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美学导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艺术美学导论>>

13位ISBN编号：9787301141267

10位ISBN编号：7301141262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黔 编

页数：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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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美学导论>>

前言

美学在当代中国曾一度成为“显学”，但当代中国的两次美学大讨论主要围绕美的本质问题和一般美
学体系而展开，而对艺术美的专门研究较少。
作为美学的一个分支，我国的艺术美学研究还不够深入。
与成百上千的一般美学原理著作相比，国内艺术美学专著和教材数量还非常有限，这正是编写本书的
一个原因。
编写此书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当前的艺术教育事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所有艺术院系都迫切需
要一部能适应艺术院校师生教学之需的艺术美学教材，这也就使得本书的编辑出版刻不容缓。
与此前的一些艺术美学著作纯由理论研究者撰写略有不同，本书的编写者有的有过艺术创作与艺术设
计的实践，有的则具有多年理论研究的经验，希望这种人员组合能使本书更贴近艺术创作与欣赏的实
际，而又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便于读者理解艺术创作与艺术欣赏的规律。
当然，学术基础不同的作者在学术研究上的侧重点不同，文风也不同，本书也没有刻意去强求写作风
格上的统一，而更关注的是本书是否揭示了艺术创作者和欣赏者想要了解的规律。
艺术美是全书关注的焦点，试图让读者全面了解艺术美的本质、规律、形态是本书写作的目的。
在写作过程中，编写团队内部注意经常沟通，探讨更合理的说法，力求结论的全面具体，力戒空话、
套话。
但并不能说，本书就尽善尽美，由于我们这支编写队伍很年轻，考虑问题还未必完善，很多方面思考
还不够深入，因而本书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所预先设定的目标还有待读者的检验。
诚挚地希望读者对本书内容提出自己的意见，为我们进一步完善本书的内容创造条件，我们将感激不
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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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探讨了艺术美学中的基本问题。
艺术美学是横跨美学与艺术学的交叉性人文学科，它主要研究艺术活动中的审美现象和审美规律。
本书对艺术美学和艺术美的历史发展做了概略性的梳理，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作者对艺术美的基本看
法：艺术美是以确证人自身为目的的人为之美。
艺术美是一个层级系统，它具有一系列的特点，还有其独特的规律，本书认为艺术美最基本的规律是
和谐与生命的形式化。
艺术美的创造和欣赏对主体条件有特定的要求，其过程以审美为核心。
在分析了中外艺术中常见的一些艺术美的形态之后，本书还探讨了艺术美的中国特色形态——意境。
    本书可作为高等艺术院校艺术美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艺术概论课程的辅助教材，还可作为艺术
学各专业研究生的理论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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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3 独立形态的艺术美学阶段独立形态的艺术美学所研究的既不是艺术中的善也不是艺术中的真，既
不将审美当作道德实践也不将其当作认识活动来研究，它强调美是艺术所追求的最重要的价值，强调
自己的研究对象就是艺术中的审美现象和审美规律。
独立形态的艺术美学是在认识论的艺术美学之后才出现的，它的出现不是对伦理学的艺术美学和认识
论的艺术美学的简单否定，而是既有所肯定又有所否定，很多在认识论和伦理学的艺术美学中合理的
内容如今都被纳入到独立形态的艺术美学中。
具体来说，伦理学的艺术美学对现代独立形态的艺术美学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美及艺术美是一种
价值属性、是对人的某种需要的满足这一理论假设上；而认识论的艺术美学对现代独立形态的艺术美
学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美与个人以认识为基础的生活经验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上。
1．3．1  西方的艺术美学的独立虽然康德和黑格尔为西方西方艺术美学的独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但他
们的基本思想还带有很强的认识论艺术美学的印记，康德甚至还带有伦理学艺术美学的印记。
西方艺术美学完全走向独立是在20世纪，而从康德到20世纪的克罗齐、托尔斯泰等人，西方美学一步
步摆脱认识论艺术美学的影响而走向了独立形态的艺术美学。
1．康德的艺术美学独立形态的西方艺术美学的奠基人是康德，虽然他最终从善的角度来定义美，也
将审美当作一种特殊的认识，但他的理论同时也包含着解构认识论艺术美学和伦理学艺术美学的内容
。
而康德对独立形态的艺术美学的突出贡献是他对美的分析。
康德认为美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进行规定。
首先是“质”的规定：“鉴赏是通过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
的能力。
一个这样的愉悦的对象就叫做美。
”这就明确规定美和艺术美是非功利性的。
其次他从“量”的方面对美进行了规定：“美是那没有概念而普遍令人喜欢的东西。
”虽然美与概念性认识无关，但却与概念性认识一样能让主体获得普遍认同。
康德认为之所以大家都会对美的事物做出审美评价是因为正常人都有一种先天共通感。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美学导论>>

编辑推荐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美学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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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