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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艺境是指大学校园中固有的特殊审美韵味，那种融合大学文化演进过程中审美变迁与时代美
感的综合氛围，即校园中公共的、文化的、纯粹的、艺术的境界。
实际上，大学艺境是大学文化场的特殊重要形态，即大学公共艺术场。
公共艺术在大学文化场中无处不在，它以不同的方式和形态产生审美艺术效应，从而积聚形成大学校
园中最具魅力、最有影响力的文化艺术场。
提出大学艺境的概念，是为了更加鲜明地突出艺术及审美在大学建设发展中，特别是当大学的发展进
程面临文化异化危机、面对现实的冲突与抉择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强调大学艺境是大学发展氛围的
内核之一。
在一定程度上，大学艺境反映的是大学文化历史进程中的审美变迁与时代美感召唤的融合。
大学艺境不仅仅是大学校园中美化的、艺术的环境，它更是一种新的理念和文化取向，是大学人的审
美价值观，是超越大学文化历史传统和自然传承的文化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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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劲松，侗族，1969年11月生于贵州。
　　西安交大工学学士、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北航管理学博士。
　　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宣传部部长，兼任北航文化与艺术传播研究院执行院长、北航艺术馆馆长
，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大学文化理论与实践、公共艺术、文化传播等，曾主持完成多项重点课题，主持
、参与多所高校的公共艺术建设。
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2部、文学著作6部。
　　艺术创作涉及雕塑、绘画、摄影。
作品数十次参加国内外重要展览或公开发表，被国内外大学、文化机构收藏。
2009年10月，在北京798艺术区新文化艺术中心举办“自由的知觉一一蔡劲松艺术作品展”。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侗族文学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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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大学文化的内涵及实现途径一、大学的文化特征及大学文化的内涵（一）文化视野中的大学及
其变迁（二）大学文化概念界定二、大学文化的维度与一般结构（一）大学文化的四个维度（二）大
学文化的一般结构三、大学文化的实现途径（一）大学文化及其建设现状调查（二）大学文化建设的
价值取向与作用（三）大学文化场：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维度（四）大学文化场中公共艺术无处不在
第二章 大学公共艺术建设及传播体系一、公共艺术的内涵及文化属性（一）公共艺术的缘起（二）公
共艺术的概念（三）公共艺术的文化属性二、大学公共艺术体系建构（一）大学公共艺术（二）大学
公共艺术建设（三）大学公共艺术传播三、大学艺境：大学公共艺术的文化展望（一）中国大学公共
艺术的现状与反思（二）大学艺境及其涵义（三）大学艺境构建的启示（四）大学艺境的文化展望第
三章 大学文化景观的形态与意蕴一、大学公共艺术视阈中的文化景观（一）文化景观与大学文化景观
（二）大学文化价值系统中的文化景观二、大学文化景观的结构与形态（一）大学文化景观的结构与
审美机能（二）大学文化景观的主要表现形态三、大学文化景观的意蕴与分类（一）大学文化景观的
文化意蕴与境界（二）大学文化景观的分类第四章 大学文化景观的规划与实施一、大学文化景观的创
设及布局（一）大学文化景观的创设（二）大学文化景观的布局二、大学文化景观的定位与规划（一
）大学文化景观是跨领域的文化建设实践⋯⋯第五章 大学公共艺术传播的文化使命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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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大学文化场的特性　　大学文化场一般具有关联性、渗透性、辐射性、开放性等特性。
　　关联性，是指大学文化场中的各个“平行场”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生发于不同的建设角度，作
用于各自的建设和发展机理，相互之间存在着交集与重叠的趋势，存在着内在的关联、融会与贯通。
大学文化场的关联性，表明大学文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各子系统之间既相关联，又不可替
代，具有螺旋推进的特征。
　　渗透性，是大学文化场的内在特点，是指大学文化场的作用是潜在的、客观存在的，是通过建设
对大学文化的不断完善发展，从而促进其理念与内涵的深化、气质与品质的提升，使大学文化场成为
弥散于大学发展环境中的根本基因，渗透于大学职能的各个方面。
大学文化场的渗透性，表明大学文化建设应具有相当的深度，应循序渐进、持之以恒。
　　辐射性，是从大学文化场的功能和影响力视角来看的，实质上是指大学文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对
大学人、对社会公众的价值引领与精神涵育，它将大学文化的社会作用内化为一种理想信念与文化支
撑。
大学文化的辐射性，表明大学文化建设应肩负大学创新发展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双重职责，应树立批判
的精神和开创的气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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