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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看着手边这些将要付梓的第一批译著，作为丛书的主编，心中的快乐是难以言喻的。
算起来竟然三年的时间过去了。
这套译丛的翻译和出版凝聚了多方面的心血和力量。
终于面世虽不免忐忑，但相信瑕不掩谕，原著的精彩以及中译本对于中国当下快速发展的美术教育的
意义，我深信不疑。
在此，我满怀感激之情，回忆为这套译丛的诞生奉献心力的人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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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似乎正在面临着一种危险，那就是被大量空泛的理论探讨所淹没。
这使得公众形成一种印象：艺术飘忽不定，很难把握。
这是因为那些人太多得使用理性思考和理论探讨的方式对待与艺术有关的问题。
而本书是一本完全重新编写过的书，它采用一种不受羁绊的写作风格来系统地陈述艺术与视知觉。
 书中力图将那些潜在的原则清晰地陈述出来，阐述了视觉所具有的倾向于最简洁结构的趋势、视觉图
式细分的发展阶段、知觉的动力特性及其他各种适用于所有视觉现象的基本原则，以使读者能够更清
楚地看到形状、颜色、空间和运动等要素都可以作为一个统一的媒介呈现在艺术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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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1904-1994),原籍德国，1946年定居美国。
曾先后就任于纽约社会研究院和劳伦斯学院，1968年后担任哈佛大学艺术心理学教授，1974年退休后
担任密西根大学艺术史系访问教授，1976年获“全美艺术教育协会突出贡献奖”。
主要著作有《艺术与视知觉》、《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电影作为艺术》、《艺术心理学
新论》、《熵与艺术》等。

滕守尧，1945年生，山东人，曾先后就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
美学专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艺术学系兼职教授，中华美学
学会副会长，常务理事。
主要著作有《审美心理描述》、《艺术社会学描述》、《中国怀疑论传统》、《文化的边缘》、《艺
术化生存——中西审美文化比较》、《道与中国文化》等14部，美学译著有《艺术与视知觉》、《视
觉思维》等7部，文学译著8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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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再版序言引言第一章　平衡正方形中隐藏的结构什么是知觉力一个正方形中的两个圆形心理平衡
与物理平衡为何需要平衡重量方向平衡图式顶和底右和左平衡与人类心理黄椅子上的塞尚夫人第二章
　形状作为积极探索方式的视觉捕捉事物的本质形状是什么旧有经验的影响观看形状简洁性制造简洁
性整平和锐化“整体”的自我维护部分为什么眼睛能看清真相艺术作品中的分离什么是部分相似性与
差异性艺术中的实例结构骨架第三章　形式空间内的方向投射选择最佳的面埃及人的方法透视缩短重
叠重叠法的益处平面与深度的交互作用相互对抗的面现实主义与现实作为创造的形式抽象的水平视觉
信息第四章　发展为什么孩子们这样画唯智力论他们画自己所看见的再现性概念作为活动的绘画元生
圆圈图形区分律垂直与水平倾斜性部分之间的融合大小名不副实的蝌蚪转为两度形式教育的影响雕塑
形式的诞生棒状与厚片状立方体与圆柱体第五章　空间线与轮廓轮廓线之争图形与背景深度层次深度
层次在绘画中的作用框架与窗口雕塑中的凹进部分我们为什么能看到深度重叠而成的深度透明变形制
造空间三维中的盒子物理空间的协助要简洁而不要忠实梯度生成深度空间的聚合趋势中心透视的两个
顶峰并非忠实投射金字塔形空间聚焦区域的象征性中心性与无限性与规则游戏第六章　光光的经验相
对亮度照明度光制造空间阴影没有光感的绘画光的象征性第七章　色彩从光到色彩形状与色彩色彩是
如何出现的生成性原色色彩的加法与减法生成性补色反复无常的介质追求和谐等级中的要素混合色的
语法基本补色颜色的交互作用马蒂斯和艾尔·格雷柯对色彩的反应暖色与冷色第八章　运动事件与时
间同时性与顺序性我们如何才能看见运动方向速度的展现频闪运动电影剪辑中的问题有形的运动力复
杂度等级作为表现性工具的人体身体的肌肉运动知觉意象第九章　动态仅有简洁性是不够的动态及其
传统的解释绘画是力的解释图有方向的张力的试验静止的运动倾斜的动态变形中的张力动态的构图频
闪运动效果动态是如何出现的作品分析第十章　表现经典理论结构中包含着的表现性表现的优先性艺
术中的象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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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平衡　　正方形中隐藏的结构　　取一张黑色卡纸，剪出一个圆形，按下图所示的方式
将其置于一个白色的正方形上面。
黑色圆形在白色正方形上的位置是可以被测定出来的，继而运用测得的数据将其描述出来。
用于测量的码尺以英寸为单位，标明从圆形到正方形边缘的距离。
测量之后，我们得知，圆形并不位于正方形的中心。
　　通过这一方式测得的结果，并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我们无须测量便可得知黑色圆形的位置，仅
凭眼睛一看，便知这个圆形偏离了正方形的中心。
那么，我们的眼睛的“目测力”（seeing）是如何进行的呢？
是否我们的眼睛和这把码尺一样，先看到圆形和左侧边缘的距离，然后再带着这个距离留给眼睛的印
象，向另一边缘移动，并将两边的距离加以比较呢？
当然这不大可能，这大概不会是最为有效的程序。
　　现在，尝试将图1当作一个整体看待，我们就会注意到这一图形的视觉特性是不对称性。
我们不要将黑色的圆形与白色的正方形分开来观看，在这个图式的整体内，它们的空间关系只是我们
应该看到的一个部分而已。
这样通过关联而产生的观察结果，在很多可以运用感觉的环境里，都是相当普通的经验，而且在经验
中成为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我的右手比我的左手要大一些”，“这个旗杆看上去不是垂直于地面的”，“这架钢琴好像与其他
乐器合不上调”，“这次的可可粉比从前喝过的那种要甜一些”。
　　一个客体因为具有特定的尺码，很快就可以被我们感知到，这就是说，当一个事物出现在我们面
前时，我们很容易去判断它的大小，而这时候所谓的大小，无非是它与一粒盐或一座山的大小相比而
言时的大小。
在判断亮度数值（brightness value）时，我们先看到的是白色正方形，然后才看到黑色的圆形，因为正
方形的亮度高，而圆形的亮度低。
与此相似的是，我们在判断位置（location）时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每个事物都会有一个位置，比如，
你正在阅读的这本书，就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上，这本书的位置，是由你所在的房间、你和周围各种
物品的位置而确定的。
图1中的这个正方形就出现于这本书的某一位置上，而圆形位于偏离了这个正方形中心的某个位置上
。
没有一个事物是孤立地存在的，观看一件事物，就包含着给这件事物在整体中分配一个特定的位置：
在空间中的位置、在测量大小、亮度、距离的仪器上显示出来的测量刻度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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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似乎正在面临着一种危险，那就是被大量空泛的理论探讨所淹没。
这使得公众形成一种印象：艺术飘忽不定，很难把握。
而《艺术与视知觉(新编)》是一本完全重新编写过的书，它采用一种不受羁绊的写作风格来系统地陈
述艺术与视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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