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活美学与艺术经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生活美学与艺术经验>>

13位ISBN编号：9787807183143

10位ISBN编号：7807183144

出版时间：2007-9

出版时间：南京出版社

作者：刘悦笛

页数：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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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美学与艺术经验>>

前言

尽管世界上有不同的民族和人种，尽管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种种不同的_文明和文化，但种种不同中又
有相同之处，那就是，不管是哪个民族和哪个人种，不管是哪种文化和哪种文明，都离不开艺术。
可以说，艺术和人类共存，艺术与文明共生，不管在哪种文明和哪种文化中，艺术都是不可缺少的要
素。
艺术永远与人类形影相随，艺术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艺术作为人之心灵最活跃、体验最丰富的状态下的创造物，反过来又以其丰富的精神营养滋润着人类
的心灵，丰富着人类的经验。
从孔子听乐后三个月不知肉味的故事，到南朝画家张僧繇画龙点睛后龙竟然活了并破壁飞腾的传说，
我们无不感受到艺术所具有的神奇魅力。
从阿尔塔米拉洞穴中展示动物形象的原始壁画，到青海大通孙家寨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妙趣横生的舞蹈
纹彩陶盆；从动人心魄的《命运交响曲》，到表现战争之残酷和人类良知的《格尔尼卡》⋯⋯我们处
处感受到艺术与生命和文化血肉相连的关系。
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林林总总、丰富多彩的艺术，始终表现和反映着人类自身的感觉、情感和经验世界
，始终忠实地记录着人类智慧所达到的高度和人性所达到的深度，始终积淀和深化着人类对自己的认
识和理解。
对艺术的感知常常激发人们深刻的哲学思考，使人不由自主地思考与人的生存有关的问题：我们从哪
里来，到哪里去？
人的本质和价值是什么？
生命的意义何在？
⋯⋯例如，观看古希腊雕塑《米洛的维纳斯》，我们不仅为其美色倾倒，还会从她那高贵、尊严、祥
和的姿态和眼神中窥见人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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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活美学”认定“审美即生活”，当代艺术走向“艺术即经验”。
　　随着当代“审美泛化”——“生活审美化”与“艺术生活化”——愈演愈烈，我们亟须回归“生
活世界”来重构一种“活生生”的当代美学和艺术论。
美学，作为一门“玄学”，已经远离生活太久，审美往往被视为对生活的殊异、摆脱乃至超离；艺术
，本为一种“经验”业已孤离经验太远，艺术常常被看作是对经验的否定、拒绝乃至颠覆。
现在，则是回到生活和经验的时候了⋯⋯在艺术完全生活化的地方，同时，也是生活彻底审美化的地
方，才是“生活美学”的真正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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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卡拉第17届国际美学大会上的发言跋 一半和一半，一个与三个补记 “生活美学”与“艺术终
结”：孰对孰错?——国际美学大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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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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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同自然一样，都是人类本来意义上的家园⋯⋯艺术绝对不是常人认为的玩物，而是和谐之源，
从中流出的，是涌动不息的生命之泉，只要接触艺术和欣赏艺术，这富有生命活力的甘泉便会滋润干
渴的嘴唇，使心田之苗茁壮成长。
久而久之，这样的人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和谐的和发展完美的人。
如果一个社会由这样的人组成，整个社会也就成为和谐的社会。
⋯⋯一个社会只有同艺术结婚，才能生出文化之子；如果与艺术离异，只能导致野蛮，这个社会随之
会变成文化的沙漠。
”“对艺术的创造、接受和欣赏，是一种高级的文化素质。
而获取这种素质的重要捷径，就是艺术教育。
” “当今方兴未艾的综合艺术教育或生态式艺术教育⋯⋯不仅注重各门艺术之间的对话、交叉和贯通
，还注重艺术精神向其他学科的渗透。
⋯⋯实施综合艺术教育，我国是最有优势的。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艺术教育传统，完善和发展综合艺术教育，造就高素质的人才，正是开
发这一套《艺术教育前沿论丛》的宗旨。
” 本册为《艺术教育前沿论丛》之《生活美学与艺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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