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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20余年来为撰写中外艺术比较史所做的案头准备的一部分，书中的文章主要对艺术历史空
间作了相关的哲学阐述，具体内容包括《当代艺术学研究的“林中路”》《中华史前彩陶生活引论》
《舞蹈的精神升华与退缩——中国宗教习俗对民间舞蹈的渗透与反弹》《邵氏黄梅调电影艺术论——
兼论戏曲电影的类型基础》《米开朗基罗和他的艺术锤子》等。
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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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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的两套思想体系：官方的儒学为主的思想与民间的“舞台”杂烩思想，大概是从宋元开始，一直
延续至清末民初的“新文化运动”为止。
六整个15-18世纪，是人类古典艺术最辉煌的年代，人类艺术发展的又一座高峰。
虽然，文艺复兴和其稍后的启蒙运动，是以反对中世纪艺术的名义而掀起的，但它的主要意义却并不
在于此。
可以这样说，相对于西方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艺术辉煌，西方古典艺术的辉煌成就将人类艺术的自
身发展推到了它的极致。
人类对艺术的全部认识和创造，到此而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艺术的传统分类和类型完全确立。
达芬奇、米开朗琪罗、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诺维尔、巴赫、亨德尔、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狄德
罗、康德、席勒、莱辛、黑格尔，这些艺术大师的出现，为古典／传统艺术点燃了第一盏真正意义上
的阿拉丁之灯。
以欧洲为主的西方的一切艺术审美观念和总体艺术特征，在此得以最终确立。
音乐／歌剧，舞蹈／芭蕾，绘画、雕塑和建筑，构成了在照相发明之前人类所应有的一切艺术形态。
换句话说，依赖人类最主要二个进行交流的感官——视觉和听觉，建立在19世纪以前人类文明基础上
的艺术类型：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在以欧洲为主的西方，造型艺术（包括绘画、雕塑和建筑）、音
乐、舞蹈和戏剧的个体特征越益显著和单纯，相互之间的差异也越益明显。
无可否认，由于中国和东亚一些地区，如印度、波斯等，其相对于西方中世纪一千年的几个时期的艺
术自身发展和对艺术的多样性体认，走上了一条与西方这一时期或多或少相异的道路，这是造成中外
（中西方）艺术风格相异特征的重要转折期。
这一时期，西方艺术正“条理分明”地完成艺术类型的各自“归位”——如音乐从戏剧中分离出来，
戏剧“三一律”的确立，舞剧／芭蕾和歌剧的诞生和独立，音乐的和声／大、小三度／主旋律的确立
，绘画的人体解剖和透视法则等的产生，等等。
但中国艺术却在这一时期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如大屋顶建筑的成型，散点透视中国山水画的确
立，音乐的发展让位于戏曲音乐的发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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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艺术是人类创造的精神世界／物化产品。
艺术史则是人类对自己创造的这种精神世界的记忆性思辨。
可以这样说，人类艺术的发展演进，就如同人类自身发展演进样，在本质上从来就是非单一的、非直
线的和非连续的。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艺术类型由简至繁，由粗陋到规范，最终完成其自身的一个生命周期。
艺术是什么，什么是艺术？
人类艺术概念的变化——从无意识的生活化到有意识的生活化：人类艺术的五千年的循环之圈。
如果说，“我们关于人类语言的形成几乎是一无所知”，①那么，我们对艺术的形成也可说“几乎是
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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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历史空间的哲学思考》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历史空间的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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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