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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术观察：学人档案卷（套装上下册）》汇编的文章全部选自[学人档案]栏目。
自本栏目开设以来，黄远林先生、徐琛、杨斌、孟繁玮、董立军先后任栏目主持，为本栏目做了大量
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本栏目每一次人选的确定，都是在主编主持下经过编辑部全体人员认真讨论通过。
在此，感谢诸位美术学人的大力支持，感谢每一位支持此栏目的同仁、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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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现已87岁高龄的王朝闻先生依然保持着对生活和艺术的热情和兴趣，保持着对事业
和社会的责任感。
近年来，他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只专心于读书和著述。
大年初一，朋友和学生来拜年，他和大家交谈，客人一走，他又回到书案前，继续写作。
读书和写作对于他，决不是什么负担和任务，而是一种乐趣，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是他生命的
组成部分。
有时，他也应邀到外地去，看看各地的风光和民情，考察古代雕塑艺术，来充实他研究和写作的内容
。
当笔者撰写此文的时候，朝闻先生又准备去安徽考察了。
正如一篇文章中对他的描述那样： "这位年届八旬而不知疲倦的老者，像一个微醉的诗人。
在奇峰异石间谈笑，在粼粼碧波上抒怀。
晚风轻柔地吹拂着他的鹤发，高高掀起的衣角使他显得更加潇洒、飘逸⋯⋯" 王朝闻美学思想的形成
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解放初期到1966年"文革"开始，在这十七年里，王朝闻集中对艺术规律进行了具体深入
的研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基本观点，对美术界乃至文艺界发生过较大影响。
第二阶段，从1973年春至今，他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美学文艺学理论，拓展研究领域
，深入研究以审美活动为中心的审美关系，形成了自己具有独创性的美学体系和富有个性的研究方法
，成为我国当代独树一帜的美学大家。
 王朝闻没有直接地参与千百年来美学界争论不休的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讨论，而把审美关系作为集
中考察和剖析的中心，这就构成他的美学研究的出发点、研究对象和美学体系特征。
他说： "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关系，是审美对象的客观性与审美感受主观性相互依赖的关系。
对于美学研究来说，这种关系自身也就是它的对象。
"围绕这个基本的关系，王朝闻就美的创造与美的欣赏展开了论述。
围绕创造和欣赏，又有一系列诸如再现与表现，感情与理性，含蓄与明确，丰富与单纯，创新与继承
、借鉴，耐看与乏味，运动与矛盾，空间与时间⋯⋯等更丰富、更复杂、更微妙的关系。
它们又都围绕、包容、反映着"审美"这个最基本的关系。
 王朝闻不是那种书斋里面壁穷经的考据式或资料型的学者，他是一位满怀对生活的热情，对探索美的
浓厚兴趣，睿智的批评家。
由于现实的需要和工作关系，他一贯密切地关注中国文艺创作和美育的现状，以敏锐的感受和体察，
提出真知灼见，批评不良倾向，赞扬、鼓励美好的事物和精神。
他是一个有良知，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美学家，他的美学是生活的美学，实践的美学，是大众需要并
乐于接受的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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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术文丛:学人档案卷(套装上下册)》教你用观察家的眼光审视美术，用美术家的眼光观察世界；全
景展现当代美术的发展始末，点滴记录美术学人的探索历程；美术家、美术院校师生、美术研究工作
者及业余爱好者必备工具书。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人档案卷（上.下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