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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艺术学是研究艺术的本性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它是对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接受与艺术发展的
概括与总结。
艺术学所阐明的规律来自艺术实践，又反过来指导人们的艺术实践。
因此，艺术学既具有严密的理论性，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它在理论上启人智慧，使人理解艺术；它在实践上发人深省，教导人们创作和接受艺术。
因此，学习这门课程不仅像参观画展、听音乐演奏、看戏剧演出一样兴味盎然、拍案叫绝，而且能使
人从理性上知道艺术迷人魅力之所在及其原因。
但是，在某些高校，这门课的教学效果却往往大相径庭，同学们感到在内容上空洞而晦涩，在形式上
抽象而乏味。
上课记笔记（甚至复印笔记），期末背笔记、考笔记，最后就是忘笔记。
人们往往以为艺术学就是这样，以至于有的艺术院校竟取消了这门课程。
这是严重的误解。
它不是艺术学本身的缺陷，而是我们对艺术学知之不深、知之不广的恶果，是艺术界长期以来重实践
轻理‘论、重技艺轻研究的恶果。
只要我们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长期地而不是短暂地、沉静地而不是浮躁地对艺术学加以研究，博大
精深、兴味盎然的艺术学一定可以创造出来。
试举一例。
若问：人类社会发展的明天会是怎样的？
我们可以回答出来，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若问：地球发展的明天会是怎样的？
我们也可以回答出来，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了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
若问：艺术发展的明天会是怎样的？
人们往往会睁大了惊奇的眼睛，谁知道千奇百怪的西方现代派艺术的明天会是怎样的？
被誉为“西方艺术史泰斗”的贡布利希在《艺术发展史》的最后发出了“至于将来——谁能预言呢？
”的哀叹，因为我们还不掌握艺术发展的规律。
我们就是要走前人未走过的路，大胆地对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作出科学的概括与总结，它不仅可以说
明艺术的历史，而且可以预言艺术的未来。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对于哲学是这样，对于艺术也是这样。
中国人在几千年中创造了绚丽夺目的艺术作品已自傲于世界艺术之林。
今天，我们也应当创造出系统的科学的艺术学理论，使之能自傲于世界艺术理论之林，这正是摆在我
们面前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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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等艺术院校学生必修的基础理论教材，也是中等职业学校艺术类专业国家规划教材教师必备
的教学参考书。
全书共分16章，内容包括：绪论，艺术的社会本质，艺术的形象本质，艺术的情感本质，艺术的美的
本质，艺术的创作主体，艺术的创作过程，艺术创作的心理和思维，艺术的创作方法，艺术作品的构
成，艺术作品的非本质属性，艺术接受的地位、性质、特征与作用，艺术接受的过程，艺术发生论，
艺术发展规律论，艺术发展动力论，以及艺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等。
本书在对艺术学的基本原理作系统全面的论述的同时，还能解放思想，勇于探索，通过大量古今中外
艺术名作，对艺术作了一些新的理论概括和说明，丰富了艺术学的某些领域，其理论阐述科学严谨，
文字流畅，资料丰富，图片精美，力求做到理论的深刻性、新颖性与表现形式的生动性、趣味性的完
美的结合，是一本图文并茂、深入浅出的艺术理论著作。
本书也可作为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的教学参考书，对于中等职业学校、工艺美术、服装设计、群众文
化艺术等专业的学生来说，也是一本可以开阔视野，启迪心灵，提高审美境界的课外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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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普通中国人写的字，虽然是一个形象，但如仅仅是思想与语言的符号，不寓情感于其中，那只
能是非艺术形象。
书法家所创造的书法艺术就是艺术形象了。
普通人写的字与书法艺术中的字有何本质区别？
就在于书法艺术表达了人的情感。
宗白华说：“人愉快时，面呈笑容，哀痛时放出悲声，这种内心情感也能在中国书法里表现出来，像
在诗歌音乐里那样。
”①这是完全正确的论断。
古人说：“书者，心之迹也。
”又说：“心神不正，则字倚斜；志气不和，书心颠仆。
”明代书法家陈绎曾在《翰林要诀·变法》中对这些思想又作了具体的阐发，他说：“喜怒哀乐，各
有所分，喜即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则气郁而字敛，乐则气平而字丽。
情有重轻，而字之敛舒险丽亦有浅深，变化无穷。
”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为人耿介拔俗，刚直不阿，字如其人。
欧阳修就说过他的书法艺术与人格的联系：“颜鲁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
而畏之，然愈久愈可爱也。
”又说：“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
”颜真卿的代表作《祭侄文稿》（全称是《祭侄赠赞善大夫季明文》）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是
书法家为追祭以身殉国的侄子颜季明所写的一篇祭文（图3-6）。
唐玄宗天宝14年（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叛唐，攻占东都洛阳。
时任平原太守的颜真卿与其兄颜杲卿起兵平叛，颜杲卿的儿子颜季明担任两军的联络工作，转战河北
、山东、屡立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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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我写完《艺术学概论》这本书提笔写后记的时候，就好像每学期讲完了艺术学的基本原理作考前总
结的时候一样，我多么希望这时能自豪地说：同学们，当你掌握这些原理之后，你就可以说，我已经
懂得艺术了。
可是，每当这时，我的心情却没有这么豪迈和欢快，相反，我的心情是沉重和不安的。
我会反躬自问：自己是否可以说已经懂得艺术了？
我是学哲学专业的，长年在高等院校教授哲学课程。
文化大革命之后到一所艺术院校教授哲学课程。
哲学要求联系实际，同学们往往结合哲学原理的学习联系艺术实际。
我对艺术知之甚少，我只好请教那些以艺术为专业的青年人：某某同学说对了么？
每当这时，全班同学会高声叫道：说对了！
接着便是一片笑声。
这笑声，七分欢快，三分轻蔑。
但是，它带给我的只有无奈和酸楚。
难道这就是艺术院校哲学教师的命运？
我终于明白了：一个艺术白痴是无法在艺术院校中作一个称职的哲学教师。
这时，在我柔弱性格中倔犟的一面终于浮现了出来，难道艺术仅仅是某些天才的专利？
不。
别人可以掌握的，我也可以掌握，只不过对于已经习惯于抽象思维的头脑来说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
时间。
我决心搭起一座从哲学到艺术的桥梁。
我首先开了美学课，它留给我的是失败的回忆，内容仍然是那么空洞和抽象，形式仍然是那么晦涩和
乏味。
其原因还在于不懂艺术。
我又明白了，一个艺术白痴不可能作一个称职的美学教师。
于是，我又开了艺术概论课。
我想，直接讲艺术，总可以摆脱空洞和晦涩、抽象与乏味了吧？
其实，我又想错了。
按照《艺术概论》教科书的逻辑，要证明某一原理的正确性，总是用先哲的名言作论据，从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直到马克思、恩格斯，先哲们都是这么讲的，不就雄辩地证明了某一原理的正确性么？
可是，艺术院校的学子们并不这么看，艺术概论就是先哲言论的汇集吗？
你又怎能证明先哲名言的正确性呢？
我无法回答大家的问题。
我不为自己的低能而羞耻，我只为学子们缺乏理论思维而悲哀。
在我看来，先哲们的至理名言的正确性是不容置疑的，是无须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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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学概论》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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