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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艺术欣赏，其实不过是借有限的但也就是有力的诱导物，让欣赏者利用他们的那些和特定的艺术形象
有联系的生活经验，发挥想象，接受以至“丰富”或“提炼”着既成的艺术形象。
音乐是给人听的，可是听音乐的人能够觉得看见了其实不在眼前的什么。
绘画是给人看的，可是，例如画出了汹涌的水势的马远的《水图》，能够使人觉得听见了什么。
我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词句来说明这种精神活动，姑且把它叫做“再创造”吧。
⋯⋯欣赏活动，作为一种受教育的方式或过程，应该说不是简单地接受作品的内容。
对于欣赏者自己来说，当他受形象所感动的同时，要给形象作无形的“补充”以至“改造”。
这种精神活动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是毫无限制的，但它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宋朝有名的山水画家郭熙，讲究山水画动人的效果，要求画中的山水使人觉得它是可行的，可望的，
可游的，可居的。
这不只是为了形象真实，让人们相信画里的山水可行、可望、可游、可居，而且，更要紧的是，要求
山水画具备强烈的魅力，好比好戏把观众引进戏里那样，把看画的人吸引到作品所构成的境界之中，
使他成为无形地在作品中活动的人物。
艺术欣赏不简单。
看不见林中的庙宇，看得见溪边的和尚；看不见路边的酒店，看得见林梢的酒旌；看不见赶路的行人
，看得见待渡的小船；这些似乎不完整的景象，是很诱人的。
依靠某些瞬间现象和自然的一角的描写，使欣赏者联想到没有直接出现在画面上的东西，甚至觉得自
己可以进入画里的境界，加强人们和实际生活的联系。
这种对我们说来是有趣也有益的欣赏活动，习惯的说法叫做“卧游”，也叫做“神游”。
假若片面地把素材作为判断艺术技巧的标准，否认欣赏者的精神作用，这些现象就无法解释。
人们爱说好的山水画有咫尺千里之势；离开了欣赏者，咫尺的山水画，哪里来的千里之势的效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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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赏析概要》是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艺术欣赏”课编写的主教材，它与该课的音像教材（
电视授课36学时）相互配合，力图主要通过作品的赏析，给学生讲授初步的艺术知识，以培养学生的
艺术欣赏能力并提高其审美素质。
《艺术赏析概要》的内容，除引论部分概说和提挈全书外，其余部分则依次安排十一个艺术门类的欣
赏。
各艺术门类的欣赏，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便于学生吸收知识和掌握方法，其编写体例除了少数例外，
一般分为艺术语言特征、作品欣赏和欣赏方法三个紧密相联的段式，另配有内容提要、自测题和图片
资料，重点提示性文字则排黑体。
我们希望这样的设计有助于学生的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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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有人说音乐的表现是不确定的、多义的。
其实，所谓的“不确定”不一定是作品本原意义上不确定。
作品一经固定在乐谱上，就只能是那个固定了的作品。
可是，经过演唱演奏的不断再创造、再丰富，尤其是欣赏者结合自己的体验予以再填充，不同人或者
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环境，或不同的情绪状态下，对它的感受——也就是它的最终实现，则不完
全一样，甚至大有不同。
这便形成了音乐表现既有稳定性的一面，又有演绎性的一面。
与这一特点相伴，音乐特别耐人寻味，同时也很容易被人歪曲。
应当说，任何艺术作品都无法保证自己不被歪曲，不过相比之下音乐被歪曲的可能最多、最大，也来
得特别方便。
音乐艺术是这样细致、敏感，哪怕仅仅是某些因素——不要说节奏、曲调、和声、织体、结构，就是
速度、力度、音色、唱奏方法等某一方面稍加改变；都会使音乐的表现发生变化，即或最庄严的音乐
也可以毫不费力地被弄得面目全非。
正因如此，才有那么多以“名曲”、“精品”、“不朽的古典名著”为名，而实则是令人不忍卒听的
劣等音响制品充斥市场。
音乐表现的演绎性特点，形成了音乐发展的某些特殊手段，如变奏。
变奏就是将一个相对完整的基本段落，加以有规律的变化重复——装饰、演化、变形、引申等等。
通过一个基本音乐段落及其诸多变奏，使得一个基本乐思逐渐展示、开掘、深化，音乐形象不断演绎
、丰满，进而扩展为一个较大篇幅的独立乐曲，乃至宏大的乐章。
这样的乐曲，即称之为变奏曲——主题与变奏。
作曲家可以自写主题与变奏，如贝多芬《第十二钢琴奏鸣曲》（作品第26号）的第一乐章，舒曼的《
交响练习曲》（作品第13号）等；可以将自己其它形式的音乐作品之某一段落拿来，写成主题与变奏
，如舒伯特的《鳟鱼五重奏》（作品第114号）第四乐章——以自己所作歌曲《鳟鱼》的第一段为主题
的变奏曲；还可以取材于民歌、民间乐曲为主题，如刘庄的《钢琴变奏曲》即以山东民歌《沂蒙山好
风光》为材料，写成一个包括主题及八个变奏的独立乐曲；甚至一个作曲家还可以用别人所写的音乐
作品（片断）为主题，来重新写作变奏曲，如勃拉姆斯写有《韩德尔主题变奏曲》、《海顿主题变奏
曲》，而舒曼、勃拉姆斯、李斯特、拉赫玛尼诺夫等人，都曾用帕格尼尼的音乐主题分别写成练习曲
、变奏曲、狂想曲，而且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这种现象只能在音乐艺术中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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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赏析概要》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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