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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朱狄学术论著六种》包括《当代西方艺术哲学》、《当代西方美学》、《艺术的起源》、《美学·
艺术·灵感》、《信仰时代的文明》、《雕刻出来的祈祷》六部学术著作。
 本书介绍了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洞穴艺术，欧洲旧石器时代艺术的类型，关于欧洲旧石器时代艺术产生
原因的争论，欧洲旧石器时代艺术的历史意义，中国石器时代的艺术，中国古代岩画，非洲岩画的发
现及其意义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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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狄，1935年农历5月30日生于浙江省平湖县（现改为平湖市）。
196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分配到文化部艺术科学研究院工作。
1962年起，调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
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93年冬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1996年退休。
长期从事西方美学、原始文化和原始艺术的研究。
著有：《美学问题》，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艺术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当代西方美学》，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原始文化研究》，三联书店1988年版；《当代西方艺术
哲学》，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信仰时代的文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艺术的起源》（
修订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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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的抽象符号  第二节  欧洲旧石器时代的动物形象  第三节  动物形象是动物尸体的模仿吗  第四节  
“不知羞耻的维纳斯”  第五节  争论不休的神人同形形象第七章  关于欧洲旧石器时代艺术产生原因的
争论  第一节  爱德华。
拉尔泰等人的“为艺术而艺术”论  第二节  S.雷纳克和H.步日耶的巫术论和图腾论  第三节  安德烈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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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和女神像的发现  第三节  作为祭器的彩陶  第四节  龙非“图腾”论第十章  中国古代岩画  第一节  
中国古代岩画的发现  第二节  中国古代岩画的类型  第三节  中国古代岩画的艺术特征第十一章  非洲岩
画的发现及其意义  第一节  非洲最早雕刻物的发现  第二节  非洲岩画的发现  第三节  非洲岩画的深层
意义  第四节  非洲岩画中的“卡根”观念第十二章  其他地区的原始艺术  第一节  澳洲的岩画和树皮画 
第二节  美洲的岩画和雕像  第三节  复活节岛上的石像后记人名译名对照表洞穴及遗址译名对照表民族
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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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类学产生于1835 - 1859年之间的所谓的“会聚时代”。
在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的同时，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迹也开始被发现。
正是在这个时期，社会科学家、考古学家、古物研究者、人种学家和生物学家会聚在一起，冲破了专
业的界限，所有的学者都想去发现各种有关“起源”和“发展”的原则。
简言之，人类学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其他科学的会聚而开始的，从1860年到1890年这30年间，是
文化人类学从无到有的初创时期。
人们并没有忘记达尔文的功绩。
英国人类学家R．R．马雷特(R．R．Marett)曾经在1911年的著作中说道：人类学是达尔文之子，是进
化论使它成为可能，抛弃进化论的观点，也就等于抛弃人类学。
但历史上有许多思想家都对人类学的产生作出了贡献，人类学的产生并非达尔文个人的作用。
所以有人说，我们必须反对在1859年前人类学“一无所有”的陈词滥调。
什么是人类学？
在当时大多数的人类学家看来，人类学要研究的是被进化论的观念所激发、所渗透的整个人类的历史
。
人类学要研究已知的所有时代的人类，不管它在空间和时间上距离我们多么遥远。
它不仅要研究人类的身体，也要研究人类的灵魂。
“当起源和进化的观念被期望处于最前哨之时，在19世纪后半叶整个社会研究气氛就是满载着好奇进
入到对原始人各种习惯和习俗的研究之中。
”“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所谓的原始民族或落后民族，在研究中通常采用的个案研究的特定模式是民
族志，它清楚地记录了所研究的民族及其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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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雕刻出来的祈祷:原始艺术研究》是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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