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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是学油画的，在艺术理论方面，缺乏系统的知识准备。
由于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特别是在长期的学校工作中面对着学艺术的青年人，我无法回避理论方面
的问题，近些年来更迫切地感觉到理论的需要，于是只好逼着自己学习，同时记下一些想法，这样也
就积累了一些类似“瞎子摸象”式的札记。

　　我敬重成语中“摸象”的那几位失明的朋友。
他们诚实地工作，用有限的感官来认识对象。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摸象札记>>

书籍目录

自序
引言
一、关于“艺术是什么”的思考
　（一）艺术品是否有共同的本质
　（二）艺术是在假定性的前提　（条件）下作者对人的质的魅力的追求和展示
　（三）艺术品所展示的“人的质的魅力”来自何方?
　（四）关于艺术的起源
　（五）关于艺术的边界
　（六）评价艺术“创造性”的标准是什么
　（七）关于艺术的功能
二、对美的本质的探讨
　（八）“美是什么?”是一个可以不断被深入认识的问题
　（九）美是优质人性的感性显现和泛化
　（十）从“人的本质”谈起
　（十一）关于“社会文化构造
　（十二）关于“优质人性
　（十三）在人的价值体系中，审美价值处在具有总括意义的高端
　（十四）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美是以怎样的方式　（形态）存在于世间的?
　（十五）审美活动是与人类的基本生存活动结合在一起的
　（十六）审美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它表现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同时也表现在个体与
社会之间
　（十七）人性观与美学观
　（十八）美的本源不存在于“生命力”“自由”等抽象概念之中
　（十九）“直接面对审美活动本身”不是展开“审美哲学的探讨”的正确方向
三、人与自然
　（二十）自然是人类的母亲
　（二十一）自然又是人类的对象
　（二十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永远需要面对的问题
四、实践在美学上的意义
　（二十三）实践在美学上的意义，是它在人类生存发展中意义的反映
　（二十四）“美的本质、根源”并不“来于实践
五、关于美的泛化
　（二十五）美的泛化的三种途径
　（二十六）通过实践形成的美的泛化
　（二十七）通过“联想与想象”形成的美的泛化
　（二十八）通过“节律同构效应”形成的美的泛化
六、关子美感与美、美感与快感等问题
　（二十九）美感与美　
　⋯⋯
七、关于“节律同构效应”
八、关于“形式”“形式美”
九、关于美学的方法
附录一
附录二
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摸象札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摸象札记>>

章节摘录

插图：叶燮这种见解，基本上是中国文人的共识。
在中国的艺术精神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尽管在对人生价值的追求上有差异，但在把艺术家对人
生价值感悟的水平、人的“质”的水平，看作是决定其艺术价值的根据这一点上，似无不同。
我不清楚西方人对艺术家与他作品关系各种论述的系统观点，但总的印象他们也是在作品——作者—
—社会环境和时代精神的关系中来把握艺术的，只是各家重点不同。
我想，做出以下结论并不武断：艺术家的全部个性特征（包括其生物学意义上的特征）、他的社会实
践乃至整个人生道路所促成的这个人，对于他的艺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文如其人”“画如其人”.是艺术家无法逃脱的客观法则。
人们所“认识”的齐白石、贝多芬，正是他们作品所体现的那个“齐白石一‘贝多芬”，也正是作为
艺术家的那个具体而真实的齐白石和贝多芬。
肯定“文如其人”这一论断，并不等于我们对艺术家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就都搞清楚了人是复杂的，
在人与它的作品的对应关系中，有许多问题有待做出更加深入的解释。
例如：我们虽然可以肯定艺术品是被其作者的质所决定，但作品是否是作者质的全面反映，就不是一
个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
这里不仅存在着艺术家自身的复杂性以及作品所包含的关于作者的信息是否充分的问题，还存在对作
品所提供的信息能否完全识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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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开始写《摸象札记》的直接动力是寻找认识和解决美术发展中问题的思路，美学方面的基础理论问题
仅仅是因为无法回避才不得不鼓起勇气去面对。
心里真正关注的是尽快穿透这个硬壳，进入对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的研究，因为这才是自己预设的正
题。
没有想到，“美是什么”一类问题，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这大量的消耗，虽然不能算是白费，但对我来说也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
我自己本行的工作已被耽搁多年，受到各方“不务正业”的指责，自己也深感遗憾。
何时再去接着完成《摸象札记》所“预设的正题”只好另做打算了。
每一次回头重读写过的东西，都发现有文字粗疏、论述简单、问题没说清楚的地方。
对于一些自以为思考得相对清楚的问题，又觉得没有充分展开，尽管遗憾很多，但我的基本观点算是
说出来了。
存在于其中的不周和错误，只能留待今后去补充、去修正。
坦率地说，整理这些札记也并非没有“野心”，这“野心”就是企图为立起（认识、发现）一个符合
艺术规律、体现当代文化要求的审美价值坐标做一些铺垫工作；希望在复杂的文化情景中、在光怪陆
离的艺术现象中，把握住一杆有效的秤，以便称出各色艺术现象价值的斤两，从而获得一种自觉性，
使我们能高屋建瓴地、更主动地发展我们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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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象札记》：中央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科重点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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