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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综观全书，本书除了在艺术原理的哲学建构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扎实根基外，另一个明显的优点是艺术
感受的真切。
我们看勇健的行文，在理论上的抽象论证过程中，每隔几行就有一段极其具体的艺术创作和欣赏的生
动案例，或是舞蹈，或是雕塑，或是绘画，或是音乐，或是中国古代诗词，或是小说家言，古今中外
都有，以为理论的佐证。
这些艺术活动的实例并非拾人现成牙慧，而是渗透着作者自身的体会，因此才能够那么信手拈来，与
抽象的理论和概念吻合得那么天衣无缝，把一个高深晦涩的理论问题阐发得淋漓尽致。
很早就曾有人提倡，美学文章应该写得“美”，让人读来有一种审美愉快，但通常人们都把这种要求
误解成美学文章就是“美文”，即一种单纯抒情性的散文。
本书则真正显示了一本美学的著作本身应该具有的美学标准，虽然讲的是深奥的道理，读来却春风扑
面，不忍释手，表现了作者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中具有深厚的修养和敏锐的领悟。
这也是一个优秀的美学家所必备的素质。
可以说，一个连基本的行文都缺乏美的要求和感受的人，他的美学理论也注定是枯燥的、干瘪的，是
脱离创作和欣赏的实际的。
但是，同时具备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强劲的哲学思辨能力的人是极为罕见的，勇健君兼备这两种才能，
实在是难能可贵，这与他的天生的聪慧固然有关，但与他后天的勤奋也是分不开的。
我为这部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原理新论》的产生而庆贺，并祝愿他在振兴我国美学研究的园地里取得
越来越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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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勇健：1973年10月生于福建省福消市。
2003年毕业于东南大学艺术学系，获博士学位。
现任教于厦门大学中文系。
已出版著作有：《永恒的偶像——关于雕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作为艺术的舞蹈——
舞蹈美学引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创造的奥秘——李维祀雕塑艺术研究》（岳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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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艺术原理回顾按照亚里士多德为后世学术研究所做的示范，在研究一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批判
性地考察一番前人就这一问题的思考成果，借鉴历史的经验，以取得一个坚实的出发点，同时不至于
重蹈覆辙。
为此，我们必须重新经历一遍前人走过的道路。
以往的艺术原理，择其要者有三，即模仿说、表现说和形式说。
在美学史上，值得一提的艺术原理当然绝非仅此三种，但这三种学说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学说，同时
也是最具生殖力的学说，其他的艺术理论，或者可以视为它们的不同程度的变体，或者是将它们融会
贯通之后的产物，或者是以不同的哲学基础对它们加以吸收。
如厨川白村的“苦闷象征”说，无非是将弗洛伊德心理学和表现说加以拼凑的结果；苏珊。
朗格的“情感符号”说，则是以符号论哲学基础对表现说和形式说的进一步深化和提升；杜威的“艺
术即经验”理论，似乎可以理解为以实用主义哲学吞并了表现说。
模仿、表现和形式这三种学说，研究的都是最基本的艺术问题，但致思的角度有所不同，处理问题的
侧重点各异。
模仿论侧重艺术品与现实的关系；表现论侧重艺术品与艺术家的关系；形式论侧重艺术品与观众的关
系——尽管它是以否定的方式处理这种关系的。
而这三个问题，也是传统艺术原理所关注的最为重大的问题。
我们不妨说，模仿论、表现论和形式论三足鼎立，撑起了传统艺术原理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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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原理新论:大众传媒时代的艺术原理》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
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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