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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传统文化对入文精神是特别重视的。
我国古老的经典《周易》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贲·彖辞》）意思是说，观察人类文明的进展．就能用人文来教化天下。
可见我们的老祖宗已经非常注重对人的人文精神的教化了。
所谓人文教化就是用人文精神来教育人。
那么，人文精神从何而来呢？
照《周易》看，它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积累起来的，也就是说，它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在我国历史的长河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人文精神教化的经验，例如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所
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论语·述而》）不修养德行；不讲究学习；听到符合道义的话而不能跟着做；有了过错而不能
改正，这些都是孔子所忧虑的。
孔子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对我国古代“人文教化”的很好的总结。
我们的人文精神是什么？
我想，就是要讲道德，讲学习，要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义，要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
　　在当今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看到，科学技术虽能造福人类社会，但也可能严重
地损害人类社会。
今天，许多事实已经证明科技的发展并不一定都是造福人类的；那么。
我们如何引导科学技术的发展呢?就是要用人文精神来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就是孔子说的，我们
应该努力做到“修德”、“讲学”、“改过”、“向善”。
“修德”并不容易，那必须有崇高的理想，有力人类长远利益考虑的胸怀。
“讲学”同样不容易，它不但要求要天天提高自己，而且要负起人文教育的责任。
“改过”，人总是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问题是要勇于改正错误，这样才可以不断前进。
“向善”是说人生在世，应日日向着善的方面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做到“日日新，又日新”，每
天都有新的进步。
只有做到这些，科学技术才不会脱离为人服务的根本目的，走到邪路上去。
因此，我们应该看到，科学技术越是发展，越是需要用人文精神来加以引导。
　　在当今人类社会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经济上的竞争无疑是十分激烈的。
我们的国家要坚强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
但中国自古以来，都强调“取之有道”，也就是说做生意、赚钱应该合乎道义。
可是面对我们国家的现实．有些人往往为了赚钱，取得高额利润，见利忘义，不顾及社会福祉，不讲
信义，甚至做出坑害人民的事。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除了制度上的不健全外，最主要的就是缺少一种可贵的关怀人的精神，缺乏关怀人的精神的教育。
我们做一切事都应“以人为本”。
为什么要发展经济？
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离开这一点，发展、赚钱都是不可取的。
如果说发展经济应“以人为本”，那么，在我们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就应处处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
这就需要有一种关怀人的人文精神，并对全社会进行关怀人的教育。
　　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将出版一套《普通高校人文素质教育通用教材》，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
事。
大学生是建设富强、繁荣的中国的生力军，我们国家未来的健康、合理地发展就要靠这批大学生，因
此，使他们受到良好的人文素质教育尤其必要。
我们的大学生当然要掌握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当然要担当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任，但千万不要
忘记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
首先应关怀人，关怀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做一个有理想、讲道德，能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民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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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文关怀的人。
我相信这套教材一定能在大学生成长的人生道路上起着良好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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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美术基本知识入手，然后对美术鉴赏的相关知识以及大学生关注的问题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和
点评。
在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探讨之后再将读者引入有趣的与美术密切相关的神话传说和宗教故事中。
本书还选取了中外美术家各10名，从艺术家生平故事的角度介绍他们的艺术，以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
。
最后对中国和西方两种不同类型的艺术进行了比较分析、对大学生比较关心也感到迷惑的现代派艺术
进行了点评，还将部分中外美术名作加以详细评介。

　　作者期待当代大学生在理性和感性方面协调发展，知识与修养同步提高。
美术鉴赏便是增强大学生视觉感受能力，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等感性素质的一条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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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洛加，女，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华美学学会会员,现任教于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1982年毕业于西南师大美术系油画专业，并留校任教。
此后曾先后在中央美院研究生班进修学习美术理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做访问学者研究
美学。
在西南师大美术学院任教至1996年，调入北京交通大学任教。
本人在高校主要从事美术理论和技法的教学与研究，同时从事水彩画创作。
 本人撰写并出版有《外国美术史纲要》、《大学生美术鉴赏》等著作5部，在《世界美术》、《美术
观察》等刊物上发表过论文、译文20余篇，绘画作品参加过省、市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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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司母戊大方鼎》是商王文丁祭祀其母亲所铸造的。
无论是它巨大的体积、重量、还是它的外观、纹饰都体现着商周时期奴隶主贵族的权威和喜好，表现
了一种狞厉的美。
    此大鼎内铸有“司母戊”三字，据考证，“司”系“祠”，“祠”作“祀”解，“司母戊”即为“
祀母戊”。
此鼎为商代晚期文丁祭祀其母亲所铸的青铜祀器。
此器呈长方形状，上有两耳，器身每面中心不作装饰，四周则饰满当时流行的饕餮纹和夔龙纹等奇异
的形象。
口沿下还饰有牛首图案，鼎耳上饰有虎。
所有图形都具有夸张的装饰性特点。
四只鼎足呈圆形，其上同样饰有各种神秘的动物图形。
整个方鼎显得巨大、庄严而厚重，透露出一种威严、神秘和恐怖的感觉，体现厂商代奴隶主贵族的无
上权威。
    《司母戊大方鼎》是我国现存的商周时代青铜器中最大的一件鼎器。
重约875公斤，也是青铜器中罕见的精品。
                              第二节  古代埃及艺术    埃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关于埃及的历史、文明
和艺术有许多动人的记述和故事。
    一、揭开埃及文明的神秘面纱    古埃及就像尼罗河岸边的宏伟金字塔群一样神秘而古老，它留给后
世许许多多艺术遗迹，大金字塔、巨石雕像、方尖碑、神庙和壁画等等，不胜枚举。
很早人们就目睹了这些古老而伟大的艺术遗迹，相信这儿有过伟大的文明。
至于文明的缔造者，人们对他却一无所知。
埃及的历史似乎已被人们忘却，成群的希腊人、罗马人以及后世的观光者所看到的．只是被淹没文明
的遗迹。
直到18世纪末叶拿破仑率领军队打到埃及并随军带去一批学者，才开始了对埃及历史的全面研究。
随着罗塞达石碑的发现和埃及象形文字的释读，埃及的文明史才最终展现在我们面前。
    1798年拿破仑打到埃及，他对埃及一直怀有无比的敬意。
一次，当他指挥士兵在金字塔前列队吋忽然产生了一种灵感，他对士兵们说：“5000年的文明史在注
视着你们！
”他还未到埃及之前就决定做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为了仔细研究埃及这个国家，他随军带去了考
古学者，并要求士兵们认真对待每一件在埃及土地上发现的古代遗物，他想揭开这块神奇国土的秘密
。
说来真巧，拿破仑手下一个士兵的发现把对埃及文明的研究推向了高潮。
1799年，拿破仑军队中的一个士兵在挖战壕时，铁锨突然碰到了一件硬物，他便小心翼翼地把土刨开
，挖出一块石板。
这块石板像打开的报纸一样大小，上面刻有三种古怪的文字。
他想，这块石头可能是件有用的东西，交给学者们去释读吧。
他哪里知道，展现在他眼前的正是学者们一直渴望找到的解开埃及之谜的钥匙，是一件重要的宝贝。
    这块石板我们称它为罗塞达石碑，因为它是在尼罗河支流罗塞达附近发现的。
石碑上用希腊文、埃及象形文字和埃及商用文并排写着一则神庙告示。
希腊文是我们已知的文字，把象形文同希腊文——对照，不就能解开象形文字秘密吗?学者们兴奋极了
，着手研究这个秘密。
随着石碑的发现，当时掀起了研究埃及历史的热潮，成千上万的猎奇者同考古爱好者蜂拥到埃及。
昔日法老的王国，如今变成了头版新闻的国家。
金字塔、木乃伊成了人们谈论的中心。
埃及历史就在这研究热潮中一页页地揭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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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影响埃及艺术的因素    古埃及社会是一个稳定封闭的专制主义国家，埃及国王法老(Pharaoh)拥
有绝对的权威。
专制禁锢了艺术的自由创造，也确立起了种种艺术规范。
这些规范使埃及艺术形成了统一而独特的艺术风格，保持了稳固的传统，也产生了宏伟杰作。
    埃及入特殊的宗教信仰——对死后生活的崇拜更是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艺术。
埃及人确信。
人死后将到另一个永恒的世界去生活，现实世界不过是一个短暂的过渡。
只要保存好死者的尸体让灵魂有所归宿，并为他修建一个永恒的栖身之所——陵墓，其中放入足够的
用具，墙上绘满奴仆和食物，人就会永远快乐地在那里生活。
因此，埃及法老和王公贵族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全都消耗大量资财，努力修筑规模宏大的陵墓，精心
制作棺椁，并准备大量精美的随葬品。
他们死后，人们用香料将其尸体制作成木乃伊加以保存。
埃及的艺术主要是围绕着人死后的生活而展开．因此有人称埃及的艺术为“黑夜的艺术”。
    埃及人用丰富的石材来完成他们的建筑及雕刻，因此埃及的陵墓和神庙经过5000多年的风吹雨打，
仍然巍然屹立在大沙漠中。
    埃及艺术随着其历史变迁和统治者朝代更迭而发展。
从公元前3200年上下埃及统一，到公元前332年被亚历山大征服，其间经历了31个王朝，分为5个王国
时期。
其中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三个统一时期的美术最为丰富，下面选择一些重要的艺术遗迹作一介绍
。
    三、不朽的埃及艺术    保存至今的古埃及建筑、雕刻和绘画都相当丰富．著名的大金字塔、狮身人
面像、纳姆西斯二世巨像、墓室壁画等等不胜枚举。
埃及建筑和雕刻大多采用石料，虽然历经数千年仍能保存下来，是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最丰富的古代
文明遗迹。
    l．建筑和雕刻    古埃及最重要的建筑是陵墓和神庙建筑。
金字塔就是最著名的陵墓建筑。
今天人们仍然能够看见的大金字塔群。
位于尼罗河西岸吉萨村附近，是埃及法老陵墓的代表作品。
    埃及金字塔的样式也是逐步演变而成的。
最初的埃及陵墓是一些梯形平台，被称为“马斯塔巴”。
到第三王朝时，法老乔塞尔不满足于梯形平台式的陵墓，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力，他把七层“马斯塔巴
”叠加在一起，成为台阶形的金宇塔，这就是最初的金字塔。
台阶金字塔以后逐步演变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四棱锥形的金字塔陵墓。
金字塔是埃及人的一大发明。
    金字塔这种四棱锥形陵墓建筑，因为外形似汉字的“金”字．所以中国人翻译为金字塔。
英语称它为Pyramid，意思是角锥体。
位于尼罗河西岸吉萨附近的三座大金字塔最为有名，它们是第四王朝法老库夫、哈佛拉和门考乌拉的
陵墓。
其中最高的一座是库夫金字塔，高146米多。
    金字塔并非单个的陵墓建筑，而是一个建筑群体。
它包括神庙、门廊、庭院和其他王族后妃的小金字塔群。
在这些小型建筑的衬托下，更显示出金字塔的宏伟高大。
金字塔三角形的稳定结构及沉重坚实的石质材料，充分体现了埃及法老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埃及历史的
悠久，在人的心理上会造成一种永恒的震慑力。
   到公元前2000年以后，埃及国势已弱，法老们无力再建造以前那样巨大的陵墓，加之首都底比斯附
近没有广阔的沙漠平原，只有陡峭的山崖，不适合建造巨大的金字塔，于是法老和贵族纷纷开始把陵
墓依山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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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王朝法老明图哈切普三世建的陵墓和神庙。
就是这类建筑的出色代表。
它是金字塔和石窟的完美结合，神庙由两层柱廊组成，祭殿有一半从山崖中开凿出来，神庙前有一条
通向平原的甬道，两旁排列着许多狮身人面雕刻。
十八王朝哈特舍普苏特女王的陵庙在依山而建的陵庙中最富有特色，它的规模巨大，三层宽阔柱廊平
台层叠而上，背后有巍峨的山崖，气势十分宏伟。
    新王国时期帝王陵墓和陵庙已不再建在一起，一些陵庙依山而建，陵墓则建在鲜为人知的荒山野谷
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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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序汤一介    中国传统文化对入文精神是特别重视的。
我国古老的经典《周易》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贲·彖辞》）意思是说，观察人类文明的进展．就能用人文来教化天下。
可见我们的老祖宗已经非常注重对人的人文精神的教化了。
所谓人文教化就是用人文精神来教育人。
那么，人文精神从何而来呢？
照《周易》看，它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积累起来的，也就是说，它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在我国历史的长河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人文精神教化的经验，例如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所
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论语·述而》）不修养德行；不讲究学习；听到符合道义的话而不能跟着做；有了过错而不能
改正，这些都是孔子所忧虑的。
孔子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对我国古代“人文教化”的很好的总结。
我们的人文精神是什么？
我想，就是要讲道德，讲学习，要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义，要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
    在当今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看到，科学技术虽能造福人类社会，但也可能严重地
损害人类社会。
今天，许多事实已经证明科技的发展并不一定都是造福人类的；那么。
我们如何引导科学技术的发展呢?就是要用人文精神来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就是孔子说的，我们
应该努力做到“修德”、“讲学”、“改过”、“向善”。
“修德”并不容易，那必须有崇高的理想，有力人类长远利益考虑的胸怀。
“讲学”同样不容易，它不但要求要天天提高自己，而且要负起人文教育的责任。
“改过”，人总是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问题是要勇于改正错误，这样才可以不断前进。
“向善”是说人生在世，应日日向着善的方面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做到“日日新，又日新”，每
天都有新的进步。
只有做到这些，科学技术才不会脱离为人服务的根本目的，走到邪路上去。
因此，我们应该看到，科学技术越是发展，越是需要用人文精神来加以引导。
    在当今人类社会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经济上的竞争无疑是十分激烈的。
我们的国家要坚强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
但中国自古以来，都强调“取之有道”，也就是说做生意、赚钱应该合乎道义。
可是面对我们国家的现实．有些人往往为了赚钱，取得高额利润，见利忘义，不顾及社会福祉，不讲
信义，甚至做出坑害人民的事。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除了制度上的不健全外，最主要的就是缺少一种可贵的关怀人的精神，缺乏关怀人的精神的教育。
我们做一切事都应“以人为本”。
为什么要发展经济？
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离开这一点，发展、赚钱都是不可取的。
如果说发展经济应“以人为本”，那么，在我们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就应处处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
这就需要有一种关怀人的人文精神，并对全社会进行关怀人的教育。
    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将出版一套《普通高校人文素质教育通用教材》，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
大学生是建设富强、繁荣的中国的生力军，我们国家未来的健康、合理地发展就要靠这批大学生，因
此，使他们受到良好的人文素质教育尤其必要。
我们的大学生当然要掌握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当然要担当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任，但千万不要
忘记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
首先应关怀人，关怀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做一个有理想、讲道德，能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民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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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文关怀的人。
我相信这套教材一定能在大学生成长的人生道路上起着良好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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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探寻艺术之美、提高审美修养，是当代大学生的追求。
但是如何鉴赏艺术品？
不少人感觉茫然，或者存在误解。
艺术鉴赏不仅涉及有关的知识，它还同一个人的形式感受能力、情感状态、深刻的理解力、丰富的想
象力以及长期的艺术修养相关。
陈洛加先生通过十几年高校美术鉴赏教学实践，对大学生的需求有相当的了解。
在多年教学经验和实践的基础上精心编写成《美术鉴赏》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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