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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美学原理》的基础上重新编写而成，充实了作者近十年来在 教学科研中的成果。
全书共17章(配有33幅体现美感的插图)，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为指导，从真善美出发，穿插大量
生动的资料，深入地分析美的本质特征及其在各个领域中的特殊表现(社会美、自然美、艺术美、形式
美)，并对美感的本质特征美感的心理因素美感的个性与共性、美育等问题，以及现代西方审美心理学
主要流派作了细致的阐述和介绍。
适用于大专院校哲学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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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彩陶不仅是为了实用，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它是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结合。
陶器和石器比较有更明显的审美特征。
由于陶器的发明体现了人类的创造和智慧，陶器的使用在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因此人们非常珍爱它。
陶器上的各种纹饰流露了当时人们的这种珍爱的感情。
石器上所体现的形式感是直接和物质生产的实用目的相联系的。
而陶器是在实用的基础上更自觉地美化产品。
这表现在：    (1)陶器的造型和装饰具有更多的自由和想象的成分。
体现了人的精神特征，从形象中流露出当时人们在美的创造中的喜悦。
例如石岭下类型罐：器形浑圆，图案用柔和的圆形和曲线组成。
线条流畅、明快、疏朗，流露出一种喜悦的情绪，使人感到有一种性格的特征，仿佛创作者是带着微
笑在描绘这优美的图案。
    又如马家窑类型的尖底瓶，有一种流动的韵律感，瓶上画的是四方连续的旋纹，使人产生一些有趣
的联想：好像雨洒在水面，涡点四溅，又好像枝叶交错，果实累累。
这些纹饰和汲水瓶在使用中的旋动感很协调。
再如大汶口的兽形器，表现一动物张口、竖耳、仰首，作狂吠状，脖子粗大，身躯前高后低，好像正
向前冲。
动物的口就是倒水的瓶口，背上是手把，设计很巧妙。
这里面充满了想象和创造的喜悦。
    (2)比较自觉地娴熟地运用形式美的法则，如图案中的对称、调和、对比、变化、多样统一等等。
半山类型瓮，图案装饰是由各种不同的线条组成，有粗线、细线、齿状线、波状线、红线、黑线。
这许多不同的线，巧妙地组织在一起，运用重复、交错的方法，显得丰富多样，在变化中达到统一。
线条的粗细随瓮的体形变化，上端体形小、线条较细，中部体形扩大，线条也随之加粗。
一切变化都是那么自然，那么协调，下半部留出空白，显得有虚有实，更增加一种变化。
这样美妙的图案仿佛是用线条奏出的交响乐。
不少彩陶的图案已能熟练地运用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的方法。
(注：二方连续是带状图案向左右或上下连续，四方连续是一个纹样能向四方重复连续或延伸。
)这些图案组织方法是在长期的审美活动中对事物的形式特征提炼、概括的结果。
在许多彩陶上还体现了在整体上的和谐效果，如图案与器形的协调。
    这些彩陶的制作过程和方法，也体现了人类在研究和掌握形式美上的巨大进步。
雷圭元曾对庙底沟彩陶的图案作过深入细致的分析①，指出当时人们已能熟练地运用以点定位，用线
联络成文的种种方法。
(图3)他分析了彩陶上的植物文饰的绘制过程：    第一图先用点定位；    第二图以米字格联结；    第三
图以弧作三点一组的联结；    第四图在钩线中填彩使风格明确。
从这个作图的过程清楚地表明，当时在生产一件陶器时不仅有明确的实用目的，而且在美的创造方面
，事先经过周密的思考、设计，完全是有计划进行的。
    在美化产品中还注意到图案部位的选择。
根据人们在使用器物时经常保持的视角来确定的部位。
如有的器物经常处在俯    图  3视的角度，图案的位置多画在器物的上部。
如半山类型瓮，在俯视器物时瓮口的图案纹饰如池水中涟漪渐开。
俯视半山类型瓮时以瓮口为中心，四周的图案看上去像一朵盛开的鲜花。
平视时则环绕瓮的腹部呈现出一种二方连续的图案。
    原始人类最初是从器物的粗糙的实用形式中，直接看到自己的自由创造，在彩陶的纹饰上则进一步
体现了人类对形式法则的自觉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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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人类对产品形式的探索虽然仍以实用为基础，但已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实用需要，同时也是为了
满足审美的需要。
这里还需要谈一下彩陶的图案(也包括一些其他器物上的图案)的来源问题。
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说明美的产生和劳动的关系。
普列汉诺夫和格罗塞在分析艺术起源时都涉及这个问题。
彩陶的图案的来源大体上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直接反映自然的形象，如鱼纹、鸟兽纹、花果
纹，等等。
这些图形大都和当时人们经济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人们在劳动中经常关心、热悉和喜爱的对象。
在图案中通过洗练的形式表现了这些自然形象的特征。
在这些自然形象的图案纹饰中，有一部分形象可能是原始社会中图腾崇拜的标记。
如1978年在河南临汝县纸坊公社自村大队出土一件仰韶文化时期的彩绘陶缸，上面绘有鹭鱼石斧，为
什么把这几种形象组合在一起，这里面可能体现了一定的原始宗教信仰。
有的同志分析这完整的石斧形象可能是代表临汝这个地方原始社会民族所崇拜的徽号。
因为“石斧无论作为生产工具或作为战斗使用的武器，对于原始人来说都是与其生存有极密切关系的
东西。
人的生存离不开它，所以这种东西就容易被原始人奉为神物，赋予它灵性”①。
白鹭是一种性情温顺能给人类带来吉利、祥瑞的益鸟，它嘴里衔着一条大鱼，面向石斧，是在向石斧
奉献祭品。
另一些同志对图像的含义和情节提出不同的解释，但大多认为这些图形可能与图腾有关。
此外如甘谷县西坪出土的庙底沟尖型瓶上的人面鲵鱼纹，半坡期、庙底沟期到马家窑期的鸟纹和蛙纹
都可能与图腾崇拜有关。
    第二种情况是几何图形的纹饰。
这些图形大都是从自然和生活形象中提炼、概括出来的。
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中，曾引用了许多材料来说明这个问题：“艾伦莱
赫在他给柏林人类学协会所作的关于恒格河第二次探险的报告中说，在土人的装饰图案上，‘所有一
切具有几何图形的花样，事实上都是一切非常具体的对象的、大部分是动物的缩小的、有时候甚至是
模仿的图形。
’例如，一根波状的线条，两边画着许多点，就表示是一条蛇，附有黑角的长菱形就表示是一条鱼，
一个等角三角形可以说是巴西印第安妇女的民族服装的图形，我们知道这种服装不过是著名的‘遮羞
布’的某个变种而已。
"①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写道：“荷姆斯(W．H．Holmes)曾用许多图形作比较，证明印第安人
陶器上许多好像纯几何形的图形都是短吻罗塞还引用一些材料说明卡拉耶人装潢品上的图形(菱形、曲
折线等)是由各种蛇皮斑皮演化而来的。
据有的考古同志推测，我国半坡类型碗上有些几何图形也可能是从鱼形图案中演化而来的。
(图4)当时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观察首先是注意从整体上掌握劳动中的观察才能办到。
例如画鱼的图形首先要从整体上使人一看就能分辨出是一条鱼，而不是别的什么。
要表现出鱼的特征就需要画出它的几个组成部分，如鱼头、鱼身、鱼尾、鱼鳍、鱼眼等。
在图案中对这些组成部分都是用简略的几何形体(如三角形)来表现的。
当两条鱼的图形组合在一起时，在空白处又形成一种新的菱形的图案，同时使画面上的黑白对比更加
丰富。
人们在长期的审美活动中反复接触这些图形，逐渐使这些几何图形具有了审美的意义，人们在欣赏这
些几何图形时，无须想到它的来源。
例如我们在欣赏半坡类型碗的几何图案时，不用考虑它表现的是什么自然形象，也能引起人们的美感
。
这说明几何纹饰和劳动之间的联系已经不是那么直接了，但是探索它的根源时，仍然离不开人类在劳
动中所经常接触和熟悉的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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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了适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学员和高校本科生学习美学的需要，我们在原来教材《美学原理》、《美
学原理纲要》的基础上，对内容作了较大的增删，改写而成现在的《美学原理新编》，体现了近年来
我们在美学教学和科研中的新成果。
《美学原理》、《美学原理纲要》自出版以来，受到读者的欢迎，他们给我们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
1988年，《美学原理》被国家教委评为优秀教材。
在这次修改中我们力求结合大量实例进行审美分析，深入浅出，使理论性与趣味性相结合。
本书为国家教委高校教材规划项目之一，由于我们健康的原因，至今才完成这项工作。
现在我们已年逾古稀，十多年来我们在编写美学教材中，不分主次，通力合作，教材中凝结着我们的
友谊，也寄托了我们对青年的期望。
中央电视大学对本书的写作、出版做了许多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北大出版社的严胜男同志为了本书早日出版，放弃了春节 的休假，审阅书稿，工作认真负责，在此一
并衷心感谢。
我们在写作、修订过程中，虽尽心尽力，但书中仍有不少不尽人意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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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绪论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是在社会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这门科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奴隶社会，古代的思想家对美与艺术问题所作的哲学探讨，对艺术实
践经验的总结与研究，就是美学思想的起源与萌芽。
第一节  什么是美学    人类社会生活中出现了美，并相应地产生了人对美的主观反映，即美感。
随着美和美感的发展，出现了作为审美意识集中表现的艺术，在长期艺术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艺术的
理论。
首先是各个部门艺术的理论，如音乐有乐论、绘画有画论、诗歌有诗论、舞蹈有舞论、书法有书论等
等。
在这些部门艺术的理论中已经涉及艺术美的本质特征和根源等问题，中国古代乐论中就提出了美在和
谐的思想。
例如《左传》(昭公十二年)中提出“和”的范畴。
“和”与“同”不一样，“同”是单一，“和”是各种对立因素的统一。
如音乐中的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刚柔等的相反相成，带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中国古代的《乐记》，对音乐的根源、特征、作用都有较系统的论述。
在《乐记》中写道：“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①意思是音是由人的感情产生的，而感情是外界影响的结果。
这里所提的“心”与“物”的关系就带有哲学意味，实际上就是讲主观与客观的关系。
《乐记》中的这些思想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对长期的音乐实践经验的总结。
《乐记》的著者和成书时间尚有争议，据有的学者考证不会迟于纪元前三世纪的战国末期。
从我国出土的文物看在战国初期音乐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文物，其中有一套编钟，由八组六十五钟组成，分上中下
三层，音色优美，域很广，可以演奏一些现代的乐曲。
中层的三组甬钟音色嘹亮，可充当演奏主旋律用，下层的甬钟形大体重，音色深沉浑厚，可以起烘托
气氛的作用(上层的纽钟因音列不成音阶结构，作用尚在探讨)。
同时出土的还有编磬，三十二件石磬，分两层悬挂，按大小次第排列。
随县曾侯乙墓编钟、编磬等的发现，象征着中华民族古老而又辉煌的文化艺术。
它不仅说明一种音乐理论是在长期音乐艺术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且具体体现了古代音乐中以和谐
为美的思想。
    在绘画方面，东晋顾恺之就提出了“以形写神”的理论，以后南齐谢赫又提出以“气韵生动”为中
心的“六法”，这是我国古代绘画艺术经验的系统总结。
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实物来判断，在战国时期人物画就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如晚周帛画《凤
夔人物》(夔状如龙而无角，一足，凤夔象征善与恶的斗争)，画中表现了人物祈祷的神态。
在马王堆出土的帛画，表现了墓主生前雍容华贵、清静怡愉的神情。
汉代画像砖“弋猎割禾图”中，表现了大雁闻声惊惶起飞，人物引弓待发，或仰射或平射，两臂平直
刚健有力，人物和大雁的形象神态都很生动。
画中所表现的情节是高潮前的一瞬间，能唤起人的丰富联想。
顾恺之的绘画，如《洛神赋》具体地体现了他所提出的“以形写神”的理论。
这幅画是依据曹子建所作的《洛神赋》中的诗意所作，画中表现的是：在一个傍晚日落的时分，曹子
建在洛水河边和美丽的女神宓妃相遇，洛神在水面上飘忽不定，似去还来，体态婀娜，所谓“翩若惊
鸿， 婉若游龙”，“若轻云之蔽日，若流风之回雪”，而曹子建站在岸边， 在恍忽中看见江面上的
洛神，可望不可即，流露出一种迷惘和困倦的神情。
这些作品说明“以形写神”的绘画理论是在丰富的绘画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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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为适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学员和高校本科生学习美学的需要，在原来教材《美学原理》、《美
学原理纲要》的基础上，对内容作了较大的增删，改写而成的，体现了近年美学研究与教学中的新成
果。
本次的修改力求做到结合大量实例进行审美分析，深入浅出，做到了理论性与趣味性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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