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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荣有，男（1956—），杭州师范大学艺术学研究中心主任、音乐学院教授，艺术学理论、音乐学硕
士生导师，兼任全国艺术学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音乐史学会理事，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传统
音乐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长期坚守教学岗位，并利用课余时间数十年如一日开展学术研究，尤在汉画乐舞艺术图像学研究领域
成果不菲，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级课题l项，省部级课题6项，专著《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曾获第四
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专著类成果三等奖（2006）、中国汉画学会学会奖（2005）、浙江省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2）；2003年作为学科带头人领衔创建艺术学硕士点和“中国传统乐舞艺术图
像学研究”专业方向。
近年来，在艺术学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其中《以艺术学学科理论为基础的高校艺术教
育二元模式的探研》一文，获教育部“首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教育论文评选”一等奖（2005）
；《汉画与汉代音乐文化探微》一文，获河南省委宣传部“黄河之滨音乐周论文评选”一等奖（2001
）；《论综合艺术教育本科专业建设））一文，获第二届中国教育教学创新成果一等奖（2007），首
届全国“孺子牛”杯教研成果奖一等奖（2008），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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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前艺术学学科发展的若干问题 艺术学理论的二级学科的设置 艺术学的学科状态与新的学科设
置——《艺术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言 艺术学门类建构的文化意义思考 归来吧——文学 艺术学独立为
门类之后的四个核心问题 论“一般艺术学”学者素养与人才培养 关于艺术学理论学科属性和价值纬
度的思考 从“春晚现象”谈艺术学学科的建设 关于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一些思考 纠结与机遇同
在：艺术学该怎么办? 国家创新与艺术理论创新 中国艺术学研究“特色”论 重视艺术教育恢复乐教传
统 比较艺术学的发展观 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主攻方向——以艺术学专业（艺术学理论）研究生教
育中的两个问题为切入点 论建构艺术学理论核心概念的影响因素 从诗意栖息到艺术生活——一级学
科艺术学发展取向 艺术理论研究及其主要上层建筑的关系 论艺术管理的使命与基本原则 论民俗艺术
学体系形成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论艺术与科学技术的辩证过程——一种电影史的视角 试析艺术学独立
对戏曲研究的影响 使“谈论”艺术与“创造”艺术在教学中取得平衡（摘要） 英语课堂中的视觉和
表演艺术（摘要） 中国艺术批评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当代西方艺术研究中的符号学方法 艺术史
课程及艺术史学科设置问题探讨 从艺术史到图像史——兼评汉斯·贝尔廷的《相似与在场》 问渠哪
得清如许，谓有源头活水来——用田野考察方式研究艺术学 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坚持民族特色的思考
民族文化艺术元素的呈现及其传播策略——以上海世博会为例 论晚清民国博览会与中外艺术设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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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艺术可以使我们为新世纪培养一批全面发展的社会公民。
到那时，高科技与高情感需求的结合，使人们学会艺术化生存生活方式，经济发展将会和社会文明同
步，人的全面发展才有了最大的保证。
 科技与信息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与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相适应的新文化形态，它是一种大众文化。
受市场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精英文化受到批判，大众成为文化的主体。
哲学、文学、艺术、科学等领域则努力反思以前时代所确立的各种规范和标准，追求自身和生活的合
二为一。
文化的创造者和使用者转向人民大众，这在一定程度上应当说是历史的进步。
在此文化背景下，社会对艺术的需求才越来越生活化，普通化。
 人类社会离不开艺术，因此人们需要认识艺术、了解艺术，并会鉴赏评论艺术作品，使艺术活动更好
地作用于生活。
人类社会文化水准越高，艺术参与的比重就越大。
因此，现代人对艺术的兴趣更加浓厚，对艺术活动也更加关注。
所以，艺术学知识的普及与提高对于大众来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
 市场经济成为大众文化运作的动力和结果，同时也造成了它的某些缺陷，即不适当地提高了文化的技
术含量，严重地消解了文化的精神性而代之以物质性，降低了文化的人文含量。
例如，商业广告借大众传播媒介侵占和腐蚀了大众的审美Vl味，人们在铺天盖地的现代传媒笼罩下精
神被物性无情地挤压着。
大众文化往往通过刺激、纵容人们的官能快感、感性欲望、原始冲动的方法，强化产品的娱乐性、消
遣性和刺激性，以提高收视率、发行量和畅销度而最终获得物质利益。
大众文化的这种世俗化倾向有可能孵化出一种浅薄、粗俗、萎靡的文化风尚，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奋
斗精神、进取精神和创造精神将产生严重的消解作用。
在这种文化环境下，青少年受害尤深，这给学校教育造成许多问题，它要求艺术强化美育的内容及运
行机制，以提高大众的文化品位，使高雅文化伴随人本生存并发生效应，使庸俗文化的侵蚀受到不断
抵制。
 人们需要在艺术中来恢复自身的全面发展，在艺术天地里恢复心理平衡与精神和谐，通过对艺术与美
的追求，提高人的价值，达到个性的发展，实现人格的完善。
优秀的艺术作品给人以极大的满足和快乐，这种精神需要有时甚至比人的物质需要更加强烈。
尤其是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当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需要得
到基本满足以后，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需要会越来越高，追求高品位的文化休闲享受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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