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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旭光所著的《艺术问题》除第一章(关于艺术及艺术学的基础性总体论述)、第二章(重点论述艺术的
功能、价值、人文意义等)、第七章(论述艺术的现代发展对艺术的概念、功能、特征等等艺术学理论
提出的种种新问题)之外的结构框架。
此即：第三章，从世界与存在的角度来论述艺术，探讨艺术与客观世界的关系，生活是如何进入艺术
表现，客观真实是如何转变成艺术真实等等问题；第四章，探讨艺术家作为创造主体的种种特点，艺
术创造的规律，情感、想象与审美心理的特点；第五章，研究艺术作品的形式和结构的构成规律和层
次特征；第六章，从读者或观众阅读、欣赏和接受的角度出发，探讨艺术品进入接受的条件，欣赏者
进行艺术接受的规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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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某种角度不妨说，这一转折的共同特点是“艺术文人化”，亦即文人士大夫真正成为了艺术创
作的主体。
这不但极大地提高了艺术的文化品位，也改变了艺术的功能，使原本为弄臣工匠的专有的雕虫小技或
者作为礼教的政治宣传工具的艺术，成为士大夫“独善其身”、畅神适意、“聊写胸中逸气”的自娱
工具（当然，在一个重视才智才学的社会也可能成为博取名声乃至进入仕途的“终南捷径”）。
　　这一转折自然也带来了艺术形式美感追求方面的重要变化。
无论是曹丕主张的“诗赋欲丽”，还是陆机持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文赋》），
抑或谢赫总结的“绘画六法”，都在表现形式方面更为注重精致、流丽、潇洒的形式美感，从而表现
出对艺术本身，对艺术形式本体的关注。
这正是“文”的自觉的表现。
　　也正因为如此，鲁迅在《魏晋风度及药与酒的关系》中明确地指出，“曹丕的时代可以说是文学
的自觉的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宗白华也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这个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
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　　在西方，关于艺术与手工技艺的区分有不同的看法。
按科林伍德的看法，艺术与生产技术的区分，直到19世纪才最后完成。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就像古代的艺术家一样，确实把自己看作是工匠。
一直到17世纪，美学问题和美学概念才开始从关于技巧的概念或关于技艺的哲学中分离出来。
到了18世纪后期，这种分离越来越明显，以至于确定了优美艺术和实用艺术之间的区别；这里，‘优
美的’艺术并不是指精细的或高度技能的艺术，而是指‘美的’艺术。
到了19世纪，这个词组通过去掉表示性质的形容词，并以单数形式代替表示总体的复数形式，最终压
缩概括成为art。
”　　而按卡冈的说法，则要早得多。
卡冈是以造型艺术与手工技艺的分离为标志。
在他看来，由于17世纪艺术院在意大利、法国、英国、俄国的陆续创立而被官方确立下来，这样，“
就从法律上确认了造型艺术同手工技艺的分离，并将造型艺术提高到文学创作的水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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