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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文精神是特别重视的。
我国古老的经典《周易》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贲·彖辞》）意思是说，观察人类文明的进展，就能用人文来教化天下。
可见我们的老祖宗已经非常注重对人的人文精神的教化了。
所谓人文教化就是用人文精神来教育人。
那么，人文精神从何而来呢？
照《周易》看，它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积累起来的，也就是说，它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在我国历史的长河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人文精神教化的经验，例如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所
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论语.述而》）不修养德行，不讲究学习，听到符合道义的话而不能跟着做，有了过错而不能改
正，这些都是孔子所忧虑的。
孔子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对我国古代“人文教化”的很好的总结。
我们的人文精神是什么？
我想，就是要讲道德，讲学习，要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义，要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
在当今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看到，科学技术虽能造福人类社会，但也可能严重地损
害人类社会。
今天，许多事实已经证明科技的发展并不一定都是造福人类的；那么，我们如何引导科学技术的发展
呢？
就是要用人文精神来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就是孔子说的，我们应该努力做到“修德”、“讲学
”、“改过”、“向善”。
“修德”并不容易，那必须有崇高的理想，有为人类长远利益考虑的胸怀。
“讲学”同样不容易，它不但要求要天天提高自己，而且要负起人文教育的责任。
“改过”，人总是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问题是要勇于改正错误，这样才可以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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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九章，第一章总论艺术的定义，艺术的形成和发展，鉴赏的性质和特征。
其余八章分别论述各种艺术门类的鉴赏，每一章基本分成两部分：中国部分和外国部分。
用3万字左右的篇幅，概述古今中外各门类艺术发展的历史状况和现实趋势。
在简要的综述以后，以历史为线索串联作品，经典作品的赏析自然贯穿在历史进程之中。
全书努力做到材料丰厚，既可见历史的清晰脉络，又不失详细的作品分析。
     本书的特色是：第一，“略小而见大，举重而明轻。
”艺术世界琳琅满目，每种艺术都有许多种类和体裁，并且流派纷呈。
    第二，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相结合。
本书不是艺术原理教科书，不以理论体系的严密和完备为圭臬，而是重点阐述对艺术的欣赏，但同时
兼顾到一定的体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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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随后的年代里，艺术表现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0世纪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8-1952）在《美学原理》中、英国美学家科林伍德
（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在《艺术原理》中都主张艺术是情感的表现。
克罗齐认为，直觉是赋予感受以形式从而构成表象的心灵活动，亦即表现或掌握表象的心灵活动，所
以“直觉即表现”。
艺术就是直觉，也就是表现。
克罗齐“艺术即直觉”说，把艺术理解为纯然表现情感的心灵活动，从而把艺术与功利、道德、逻辑
认识活动区别开来。
英国美学家科林伍德继承和发展“艺术即表现”的观点，特别强调了两点：艺术表现的情感是艺术家
的自我情感；艺术表现的并非直觉而是创造性想象。
科林伍德突出了想象和情感这两个因素在艺术创造活动中的重要性。
这种观点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文艺观，先秦时期就有所谓的“言志说”（出自《尚书·尧典》，认为
诗的本质是表现情感志向）、“心生说”（《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在我国古代的文艺理论批评史上，南北朝时期是文学日益繁荣的时期，文学艺术抒情言志的特点得到
重视，像陆机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刘勰认为“立文”之道最根本的在“情文”等。
宋代严羽的“妙悟”说和明代袁宏道的“性灵”说，也是把主观精神的表现和抒发当作文学的艺术本
质特征。
艺术表现说是对艺术摹仿说的鲜明的反动。
在艺术创作中，有些艺术家偏重于客观，有些偏重于主观。
不过，这两种倾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我国古代的艺术家就善于将对客观现实的摹仿和主观情感的表
现有机地结合起来。
韩愈在一篇文章中说，张旭善草书，当他喜怒哀乐、怨恨思慕时，必定用草书抒发这些感情，当他观
察鸟兽虫鱼、日月星辰而心有所感时，也要诉诸草书。
也就是说，张旭的书法不但抒写自己的情感，也表现自然界各种变动的形象。
他在表达自己的情感时也反映自然界的各种形象，或者借助这些形象的概括来暗示他对这些形象的情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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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鉴赏》：普通高校人文素质教育通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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