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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强调综合素质创新发展的今天，打通文学艺术各专业之间的联系，从整体上提高青年学生的人文艺
术修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此，我们编写了这本《文艺常识》，作为青年学生提高文化艺术素质的参考教材。
我们认为，提高文化素质不仅仅是青年学生的事情，也是提高全民整体素质的需要。
我们这部书的读者对象为在校大学生和社会上有提高自身文化素质修养需要的普通读者。
所以在书的内容设计上，从提高具有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非专业人员的文艺修养角度出发，安排知识
内容和难易程度，既考虑到青年学生在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提高文艺修养的必要性，又为社会上普通
读者希望提高文艺素养提供指导性读物。
加强素质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
从文艺修养的领域来说，美术、设计、电影、电视、戏剧、戏曲、音乐、文学、舞蹈等各方面文艺知
识都应当系统了解和掌握。
从文艺修养的结构来说，它既包括对某一门类艺术基础知识的全面系统了解，也包括对该艺术领域的
理解评价等。
出于这样的考虑，本书在编写上以基础知识为主，同时适当兼顾作品的欣赏和评价，每一门类大体上
包含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艺术通识，主要系统介绍某一艺术门类的基础理论知识、专业术语；
二是某一门类艺术发展的基本线索，包括中外两个部分，分别论述。
我们希望通过这两个方面的整合，使读者能够从中获得系统的知识，培养准确的判断和高尚的品位。
本书是一部内容丰富、释义简明的文艺常识教材，与以往的同类著作相比，有两个最为主要的特点：
一是就其知识体系的内容构成而言，具有专业历史、专业理论和艺术作品分析专业知识一体化的特点
；二是从本书的应用性来看，具有教材性、通识性和鉴赏性兼具的特点。
本书主要由王树良、张玉花编写，王树忠、马仁翠、王术平、董亮亮等参加了部分文稿的编写校对工
作。
在编撰过程中，重庆大学出版社的张菱芷编辑多次提出宝贵的意见，而且正是因为她认真、严谨、快
速、高效的工作，本书才能如此顺利的出版。
在此，特别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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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涵盖了美术、设计、电影、电视、戏剧、戏曲、音乐、文学、舞蹈九大艺术门类，内容包括了这
九个门类各自的属性特征、发展的历史线索和各个时期的名家名作，是一部帮助读者了解、学习这些
艺术的工具书。
每一编都按章节分为艺术通识、中国艺术和外国艺术三部分。
    本书内容编排采取大纲式，重点概念和内容用粗体标出，力图通过简明的体例、精练的文字将文学
艺术的博大精深全方位、立体地展现出来，使读者在有限的时间内轻松获取知识，提高欣赏、分析各
种艺术作品的能力，进而提高人文艺术整体修养。
    本书不仅可以作为青年学生人文艺术通识教育的教材，同时可以作为艺术高考、艺术硕士全国联考
入学考试的复习用书，或者供其他文学艺术爱好者查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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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美术通识第一节 美术概述美术美术也称“造型艺术”、“空间艺术”或“视觉艺术”，指用
一定的物质材料（如绘画用颜料、墨、纸、绢、木板等，雕塑用石、泥、木、金属等）创作成可视的
、具有美学欣赏价值的平面或立体形象的艺术。
“美术”的概念和范围不是凝固不变而是与时俱进的。
该词最初由德国美学家莱辛所创用。
17世纪在欧洲泛指具有美学意义的绘画、雕塑等，以区别于具有实际用途的工艺美术。
从范围上讲美术通常指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艺术等，在东方还包括书法艺术、篆刻艺术等。
“美术”这个词不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而是近代从日本移植过来的。
具体说是“五四”运动前后我国才开始普遍使用这一名词。
美术学美术学是研究美术现象、阐述美术规律及美术原理的文艺科学，包括美术创作、美术理论、美
术史和美术批评等内容。
通过对各种美术现象的研究，总结美术发展规律，阐明美术基本原理，指导美术创作和美术鉴赏。
美术批评美术批评又称美术评论。
在美术欣赏的基础上，根据一定的标准，对美术作品、作者和各种美术现象（包括美术运动、美术思
潮、美术流派）所做的理论分析和价值判断，其中以对作品思想感情和艺术形式的分析、评价占主导
地位。
美术批评是一种科学的审美活动，一方面沟通与协调创作与欣赏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可以提高美术创
作的质量和社会的欣赏水平。
美术的社会功能由于美术与社会生活联系的广泛性以及美术创作的多样性，美术的社会功能主要有认
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
美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内容是构成艺术形象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总和，形式是作品的存在方式。
任何作品，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二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美术作品内容的特征，取决于反映对象的特殊性和艺术表现方式的特殊性。
一般表现为具体可感的现象形态，通过视觉形象唤起人的想象。
作品的形式，包含着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内容诸因素的内部组织和结构，也叫内形式；二是艺
术形象所借以传达的物质手段的组成方式，也叫外形式。
第二节美术的主要门类与表现语言美市的主要门类雕塑雕塑是造型艺术之一。
它是通过雕、刻、塑以及堆、焊、敲击、编织等手段制作三维空问形象的美术类型。
雕和刻是指在金属、石、木等材料上刻制立体的艺术形象。
塑是指用黏土、油泥等材料堆塑立体的艺术形象。
绘画绘画是一种平面造型艺术。
它借助一定的工具，运用线条、明暗、色彩等手段，在二维空问范围内，创造具体的艺术形象，再现
生活，描绘视觉形象。
油画油画是绘画的一种。
它是用快干油（亚麻仁油、核桃油、罂粟油等）调和颜料而绘制的画。
油画起源并发展于欧洲，14—15世纪油剂改良后被广泛运用，到近代成为世界性的重要画种。
15世纪以前欧洲绘画中的蛋彩画是油画的前身。
一般认为，15世纪初期的尼德兰画家凡·爱克兄弟是油画技法的奠基人。
作为一种艺术语言，油画包括色彩、明暗、线条、肌理、笔触、质感、光感、空间、构图等多项造型
因素。
版画版画是造型艺术之一。
它是指用刀子或化学药品等在木版、石版、麻胶版、铜版、锌版等版面上雕刻或蚀刻后印刷出来的图
画形式。
中国木刻版画约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最早可能产生于隋唐之际。
壁画 壁画是绘在建筑物的墙壁或天花板上的图画，它是历史最悠久的绘画形式之一，其内容一般为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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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人物、神话传说、生产、战争和社会习俗等。
现代壁画注重于与整个建筑场所的协调，有很强的装饰性。
肖像画肖像画是描绘实在的具体人物形象的画。
风俗画风俗画是以社会生活习俗为题材的人物画。
中国的风俗画始于汉代，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南宋苏汉臣的《货郎图》等是风俗画的代表
。
欧洲在14—15世纪开始出现风俗画，17世纪的荷兰画派是欧洲风俗画代表。
风景画风景画是以自然风景为描绘对象的绘画，在中国画中称为“山水画”。
魏晋南北朝时风景仅作为人物画的背景衬托，隋唐时开始独立成画。
美术的表现语言与手去素描素描是指以单色线条和块面来绘制物体形象的一种造型艺术。
速写速写是指在短时间内以简练的线条扼要地勾画出对象的形态和神态的作画方式。
写生写生是指直接以实物和景物为对象进行描绘的作画方式。
笔触笔触泛指绘画中之笔法，通常多用于指油画和水彩画中运笔的痕迹。
肌理肌理是造型艺术特有的美感特征，因所用工具或材料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感觉。
例如油画和中国画的肌理就因为使用了不同的工具和材料而不同。
它是美术的表现语言之一，是艺术家进行各种情感和观念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
透视透视是指在平面上重现物体在空间上的立体感的绘画方式，可分为形体透视（几何形透视）和空
气透视。
形体透视是根据光学和数学原理，用线条描绘物体空间位置、轮廓和物体投影。
空气透视是通过空间距离对物体色彩及明显度所起的作用来表现物体的立体感。
构图构图的英语词为“composition”，意为组合、构成。
在美术创作中，一般指在美术创作时根据主题思想和美感效果，将要表现的形象加以组织，构成一个
完整协调的画面，使个别和局部的形象通过艺术加工而成为一个整体。
在西方，自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就有许多艺术家和学者对美术中的构图进行系统研究，专门研究构图对
于形象呈现的作用。
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称为章法或布局，被认为是“画之总要”，极受重视。
第三节美术鉴赏学说传神论中国画史上最早运用“传神”评价美术现象的是东晋画家顾恺之。
顾恺之的传神论是人物画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
直到唐代，传神论还是被作为人物画主要的审美标准而运用。
六法论六法论是中国古代美术品评的标准和重要美学原则。
“六法”最早出现在南齐谢赫的著作《画品》中。
“六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摹
写”。
自六法论提出后，中国古代绘画进入了理论自觉的时期。
后代画家始终把六法作为衡量绘画成败高下的标准。
长期以来，凡绘画的创作与批评，都未曾越出“六法”的范围。
六要论古代画论词语。
五代荆浩《笔法记》提出“六要”：一日气，二日韵，三日思，四日景，五日笔，六日墨。
逸、神、妙、能论古代画论词语，是评画的标准之一。
如唐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中，把评画的标准分为神、妙、能三品，外增逸品。
到北宋黄休复的《益州名画记》中，将标准分为逸、神、妙、能四品。
南北宗论晚明文人画家董其昌以禅宗南北两个宗派来比喻山水画的不同风格。
他将王维和李思训分别定为南北两派的祖师，荆、关、董、巨、米家父子至元四家为南宗；赵伯驹、
赵伯驌和李、刘、马、夏为北宗。
他极力推崇南宗为画家正统，贬斥北宗为行家画。
这一理论观念对明末、清代乃至当代的中国画创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书画同源书画同源是中国传统书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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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中国文字与绘画在起源上有相通之处；二是指书法与绘画在表现形式方
面，尤其是在笔墨运用上具有共同的规律。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第一次从理论上阐述了书画同源的问题。
书画同源的观点在当代中国书画创作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成为中国民族美术形式的重要审美标准
之一。
黄金分割黄金分割是造型艺术中的一种分割法则，亦称黄金分割率，简称黄金率。
它的分割方法为：将某直线段分为两部分，使一部分的平方等于另一部分与全体之积，或使一部分与
全体之比等于另一部分与这一部分之比。
用数字来表示，它的比值约为1.618：1或1：0.618，被称为黄金比。
黄金比最早是由古代希腊人发现的，直到l9世纪仍被欧洲人认为是最美、最协调的比例。
黄金比广泛用于造型艺术中，具有美学价值。
第四节中国书画中国书画的分类书法书法是文字的书写艺术，特指以毛笔表现汉字的艺术。
它是中国文字在书法家审美观的长期运用和发展中形成的特有艺术。
书法成为一门艺术，与通常写字有一定的区别，书法必须具备用笔、结构、章法、墨法等艺术表现手
段。
毛笔是书法的最主要工具。
汉字书法可分为五种书体，即篆书、隶书、楷书、行书和草书。
国画国画即“中国画”，中国民族绘画。
它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独特体系，一般分为人物、山水、花鸟等画科。
图画强调融化物我，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效果。
在国画中，画与书法、篆刻融为一体，相互映衬。
它形成于两千年前的汉代，成熟于一千多年前的唐代。
国画的工具是我国特有的毛笔、墨、纸、砚，与诗文、书法、篆刻互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
中国画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体系，独具特色，其特点主要有：第一，在工具材料上，往往采用中国
特制的毛笔、墨或颜料，在宣纸或绢帛上作画。
第二，在构图方法上，不受焦点透视的束缚，多采用散点透视法（即可移动的远近法），冲破了时问
与空间的局限。
第三，绘画与诗文、书法、篆刻四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画特有的诗、书、画、印交相辉
映的特色。
第四，中国画的特点来源于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和丰富的美学思想。
在处理形神关系时都要求“神形兼备”，在造型和意境的表达上都要求“气韵生动”。
文人画文人画又称“士大夫画”，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所作的画，以区别民间画工和宫
廷画师所作的画。
他们讲究笔墨情趣，强调神韵，重视文学书洪和面中意境的表现。
作品大都取材于山水、竹石、花鸟等，惯以梅、兰、竹、菊为主要题材，借以标榜画家高尚的自我人
格。
唐代王维为“文人画”的创始者。
山水画山水画简称“山水”，我国传统画科之一，是以描绘山川等自然景色为主体的绘画。
魏晋时期多作为人物画的背景，至隋唐开始出现独立的山水画。
五代、北宋时日趋成熟，从而形成中国画中的一大画科。
青绿山水青绿山水是山水画的一种。
它用矿物质石青、石绿作为画的主色。
青绿山水有大青绿、小青绿之分，前者多勾廓，少皴笔，着色浓重，装饰性强；后者是在水墨淡彩的
基础上薄罩青绿。
浅绛山水浅绛山水是山水画的一种。
它是在水墨勾勒皴染的基础上，以红赭色彩渲染为主的山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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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画人物画是以人物为内容的绘画。
要求形神兼备，即不但人物形象要符合透视原理，结构、比例要正确，而且要表现出人物的思想、感
情和精神面貌。
人物的面部是描绘的重点，同时还要处理好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特定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求得人物
动作的协调和画面布局的统一。
花鸟画花鸟画是我国传统画科之一。
以描绘花卉、竹石、鸟兽、虫鱼等为作画主体。
唐末逐渐成熟，五代时发展有“徐、黄二体”。
水墨画水墨画是中国画的一种。
指不用彩色颜料，以墨代色，用不同的墨色（焦墨、浓墨、重墨、淡墨、清墨）表现变化和层次。
以笔法为主导，充分发挥墨法的功能。
水墨画相传始于唐代，成于五代，盛于宋元，明清及近代以来续有发展。
长期以来水墨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年画年画是中国画的一种体裁，因民间习惯于新年时张贴而得名。
题材多为迎财神、五谷丰登、年年有余、春牛图等喜庆吉祥的内容，带有祝福祈年的意义。
长期以来存在于我国广大农村，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
年画形式有门画（独幅的和对开的）、四屏条和横的或竖的单开独幅等。
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年画产地有天津的杨柳青、苏州的桃花坞、山东潍坊的杨家埠等。
界画界画是中国画的画科之一，在作画时使用界尺引线，故名。
界画起源很早，晋代已有，隋代时界画已相当成熟。
现存唐懿德太子墓道西壁的《阙楼图》是目前我国最早的一幅大型界画。
宋代的著名界画有《黄鹤楼》、《滕王阁图》等。
中国画绘画技法笔墨  笔墨是中国画技法的总称。
“笔”通常指钩、勒、皴、擦、点等笔法；“墨”指烘、染、泼、积等墨法。
墨分五色墨分五色是指墨的浓淡干湿，但“五色”说法不一，或指焦、浓、重、淡、清；或指浓、淡
、干、湿、黑；也有加“白”称“六彩”。
古代中国画家崇尚“墨即是色”，指墨的浓淡变化就是色的层次变化，因此“墨分五色”，也就是指
墨色运用的变化丰富。
皴法皴法是中国画技法名称之一。
早期山水画的主要表现手法是以线条勾勒轮廓，然后敷色。
随着绘画的发展，为了再现山石树木的脉络和凸凹向背，形成了皴、擦的笔法。
皴法是以点线为基础来表现山岳的明暗（凸凹）。
因地质的结构不同，山石的皴法主要有披麻皴、雨点皴、卷云皴等；因质感不同，表现树身表皮有鳞
皴、绳皴、横皴等。
皴法是画家根据山石树木质地结构归纳而成的。
写意写意俗语“粗笔”，中国画技法名，与“工笔”对称。
写意属于简略一类的画法，以简练的笔墨，画出物象的神态，以墨的皴点、浓淡、干湿变化为主。
它一般只是寥寥几笔，就可以大致表现物象，显出物象的气韵神态，抒发作者的感情。
写意画在表现对象上运用概括、夸张的手法，有高度的表现力。
工笔工笔亦称“细笔”，中国画传统的画法之一，与“写意”对称。
用细微精刻的手法描摹物象，线条细致，一丝不苟，属于工整细致一类密体的画法。
白描白描的特点是有线无色，用墨线勾描物象，不着颜色修饰，多画人物、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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