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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艺术类各专业本科生编撰的艺术理论基础教程。
全书由上篇艺术原理和下篇艺术门类组成，共12章。
上篇讨论了艺术起源与发展、艺术本质与特征、艺术与环境、艺术的功能与作用、艺术创作与作品、
艺术鉴赏与评论等艺术理论的基本问题。
下篇讨论了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电影电视与网络艺术、文学这六个重要的艺术门类的历史发展
、基本类型、主要特征。

本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关注艺术与艺术理论发展的前沿，有选择地吸收了艺术理论
中的有关成果和艺术实践中的有关作品等，使本书有较强的时代感。
本书既适用于艺术类各专业的本科教学，也可作为公共艺术教育的艺术理论教学用书以及艺术理论工
作者和爱好者的参考读物。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概论>>

书籍目录

上篇 艺术原理
　第一章 艺术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 艺术的起源
　　第二节 艺术的发展
　第二章 艺术本质与特征
　　第一节 艺术的本质
　　第二节 艺术的特征
　第三章 艺术与环境
　　第一节 艺术与自然环境
　　第二节 艺术与人文环境
　第四章 艺术的功能与作用
　　第一节 艺术的主要功用
　　第二节 艺术的其他功用
　　第三节 艺术功用的特点
　第五章 艺术创作与作品
　　第一节 艺术创作
　　第二节 艺术作品
　第六章 艺术鉴赏与评论
　　第一节 艺术鉴赏
　　第二节 艺术评论
下篇 艺术门类
　第七章 音乐
　　第一节 音乐的起源与发展
　　第二节 音乐的种类
　　第三节 音乐的特征
　第八章 美术
　　第一节 美术的产生与发展
　　第二节 美术的种类
　　第三节 美术的特征
　第九章 舞蹈
　　第一节 舞蹈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节 舞蹈的种类
　　第三节 舞蹈的特征
　第十章 戏剧
　　第一节 西方戏剧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节 中国戏曲的形成与发展
　　第三节 戏剧的种类
　　第四节 戏剧的特征
　第十一章 电影、电视与网络艺术
　　第一节 电影艺术
　　第二节 电视艺术
　　第三节 网络艺术
　第十二章 文学
　　第一节 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第二节 文学的种类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概论>>

　　第三节 文学的特征
第一版(专科版)后记
第二版(本科版)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概论>>

章节摘录

　　第二章 艺术本质与特征：　　第二节 艺术的特征：　　一、艺术的形象性特征：　　首先，我
们需要弄清艺术形象的含义与特点。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惯于以“形象”来指称一切能让人眼见的事物的外貌或形体姿态，它是客观
事物本身原有的外部感性形式。
艺术形象的含义与此虽有内在的联系，但又不能完全等同。
因为，艺术形象是艺术家审美创造的产物，它具有审美的属性，是主观和客观两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
果，是主客观的统一。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艺术形象就包含有物象和心象两个层次。
它可以为物、为实、为真；也可以为情、为虚、为幻。
它不单单是视觉形象，而且也有听觉形象和触觉形象。
它的感性存在形态，可以是凝固、静止的，也可以是流动、变幻的。
总之，凡是能够把艺术创造者在与外在世界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内在的审美信息与精神意向，借助一
定的物质媒介传达出来，从而使人通过直觉即能领悟的感性存在形态，就是艺术形象。
所以，像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那样，带着审美感情极为真实地描绘出生活中的人物和场景
，固然是艺术形象的创造，而像现代抽象主义画家康定斯基那样，以符号性的形式构成来表现主观审
美感情，也是一种艺术形象的创造。
因为，所谓“抽象艺术”，毕竟是用形体、线条、色彩组成的象征着某种审美感情的视觉图像，仍具
备感性存在形态，所以“抽象艺术”的形式也应称为艺术形象。
　　事实上，艺术形象的感性存在，并不只是体现在形象的形体外貌上，更多的则是呈现于物象和心
象的统一中，甚至还会以心象形态呈现出来。
如在音乐和某些文学作品里，在那些现代抽象主义画家的作品里，虽然没有任何现实事物形体外貌的
描绘，但却能给人感性体验的情调、意绪、情境和氛围，从而打动人心。
　　那么，艺术形象自身有什么特点呢？
一般说来，可从三个方面去把握：　　第一，艺术形象是具体可感而富有个性的。
这就是说，任何艺术形象都必定是以视觉形态、听觉形态或通过想象能够唤起感官印象的语言描述形
态呈现于欣赏者面前，并且，这种感性形态总是极富特色。
因为只有富于特征的、生动活泼的、具体可感的东西，才能唤起人的情感，让人陶醉于其中，激发欣
赏者的审美感悟。
从根本上说，人毕竟是现实社会的人，他要求了解、欣赏与自己有关的时代、生活和人生，并且总是
要求在与其既相通又有别的感性对象中获得交流，从而在审美观照中经历一种新的感性体验，进而领
悟不可言传的精神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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