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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ldquo;美术作品欣赏&rdquo;作为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在学院开设了多年，得到了学院和教务处领
导的高度重视，受到了不同专业学生的普遍欢迎。
为了推进高等学校人文素质课程教育改革，提高大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塑造他们美好的心灵，我主
笔编著了这本《名画赏析》选修课教材。
　　作为&ldquo;名画赏析&rdquo;课程的主讲教师，深切体会到长期以来没有适合的教材对教学效果
的影响，所以编著一本与课程教学大纲、课时设置及学生实际状况相吻合的教材，既是广大学生的强
烈要求也是我的一个心愿。
本书的编写基础：一是本人多年来在美育教学中积累的经验；二是目前所搜集到的有关美术鉴赏的教
学研究资料。
这本教材之所以定名为《名画赏析》，是基于美术鉴赏与名画赏析的特殊关系。
尽管美术鉴赏的范畴远大于名画赏析，但名画赏析在美术鉴赏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却是不争的事实。
尤其对于在校大学生而言，在他们现有的基础上，在有限的课时内，和他们一起通过对中外美术史上
各个流派、各种风格最著名的经典作品进行全方位的解析，深层次地挖掘和展示经典作品的社会意义
、艺术价值以及艺术家多姿多彩的生活、作品背后鲜为人知的逸闻趣事，对于加强他们的人文素养，
丰富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业余文化生活，有着切实可行的目标和方向。
我把这本书当成一件艺术作品来进行创作，从编排体例到具体内容，反反复复，数易其稿。
力争做到视觉独特，内容丰富，特色鲜明，耳目一新。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大量参考、引用、借鉴了国内外有关著作、文献和网上资料，收集整理了
大量的图片（限于篇幅，恕未一一注明），并自始至终得到了很多人的积极关注和热情鼓励，付梓之
际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书如能使学生和读者有所收益，我将感到莫大的欣慰，由于编著者经验不足、水平有限，书中
肯定存在一些不足和疏漏之处，恳切希望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以便今后不断修订完善
。
　　陈绘兵　　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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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名画赏析》是陈绘兵多年来在美育教学中积累的经验；二是目前所搜集到的有关美术鉴赏的教
学研究资料。
这本教材之所以定名为《名画赏析》，是基于美术鉴赏与名画赏析的特殊关系。
尽管美术鉴赏的范畴远大于名画赏析，但名画赏析在美术鉴赏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却是不争的事实。
尤其对于在校大学生而言，在他们现有的基础上，在有限的课时内，和他们一起通过对中外美术史上
各个流派、各种风格最著名的经典作品进行全方位的解析，深层次地挖掘和展示经典作品的社会意义
、艺术价值以及艺术家多姿多彩的生活、作品背后鲜为人知的逸闻趣事，对于加强他们的人文素养，
丰富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业余文化生活，有着切实可行的目标和方向。
我把这本书当成一件艺术作品来进行创作，从编排体例到具体内容，反反复复，数易其稿。
力争做到视觉独特，内容丰富，特色鲜明，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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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艺术欣赏的过程　　艺术欣赏既然是一种认识活动，它就必须遵循人类认识活动的一般规律
。
人类的一切认识，都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局部到整体、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
而且，这种过程在认识活动中不是一次就能够完成的。
它往往需要多次的循环往复，逐步深入，直至揭示事物的本质。
　　但是，艺术欣赏又是以艺术作品作为审美对象的一种艺术审美活动。
这就决定了它具有自己的特殊性。
欣赏者在接触艺术作品后，通常是先感受和认识其外在形式，借此把握作品的艺术形象，再进一步认
识、领悟艺术形象所蕴含的社会意义，体会艺术家融人形象中的感情，从而获得精神上的启迪和情感
上的愉悦。
所以，艺术欣赏是一种较为复杂的、多方面综合活动的心理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形象思维占据着主导地位，即从对艺术形象的感知、感受开始，再围绕形象展开联想
与想象，以至在欣赏者的心中完成对形象的再创造。
因此，情感也就成为其中最活跃的因素。
在这一过程中，又始终伴随着抽象思维，如对塑造艺术形象的物质媒介、艺术作品的某些外在形式、
艺术表现的一些程式等的认识，对艺术形象所蕴含的社会内容的理解，对艺术家思想意识的分析，以
及对作品的再评价等。
因此，理性思考也是十分重要的。
　　当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由于受到思维能力和欣赏水平的限制，对艺术作品的欣赏，其进行的
深度及完成的层面是不一致的，欣赏的结果也不相同。
因此，下面仅对艺术欣赏的一般对程讲行阐释，（一）感知与感受　　艺术欣赏，首先是以欣赏者的
感觉器官接触艺术家运用一定的物质媒介（如画家用的画布、颜料，雕塑家用的石块、泥土等）创造
出的艺术作品为基础的。
没有这种接触，艺术欣赏就无法开始，如盲人就无法欣赏绘画，耳聋者也无法欣赏音乐。
通过这种接触，欣赏者便产生了对艺术作品形式和艺术形象的感知。
对美的艺术形象就会产生一种悦耳、愉目、畅心的感受，于是随着欣赏者的心有所动，艺术欣赏便开
始了。
　　在艺术欣赏的感知与感受阶段，主要靠的是欣赏主体的感官对美的形态的捕捉力。
欣赏者能否准确、敏锐地感知艺术作品的形式和形象上的特点，能否迅速地在头脑中形成鲜明独特的
印象，是决定欣赏者能否很快地进入艺术欣赏的关键。
而敏锐的感知力又主要依靠长期的审美实践。
通过经常性的审美实践，人们一方面训练了自己的眼睛、耳朵等感觉器官（如达&middot;芬奇学画时
，老师让其不厌其烦地画蛋，以训练他的眼睛对线条的准确把握），另一方面也积累了审美经验，进
而对美的感知力就逐步增强了。
古人说&ldquo;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rdquo;，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文学史记载，贺知章读了李白的一首《蜀道难》，大为惊叹赞赏，并极力举荐这个青年；顾况读了自
居易的&ldquo;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后，便断言作者将是一位极有成就的诗人，这都表现
出一种十分敏锐的感知力。
　　在艺术欣赏中，对艺术形象的感知与感受，还是一种浅层次的感性认识。
就像《虾趣》中所述的那位担不卸肩、站着欣赏白石老人虾画的农妇那样，人们往往都能凭着直觉，
感受到艺术作品中的某些形象的美，往往都会脱N喊出：&ldquo;呀！
真像！
&rdquo;&ldquo;啊！
真好看！
&rdquo;或&ldquo;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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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动听！
&rdquo;但是，如果再问&ldquo;好在何处？
''当事者常常就说不清道不明了。
　　所以，艺术欣赏不能仅仅停留在感知、感受这一浅层次的感件认识阶段。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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