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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关于艺术学专题的论文集，由著名专家叶长海、赵宪章、蓝凡、王志敏、朱恒夫、徐子方
等撰稿。
论文的作者能够站在艺术学科的最前沿，深入探索艺术的本质，艺术的发展规律与当代艺术的走向，
并力求正确地揭示中华民族艺术的特性。
部分文章从具体的艺术形态如美术、服饰、戏剧等入手，讨论艺术的共性。
本专辑设有“艺术本质”、“艺术创作”、“艺术教育”、“艺术走向”、“民族艺术”、“门类艺
术研究”等栏目。
本书观点新颖，论述周详，富有严密的逻辑性与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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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艺术创作的两个工具　　艺术创作是需要工具的，这个工具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工具，而是
哲学层面的工具，即日常工具与技巧工具。
日常工具是指人们不需要太多的专业训练就可以使用的工具，如写作时文字的使用，摄影时相机的使
用，影视表演肢体的使用等等；技巧工具是指一定要经过严格训练才能掌握的工具，如作曲时使用音
符，芭蕾的创作与演员的表演，杂技、体育的艺术体操，等等。
技巧工具的特点是一定要经过较长时间的专门训练，并且要有专人指导，一般很难通过个人自己领悟
出来。
有些工具是很难界定为日常工具或技巧工具的，如书法的技巧，民歌及流行歌曲的演唱技能，某些美
术手段⋯⋯因为这些领域的技能有时可以通过个人较长时间的琢磨得以领会并掌握，有时也需要专门
的训练及专门的指导，所以很难将其界定为日常工具还是技巧工具。
所以，同是艺术创作，但使用的工具是有区分的，有的甚至是本质的不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值得认真研究。
　　1．日常工具的创作的特点　　比如说写作，在一两百年前，只有很少的人识字，那时的写作应
该归到技巧工具的范畴。
但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比如说安徽作家陈登科，他就是一个不怎么会写字的作家，他的方法是采用
口述，然后由秘书记录下来。
现在的人，基本都已识字，文学创作就完全应该属于日常工具的范畴。
所以说，今天的世界，已经是“写作如同说话，是人就会”的时代，只要有信心，基本上每个人都可
以创作。
只要稍稍做一个粗略的统计，大多数作家，无论他今天是否属于专业性质的，他们基本上都是从业余
开始，因为他们使用的是日常工具，所以门槛不高，谁都可以自由入门，入门后再辛勤创作，决一雌
雄。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艺术论丛（第8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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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