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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艺术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独具特色、成就卓异的组成部分。
它既是中华多民族艺术的历史创造，也是在社会文化形态中多彩多姿极富民族特征的艺术结晶。
中华艺术有自己的审美理想与表现形态，有历史形成的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文化传统，有自成系统的理
论体系，也有不同地域与诸多民族各个历史阶段上的不同侧重。
这部《中华艺术导论》（以下简称《导论》）是以不同时期历史发展顺序，分章撰述，上起原始社会
，下迄清宣统三年（1911）。
具体分史前；夏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西夏金；元代；明代；清代，共为
九章，综合地、系统地论述了自远古以来随着社会生活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华艺术生成演变的全
过程，它是一部囊括中国传统主要艺术门类的综合的艺术史的导论。
一、《中华艺术导论》的研究对象与立论基础中华艺术像世界各国艺术一样，有其“混生”与分门类
发展的漫长的过程。
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学术界对我国传统艺术的研究，逐渐有了新的参照体系和新的视角
，特别是由于近百年地下文物璀璨菁华的不断发掘和发现，更推动了我国艺术文化史论研究的深入开
展，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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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不同时期历史发展顺序，综合地、系统地论述了自远古以来随着社会生活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
，中华艺术生成演变的全过程，它是一部囊括中国传统主要艺术门类的综合的艺术史的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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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此，人类开始了按照头脑中已经存在的某种观念（需要）有目的地改变自然物形态（现实）
的创造性活动。
通过这一活动，实现了预想的目的，从而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
自从“自意识”破天荒地出现以后，人（正在形成中的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
此前，活动主体只处在适应自然的被动地位，对自然界只能依存、顺应，并与之保持着比较对立和比
较疏远的关系；而在此以后，前者则上升到对后者不仅适应而且亦有改造的能动地位，人和自然之间
开始了比较密切、比较复杂的多重关系。
在此以前，自然界和活动主体都只是一种存在而已，但从此以后，它们开始被意识到了，尽管这种意
识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歪曲的。
因而，“自意识”作为最初的起点，使相对于客观存在的“意识”逐步地产生了相对独立性。
一件物质性的工具可以毁坏和泯灭，但一种意识形成以后，则成为历史存在，作为传统的萌芽已经扎
根，而在代代相传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由此而开始了意识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的新的历史。
艺术，从此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的特殊方式才有可能并必然地出现了。
“自意识”在艺术发生中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艺术活动发生的主要动力。
“艺术的普遍而绝对的需要是由于人是一种能思考的意识，这就是说，他由自己而且为自己造成他自
己是什么，和一切是什么”①。
人类的这种能动作用是促使他进行一切实践活动的原动力和活动过程中的主宰。
“人还通过实践的活动来达到为自己（认识自己），因为人有一种冲动，要在直接呈现于他面前的外
在事物之中实现他自己，而且就在这实践过程中认识他自己。
人通过改变外在事物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些外在事物上面刻下他自己内心生活的烙印，而且发现他
自己的性格在这些外在事物中复现了。
人这样做，目的在于要以自由人的身份去消除外在世界的那种顽强的疏远性，在事物的形状中他欣赏
的只是他自己的外在现实。
”②这是黑格尔在《美学》中所讲的一段话。
他认为这种满足心灵自由的需要“是艺术以及一切行为和知识的根本和必然的起源”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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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艺术导论(套装上下册)》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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