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概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艺术概论>>

13位ISBN编号：9787040224863

10位ISBN编号：7040224860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

作者：孙美兰

页数：264

字数：3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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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概论>>

内容概要

本书是以本体论为核心建构的艺术理论基础教程，在孙美兰主编的 1989年版《艺术概论》基础上作了
修订。
理论阐发有所深化和拓展，以美术、音乐为主线，扩及文学、戏剧、舞蹈等多门类艺术，力求在中、
西艺术比照中探索艺术新观念，并建立艺术理论教程新体系。
书中精选典型图例，附有图表。
　　本书主要面向高等院校有志提高理论修养的本科生、研究生，并可为不同艺术专业的师生个人进
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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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美兰 1930年生，湖北汉阳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获国务院颁发有特殊贡献的专家荣誉证书。
 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美术理论专业研究生毕业，遂留校任教，开始发表
美术评论。
出版有《李可染研究》、《所要者魂》、《李可染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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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艺术的形态　第一节 艺术是意识形态，也是生产形态　　一、艺术形态要求强烈的主体性　
　二、艺术形态是对象化的存在　　三、艺术形态是美的形式构成　第二节 艺术形态的划分　　一、
物化结构与艺术形态　　二、符号体系与艺术形态　第三节 艺术形态的构成关系　　一、直接面向外
在世界——通过外在世界展示内在世界　　二、直接面向内在世界——通过内在世界折射外在世界　
　三、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综合性显现　第四节 艺术形态与主体世界　　一、指导思想的一元和艺
术创新的多元　　二、艺术家心灵呈现的直接性和间接性　　三、感情与思想存在的方式第二章 艺术
的发生、发展和社会功用　第一节 艺术的发生　　一、原始“艺术”　　二、劳动——艺术发生的主
要动因　　三、促使艺术发生的其他因素　第二节 艺术的发展　　一、艺术随时代而嬗变　　二、艺
术发展中的继承和革新　第三节 艺术的社会功用　　一、艺术在人类文化中的位置　　二、艺术的社
会功用第三章 艺术作品　第一节 什么是艺术作品　　一、艺术作品是独立自在的艺术实践产品　　
二、艺术作品是“意象”的物态化　　三、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　第二节 艺术语言　　一、艺术作
品是艺术语言的具体形态　　二、各门类艺术语言的特征及相互作用　　三、艺术语言的功能　第三
节 艺术作品的属性　　一、艺术作品的审美属性　　二、艺术作品的商品属性第四章 艺术家　第一
节 艺术家的特点　　一、艺术家的主体性　　二、艺术家的创造性　　三、艺术家与社会生活　第二
节 艺术家与艺术创新　　一、创新是艺术家的使命　　二、艺术创新与艺术个性　　三、艺术创新与
继承　第三节 艺术家的作用、价值与地位　　一、艺术家的作用与价值　　二、艺术家的地位第五章
艺术创作　第一节 创作理论及创作类型　　一、再现论及再现性艺术　　二、表现论及表现性艺术　
　三、构成论及实验性艺术　　四、自然论及中国艺术的精神　第二节 艺术创作的过程　　一、灵感
思维　　二、构思原理　　三、艺术世界的诞生　第三节 艺术创作的主体条件　　一、艺术的天赋和
敏感　　二、才能和技巧，勤奋和修养　　三、艺术的独创性第六章 艺术欣赏　第一节 艺术欣赏也
是一种创造活动　第二节 艺术欣赏与审美经验　　一、再现因素召唤的审美经验　　二、表现因素召
唤的审美经验　第三节 艺术欣赏的心理过程　　一、审美感觉　　二、审美理知　　三、审美心象　
　四、审美共鸣　第四节 艺术欣赏与艺术批评附录　附录一 西方现代派文学　附录二 西方现代派音
乐　附录三 西方“现代舞”　附录四 西方现代派绘画　附录五 全书图片目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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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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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艺术概论》1989初版，开始与读者对话，携手同行，走过了跨世纪里程，至今长达17年，始料未及
。
17年来，我们得到广泛支持和鼓励，也听到一些不同的反响和批评意见，都成为促进我们不断深研、
奋发求索的动力。
2006年秋，高等教育出版社艺术分社首席策划人张丽娜女士，向本书主编和原作者协商，提出修订的
任务，这曾是我们久久期盼的大事。
一旦真的面对修订的种种新课题，又深感不仅难度大，且是一项事关高教美学、美育建设的基础工程
。
我们能做的，首先是把短时间的修订过程当做浓缩的、重新学习的好机遇。
修订工作应以“艺术理论基础教程必须保持‘艺术论’基本原理的相对稳定性”为准则，力求将“马
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和艺术创新、精神内容的多元”这个清晰的“艺术论”思维贯穿全书。
修订的目标是适应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建设的需要，适应现在和未来国际文化艺术交流日益
加速、加深的需要，特别是适应高等艺术院校培养尖端艺术专业人才必须拥有的美学素养、艺术理论
素养的需要。
为此，我们在初版《艺术概论》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局部调整与修订：1.对于艺术形态的“物化结
构划分法”——时问、空间、时空，“符号体系的划分法”——造型、非造型，二者综合，做了较原
书深入的阐述。
对原本一带而过的表演艺术三大体系，进行了尽可能精深、准确的把握。
又突破了通常艺术理论上分体的、个别的、片断的认识，而获得三者内在关系上整体的、全面的、包
括各自体系特点的理解和认知。
应当看做是修订过程的新收获、新亮点（第一章）。
增述“各门类艺术的关系”，以沟通、连接相关章节（第二章）。
2.强化了艺术作品中“艺术语言系统”要素内在逻辑性、系统性的认识分析。
提出艺术作品“双重属性”——审美属性、商品属性的思考。
论述简明、扼要，可说是作者对艺术品大批量流向拍卖市场，其商品经济价值引发艺术品价值观念不
同程度上变迁、变异现象的清醒认识和理论化创见（第三章）。
3.试图对当前动态性多元艺术格局给予整体的、辩证的认识。
对多元艺术相互关系、相互渗透导致的发展走向，给予最大限度的关注、多向度的观察，为前景预测
作积蓄信息资源的准备。
正文之后，增加附录一至四，对“西方现代派艺术”试作纵向与横向交叉的初步观察和展开性论述，
供参照。
4.关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作为一个聚焦性课题。
充实“创作论”，以开启思路，拓展视野（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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