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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崔宁所著的《艺术美学新论》基于“思维间体”原理，借鉴了国内外近10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
系统审视了历来的美学与艺术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观点及其认识论基础，围绕审美对象的感性内化形式
、知性完形机制及理性嬗变结果，深入探讨了人对视听觉艺术的审美认知过程、心理表征方式、间体
世界发生机制、镜像时空的映射原理、审美意象的建构形式、虚拟体验与美感孕生的心脑标志等关键
问题，阐释了高阶间体世界与全息镜像时空(表征主体对审美意象的心理建构、功能开发与认知操作)
对审美知觉和审美感觉(表象)施加信息调制作用的深微原理。
《艺术美学新论》结合对中国教育弊端的反思，提出了借助艺术与审美教育来重塑人的感性世界、催
化知性能力和强化理性创新精神的思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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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宁，女，生于1960年，大学毕业，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文化传播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从事知识传播心理学与艺术美学研究。
主持完成过教育部科研项目《音乐教育的美育本质及对青少年大脑结构、情感思维和人格行为的影响
机制》(FLB011422)，参与研究了一个国际基金项目、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三个省部级科
研项目。
在国内一级期刊、核心期刊和国外科学引文索引期刊上发表论文10多篇，出版专著一部(《思维世界探
幽》)，合著三部。
其研究成果曾荣获中国科协“首届中国青年科技发展论坛”优秀论文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期
刊编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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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卷　艺术认知的哲学与美学原理
　第一章　艺术审美的问体世界与镜像时空
　　第一节　对古近代美学思想的回溯与评价
　　第二节　现当代审美理论审视
　　第三节　审美活动的心脑机制
　　第四节　兼收并蓄的“　第三者”——审美的间体时空与镜像映射模型
　第二章　美学与艺术问题新辩
　　第一节　三重真实的次　第为用
　　第二节　美与善的内在联系
　　第三节　审美时空及其价值形态的定位
　　第四节　自然景象何以变得“情深意长”？

　　第五节　关于音乐与情感的关系
　　第六节　艺术摄影与纪实摄影的异同之处
　　第七节　审美与艺术的中介、载体观
　　第八节　对情感的表现或呈现
　　第九节　艺术的统一性品格之呈现方式
　　第十节　主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的审美原理
　　第十一节　灵感的源头和去向
　　第十二节　艺术家的自我与整个世界的关系
　第三章　价值理想的审美实现方式
　　第一节　审美自由的两难选择
　　第二节　审美自由的整合形式
　　第三节　支撑审美概念的客观事据
　　第四节　审美主体间性内在生成的操作模型
中卷　艺术认知的神经科学原理
　第四章　审美间体及其心脑机制
　　第一节　审美间体与心理镜像
　　第二节　审美意识表征内外世界的特殊方式
　　第三节　情感的心理效应及其神经本质
　　第四节　符号思维的大脑工作原理
　　第五节　镜像神经元与人类的审美移情体验
　　第六节　40Hz高频同步振荡波与审美意识生成的关系
　第五章　心理表征的神经动力学内容
　　第一节　意识发生的科学原理
　　第二节　审美意识得以形成的大脑机制
　　第三节　打造艺术心理与思维创新的三大平台
　第六章　艺术与审美认知的多元时空和多级形态
　　第一节　审美思维的多级形态观
　　第二节　审美思维的多元时空观
　　第三节　审美的大脑基础及认知操作原理：神经美学的启示
下卷　视听觉艺术审美创作心理观
　第七章　视觉艺术的审美认知心理
　　第一节　摄影美学与创作心理观
　　第二节　视觉艺术审美创作的心理模式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美学新论>>

　　第三节　视觉艺术的审美镜像与认知问体
　第八章　色彩与光影美学
　　第一节　借助不同线条和光影表达多时空语境
　　第二节　视觉艺术形态构思的理念坐标
　第九章　视觉艺术创作的审美坐标与认知经纬
　　第一节　视觉艺术空间造型的构成要素
　　第二节　视觉艺术的空间造型原则
　　第三节　映射多元时空的审美坐标与构思疆域
　第十章　听觉艺术的审美原理
　　第一节　论音乐认知的大脑心理机制——兼论音乐认知神经科学的重要意义
　　第二节　音乐审美的镜像时空观
　　第三节　音乐审美教育的心脑效应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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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关于审美经验的价值属性与类型，国外学者先后提出了表现论、符号论、人的本质对象化
论、现象还原论、完型同构论、信息耦合论、日常生活感性实现说和价值象征论等学说；国内学者则
有客观社会说、境界说、趣味动力说、历史积淀说、现实否定说与理想具现说，等等。
然而，人类的审美经验不一定都以实体对象为起点，某些虚构的想象、内隐的回忆、梦幻的情景亦能
引发生动深刻的审美体验。
所以有必要扩展人类的审美对象的范围与种类，并把审美的心理表象作为审美经验发生的逻辑起点。
　　第三，关于美感生成及审美活动的心脑效应，国外学者先后提出了移情说、快感说、内在模仿说
、游戏说、完型同构说等等，并以解释学、分析美学、接受美学、语义学美学、存在主义美学、结构
主义美学、价值论美学和解构主义美学理论为代表；国内学者提出了感性建构论、内在实现论、悦情
怡性论、道德感化论、形式同构论和想象投射论等等，强调美感生成的生理心理协同机制、社会规范
、文化内容、人类本体特性，注重从感性与理性相统一和情感一认知一意志的多元层面解析审美活动
的心脑效应。
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很少吸收当代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的最新实证成果及教育一发展心理学的概念方
法与统计资料，因而造成美学研究的“空心化”倾向，即对美感生成机制和审美功能的阐释脱离了人
脑这个本体参照系，难以克服抽象思辨性、笼统模糊性、缺少客观性和可信性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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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崔宁所著的《艺术美学新论》提出了“审美(价值)间体”及其所衍生的“镜像(意义)时空”这个概念
—范畴对，启动了对自己的假设进行由上到下的思想检验的程序，即依托意识体验—符号体验—表象
体验的多层级操作路径来转化与体察之，再经由自下而上的思想路线来充实、提炼、完善和升华感性
层面的具身经验，最后初步形成了有关艺术美学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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