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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艺常识》一书，是真诚献给报考艺术院校的广播电视编导、影视制片管理、戏剧影视文学、文化
产业管理、文化艺术管理、影视学、摄影、摄像、灯光照明、数字媒体艺术、广播电视新闻学、导演
、国际文化交流等专业考生的一部考前参考用书。
根据多年来考生对此类读物的迫切需求，经全体编创人员齐心协力，为考生们编写整理了这本书。
其中包括：艺术理论、电影、广播电视、文学、美术、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等常识，共几百
个条目具体内容的概述。
我们认为，高等艺术院校的育人方式应起始于入学考试阶段。
《文艺常识》无论是作用于文艺知识的考前参考，还是作用于文艺知识的传播与应用，这部分功能性
的教育与服务工作，都将有助于深化教育改革和拓展学科发展。
事实上，类似“小百科”性质的工具书，包括中小学生读物有许多，但却不能满足艺术类院校考生集
中阅读、复习和迅速补充知识的需求。
在《文艺常识》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大量相关的工具书，从条目的选择到内容的撰写，都尽量
考虑到考生在中学所学知识的基础性和宽泛性，向考生提供容量适度的考前知识准备，使考生在文艺
知识领域有一个相对集中的学习与补充。
本书在部分条目名称的确定和内容的编写上与相关工具书也存在不同之处。
比如，以电影、文学和美术部分中的代表人物与代表作品相结合的编写方式，就使得篇幅更为浓缩也
更具有实用性。
对于概念性条目内容的撰写，依据近20年来社会发展和文艺观念的演进，尽可能注入较新的理论观点
，努力展现条目内容的现代理论内涵和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编写是一个资料汇编的过程，许多词条的解释和概念的阐述都来自固有的积累
，无法明确出处，有引用文献而未注明的地方，敬请谅解。
祝愿报考艺术院校的考生们考出优异的成绩，迈进艺术的神圣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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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福起编著的《文艺常识(第4版)》一书，是真诚献给报考艺术院校的广播电视编导、影视制片管理、
戏剧影视文学、文化产业管理、文化艺术管理、影视学、摄影、摄像、灯光照明、数字媒体艺术、广
播电视新闻学、导演、国际文化交流等专业考生的一部考前参考用书。
全书内容包括：文艺基础知识、电影、电视、文学、戏剧、戏曲、美术、舞蹈、音乐及其他知识等，
共几百个条目具体内容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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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福起，中国影视高考培训联盟秘书长，影视传媒类专业高考辅导专家，资深传媒考试辅导教材出版
人，中国影视高考网运营总监。
现致力于影视传媒艺术高考培训、传媒考试教材出版工作，对影视传媒教育规律和考试政策有较深入
的研究，汇集多年研究成果和教学经验编写的《广播影视类高考专用丛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并且成为全国广播影视艺术类专业考生和培训机构的首选教材，被誉为影视高考的"必备胜经"
。
 在多年的考前辅导中，采用精英化小班教学的方法，并且因人而宜制订合理的教学计划。
曾先后参与多所院校的招生考试工作，并与部分院校有良好的招生合作关系。
所辅导的学生成功考入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
、浙江传媒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四川音乐学院、东北师范大学等高等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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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电影节  及奖项
    (一)中国电影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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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重要影片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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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中国广播电视发展概况
  第三节  电视常识
    (一)电视基本常识
    (二)电视栏目
    (三)电视剧
    (四)电视广告
第五章  美术常识
  第一节  美术基本理论
  第二节  中国美术
    (一)先秦及秦汉美术
    (二)魏晋南北朝美术
    (三)隋唐五代美术
    (四)宋元明清美术
    (五)近现代美术
  第三节  外国美术
    (一)美术流派
    (二)外国美术家及其代表作品
  第四节  书法篆刻
    (一)书法篆刻基本理论
    (二)著名书法家及作品
第六章  音乐常识
  第一节  音乐基本理论
    (一)基本概念
    (二)音乐体裁及形式
    (三)声乐
    (四)器乐
  第二节  中国音乐
    (一)中国古代音乐
    (二)中国现当代音乐
    (三)中国民间民族音乐
    (四)中国重要音乐作品简介
  第三节  外国音乐
    (一)音乐思潮及流派
    (二)外国音乐名家名作
    (三)现当代世界乐坛
第七章  戏剧戏曲常识
  第一节  戏剧基本理论
  第二节  中国戏曲
    (一)戏曲基本常识
    (二)戏曲剧种
    (三)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
第八章  舞蹈常识
  第一节  舞蹈基本理论
  第二节  中国舞蹈
    (一)中国舞蹈种类
    (二)中国舞蹈名家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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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外国舞蹈
    (一)外国舞蹈种类
    (二)外国舞蹈名家名作
第九章  曲艺杂技常识
  第一节  曲艺杂技基本理论
  第二节  曲艺杂技名家
第十章  文艺常识基础训练题
  第一节  简答题
    参考答案
  第二节  填空题
    参考答案
第十一章  部分院校招生考试文艺常识真题及参考答案
  第一节  2011年河南省编导制作类专业招生统考文学常识试题(A卷)
  第二节  2011年陕西省播音编导类专业招生统考试题
  第三节  2009～2011年北京电影学院影视编导摄制类专业招生考试真题
  第四节  2011年西南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招生考试真题
  第五节  20lO～2011年山东师范大学影视编导摄制类专业招生考试真题
  第六节  2010～2011年广西民族大学影视编导摄制类专业招生考试真题
  第七节  2010～2011年重庆邮电大学影视编导摄制类专业招生考试真题
  第八节  2009～2011年天津工业大学影视编导摄制类专业招生考试真题
  第九节  2010～2011年鲁东大学影视编导摄制类专业招生考试真题
  第十节  2010～2011年周口师范学院影视编导摄制类专业招生考试真题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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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3.浅析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的象征手法。
 象征的基本含义是用某种知觉或想像的图像标示来暗示某种不可见的意蕴，它可以通过意象来诱发欣
赏者的经验和情感的表现，使文学作品产生强盛的生命力和永久的艺术魅力。
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即是通过局部修辞手段的象征手法来赋予这部小说的象征性。
 （1）主人公圣地亚哥是"生命英雄"的象征。
他敢于向人生的种种磨难宣战，向人的生命的极限挑战并超越它。
 （2）大海象征人生的搏斗场，是人类社会的剪影。
 （3）鲨鱼主要代表一切破坏性的力量，是掠夺成性、制造灾难、阻止人们达到理想境界的各种破坏
性恶势力的象征。
 （4）狮子代表旺盛的生命力和青春，象征着老人对力量的追求和强者得向往。
 4.如何培养和提高艺术鉴赏能力？
 人的审美能力和艺术鉴赏力不是天生的，而是长期实践的结果。
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人类的审美能力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水平，鉴赏者个体的审美能力
更是需要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培养与提高。
艺术修养与鉴赏力的培养与提高，涉及许多方面，尤其表现在以下几点。
 （1）艺术鉴赏力的培养与提高，离不开大量鉴赏优秀作品的实践。
艺术鉴赏的实践经验非常重要。
多听音乐就能培养和提高耳朵的音乐感，多看绘画就能训练和发展眼睛的形式感；文学作品读得多了
、读得熟了，也就有了比较，有了鉴别和欣赏。
尤其是大量地、经常地鉴赏优秀的艺术作品，更是直接有助于人们艺术修养与鉴赏力的培养与提高。
 （2）艺术鉴赏力的培养与提高，离不开熟悉和掌握艺术的基本知识和规律。
艺术修养包括对一般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的初步了解，也包括对各个艺术门类和体裁的艺术特征、美学
特性和艺术语言的熟悉和了解。
 （3）艺术鉴赏力的培养与提高，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
文化知识水平对艺术鉴赏也有很大影响，广泛的历史、文化知识十分重要。
 （4）艺术鉴赏力的培养与提高，离不开相应的生活经验与生活阅历。
艺术创作离不开社会生活，艺术鉴赏也同样离不开社会生活。
鉴赏主体总是在自己生活经验的基础上感受、体验和理解艺术作品的。
鉴赏者的生活经验越丰富、越深刻，越有助于对艺术作品的审美欣赏。
 （5）美育与艺术教育在培养和提高艺术鉴赏力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美育与艺术教育作为一个独立或专门的领域，就是要通过培养与提高人们敏锐的感知力、丰富的想象
力和审美的理解力，从而使人们形成健全的审美心理结构。
美育与艺术教育不但重视培养提高鉴赏者个体的艺术修养和鉴赏能力，而且重视培养提高全社会群体
的艺术鉴赏水平，提高广大群众的艺术鉴赏力。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艺常识>>

编辑推荐

《文艺常识(第4版)》适用于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学、导演、摄影摄像、影视制片管理、公共事
业管理、文化产业管理、媒体创意等艺术类专业的招生考试，此外，对现在高考中基本能力测试科目
的备考以及大学本科文艺类专业的考研复习，也能提供切实的帮助。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艺常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