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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艺术丛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人类进化与发展的历史告知我们：在没有语言和文字的原始时代，人类就已经有了艺术的活动和记载
。
史前的洞窟和岩壁上，留下了2万年前的绘画；先民在扛木头劳动时“杭育杭育”的喊声，可说是声
乐的肇始；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盆上的三组人物携手并肩、轻盈起舞的彩绘，和19世纪末的芭蕾舞剧《
天鹅湖》中的四小天鹅舞，两者可找到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思维，尽管蜜蜂能“营造”出等边的工房，鹦鹉能够学舌，大猩猩可以
从一数到十，但它们终究只能停留在动物的本能和“模仿”的阶段，永远不会也不可能向文明前进一
步。
而人类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涌现出大批的优秀的艺术家，创造出数不胜数、光彩夺目、辉煌灿烂
的艺术精品，它们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是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艺术丛书”共30余册，涵盖了人类创造的各个艺术领域，包括美术、音乐、戏剧、舞蹈、建筑等各
个门类和品种，共收图片几千幅，音乐曲谱近干首，文字近千万。
把遐迩闻名、干百年来流传的艺术精品，呈现给广大艺术爱好者，让读者大众在美的世界里和艺术殿
堂里徜徉、遨游，在赏析中获得最大的愉悦和美的享受，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丛书的撰写和编辑的方针，坚持做到大专家写小文章，大手笔写小册子，从微观入手，具体地、细致
地进行论述，既深入浅出，又品位较高；既有鉴赏价值，又要雅俗共赏。
总之，要为读者着想：从ABC说起，把“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紧密结合，引领读者进入知其然
又知其所以然的境界，提高审美观念、审美标准和艺术鉴赏水平。
让“艺术丛书”的可读性、知识性、观赏性、趣味性贯穿全书，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众艺术的读物，这
是丛书全体作者、编者努力奋斗的目标。
200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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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术审美》从宏观到微观，引领您在美术世界中邀游、驰骋，在美术这个艺术宫殿里浏览、徜徉。
    深受人民大众喜爱的美术是一个大艺术领域，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品类之多，样式之繁，名
家之众，作品之丰富，为姐妹艺术之冠。
美术世界可谓光耀夺目，灿烂辉煌。
    本书是一部着重美术审美方向的专著。
所有内容既涉及古今中外美术之渊源、形成、传播与发展变化，也简略地说明了艺术规律和创作方法
等问题。
全书对中国画、油画、连环画、年画、宣传画、水彩画、水粉画、漫画、速写素描、书法与篆刻、工
艺美术、民间美术以及环境美术等诸多方面具有代表性和欣赏、研究价值的140多件美术作品，进行微
观的评析，对于一些作者与著名画家，也进行了详论细述的介绍。
    本书为艺术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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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兆一，满族，研究员。
1925年出生，辽宁省黑山县人。
中共党员。
     
　　东北沦陷期间，就读于师道大学，学习美术。
1 947年毕业于长春大学法学院。
同年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在武装工作队工作，并在长春学院学习。
1948年10月，长春解放后，曾在市文艺工作团、市话剧团、市文化局戏剧科、市戏剧创作室做领导工
作，并被选为市人民代表、劳动模范。
70岁离休前为长春市艺术研究所所长。
先后担任中国曲艺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中国俗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说唱文艺学会理事、中国戏
剧家协会会员、长白山文艺研究会会员、吉林省二人转艺术家协会名誉主席。
     
　　多年来，一直从事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同时仍坚持书法和油画创作，已发表二人转、戏剧、曲
艺、美术、美学方面的随笔、评论、论文600多篇，200多万字。
主编《长春市戏曲志》、《长春市曲艺史料》、《红绸舞史论&#8226;舞中奇葩》、《长春市
志&#8226;文化艺术志》。
专著有：《抗美援朝剪纸集》（合著）、《美术审美漫话》、《美术审美》、《二人转史论》（合著
）、《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非常日记》，以及王兆一文集《魂系长白》、《土色土香》、《温故知新
》、《美在关东》。
     
　　个人事迹与传略被收入《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业绩卷）》、《中国当代杰出共产党人》等书。
2002年，被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命名为“长春市有突出贡献的老艺术家”。
2004年，吉林省委组织部授予“吉林省离休老干部先进个人”称号。
2005年，中共长春市委组织部授予“离休老干部模范”称号。
2007年，吉林省文化厅授予“二人转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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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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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速度·效率》  5.水彩画与粉画的独立品格    （1）吕复慧的《鲜果》    （2）王信的《上海外滩》   
（3）楼青蓝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6.讽刺、幽默、有趣的漫画    （1）丰子恺的两幅早期漫画    （2）
华君武的两幅讽刺漫画    （3）丁聪的两幅代表性作品    （4）耐人寻味的漫画    （5）夸张变形的四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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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3）列宾的《托尔斯泰在书斋里》    （4）尼·茹可夫的《万事起头难》    （5）邵宇的《炸不
断的桥》    （6）白光远的《沉思》    （7）叶浅予的《延边长鼓舞》和《小两口赶集》    （8）吴作人
的画稿《兔》  8.书籍装帧与插图的地位    （1）《彭德怀自述》的封面设计    （2）《卓别林自传》的
封面设计    （3）《水浒全传》木刻插图“四路劫法场”    （4）《故乡》插图《鲁迅与闰土》  9.图案
的意味与功用    （1）中国最古老的图案《太极图》    （2）抽象画的范例《牛的变形》    （3）《贺年
片》与《藏书票》两例    （4）黄金分割率和色彩的美感  10.儿童画的天趣与活力    （1）董书佳的《猪
八戒》    （2）《坐汽车去玩》    （3）陈宇骏的《人与自然》    （4）张馨心的《节日快乐》    （5）周
孟萱的《雷阵雨》六 雕塑——以静示动的永恒魅力  1.秦始皇墓的《兵马俑》与《铜车马》奇观  2.栩
栩如生的汉画像砖与画像石  3.霍去病墓《跃马》、《石马》的独特美  4.萧景墓《石辟邪》的大气美  5.
奇特的《马踏飞燕》铜像  6.巫家坡的一绝《说唱俑》  7.唐三彩二女俑的人性化  8.《米洛斯的维纳斯》
的典型性  9.罗丹的名作《思想者》  10.民族化和世俗化的菩萨与观音  11.《前线消息》的历史意义  12.
王朝闻的圆雕《民兵》的现实意义  13.钱绍武的《李大钊纪念像》  14.钟诚的《水滴石穿》七 书法与篆
刻——中国特有的艺术  1.甲骨文是汉民族最古老的文字  2.篆书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3.隶书是汉代的主要
书体  4.草书的特色意多于法  5.笔情墨趣的行书  6.风神各异的楷书  7.书画同源的妙处与真谛八 无处不
在的工艺美术与民间美术  1.工艺美术的光彩  2.民间美术的奇葩    （1）木雕与竹雕    （2）泥塑与面塑  
 （3）布虎与挂虎    （4）刺绣与脸谱    （5）影人与剪纸    （6）纸塑与风筝    （7）民间雕刻糖糕板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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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美术的艺术生命  1.中国长城  2.中国故宫紫禁城  3.中国北京天坛祈年殿  4.埃及金字塔  5.古希腊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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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美术与人类文明1.美术，美育之术么是美术？
美术，属于艺术的一个门类。
也叫做“造型艺术”。
通常指的是绘画、雕塑和工艺美术、民间美术、建筑美术、书法，等等。
“造型”，就是创造形体，是美术的主要特征。
我国晋代陆机说的“存形莫善于画”，南齐谢赫讲的“应物象形”，都是同样的意思。
对于美术的功能与作用，东汉时期，有“国家之设，以昭劝诫”、“图像百城，以励风俗”之说。
（《后汉书》）三国时，曹植认为：“是知存乎戒鉴者，图画也。
”（《历代名画记》）何宴说：“图像古昔，以为箴规。
”（《景福殿赋》）我国现代美术大师徐悲鸿则认为：“美术者，乃真理之存乎形象色彩声音者也。
”这些道理，实际上都在说明：美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社会进步就是人类对美的
追求的结晶。
其实，所谓美，并不是简单的概念，既有形式问题，也有内容问题。
即或形式美，也是相对的，总不能脱离内容。
在内容和形式上，一方面要符合人们道德教育、是非教育、美丑教育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有可看性
，否则就很难达到目的。
爱美、创造美、享受美人类的天性。
历史上是这样，如果联系到现在，再换一种说法，那就是，作为美育，即审美教育、美感教育工具的
美术，首先要激发人们的审美趣味，培养人们的审美情操，使人们懂得美和丑，也包括善与恶，懂得
如何美化世界和如何美化环境与自己。
其次，所谓美育，既是感人、娱人、化人、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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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我把这部书稿寄给出版社时，责任编辑李之杰同志回信说：写“后记”请从客观角度，把有关美术
、审美、美育等未尽之意，再写得透辟些。
基于这样的要求，我愿就“美”、“美术”、“审美”、“美育”四个方面，简略地阐述于下。
美，是美学中的基本问题，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具体的形象，不是抽象的概念。
如果离开人类社会，离开审美对象，美也就不复存在了。
提起美，主要有三种。
一是社会美，即社会生活中各种事物的美，表现在人的思想、感情、性格、行为上；二是自然美，即
水光山色、花鸟鱼虫、日月星云、草原田野等；三是艺术美，即戏剧、音乐、舞蹈、美术、曲艺等。
至于美与不美的基本标志，艺术作品则是它的主要对象，泛指通过艺术形式，体现作品内容的具有美
学意义的造型艺术，也叫做视觉艺术。
美，又是客观存在与真和善紧密相连的，有着一定的功利性的事物。
因为求真、求美、求善，是人类共同的愿望；生命的真，道德的善，艺术的美，在本源上是统一的，
是最高境界中的统一。
可见审美修养和审美教育，对人民大众来说，的确是非常需要而重要的课题。
美术，是艺术中的一个门类，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中的精神产品。
在美术当中，不仅渗透着美和美学，而且又是构成艺术和美的主要因素和集中体现。
也就是说，美术家们在生活中发现美，通过静态的、直观的、一定的形式和形象表达内容和思想感情
，使人们引起是非、善恶和美丑的判断，进而唤起人们的爱憎，提高人们的品格与素质。
也就是说，每一件作品的成功与否，并不单纯地由表现形式所决定，而是在于作品本身是否具有感动
人、振奋人、吸引人、鼓舞人的力量以及艺术魅力。
因此，负有重要社会的、教育功能的、培养人们高尚审美能力和审美情趣的绘画、雕塑、工艺、建筑
、书法或民间美术，等等，由于它的门类繁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说它们是美的集中表现，
并不过分。
至于审美，主要是以美术领域的作品为对象，进行评价或加以研究。
这是因为，审美的差异在于审美能力，并且是由客观提供和主观判断而产生的；审美是对人而存在的
，对美的追求是人，特别是现代人的基本要求。
审美活动中的美感，包括审美意识和审美观念。
前者是由感觉、知觉、联想、想象、思考、判断、意志、情绪等内在心理因素构成的复合体。
后者是由审美主体所持的态度和看法的总称。
但一切艺术创造和欣赏意识、欣赏观念、欣赏能力，又都是审美者审美经验的产物。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审美观念、审美需求、审美趣味，对审美实
践者来说，往往会起到支配的作用。
美术欣赏并不是单纯的直觉活动，而是感情与理智、感觉与思索、智慧与才能同时并进的。
假如能够做到这一点，就会既增长知识，也会获得美的享受，并达到陶冶性情、提高素质的目的。
关于审美教育，首要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任务之一。
或者说是为了使人民在生活中发现美、丑、善、恶，进而去分辨美、丑、善、恶，提高审美观念和审
美能力。
那么，如何去做？
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提供优秀的作品，去丰富人们的文化艺术生活，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培养健康
的审美情趣，掌握艺术规律，提高欣赏水平，达到真正的审美享受。
马克思说：“未来的人是审美的人。
”由此可见，我国之所以提倡或强调审美教育，既是对艺术，主要是美术的社会功能的重视，也是为
了普及美术知识，培养和提高审美大众。
更何况，在当代人的生活、工作、学习和社会实践中，都不能不以一定的美和美学思想作为指导。
而且这种普及和指导，并不是简单的适应，更不能去迎合任何低级的趣味，或者为有害趣味的泛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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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舆论。
写到这里，我还认为，作为审美对象的美术，不只对美术爱好者可以伴随他的一生，不断地接受美的
熏陶和陶冶；对专业美术工作者，也可以作为终身职业，为祖国、为人民、为世界做出重大的贡献。
就是对普通老百姓和各行各业的从业者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
因为凡是行走坐卧、衣食起居，无时无刻不和美术发生关系——每一件事情，无不受到美的观念、美
的标准所左右。
我自幼爱好美术，在大学学过美术，刚参加革命工作时也从事过美术创作。
后来，服从分配，改行搞起了戏剧、曲艺以及民间艺术与民俗的研究与评论。
这对放弃美术专业来说，不能不说是遗憾。
但长期以来积累的美术知识，和自己对美术的钟爱之情，还是有用的，能够派上用场的。
也就是说，艺术同源，我还可以用美术和审美的眼光，去观察姊妹艺术。
这就如同多了一双眼睛，掌握了一杆秤那样地去学习、去审视、去衡量、去理解、去论析各种文化艺
术现象。
我更认为山西教育出版社的注重美育不只是高瞻远瞩的举措，也一定会利在当代，功在未来。
因为对人类来说，谁也离不开美，谁都需要与美同在，谁都需要接受美的陶冶与教育。
在我的大半生中，读过很多美术作品、美术史论和美学专著。
与此同时，自从王朝闻同志主编《人民美术》的创刊号开始及至今天的《美术》月刊，我一直订阅，
并作为学习美术知识和美术理论的主要读物之一。
本书的大部分图片，也取自这一刊物。
另外，我除了通读王朝闻的22卷《王朝闻集》，并几次在晤面聆听教导的同时，还接到过王朝闻亲自
写给我的27封信函和墨宝，通过谈艺术、谈美学、谈治学、谈人生，使我终生受益，没齿难忘。
为此我愿把王朝闻先生生前写给我的信函中有关美术审美问题的论述择录一部分，与读者共没有丑就
说不上对美的掌握，丑在美学中是个大问题。
艺术丑有很多尚未开发的处女地。
我对一些求俊而得丑的现象所引起的反应，是觉得不少人的对“俊”的理解很成问题，美化有时正是
效果上的丑化。
1989年5月10日近期见到所谓“活动雕塑”，我觉得丑而不美的原因之一，是它不只违背雕塑应有的单
纯化，而且也违背舞蹈(动的雕塑)的生动结构。
一般不能代替特殊，但特殊不能没有一般性。
在方法论方面，这不过是联系与差别的矛盾。
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所以，非本行不等于外行。
1994年3月24日目前，美术界存在的问题是，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的认识不当，门户之见甚深，阻碍各
自不同的专业质量的提高。
1998年2月12日毛泽东诗词(自书)册里有一句“何时缚住苍龙”，把“缚”字延长为“在手”的“长缨
”似乎要让书法回归画法，像是一种偶一为之游戏之作。
但“红旗”与“红绸”的联系，是否有别，是否出于特殊心态。
如果真出于特殊心态，这是很值得研究的。
1999年1月24日理论批评和艺术创作一样，如果没有特殊，也就谈不上一般。
当做概念来说，这二者的界限分明。
但作为精神活动来理解，二者互相依赖，不可分割。
如果没有比较，某一民间艺术的优点是不可知的。
这就是说，即使只为了掌握其一门艺术的特点，也必须关心非本专业的特点，亦即普遍性。
1999年5月1日    我近期再读古代诗论，间接地进一步理解了雕塑等视觉艺术的审美特征，在意境方面
的作用与语言艺术的表现力的联系。
记得王夫之在《薹斋诗话》里转引了画论中的“咫尺应有千里之势”时强调指出“这一势字最宜着眼
”。
现在我觉得，王夫之这句话对雕塑的美与诗歌的关联系也是中肯的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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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岑参“塔势的涌出”句中的“涌出”一词，相当于诗人眼中的塔的动的描述。
这种审美敏感不是人人都有的。
但他的创造性基于观赏客体(塔的雕塑)的形象性，用你的文稿里的话说，这样的美是以“它能蕴涵的
内容是否丰富为前提的”。
传统画论常以形与神相互对应着立论，我以为扣形、神并存的关，还有势与韵等都是观众难以直说的
审美特性。
将来《民兵》(注：指王朝闻本人的雕塑作品，参见本书第128页)进入雕塑公园时，企图引起观众最关
心的面的选择，拜托你代替我向设计者提出供参考的意见。
那就是，不宜把人物的正面当做观赏对象的正面。
从情节着眼，民兵站岗时的眼光主要不是对着自己人，而是注意可见或未见的假想敌。
而且，站岗时的民兵全身姿态所显示的势不在他的脸面的正面。
因此，出现在公园里的《民兵》，在观众与他接触的时间较长的某一面，应当避免他与观者有较长时
间的“对视”(以不对视为宜)。
传统中的中国人物画钟馗，画家为了他的眼神具有较大威慑力，故意把他的双眼画成与观者的眼光相
对视的样子，儿童在左在右看他，都觉得好像画上的钟馗把自己当成小鬼而引起惊叹。
在我看来，雕塑观众心中的《民兵》是自己人，这种三度空间里的观赏对象，较之只有二度空间的绘
画更应当避免不必要的较长时间的对视。
我不是一般地反对对视，只不过是反对无益而有害的对视。
2001年12月24日晨感谢你的书法——贺年卡：我今天将不顾眼瞎的困难，用毛笔写几行字寄你以示贺
年。
2001年12月24日午后千军万马全靠咱俩倘若只着眼于艺术形象的完善性，这两句艺诀在理论上是完善
的。
但以少寓多之这种审美效应，不能不以观者之知音为条件。
熟谙二人转王兆一同志同意愚见否？
王朝闻2001年12月24日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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