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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艺术概论》，自二○○○年一月初版至今已整整十年，先后印刷了三十多次。
十年来，作为文化部“高等艺术教育‘九五’部级教材”和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它在包括专业艺术院校在内的全国普通高等院校的艺术理论教学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
影响。
此次修订，是在广泛听取各地师生的反馈意见、总结教学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尽力与时俱进的基础上
进行的。
本书修订的指导思想是：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坚持全书内容的科学性和
体系的完整性，又要根据中国先进文化的实际和发展方向，力求为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
体系做出一些铺砖开路的工作。
二十一世纪伊始，西方后现代主义各种艺术思潮在中国艺术界、学术界、教育界的影响日渐深入并蔓
延开来，严重冲击着我们原有的艺术思想和艺术理论体系。
如：美国学者阿瑟·C.丹托提出的“艺术终结”论，法国学者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学说，米歇尔·
福柯的“谱系”学说，阿多诺对艺术“摧毁与拯救”的论辩，德国学者本雅明关于“机器复制”艺术
和“灵韵”说，等等。
我国近年来，仅以本雅明和他的学说为研究对象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就多达二十余篇，可见后现代
主义已逐渐成为一门“显学”。
关于如何看待西方现代派艺术，在本书第一版中并没有回避。
我们对它的艺术观念、表现形式都有具体的分析和评价，这见诸有关的章、节之中。
而关于如何看待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似乎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首先要直面这样一些基本的问题：艺术究竟是否已经死亡，已经“终结”？
艺术与非艺术，究竟有没有边界？
艺术的边界在哪里？
对上述基本的原则问题，本次修订仍然没有回避。
只是，我们采用的方式和方法是以我为主的正面论述、正面建构。
而不是纠缠在他者的语境中与其周旋、与其论辩。
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许多学者是左派思想家或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学说各自不同又各成体
系，但都带有鲜明的反本质主义的批判性，批判的对象就是西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启蒙运动以来的
现代性。
中国的国情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与西方不同，中国的艺术发展也正处在古今中西文化多维度的矛盾
与碰撞之中。
因此，坚持科学与理性（而不是反科学与反理性），坚持探寻真理（而不是传播谬误），走自己的路
，努力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追随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体系，是我们这次修订工作的初
衷与目的。
有幸的是，参加初版编写的各位教授，都以极大的热情和责任感投入到本书的修订工作中，按照原来
的分工修订，增减或改写了自己负责的章、节。
图片部分仍然是邹跃进教授负责。
最后，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文化艺术出版社对这次修订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大力的支持。
二○○九年十二月，社长张子康、总编辑查振科和责任编辑仲江同志再次把我们这些当年的编写者聚
集在一起，召开专门的研讨会，统一了指导思想，明确了工作方向。
大家共同向中国艺术事业和艺术教育事业负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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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高等院校艺术基础理论教材，是文化部教育科技司组织编写的《中国艺术教育大系》重要选题
之一。
     本书是在文化部前艺术教育事业管理局一九八一年组织编写的全国艺术院校统编教材《艺术概论》
的基础上，吸收了现当代美学和文艺学研究的部分新成果，结合八十年代以来新出现的各种艺术现象
和艺术问题，针对艺术院校学生当前的文艺思想实际，重新编写的一本艺术理论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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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宏建，1944年7月出生于北京市，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常委，图书馆馆长。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美学与美术理论的研究与建设，兼而涉及中国古代美术
，外国美术，中国现当代美术与美术家的研究与评论。
已发表和出版了论，译著300余万字，如：《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思潮》（新华出版社，1990年）《
六朝绘画思想研究》《论宗炳的美学思想》《山水画与自然美》《毕加索传》（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1年）《艺术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等，主编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美术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曾先后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和国务院“教学成果二等奖”。
从1989年开始担任硕古研究生导师，1996年开始担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已培养出10余名硕、博士研究
生。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概论>>

书籍目录

绪论    一、研究对象与主要内容    二、学习目的与研究方法第一章  艺术本质论  第一节  艺术的社会本
质    一、艺术在社会中的位置    二、艺术与社会生活    三、艺术与社会生产  第二节  艺术的认识本质    
一、艺术以特有的方式“掌握”世界    二、艺术用形象反映世界    三、艺术反映世界的真实性  第三节 
艺术的审美本质    一、艺术与美的关系    二、艺术的审美本质    三、情感在艺术中的作用和地位第二
章  艺术门类论  第一节  艺术的分类    一、艺术门类的多样性    二、艺术门类的划分  第二节  主要艺术
门类    一、美术    二、音乐    三、舞蹈    四、戏剧    五、摄影    六、电影与电视    七、文学    八、建筑
与园林    九、其他艺术门类  第三节  各门艺术之间的关系    一、各种艺术的相互联系    二、艺术在分化
与综合中发展第三章  艺术发展论  第一节  艺术的发生    一、历史上关于艺术发生的几种主要理论    二
、艺术发生的根本动力    三、艺术发生的历史过程  第二节  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    一、历史上对艺术
发展规律的研究    二、艺术发展的他律性    三、艺术发展的自律性  第三节  艺术的世界性与民族性    一
、世界各民族艺术的多元存在    二、各民族艺术相互影响与融合    三、艺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
关系第四章  艺术创作论  第一节  创作主体——艺术家    一、艺术家与社会    二、艺术家的主体性    三
、艺术家的修养和审美创造能力  第二节  艺术创作过程    一、艺术体验    二、艺术构思    三、艺术表现
 第三节  艺术创作中的心理和思维活动    一、形象思维与艺术思维    二、意识与无意识    三、灵感    四
、形象思维及其逻辑规律    五、艺术思维中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相互转化的特殊规律  第四节  艺术的
创作方法与流派、思潮    一、艺术的创作方法    二、艺术流派与艺术思潮第五章  艺术作品论  第一节  
艺术作品的构成因素    一、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的辩证认识    二、艺术作品的内容    三、艺术作品的
形式    四、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第二节  艺术作品的相关属性    一、艺术作品的意蕴、意境
与风格    二、艺术作品的格调与品位    三、艺术作品的商品属性  第三节  艺术作品的艺术美    一、艺术
美的根源    二、艺术美的条件    三、艺术美的特征第六章  艺术接受论  第一节  艺术接受的性质与社会
环节    一、艺术接受的性质与特征    二、艺术接受的社会环境与环节    三、艺术接受与艺术批评  第二
节  艺术接受与艺术欣赏    一、艺术欣赏的性质与特征    二、艺术接受与艺术欣赏的过程    三、艺术欣
赏的共鸣现象和共同美感  第三节  艺术的审美教育    一、艺术的社会功能    二、艺术的审美教育    三、
艺术审美教育的意义附录  学习《艺术概论》简要参考书目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论著    二、
西方文艺理论重要论著    三、中国古代文艺理论重要论著    四、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重要论著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概论>>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巫术说最早由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原始艺术起源于原始巫
术，而原始巫术根植于原始人万物有灵的世界观，他说：“野蛮人的世界观就是给一切现象凭空加上
无所不在的人格化的神灵的任性作用。
⋯⋯古代的野蛮人让这些幻象来塞满自己的住宅、周围的环境、广大的地面和天空。
”野蛮人没有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把人与世界的关系做了歪曲的虚幻的反映。
另一位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他的名著《金枝》中则把这种关系归纳为两类，他说：“如果我们分析
巫术赖以建立的思想原则，便会发现它们可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第二
是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保持远距离的互相作用’。
前者可称之为‘相似律’，后者可称作‘接触律’或‘触染律’。
巫师根据第一原则即‘相似律’引申出，他能够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从第二个原则
出发，他断定，他能通过一个物体来对一个人施加影响，只要该物体曾被那个人接触过，不论该物体
是否为该人身体之一部分。
基于相似律的法术叫做‘顺势巫术’或‘模拟巫术’。
基于接触律或触染律的法术叫做‘接触巫术’。
”原始人想使某人死掉，便收集他身上的指甲、头发、眉毛、唾液，用蜂蜡粘成人像，连续七夜在灯
焰上烤化，要谋害的人必将死去。
通过模仿人像的蜡像死去而使仇人死去，可称之为“顺势巫术”或“模拟巫术”。
通过曾接触过仇人的指甲、头发等物的死去而使仇人死去，可称之为“接触巫术”。
法国史前艺术家雷纳克等人首先用巫术理论去揭示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发生的原因。
首先，洞穴壁画往往在黑暗洞穴的深部，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几乎有一千英尺长，壁画在它的顶部
。
法国尼沃洞穴壁画在八百码的深处，特别是法国高姆洞穴的壁画犀牛竟画在人只有平躺在地上方能看
到的岩石隙缝中，因此，这些壁画不是为了鉴赏，而是巫师所做的巫术。
巫术认为，狩猎之前在洞穴中画什么，人们就会在狩猎中获得什么。
其次，洞穴壁画不顾轮廓是否清晰而一再重复，拉斯科洞穴一处壁画竟重复了三次。
这实际上是岩画取得了预期的巫术效果，给狩猎者带来了好运，于是就在某些地方一再重复，期望每
求必应。
再次，洞穴壁画是巫术的更为有力的证据是在动物形象的身上有被长矛戳刺或棍棒打击过的痕迹，画
面上有已经陷入陷阱的猛玛象，口鼻喷着鲜血的垂死的熊，都使人相信，这些壁画与交感巫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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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概论》是高等艺术教育“九五”部级教材，中国艺术教育大系和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
级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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