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1-艺术概论-专升本>>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2011-艺术概论-专升本>>

13位ISBN编号：9787563525812

10位ISBN编号：7563525815

出版时间：2013-3

出版时间：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作者：周星 编

页数：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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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1-艺术概论-专升本>>

内容概要

　　《全国各类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统考教材：艺术概论（专升本）》由周星教授亲自主笔修订了
本次的《全国各类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专升本统考教材》。
在修订的过程中，本着对教学认真负责的原则，坚持了以大纲为依据；坚持了以教学为目标；坚持了
以突出成人考试特点为方向。
他们以严谨的工作作风，以对成人高考（专升本）准确到位的把握，将本丛书的最新修订版本溶入了
新的命题思想和观点。
本丛书经修订后奉献给读者，更能起到良好的效果。
在修订的过程中，丛书仍然坚持了下面三个特点：第一、注重针对成人学习的特点，强调科学性；第
二、注重试题解释应试能力训练，强调实用性；第三、注重吸收新知识、新成果，强调时代性。
本丛书可选作成人高考教学的标准教材，同时对高中以上相关人员自学、教研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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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用“意境”这个词。
比如说，一首诗很好，我们就说“这首诗很有意境”。
一幅画很好，我们就说“这幅画很有意境”。
甚至看完一场电影，走出电影院，我们也会听到有人议论“今天的电影很有意境”。
我国著名美学家、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叶朗教授认为，尽管大家都在用这个词，但究竟什么是意境，
很多人并没有搞清楚。
近十多年，我们学术界讨论意境的论文和专著相当多。
大家对于“意境”的理解和解释并不准确。
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是很多人都把“意境”和“意象”混为一谈。
很多人说，意境就是“情景交融”。
这种解释大概是从清代开始的。
清代有一位画论家布颜图，他就把“意境”规定为情景交融。
后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和其他一些著作中也将“意境”或“境界”解释为情景交融。
其实他们所规定的是另一个概念，即“意象”，而不是“意境”。
中国传统美学认为艺术的本体就是“意象”，而“意象”的基本规定就是情景交融。
任何艺术作品都要创造意象，因此，任何艺术作品都应该情景交融。
但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有“意境”，“意境”除了有“意象”的一般规定性（情景交融）之外，还有
自己特殊的规定性。
“意境”的内涵大于“意象”，“意境”的外延小于“意象”。
“意境”的特殊规定性是什么呢？
这就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物、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即所谓“胸罗宇宙，思接千
古”，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学性的感受和领悟。
叶朗教授为了清楚地解释“意境”的内涵，追溯到老子的哲学。
他认为，“意境说”的思想根源是老子的哲学。
他认为，从老子开始，中国古典美学逐渐形成了几个重要的理论，其中之一是“意象说”。
“意象说”是关于艺术（和审美活动）的本体理论。
这个理论的集大成者是王夫之。
王夫之建立了一个以审美意象为中心的美学体系。
王夫之讨论的是诗歌。
诗歌（艺术）是什么？
王夫之划了两条界限。
第一条界限，“诗”和“志”的界限。
“志”就是思想情感（“情志一也”）。
王夫之指出，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有混淆。
“诗言志”，这是不错的。
艺术总是要表现人的思想情感。
但是，“志”不等于“诗”，“意”佳不等于“诗”佳。
20世纪80年代我们文艺界有些作家主张艺术的本体就是情感，就是把“志”当成了“诗”，其实情感
的表现人人都有，但不能说每个人都是艺术家。
你愤怒的时候可能骂人，你悲伤的时候可能大哭一场，但那不是艺术，别人不会欣赏你骂人或大哭。
当然骂人骂得好，或者哭得好，也是艺术，但那性质已变了，变成了意象。
王夫之划的第二条界限是“诗”和“史”的界限。
“史”就是历史实录。
王夫之认为，“诗”和“史”的性质和任务不同，不能互相代替。
他和明代的杨模（升庵）一样，反对宋人给杜甫加上“诗史”的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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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哉宋人之见也，不足以言诗”。
他认为杜甫那些被宋人称赞为“诗史”的作品，并不是杜甫最好的作品，“于史有余，于诗不足”。
诗和历史实录不一样，它和实录是有距离的。
“诗”不是“志”，“诗”不是“史”，那“诗”是什么呢？
“诗”是“意象”。
王夫之认为诗（艺术）的本体就是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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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1全国各类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统考教材专升本:艺术概论》是2011最新成人高考丛书系列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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