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形态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艺术形态学>>

13位ISBN编号：9787807305811

10位ISBN编号：7807305819

出版时间：2008-7

出版时间：学林出版社

作者：卡冈

页数：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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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形态学>>

内容概要

前苏联美学家莫·卡冈是哲学、美学和文化领域卓越的专家。
他在1972年出版了《艺术形态学》一书，这是世界美学史中的经典著作之一。
在该书的序中，卡冈对艺术形态学作了概念界定：“形态学——这是关于结构的学说。
” 本书向您介绍了这部著作的精彩之处；它给美学思想史带来的新东自；其理论价值所在。
　　艺术形态学位应该在美学中占有比迄今为止更为重要的一席地位。
本书即是苏联学术中研究美学理论这个分支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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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俄罗斯)卡冈 译者：凌继尧 金亚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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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卡冈和他的《艺术形态学》自序第一编  艺术发展史和方法论  第一章  从艺术系统的神话概念到对这个
系统的哲学分析    1．古希腊罗马美学中的形态学观念    2．中世纪的教义和文艺复兴时期价值的再评
价    3．17世纪和18世纪前半期美学中的形态学问题  第二章  包罗万象的艺术“系统百科全书”的形成  
 1．从巴德和门德尔松到克鲁格    2．从A.施莱格尔到黑格尔  第三章  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前半期西
方美学中艺术形态学分析的主要流派    1．思辨演绎流派：从威斯到别雷伊    2．心理学流派：从拉查
鲁斯到拉罗    3．功能流派：从泽姆佩尔到弗兰卡斯特尔    4．结构流派：从雅科勃到苏里奥    5．历史
文化流派：从丹纳到冯特；从尼采到施宾格勒    6．经验主义流派：从艾伦到门罗    7．怀疑主义流派
：从洛兹到莫尔普尔戈-塔利亚布埃  第四章  苏联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上对艺术的形态学分析
 第五章  美学思想史的教训和马克思主义美学中艺术形态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第二编  历史  从原始艺
术的混合性到艺术的现代系统  第六章  原始艺术的混合性    1．原始艺术的复功用性    2．原始艺术的“
缪斯”形式和“应用”形式    3．原始艺术的种类和体裁的无定形性  第七章  古代艺术混合性解休的历
史过程    1．民间创作作为艺术创作的独立形式    2．艺术生产的划出和发展    3．艺术样式形成的过程  
第八章  艺术世界界限的扩人和缩小    1．艺术史过程的整合力    2．由于技术基础的扩大形成的艺术新
形式    3．艺术创作陈旧形式的衰亡第三编  理论  艺术作为类别、门类、样式、品种、种类和体裁的系
统  第九章  艺术的类别和门类    1．艺术分类的本体论标准    2．艺术分类的符号学标准      a)时间艺术
中创作的再现型和非再现型的相互关系的活动性      b)空间艺术中创作的再现型和非再现型的相互关系
的活动性      c)空间时间艺术中创作的再现型和非再现型的相互关系的活动性    3．复功用艺术和单功用
艺术  第十章  艺术样式及其品种    1．造型创作的样式和品种    2．表演创作的样式    3．语言艺术的样
式和品种    4．音乐创作的样式和品种    5．舞蹈创作的样式    6．建造创作的样式和品种    7．混合综合
型艺术的样式及其品种  第十一章  种类作为形态学范畴    1．文学中的种类问题    2．其他艺术样式的种
类划分  第十二章  体裁作为形态学范畴    1．题材方面的体裁分类    2．体裁按其认识容量的分类    3．
体裁分类的价值学方面    4．按照艺术所创造的形象模式的类型对体裁的分类结束语参考书目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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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艺术发展史和方法论第三章 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前半期西方美学中艺术形态学分析的主要流
派1．思辨演绎流派：从威斯到别雷伊实证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后果是对古典哲学美学（如费希纳所
称的“自上而下的美学”）的“造反”，与古典哲学美学的这种思辨演绎法相对立的是经验主义分析
法（按费希纳的术语是“自下而上的美学”）。
十分自然，新的方法论也要影响到艺术的形态学研究；我们很快即将看到这个具体过程是怎样发生的
。
而现在我们要指出，尽管在唯科学主义新取向的冲击下古典美学的传统愈来愈退让，它在19世界中期
和末期，甚至在20世纪初期，却依然保存着一定的力量。
沿着这条途径看来已经提不出什么原则上的新东西，然而在这一时期却创造出了不同程度上令人感兴
趣的旧思想的变体和它们的新组合。
这些应该受到美学史家的注意。
鉴于在不同的国家这个过程都具有某种独特性，所以对于每个民族的分支进行单独的研究是适宜的。
我们从德国开始。
那里旧哲学的影响自然比任何其他学地方都要大。
在我们感兴趣的具体领域中，这种影响首先在威斯和费肖尔的美学学说中显露出来。
他们的形态学观念的基础是黑格尔的纲要，但是在一点上两个人都对它进行了修改，似乎想在德国唯
心主义哲学的经典作家们的观点中找到某种折衷。
这表现在，这个系统在威斯和费肖尔这里所具有的已经不是在黑格尔那里的单线性，也不是在谢林那
里的双层性，而是三层性：诗同其他艺术相对立，它的三个种类的划分同空间艺术存在的三种形式相
符合，但音乐也被划分为包括三个种类的独立领域（器乐、声乐和戏剧音乐）；然而它却不像在谢林
那里处于艺术阶梯的下面，也不像在叔本华那里处于艺术阶梯的顶端，而恰恰处于黑格尔所放的位置
：在造型艺术和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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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形态学》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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