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类型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艺术类型学>>

13位ISBN编号：9787108043849

10位ISBN编号：710804384X

出版时间：2013-4

出版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李心峰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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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类型学>>

内容概要

什么是艺术？
本书的回答是：艺术就是体现了人类的神话、宗教、科学、哲学、语言、技术等等文化形态的艺术表
现。

过去我们对艺术的研究和探讨，有时是在美学名义下进行的, 有时是在“文艺学”的学
科名称之下进行的, 偶尔也有一些名之为“艺术哲学”的研究成果出现。

近年有了改变，共识是: 第一，美学不能完全包办代替有关艺术的学科研究。
第二，“文艺学”不是文学研究, 也不是关于文学的学科探讨，或以文学为中心和典型形态的学科研
究。
第三，艺术的理论探讨，包括艺术哲学的内容，但包括大量的科学（狭义）的、经验的艺术研究在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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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心峰，本名李新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文艺学专业）。
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艺术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主要学术成果：《现代艺术学导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元艺术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7年）、《艺术类型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中华艺术通史》中《夏商周卷》（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主题史》（辽海出版社2005年）等学术著作及大量
译著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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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体系与分类原则 五、自然的分类与逻辑的分类 第五章艺术的自然分类体系 一、艺术自然分类体系
的沿革与发展 二、艺术自然分类体系研究中的两大基本矛盾 三、十四种艺术——现代中国特色的艺
术自然分类体系 四、十四种艺术又可概括为四大类 第六章艺术的逻辑分类体系 一、艺术的主要逻辑
分类模式 二、逻辑分类体系与艺术本质 三、从艺术生产看艺术的逻辑分类体系 四、对于功能论分类
模式的扬弃 五、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六、几点简短的说明 第七章作为类型现象的艺术风格 一、什么是
风格类型 二、风格类型系统的初步分析 三、艺术精神、艺术原则、艺术思潮、艺术流派作为风格类
型现象 ⋯⋯ 分论编 历史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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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各种艺术类型之间的互相渗透乃至互相结合，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很自觉的，而是经
历了一个从无目的、无意识到有目的、有意识，从自发到自为的历史发展过程。
在古代，不同艺术类型之间的互相渗透是自发的、无意识的。
近代开始，有人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艺术类型之间的“嫁接”和“杂交”以期产生新的艺术类型。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瓜里尼就大胆地提出把悲剧和喜剧结合起来，认为这种结合既不违反自然常规
，也不违反艺术常规，可以产生悲喜混合剧这一新的戏剧体裁。
到了现当代，这种有意识的试验就更加广泛和深入了。
比如音乐和电视相结合，便产生了MTV（音乐电视）这一新的艺术品种，受到人们广泛的认可和欣赏
。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艺术类型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结合，也不是没有任何限制、能够随意进行的
，并不是对所有艺术类型之间任意的“嫁接”、“撮合”的尝试都能获得成功。
有些人为的、生硬的拼接、组合，就不能为人们所接受而归于失败。
这种渗透和结合，必须符合艺术的规律才有可能成功。
它是由相互结合的各种艺术形式的基本要素之间的结合能力、各自特性以及外部的社会需求等因素共
同决定的。
正如卡冈所指出的那样，在研究运用综合渗透的办法创造一种新的艺术品种时，“每次都发现其中表
现出一种深刻的社会需求，即使艺术模拟生活的方法同经常变化的社会现实的性质相适应。
但是，这些需要的满足总是取决于这些或另一些艺术‘杂交’的能力，即不是它们的简单机械对比，
甚至不是它们的格局式联系，而是有机的互相渗透的‘化学反应’，这种互相渗透只能产生艺术创作
的新的综合样式”。
 艺术类型的排他性与互渗性的矛盾运动是一种辩证的矛盾运动。
排他性是基础，保持艺术类型的独立性、稳定性和可延续性；互渗性是动力，促使艺术类型的丰富、
完善、发展和变化。
艺术类型由混合形态到独立类型的形成再到各类型艺术的丰富、完善及新的类型的形成，就是这种排
他性与互渗性辩证矛盾运动的结果。
 如果做一些稍稍具体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艺术类型间的排他性与互渗性的矛盾运动，主要有两种
情形。
一种情形是排他性占主导地位。
某种艺术就会朝着追求自身艺术形式的纯粹化、单一化的方向发展。
如音乐这种艺术，当其排他性占据主导地位，就会竭力去排除音乐中的模仿因素、文学因素乃至表现
因素，而去追求所谓的“纯音乐”，首先把声乐从纯音乐中排除出去，继而把器乐中的标题音乐从纯
音乐中排除出去，最后只剩下了器乐中的无标题音乐符合其纯音乐的要求。
再比如绘画这种艺术，当其排他性占据主导地位、以所谓纯绘画为追求目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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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类型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类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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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