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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重点教材。
作者从新的角度，以新的体系来建构艺术美学。
全书共分八章，对艺术美学的基本属性、艺术的基本结构、艺术风格及其审美形态、艺术的基本类型
及其特征、艺术审美体验、艺术的价值结构作了深入而全面的阐释。
    本书与同类教材最大的不同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注当代艺术动态的发展，增加了新媒体艺术（
实验视频影像艺术）等方面的内容，并且也加重了中国本土艺术方面的内容，比如书法、戏曲以及杂
艺等；二是在艺术的风格与形态中，将素朴与感伤、幽默与讽刺、隐喻与象征等范畴纳入，使教材内
容更加厚实，更具有学术性。
    本书语言流畅，图文并茂，可作为文史类、艺术类、工程类学生的教材，也可供大中专教师、文艺
爱好者、业余研究者教学参考和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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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万书元，1956年出生，湖北仙桃人。
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2年毕业于荆州师范学院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2000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建筑
系(博士)。
曾先后任教于东南大学艺术学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现任同济大学美学与艺术批评研究所所长，中
国普通高校美育研究会常委，全国艺术硕士(MFA)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万书元教授主要从事建筑美学、艺术美学的研究，主要著作有《艺术美学》、《当代西方建筑美学》
、《艺术的文化阐释》、《美术鉴赏》（合著）、《老书院》、《第十位缪斯：中国现代讽刺小说论
（1917-1949）》、《神话探幽》、《幽默与讽刺艺术》、《讽刺论》（译著）等，其中《艺术美学》
被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发表论文近百篇。
万书元教授曾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合作）、三等奖，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特
等奖（合作），国家优秀教材二等奖（合作），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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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三章　艺术风格及其审美形态风格，英文作style，除了“风格”之外，还有“样式、文体、
格调、趣味、方法、做派”的含义。
风格，作为一个美学概念，是谈论艺术的总体性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谈论艺术的差异性的一种方式
，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视角。
科克托说：“风格是灵魂，而我们的不幸在于，灵魂却呈现为身体的形式。
”所谓“风格是灵魂”，就是说，风格是艺术家或作品中内在的、具有本质意义的那些因素，这些因
素是稳定的、区别性的、可识别的。
伽达默尔认为，风格就是在同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中到处可见的个性特征。
他说，风格概念的使用，对所谓的个性风格来说，实际上就是一种对相同意义的一贯使用，因为这种
风格的含义也表明了作品多样性中的某种一体性，就如同一个艺术家富有特征的表达方式与每一个其
他艺术家区分开了一样。
不同的艺术形式，在风格上会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和特点。
视觉艺术的风格，更多地表现为造型手法和图案构成方面的独异性。
其建构方式，具有表层性特点；而叙述类的艺术，尤其是诗歌与戏剧，则主要表现在结构的处理、形
象的塑造和叙述的方式方面，具有深层建构的特点。
所以，作为剧作家的科克托，非常反对那种表层的、装饰性的艺术风格，认为那种单纯关注“美学外
表”（苏姗·桑塔格语）的做法是浅薄的，是不可原谅、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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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我开始学术研究以来所写的最吃力的一部著作，也是耗时最长的一部著作。
艺术美学这门课，我教了将近十年。
《艺术美学》列入国家“十五”规划也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
其实在列入国家教材计划之前，我已经有了教案，但是，我一直不敢拿出来。
直到拖无可拖，推无可推，几乎到了出版社规定期限的最后一刻，我才匆匆将教案修改完毕。
也是直到这时候，我才可以像许多著作大家在同样的情境下所做的那样，长长地舒一口气。
按照原来教案中的安排，本教材也应该有十二章，也就是说，除了本书包含的八章之外，还应该有四
章，即艺术与美的创造；艺术创造的过程；艺术解释的逻辑；艺术批评的维度。
为了理清思路，也为了节省篇幅，权衡再三，最后还是删除了这些章节。
现在看来，这个决策是非常正确的。
我始终认为，艺术美学和艺术理论，应该各有各的侧重点。
艺术美学，在理清了艺术和美学的基本问题——比如艺术的审美风格与形态及其类型特征的基础上，
应该侧重于作品的审美体验（当然，这里面也会包含鉴赏和解释的内容），总结艺术审美的基本规律
；而艺术理论则应该侧重于艺术的创作过程，总结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
因为，艺术美学所针对的，主要是潜在的艺术欣赏者；艺术理论所针对的，主要是潜在的艺术创作者
。
当然，这种从接受者的角度所做的分类，多少有些机械。
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那么些纯粹的欣赏者或创作者。
如果考虑到中间情形，或兼而有之者，事情就更复杂。
这或许是许多艺术原理的著作者和艺术美学著作者都立志将对方“吃掉”以自立山头的原因。
虽然理论研究中的学术职责不清、学科归属不明，这样的事，可以说是久矣乎已非一日，如今似乎也
没有太多的人那么较真。
但是，我还是觉得，既然做学术，就得有一点认真劲。
我们还是应该在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课程之间画出一条相对清晰的界限。
否则，我们何必开设那么多理论课？
既然混沌不分，只开一门课——一门无所不包的课，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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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美学》语言流畅，图文并茂，可作为文史类、艺术类、工程类学生的教材，也可供大中专教师
、文艺爱好者、业余研究者教学参考和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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