专业知识和技巧的传授,也不要求学生能制

作出应用于实际生产的设计产品,而更侧重于基础思维和能力的培养,以及创造力的开发。阿尔伯斯在教学

中进行了许多涉及材料基本特性、构造原理的开放性实验。例如,用剪刀剪裁纸张,研究形状的变化如何影

响材料的性质和应用;通过视觉、触觉等感知能力,去认识材料的外观(例如纹理)与质感,以及视错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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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材料进行不同常规的排列组合,以重新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①。这种开放的基础教学带来了诸多好

处,一方面让学生在充分调动感知的前提下,通过经验,达成对材料特性、本质的深入认识;另一方面,由于鼓

励自由探索,极力打破以往知识对思维的固化和限制,成功激发了学生的创造力,在材料的组合和应用方面

发展出许多创新性和可能性。
从学科的分类角度来说,这种课程设计思路也成功实现了设计、艺术的分离,为后来的现代艺术教育,尤

其是现代设计教育的发展作好了准备。20世纪之前,传统艺术学院往往将材料、色彩、形式等设计要素与美

学、风格联系起来,纳入艺术语言的范畴。但在“预备课程”中,设计及其要素成为所有艺术的基础:有自己的

组织原则和规律,是一种关于“普遍的艺术秩序”的理论;课堂上的各类训练、实验的实质是对“艺术秩序”和
“所有艺术的基本问题”的学习。由于设计成为“艺术的基础”②,对材料、色彩、形式等设计要素的教育不仅

不再属于专业艺术教育范畴,而是先于专业教育。
对于包豪斯学院来说,学院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专业艺术人才,实施的是专业艺术教育;而黑山学院作为

一所文理学院,则致力于培养情感和智力均衡发展的社会公民,艺术教育之于后者是实现通识教育目标的一

种手段,属于普通艺术教育。那么,先于专业教育的“预备课程”被转化、应用到黑山学院的教育中,便是自然

而然的事情。阿尔伯斯认为,包括艺术在内的所有创造性活动都涉及人的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的能力。
尽管对于学校能否教学艺术实践存在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艺术的欣赏和理解可以通过学习(直觉感知和

辨别力的发展)和教学(权威知识的处理)来发展”③,因为这些“学习”和“教学”可以发展人的“生理感官”和
“心灵感官”④。同时,与杜威、莱斯一样,阿尔伯斯也认同“将教育视作生活或生活的准备”⑤,艺术作为一种

文化载体,是人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的结果”———作品及其形式承载的是人类精神与情

感,它能够以感性形式反映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内容和问题,故而是通识教育行之有效的媒介和手段之一。
所以实施普通艺术教育,应当侧重于对学生感性能力、创造力、批判思维和纪律性的培养,而非传授专业知识

与技能,应当教授他们“艺术地生活”的视角和方法,培养他们“艺术地观察、艺术地工作……艺术地生活”⑥

的能力,以此实现通识教育的目标。
黑山学院艺术课程主要由绘画、色彩以及基础设计三部分组成,并定期举办关于古今艺术、手工艺、工业

产品、印刷和摄影的展览及研讨会。与“预备课程”一样,黑山的艺术教育也必须建立在个体的实践和经验之

上,要求学生充分调动视觉、触觉等诸种感官,运用知觉能力去获得相关经验,也就是阿尔伯斯所说的“教会

学生睁开眼睛,学会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观看”⑦。这里的“睁眼”不仅限于视觉层面的观看,也不仅限于作为

主体的人对客体世界的观看,还包括从知觉层面对社会、现实世界的现象及其本质的认识与理解,以及对个

体自身的存在、生活和行为的认识和理解。同时,获得的经验也需要被尽快应用到实践中。以“绘画”课程为

例,阿尔伯斯认为“绘画”实质上是一种图形语言的学习,将之拆解为“视觉行动”和“手头行动”两部分⑧,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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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豪斯学院,教师们往往习惯创造新的词汇和短语来表达德语中某些没有被充分归纳和定义的新概念。阿尔伯斯在英语写作中延续了这

一传统,这里的“生理感官”、“心灵感官”在英文原文中为“the
 

physiological
 

senses”和“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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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l”,是他创造的词汇。笔者认为,
两者主要指代个体对色调、色彩、空间等形式要素的认知能力和感受能力。

Josef
 

Albers 
 

Concerning
 

Art
 

Instruction  
 

November
 

1944 
 

accession
 

no 
 

2017 40 240 
 

Asheville
 

Art
 

Museum 
 

accessed
 

September
 

30 
 

2024 
 

https   collection ashevilleart org objects-1 info query=mfs%20any%20%22Black%20Mountain%20College%22&sort=9&page=13 
Josef

 

Albers 
 

Art
 

As
 

Experience  
 

in
 

Josef
 

Albers Minimal
 

Means Maximum
 

Effect 
 

231 
Josef

 

Albers 
 

Concerning
 

Art
 

Instruction  
 

November
 

1944 
 

accession
 

no 
 

2017 40 240 
 

Asheville
 

Art
 

Museum 
 

accessed
 

September
 

30 
 

2024 
 

https   collection ashevilleart org objects-1 info query=mfs%20any%20%22Black%20Mountain%20College%22&sort=9&page=13 
Josef

 

Albers 
 

Concerning
 

Art
 

Instruction  
 

November
 

1944 
 

accession
 

no 
 

2017 40 240 
 

Asheville
 

Art
 

Museum 
 

accessed
 

September
 

30 
 

2024 
 

https   collection ashevilleart org objects-1 info query=mfs%20any%20%22Black%20Mountain%20College%22&sort=9&page=13 



程教学目标也被设定为“对学生的眼睛和手的纪律教育”①,教学内容和课程训练都围绕着如何“精确地观

察”和“纯粹地表现”展开。“视觉”范畴的训练包括对三维空间中各种图形和图形之关系的认识,光学、透视

理论的学习,以便通过科学的办法检验视觉,从而客观、正确地认识图形;“手头动作”的教学,则旨在帮助表

达与意志尽可能精确地匹配。通过对形式和图形的测量、分割、估算等构建性的练习,达到“手头功夫”能准

确表现“所看、所想”内容的目的。“色彩”课程则侧重于与颜色相关的感性能力培养。阿尔伯斯刻意绕开抽

象色彩理论,帮助学生通过切身的视觉感知去感受色彩的基本属性和特点,以及色彩交互作用中所产生的视

觉效果。同时配合色彩组合的训练,让学生了解色彩的运作方式,感受色彩与材料、色彩与形式、色彩与空间

的多样化关系,明确不同颜色对视觉产生的影响和引起的心理效应,从而促使学生学会观察、感受色彩,培养

色彩敏感度和应用能力②。
“基础设计”则融合了前两门课程的教学目标和特点,它不仅践行了“实践中学习”,也强调感性能力的培

养,更将艺术教育及其训练与日常生活和现实世界真正联结起来。课程旨在通过对感官能力的训练,培养学

生对材料及其空间、结构和质感的理解。其区别于包豪斯学院教学的地方在于,这门课程运用的材料更加生

活化,都是周遭环境里唾手可得,甚至常常被忽视的日常之物,有废弃的生活垃圾,如烟头、废纸,也有自然

物,如树叶、苔藓、沙土、石头,等等。因材料的选择范围从专业领域拓展至日常生活,学生在这门课程中的研

究和实践也随之变成一种对日常生活的探索。阿尔伯斯带着学生走进学院附近的森林,观察各类植物的形

状、色彩、质感、纹理,以及它们在光线下的变化。学生们注意到泥土上的轮胎印记、土地上的犁痕、鸟类和昆

虫的巢穴,以及石头丢进水中掀起的涟漪,并尝试用学到的方法(如格式塔构造方法),对它们进行形式分析。
他要求学生在这些平凡的物品中找到有趣和不同寻常的地方,并带到课堂上思考它们能够用来做些什么,拥
有哪些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逐步习得一种全新的、艺术的视角去看待生活的方法和能力,其观察力、
感受力、想象力等感性范畴的诸种能力得到不断地提升,而创造力也在其中萌芽。

1935年,杜威出版了《艺术即经验》,主张恢复艺术与非艺术,艺术品的经验与日常生活的经验,美的艺

术与实用艺术之间连续性③。同年10月,阿尔伯斯也发表了同名文章,探讨自己的艺术教育观。在阿尔伯

斯这里,杜威“恢复艺术与非艺术之间连续性”的主张,进一步延伸为“艺术即生活”;而对美的艺术和实用艺

术之间连续性的恢复,则演变为对艺术学科边界的拓展,“在‘艺术’一词下,包括了所有以艺术为目的领

域———美术和应用艺术,还有音乐、戏剧、舞蹈、摄影、电影、文学等”④。借由杜威哲学的启示,阿尔伯斯将源

自包豪斯学院的专业艺术教育经验不断转化应用于普通艺术教育。从教学法和教学内容上看,他的艺术课

程实际上教授的是一种“艺术”或“设计”的世界观。更确切地说,它是通过对形式、材料、色彩等最基础的设

计要素的学习,在实践、经验中对学生的感性能力进行充分的调动和开发,从而帮助他们建立起一种“艺术的

视野和思维”。拥有这种视角和思维的人能够以更加“艺术的”、“审美的”、“感性的”和“非功利的”方式去看

待世界、他人和自我。也就是说,黑山学院艺术课程的教学重点在于过程而非结果,即使经过完整的课程学

习,学生或许不会掌握太多专业艺术技能,也不一定能够制作完整、实用的艺术作品或设计产品,但他们习得

的视野和思维方式会在未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各方面发挥持续的影响,其感性能力的开发也为全面发展

作好了准备。从结果上看,尽管课程的手段和内容是“艺术的”和“设计的”,但其最终目的指向了人格的培

养。换言之,这里的普通艺术教育已经渗透到道德教育的范畴,从而具备了一定的美育性质。
三 结论

黑山学院办学的24年期间,正是美国艺术从单纯借鉴外来文化向发展本土现代艺术的关键时期,也是

美国高等教育逐步摆脱欧洲教育传统建立自身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本土艺术家和教育家

531

张瀚予 艺术为中心的教育———黑山学院办学思想研究

①

②

③
④

Black
 

Mountain
 

College 
 

Black
 

Mountain
 

College
 

1937-1938
 

Catalogue  
 

1937 
 

accession
 

no 
 

2017 40 013 
 

Asheville
 

Art
 

Museum 
 

access-
ed

 

September
 

28 
 

2024 https   collection ashevilleart org objects-1 info query=Portfolios%20%3D%20%22579%22&sort=0&page=12 
Josef

 

Albers 
 

Concerning
 

Art
 

Instruction  
 

November
 

1944 
 

accession
 

no 
 

2017 40 240 
 

Asheville
 

Art
 

Museum 
 

accessed
 

September
 

30 
 

2024 
 

https   collection ashevilleart org objects-1 info query=mfs%20any%20%22Black%20Mountain%20College%22&sort=9&page=13 
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7、8、12页。

Josef
 

Albers 
 

Art
 

As
 

Experience  
 

in
 

Josef
 

Albers Minimal
 

Means Maximum
 

Effect 
 

231 



们力图摆脱欧陆模式的影响,创造出独属于美国本土的文化艺术形式和教育体系。黑山学院也是在这样的

时代背景和社会需求的综合催化下而创立并发展的。
从源头而论,黑山学院的教育哲学,一方面受到杜威实用主义理论的感召,另一方面与美国进步主义教

育运动有关,同时亦是包豪斯学院专业艺术教育体系在美国本土向普通艺术教育演化的结果。其中,杜威的

教育理论构成了学院办学思想的基础,并不断向另外两种观念渗透、影响。黑山学院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进

步教育的传统和贺拉斯·曼(Horace
 

Mann)“每个人都应受教育”①的观点,致力于建立一所惠及所有人、实
施民主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但更具体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法则源自杜威,重视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的联

系。阿尔伯斯的教育理念尽管一部分源自德国教育传统,但其“反历史主义”、“反学院”、“艺术即生活”的立

场和强调“做中学”、“以经验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无疑证明了杜威哲学在阿尔伯斯教学中的应用和影响。以

实用主义教育为基础,黑山学院思想源头的三股思潮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渗透、融合、影响的有机关系,共同

构建起这所学院独特的教育理念。
黑山学院创始人们借由将艺术作为一种教育媒介和手段,通过鼓励个人兴趣、体验式教育和自主学习,

深入探索了创造性个体在社区和公民社会语境下如何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责任的平衡、协调,并将之

付诸教育教学实践之中。就像阿尔伯斯对学院人才培养目标的总结一样,“我们的目标是培养眼界开阔、思
想开放的年轻人,他们不封闭于自己所处的环境,而是不断寻找这个时代日益增长的精神问题……他们知道

自己的经验、发现和独立判断,远比从书本上习得的重复的知识更重要……我们需要这样的学生:他既不把

艺术看作是自然的模仿和美容院,也不把艺术看作是点缀和娱乐,而是把它视为对生活的精神记录;他能看

到真正的艺术就是本质的生活,而生活的本质就是艺术”②。

[责任编辑:罗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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