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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5000年悠悠岁月，5000年辉煌历史，形成了悠远浩博的中华文化。
　　源远流长、博犬深厚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结晶，更是屹立在世界之东方、自成系统
、独具特色的文化。
正是在这丰厚的中华文化土壤中，孕育出光辉灿烂、绚丽多彩的中国传统艺术，涌现出历朝历代无数
杰出的艺术家和不朽的艺术品，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中国传统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
正如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样，中国优秀传统艺术也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闪耀着举世瞩目、璀璨独特的光芒。
　　人类的艺术史同人类的文化史一样古老。
但是，艺术学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正式学科，只是在19世纪末才在欧洲诞生，距今仅有一百余年的
历史。
直到近几十年来，艺术学才在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我国，相对于文学研究和各个门类艺术的研究来说，宏观的、整体的、综合的艺术学研究至今仍然
是一个薄弱环节。
尤其是如何深入发掘和研究中国传统艺术宝藏，更是一项迫切而艰巨的任务。
　　中国传统艺术有着悠久漫长的历史。
从远古的原始文身和服饰面具，到盛极一时的彩陶和青铜器；从气魄宏大的秦汉艺术，到艺术自觉时
代的六朝风韵；从富于舞乐精神和恢宏法度的唐代艺术，到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宋代艺术，再到处于社
会巨大裂变期的元明清艺术：这是一幅何等壮观的中国传统艺术的历史长卷！
从横向看，中国传统艺术又包含着文学、绘画、书法、雕塑、音乐、舞蹈、戏曲、实用工艺、建筑园
林等为数众多的艺术门类，而在每个艺术门类中又都有浩如烟海的艺术作品与宛若繁星的优秀艺术家
。
不同门类的中国传统艺术还包括文人艺术、民间艺术、宫廷艺术和宗教艺术等不同层次和方面，其面
貌更加异彩纷呈、气象万千。
《中国艺术学（精）》上编“中国传统艺术流变”正是在融汇贯通各门艺术方面的一个尝试，力图在
概括各个艺术门类史的基础上，简明扼要地描绘出中国传统艺术的总体历程，在艺术通史的基础上突
出了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艺术门类，同时兼及其他门类艺术。
这一部分以史为主、史中有论，始终坚持将中国传统艺术放置于中华文化史的大背景下来阐释。
　　中国传统艺术在艺术创作、艺术鉴赏乃至艺术门类等方面，都鲜明地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
，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从艺术创作来看，中国传统艺术在创作规律、创作过程、创作方法、创作心理以及对于艺术家道德的
要求等方面，都有许多独到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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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艺术学》经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为国家“八五”艺术科研重点项目。
全书共分三个部分，上编“中国传统艺术流变”在各艺术门类史的基础上，从总体上勾画出中国传统
艺术的风貌；中编“中国传统艺术概论”包括“创作论”、“鉴赏论”与“门类论”，总结出中国传
统艺术在这几方面的民族特色；下编“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在史、论的基础上，概括出了最能够反映
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与艺术发展的基本规律、美学特征。
《中国艺术学（精）》通过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全面阐述，突出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民族风格和审美特征
，显出出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特质。
《中国艺术学（精）》材料丰富翔实，史论结合，可供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从事研究之用，
也可作为大专院校进行美育和艺术教育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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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虽然他的“舒愤懑”的创作动因说，并不专指文学艺术，但他对于情感在创作中的巨大作用的认
识是很深刻的。
西汉末年的刘歆终于突破“言志说”的束缚，他在《七略》中主张：“诗以言情。
情者，信之符也。
”（见《初学记》二十一，《太平御览》六百○九）不过当时他还没有具体阐述，影响不很大。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审美自觉的时期，艺术自觉的时期。
艺术创作不再是为了“言”社会伦理之“志”，而是转向了抒艺术家个人心中之“情”。
潘岳写作《悼亡诗》便是一个标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陆机的《文赋》鲜明地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说作为艺术创作的动因理论。
“缘情”，即由情而生，因情而生。
这和过去的“言志说”有重要区别。
“言志说”中的“志”，和“情”也有关；但占主导地位的是“志”，这个“志”又常常是指“圣人
”之“志”，即符合儒家学说、主张的思想。
“情”是从属于“志”的。
如《乐记》、《毛诗序》尽管也强调“情”，但前者要求“反情以和其志”，后者也要求“发乎情，
止乎礼义”。
陆机虽然还未曾否认过“情”应该符合儒家的礼义，但是“礼义”在他的心目中没有汉儒们那么崇高
的地位，他更重视的是人的自然感情，人生道路上的各种喜怒哀乐之情，而不一定有着浓重的政治伦
理色彩。
他认为由于人的感情的激发，才会产生艺术创作，才会追求华丽繁富的艺术表现形式，才会有艺术作
品。
这一时期的另两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刘勰、钟嵘也在他们的著作中肯定艺术的抒情本质，与陆机相呼
应。
特别是钟嵘在他的《诗品》一开头就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认为由于“气”的作用，使天地万物发生运动变化，事物的运动变化又感动了人使人的情感激荡起
来，便表现在舞蹈歌咏之中，因此情感是艺术创作的直接动因。
《诗品》还对诗歌的情感表现作了种种具体的描述，强调：“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
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说明艺术创作乃由于情感激荡、无法抑制而产生。
这对艺术创作的情感性质的揭示，比起《文赋》来又进了一步。
　　“缘情说”自然不只是适用于对诗文、音乐、舞蹈的创作动因的认识，各种门类的艺术，都同样
具有情感特征，都是为情而作。
扬雄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
”（《法言·问神》）韩愈说张旭“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
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
”（《送高闲上人序》）这已经看到了书法是人的思想感情的表现。
沈宗骞的《芥舟学画编》说：“画与诗皆士人陶写性情之事。
”元代画家倪瓒说自己作画“聊以写胸中逸气耳”，也都是把抒发感情作为作画的动因。
　　艺术创作缘于情感的观念在魏晋以后影响广泛，即使如朱熹这样的理学家，一方面主张“志本乐
末”，把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作为艺术创作的出发点，另一方面也承认：“凡《诗》之所谓《风》者，
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
”（《诗集传序》）这和汉代儒生对《诗经·国风》的解释就不很一样。
　　“言志说”向“缘情说”的演变，使艺术创作观念获得很大的解放，创作题材、内容、表现形式
等等也都大大拓展。
艺术家把蓄积在内心的感情流淌到作品中去，假借文字、声音、线条、色彩宣泄出来，“至情”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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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至文”、“至画”⋯⋯明代李贽在评点《水浒传》时说：“《水浒传》文字原是假的，只为他描
写得真情出，所以便可与天地相始终。
”晚清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序》中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
》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
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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