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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精品教材之一，从绘画、雕塑、书法、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等艺术样
式的艺术特性、基本表现手段和名作赏析三个方面进行讲解。
    教材侧重各艺术样式基本表现手段的阐释，在作品赏析中突出艺术性、审美性欣赏，着重赏析不同
艺术样式的代表作品如何运用独特的艺术手段来塑造艺术形象、表现审美情感，集中培养、提高学生
的“艺术”感。
注重在系统讲解、相互比较中具体恰当地把握各艺术样式的欣赏规律，抓住重点、核心进行简明扼要
的阐述，使学生一书在手，众艺在心。
书中附有大量图片，图文互参，相得益彰。
    本教材适宜于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艺术欣赏水平，建构完善的审美心理结构
，满足大学生自我设计、自我完善的需求；同时也适应社会广大读者加强文化艺术修养的普遍需求，
对提高和完善国民素质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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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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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绘画的基本表现手段　　一、线条　　二、色彩　　三、构图　　四、明暗　　五、笔触
　　六、肌理　第三节　绘画名作赏析第二章　雕塑　第一节　雕塑的艺术特性　　一、实体性、立
体性的空间造型　　二、单纯性、象征性的艺术表现　　三、装饰性、纪念性的审美功能　第二节　
雕塑的基本表现手段　　一、形体　　二、量感　　三、明暗　　四、塑痕　　五、材质　　六、环
境　第三节　雕塑名作赏析第三章　书法　第一节　书法的艺术特性　　一、不脱离字形的抽象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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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的艺术特性　　一、时间性、听觉性的音响形象、　　二、概括性、宽泛性的情感意蕴　　三、格
律性、数学性的结构形式　第二节　音乐的基本表现手段　　一、旋律　　二、节奏　　三、节拍　
　四、力度　　五、速度　　六、调式　　七、调性　　八、音色　　九、和声　　十、复调　　十
一、织体　　十二、曲式　第三节　音乐名作赏析第五章　舞蹈　第一节　舞蹈的艺术特性　　一、
富有节奏韵律的动作性　　二、时空、动静结合的造型性　　三、直接、强烈、概括的抒情性　　四
、融会音乐、美术因素的综合性　第二节　舞蹈的基本表现手段　　一、动作、姿势、表情　　二、
节奏　　三、构图　　四、服饰、道具　第三节　舞蹈名作赏析第六章　戏剧　第一节　戏剧的艺术
特性　　一、以表演为主导的综合性　　二、以情境为核心的戏剧性　　三、形体、言语、静止的动
作性　　四、时空、情境、手段的假定性　第二节　戏剧的基本表现手段　　一、剧本　　二、表演
　　三、导演　　四、舞台美术与音乐、音响　第三节　戏剧名作赏析第七章　影视　第一节　影视
的艺术特性　　一、视觉性的动态画面　　二、多方位的自由时空　　三、融会科技与多门艺术的综
合手段　第二节　影视的基本表现手段　　一、画面构图　　二、镜头　　三、蒙太奇　　四、光景
与色彩　　五、声音　第三节　影视名作赏析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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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安格尔《大宫女》《见“附录”图1-6）　　安格尔是一位唯美的古典主义大师，裸女是其绘画的
主要题材。
与以往侧重表现女性形体本身的美不同，他的表现主旨是形式美。
他心目中理想的形式美是由圆形、曲线、弧线等体现的，而女性肌体恰恰充分展现了这些美的形式因
素。
因此，他更愿意画女性裸体形象，通过对女性形体上的这些因素的概括、夸张甚至变形，来充分表现
形式美感。
这幅《大宫女》便通过土耳其宫女肌体的变形描绘，表现出舒展流畅、婉转起伏的形式美意味。
　　古典主义美术不是纯写实的，而是理想化的。
它以形式美法则为依据，可以对描绘对象进行夸张变形，抽象概括。
《土耳其浴室》强调了女性形体展现的圆；《大宫女》则突出了舒展流畅的弧线。
为了美的长弧，安格尔拉长了这位宫女的背部。
按正常比例看，此形体背部至少多了三块脊骨。
这是不真实的，但唯有如此，才更充分地展示了那条修长伸展的美妙的弧线。
弧线之美高于自然人体，这便是安格尔的取舍。
为了弧线的流畅，右臂省略了一些曲折、粗细变化的部分，使其均匀一致，几何化、抽象化了。
裸女身下的繁复重叠的床单曲线，更衬托出人体弧线的简洁流畅。
　　以背部这条长长的弧线为基调，躯体的几条曲线、弧线形成了协调呼应关系，如同多重的和声。
自腰际至右脚的长弧，既同背部之长弧形成反向的对应，又使二者结合，产生婉畅起伏的卧S形曲线
。
与右腿之弧相接触的手臂长弧，两端上扬，同背部之主旋弧相顺应，成为和谐的协奏。
里面弯曲的左腿，又形成与右腿之弧同向的协调伸展。
　　姿态的摆布，形体的安排，都服从于抽象形式化的构成。
一个圆圆的乳房摆在了腋下，使理想的球体融进了手臂与躯干的弧线里。
右手、双脚的同向摆布与扭转，右手、左脚在左腿、右腿之伸展弧线上的斜向插入，体现了线的几重
平行和节奏的划分。
伸展中有停顿，间隔后又层层延续。
　　在西方人体画中，自左上至右下的斜卧姿势是常见的。
如乔尔乔纳的《沉睡的维纳斯》等。
与那些偏于正面的形体不同，安格尔的《大宫女》以背姿呈现在观众眼前。
但这种背姿又不同于委拉斯贵支的《镜前的维纳斯》。
《镜前的维纳斯》的脸是朝内的，通过镜子照出面容。
而《大宫女》则是转脸回眸，使整个姿态更添丰富变化。
她又不是米开朗基罗的《昼》那样的紧张扭折，而是轻松舒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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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朱光潜先生有一句名言：“不通一艺莫谈艺”。
④从事美学、艺术理论研究必须有具体深厚的艺术修养，否则在谈论艺术时难免隔靴搔痒。
从另一个角度看，艺术家是通艺的，但未必非要谈艺；而美学家、艺术理论家则必须谈艺。
尤其是艺术教育工作者，既要通艺，更要能谈艺。
“谈艺”谈何容易！
艺术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艺术欣赏是具有个性化、朦胧性的。
但艺术理论、艺术赏析却必须去“谈”这些“不可谈”者，必须概括一定的艺术规律和特性，说明作
品的情感意蕴与表现形式，突出所谈内容的明确性，让读者更清楚地明白、理解，从而引导读者尽快
地掌握、提高艺术鉴赏能力。
当然，理论上的界定阐释只是相对地接近真理，本教程对不同艺术样式的特性、手段的说明，对代表
作品的赏析讲解，也是力求尽可能地切合其实际。
这本《艺术欣赏教程》由中央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辽宁师范大学、吉林艺术学院、东北师范大
学、哈尔滨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多年从事艺术教育的教师编写，他们都有丰富的艺术创作实践和艺术
教学经验，有比较突出的艺术理论研究成果，保证了教程编写工作的顺利进行。
　　具体编写分工（按姓氏笔画为序）：王亚滨（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第五章；许鸿（东
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第二章；宋民（辽宁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导论、第一章、第三章
及第二章中的部分内容；李焕星（吉林艺术学院戏剧学院）、邹毅（吉林艺术学院戏剧学院）——第
六章；胡净波（沈阳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张展（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第四章；陶然（吉
林艺术学院戏剧学院）——第七章。
在编写过程中，先由主编革拟了编写大纲和编写原则，征求参编者意见后确定。
各章编写者在大纲基础上撰写并进行了一些具体调整。
各章节完成后，主编修改、补充部分内容，统一体例、文风，定稿。
　　经过近一年的时间，我们完成了这本教程的编写任务。
当然，难免存在不当之处。
我们诚恳希望在教程使用过程中，能得到专家、广大师生和读者的批评指导，以便在以后的修订中加
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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