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创造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艺术创造论>>

13位ISBN编号：9787532098491

10位ISBN编号：7532098494

出版时间：2005-05

出版时间：上海教育出版社

作者：余秋雨

页数：223

字数：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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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创造论>>

内容概要

此书是余秋雨学术专著系列中的一本。
作者余秋雨从艺术的本性、艺术的眼光、人生意识等方面对艺术的创造进行了大胆剖析。
此书印刷精美，喜欢余秋雨的人不妨一读。
     本书原名为《艺术创造工程》，是作者的一份课堂讲稿，完成于1987年，同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
版，1990年后又在台湾允晨文化公司先后出过两次。
此次，由作者自己删削修改一遍，作为“余秋雨学术专著系列”的第一本付印。
    这是一部适用于艺术创作实践的简要教程。
作者故意与占统治地位的艺术理论教材的框架作对，只以国际美学思维和自身审美经验为标准，自行
构建。
自行构建的原则是力求简洁、轻便、质感、明了，彻底放弃任何装模作样的理论架势，增加感性解析
。
让读者在阅读中不知不觉中理会到艺术创造的深层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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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秋雨，1963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1967年毕业留校任教。
“文革”结束后为该院讲师、教授，并曾任副院长、院长职务。
主讲美学、中国现代文学史、戏剧理论史等课程,所著《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
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分获全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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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艺术要通过创造，把人类生态变成直觉审美形式，这件事的格局很大。
    人类生态其大无比，直觉形式则具体可感，两者间距离迢迢，要完成中间的创造必须经过一层层严
格的选择。
选择的结果，人类的生态仍是人类的生态，不因经过选择而缩小；直觉形式仍然是直觉形式，不因经
过选择而空洞。
此间烦难，可想而知。
    有些诗人、画家、音乐家，凭着自己的天赋把此间烦难轻捷消解，这是人类艺术史上的奇迹，常常
使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温习“人心之通天”的至高境界。
    但是，我们即将从事的那些篇幅巨大的情节性艺术如戏剧、电影、电视剧，创造过程长，创造工序
多，就不能完全依赖奇迹了，而应该对整个创造活动进行解析研判，然后一步步权衡选择。
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处处疏漏不得。
    黑格尔在《美学》中早就仔细分析过，每一种不同体量的艺术样式在实现理想时会走完全不同的路
。
黑格尔把不同的艺术样式看成是美在自我实现时的不同生命历程，因此，每一段都是通向永恒之途的
一种方式。
    篇幅巨大的情节性艺术，首先遇到的，是立意的精神等级问题。
没有一定高度的立意，就控制不了很大篇幅。
    正是立意的精神等级，决定了这个作品有没有可能成P016为人类生态的直觉形式，然后获得在人问
存在，被人们关注的价值。
    要提高精神等级，首先要用苛刻的艺术眼光摆脱种种实用层次的吸引力。
    由于情节性艺术的篇幅足以收纳不同层次的内容，因此所谓提高精神等级，也就是确定这个精神等
级的主宰地位。
    “立意要高古浑厚，有气概，要沉着，忌卑弱浅陋。
”(元．杨载：《诗法家数》)在情节性艺术中，要删净“卑弱浅陋”的内容是不可能的，但必须让它
们受到“高古浑厚”的统帅。
麻烦的问题是，这两者之间的区分十分艰难，“卑弱浅陋”常常被看作“高古浑厚”。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艺术眼光常常被历史眼光、政治眼光、道德眼光所替代，事情就变得更加混乱
。
    为此，我必须先要用实例说明艺术眼光不是什么，然后再来说明它是什么。
    一不是历史眼光    艺术眼光首先不是历史眼光。
这个问题最容易混淆，因为历史有堂皇的外貌，常常被视为天然的“高古浑厚”而高于艺术，结果连
很多艺术家也常常愿意接受这种混淆。
P017    最早把艺术和历史区别开来，并论述艺术有可能比历史更真实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
他的《诗学》，很大程度上是让诗摆脱历史阴影的一门学问。
     在欧洲，把这个问题说得最透彻的，还是黑格尔。
他认为，要长时间地留存于世，必须摆脱速朽性因素，其中最常见的速朽性因素便是“历史的外在现
象的个别定性”。
在他看来，相对于美，历史常常只是一种“外在现象”，它的发展大多不具备必然性，只是一种“个
别定性”。
    最能证明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理论的，是莎士比亚的作品。
他的早期剧作，由于过于执著英国的历史事件，现在很难被观众广泛理解，因此极少上演。
他的那些成熟作品，突破时空限制，不受历史牵掣，则永远受到欢迎。
    在我们的实际创作中，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可惜多数是负面的。
    例如历史记载，一个古代军事家为了演示自己的兵法曾当场杀了两名不遵守操练纪律的宫女，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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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震慑作用(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我看了根据这个记载拍摄的电视剧，不忍卒睹。
原因是，这个历史事件一到艺术之中就违反了人性原则。
无辜宫女的鲜血无法获得艺术眼光的肯定。
    又如，按历史眼光，王昭君远嫁异邦这件事，带来了两P018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创造论>>

编辑推荐

　　《艺术创造论》是余秋雨学术专著系列中的一本。
作者余秋雨从艺术的本性、艺术的眼光、人生意识等方面对艺术的创造进行了大胆剖析。
此书印刷精美，喜欢余秋雨的人不妨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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