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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范美俊著的《新媒体理论与实务系列教材：新媒体文艺》分三编共十章，系统地阐述了文学、艺术新
时代媒体巨大冲击下的适应、突破与转型。
全书既涉及新媒体文艺的门类、特征、传播及其与旧媒体文艺的比较，也涉及新媒体文艺的创作、鉴
赏和产业等多个方面，并以通熟易懂的语言剖析了大量鲜活的作品案例。

《新媒体理论与实务系列教材：新媒体文艺》适宜作为高等院校文学、一书学科以及新媒体各专业方
向的教材，也是一本学习和研究当下文艺新转型、新生态的参考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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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美俊，男，四川隆昌人，九三学社社员、副教授。
1993-1997年就读于西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获学士学位；2002-2005年就读于四川大学艺术
学院美术史论专业，获硕士学位。
美术作品曾多次入选省市美展并获奖，论文多次入选国内重要学术会议。
已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造型艺术》、《书法研究》、《美术观察》、《文化中国》等学
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并有《中国美术论辩》、《中外美术史》、《画坛辑佚》、《艺术美学》
等合著著作出版。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美术史与艺术理论，兼及艺术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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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古代绘画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即宫廷绘画、民间绘画、宗教绘画和文人画。
画家的身份基本上是特定的，所用的绘画工具和材料也是特定的，都使用传统的笔墨纸砚和中国画颜
料，只是因为绘画的内容、用途和尺寸等不同而略有区别。
作品完成后，往往因为交通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受众注定只能是少数人，文艺的消费完全是贵族化的
。
比如，过去的人想欣赏宫廷绘画，如果不是王公大臣或供职于宫廷就基本没有机会，想瞻仰敦煌壁画
就非得去甘肃不可。
而在今天，人们可以通过专题展览、查阅画册，或是通过网络模拟、数位摄影，进行全方位的虚拟观
察，甚至比到现场看得还清楚。
中国历朝历代均没有设立服务普通民众的文化机构，也基本没有今天的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
施，即便是平民化一点的戏剧，戏台和戏班子往往也属于大户人家，普通百姓只有在节庆等特殊时刻
才能欣赏到戏剧表演。
　　美展是美术家传播作品、与观众进行交流的一种载体，是艺术作品发挥社会功能、对观众进行审
美教育的一种有效途径。
虽然现在人们对各种展览已不陌生，但公共性的美展历史却并不长。
原因很简单，中国古代的书画艺术交流往往是私密性的文人雅集，非今天意义上的大众传播。
严格地讲，汉宣帝在麒麟阁画霍光等十一功臣像，唐太宗在凌烟阁置魏征等二十四功臣像，还有文人
雅集的书画交流，也是公开性的美术作品展示，但这种限于小圈子内的交流如同春官画一样带有强烈
的私密特征。
清季以来的学堂教学成果展示、书画家的个展、联展，以及社团、新型美术学校举办的展览则具有近
代意义。
而真正以国家名义举办的美展则具有现代意义，体现的是国家对不限定人群义不容辞的文化建设和文
化服务责任。
1929年，国民政府在上海举办了盛况空前的“第一届全国美展”，这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重大事件
。
在古代中国，美术作品作为稀缺、珍贵的文化财产被皇家和收藏家所垄断，创作、赏鉴及批评的权利
掌握在文人和官宦等社会精英阶层手中，书画作品往往秘不示人。
在没有印刷品和公共性美展的时代，研习和赏鉴书画是件很奢侈的事情，这也导致了中国绘画的图式
与精神变幻很缓慢。
而蔡元培等文化精英，在“公民”、“启蒙”、“美育”等概念的启发下，倡议设立美术馆、博物院
和展览会，大大推动了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进程。
　　第二节 信息时代与新的传播媒介　　与传统信息传播相匹配的是传统媒介，而广播、电视、网络
等现代媒介是现代科技和传播的产物，具有信息量大、存储方便、传播迅捷、数字化等特点。
汗牛充栋、学富五车等词语是用来形容古代巨大的信息量的，其实在今天看来这些信息量非常小，甚
至不如已被淘汰的一个1.44兆软盘的容量。
今天的研究人员可以借助数字信息媒介方便快捷地查找资料，学术视野变得更为宽阔，这得感谢科技
的发展和麦克卢汉等先知对未来的正确预言。
当下已经是信息时代，知识爆炸、比特、地球村、仿像等新名词，今人已不再陌生。
　　自19世纪以来媒体的革新一直令人瞩目，这种革新从整体看是电子媒体逐渐取代印刷媒体的过程
，同时也是电子媒体内部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从电报、传真、广播、电视、电话一直到计算机网络
，从电子邮件、BBS、QQ、手机短信、博客、播客一直到现在流行的微博，各种新通信媒介令人应接
不暇。
它们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也改变了艺术传播的传统模式，给现代人以多重的想象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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