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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开头提了三个简单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开艺术史课？
艺术史对教育不生有必要、有用吗？
难道不能把这门学问交给“专家”搞吗？
    这些问题既是对我们的挑战，也是给我们的机会。
本书论述了艺术史提供的许多不同的方式方法，尤其是激发直接参与。
通过开设艺术史这门课，从各个时期和各种文化中人类精神的表现，我们可以探讨世界的本质和人的
本性。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的作者是斯蒂温·艾迪斯，就艺术中学科作了介绍并提出一些问题；第
二部分的作者是玛丽·埃里克森，就如何能使艺术史成为美国青年人普通教育的一部分，进行了研究
并提出了方案。
本书主要是为艺术教育工作者编写的，但也欢迎包括学生家长、居民和学生在内的其他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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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艾迪斯，美国里士满大学艺术和人文学科教授，新奥尔良艺术博物馆东方艺术馆馆怅。
主要著有《武士画家》和《禅宗艺术。
等。

    埃里克森，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艺术学院担佩分院教授，曾在宾夕法尼亚州库茨敦大学教育系任
教多年。

    宋献春，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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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与可画竹时，    见竹不见人。
    岂独不见人．    嗒然遗其身。
    其身与竹化，    无穷出清新。
    庄周世无有。
    谁知此疑神。
[15]    苏轼的两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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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序总序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教育改革的深化，艺术教育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艺术作为
学校教育之“副科”的时代即将结束了。
现代人普遍意识到，艺术世界是奥妙无穷的世界，艺术经验对丰富人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艺术与人
性中最深层的东西息息相通。
在人类历史长河的每一关键时刻，艺术都给人以希望和勇气，使人类的天才和智慧得到充分的发挥和
施展，并保证了人与人之间心灵的交流。
一个没有艺术的民族和社会是不可思议的，正如没有艺术的教育是不健全的教育一样。
艺术对青少年的成长具有决定性意义。
艺术不仅能表达感情，使人的创造性冲动得以最大施展。
而且能提高学生的洞察力、理解力、表现力、交流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艺术世界，学生可以学到在其他学科领域学不到的东西。
因此，艺术教育是学校教育所不可缺少的。
        但是，艺术又是一个开放的领域，艺术的内涵是不断丰富和扩展的，艺术的发展潜力是无限的。
这就决定了，艺术教育不仅仅是传统认为的艺术技法的教育，而且是一个开发智慧的复杂系统工程。
这就决定了，人们不可能仅凭掌握一点技法就能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除了掌握技法外，还必须熟悉
艺术发展历史，具有欣赏艺术的趣味和评价艺术的洞察力。
而这些能力的获得又都离不开美学、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和素养。
因此，美学、艺术制作(设计)、艺术欣赏、艺术批评等，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今艺术教育的四大关键要
素。
一个没有美学指导的艺术教育，是盲目的和不成熟的艺术教育，正如不联系艺术实际的美学是空洞的
美学一样。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我们才决定编辑和出版这套丛书。
值得一提的是，正当我们策划本丛书的时候，北京大学艺术学系成立，这是一个波及全国、影响深远
和含义深刻的“事件”。
众所周知，自从已故宗白华先生在东南大学开设艺术学课程至今，我国艺术教育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世
纪的历程，但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多数学校的艺术教育仍然以艺术技法教育为主。
北大成立艺术学系(而不是艺术系)，其动机之一就是要改变上述单一局面。
其注重的艺术教育，着眼点并不仅仅在于艺术，而是整个教育领域。
众所周知，由于受市场机制影响，目前我国教育出现了理工科压倒入文学科的趋势，这种失衡对学生
的素质发展极其不利。
同自然生态一样，失衡会使各种物种急剧退化和丧失，多元之间的相互支持以及由此造就的大千世界
就会走向死寂。
教育何尝不是如此。
北大推行的艺术教育，是一种作为人文教育之中坚的艺术教育，它处于教育神经中枢中的最敏感部位
，意在贯通理智和情感，辐射各门学科，自然举足轻重。
    很明显，这种作为人文教育之中坚的艺术教育，注定是一种面向全体学生的艺术教育。
因此，它既不同于一般艺术院校的纯技法教学，又不同于抽象的美学理论训练。
用中国传统的话说，一般艺术院校追求的是由技入道，最理想的状态就像庄子说的那个游刃有余的屠
夫。
但这条路充满陷阱，弄不好就会成为匠人。
所谓匠人，就是只有技法，而无思想，更谈不上创造性。
这种人注定永远沿着别人的路走(本国的或外国的)，或永远在某种外力的牵引下行动。
美学理论训练则是由理入道，即从弄通道理入道。
但自相矛盾的是，美学自身又是一门专门研究感性的科学，其自身的性质规定了，学习美学的人必须
通过对感性的理性认识，方能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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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设想，这条道比由技入道还要难。
美、艺术等，本是感性的和精神的东西，不像物理学、化学研究得那么具体，却要用理智去认识它，
弄不好就是从教条到教条。
把一种丰富多彩、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变成干巴巴的东西。
作为北大艺术学系兼职教授，我主编的这套丛书，追求的是一种适合北大人文倾向的艺术教育，它所
张扬的，是将“由技入道”和“由理入道”两种方式结合起来的综合性和全新的艺术教育，是一种张
扬“艺术化生存”的教育。
这种生存方式，是一种全面的和整体的生存方式，不仅需要知识和技术，还需要更成熟的人类情感。
按照这种生存方式，从事艺术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通过创造和欣赏艺术，更好地掌握自己和认识
自己。
而不是让无感情的技术和机器掌握自己。
人类必须通过这种艺术，在技术发展遭遇的暗礁中踏出一条回归自己的路。
因此，这种艺术教育，不仅能帮助学生艺术地感觉，又能帮助他们科学地思考。
艺术以其生动的表现形式陶冶学生的感情，科学以其严密的逻辑和知识丰富他们的才智。
经过这种艺术学薰陶的学生，必将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开阔的胸怀和眼界，更丰富多彩的生活经
验和人文修养，更富有活力和魅力的人格，更富有进取精神。
我衷心希望，这套丛书能对深化我们的艺术教育，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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