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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丁宁编著的《美术鉴赏(第2版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系列教材)》以凝练和生动的文字阐
述了美术的经典意义和文化效应，通过对美术的功能、形式、题材以及各大门类的描述和阐释，尤其
是对精选的作品示例条分缕析，彰示了美术作品的人文涵义和美学价值，将会对高校学生和美术爱好
者提供诸多有益而又趣味盎然的入门启迪与深造导向。
本教材是一本非常优秀的通识教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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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宁，1960年生于浙江宁波。
1988年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93年赴英从事博士后研究，1998年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在美国
哈佛大学作短期研究。
1989年至2000年执教于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教授、系主任。
2000年起任北京大学艺术学系教授、副主任。
现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主要著作有《接受之维》、《美术心理学》、《绵延之维--走向艺术史哲学》、 《艺术的深度》等，
译著有《传统与欲望--从大卫到德拉克罗瓦》、《毕沙罗传--光荣的深处》和《注视被忽视的事物--静
物画四论》等。
曾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五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奖（研究类）一等奖。
被北京大学学生公评为北京大学十佳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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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二节 亲近经典与审美慧眼 哲学家卡西尔指出： “没有一个人会否认，艺术品给
了我们最高的愉悦，或许是人类本性所能有的最持久、最强烈的愉悦。
”当然，卡西尔所指的艺术属于精品甚至极品的范畴，而非所有的艺术品。
 对于经典，人们有着太多的不同理解。
不过，没有人会否认经典是那种可以存留在美术史上的作品。
也就是说，那些被称为经典的艺术作品必定是那种为美术史贡献了独到价值的作品，否则，就只能是
—般意义上的艺术品而已。
 为什么要如此郑重其事地界定经典呢？
因为，真正的经典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它在美术史上的位置是唯一的，是不可重复的。
后世的仿作在原作面前永远是等而次之的存在。
美术史的内在逻辑就在于，永远只承认具有第一意义的创造。
对此毕加索的体悟敏锐而又准确，他说：“艺术中任何有趣的事物就在开头发生，一旦错过起始，你
已身在终结”。
所以，经典往往就是历史上最具创意和活力的作品，因而也是当时和后来的人们激赏不已的杰作。
 一、接受者与艺术经典 对于接受者来说，这样的经验之谈是值得记取的： “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
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
”这是明代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两游黄山留下的名言，其中的体会颇有启发性。
只有品味了最高意义上的对象，才有可能形成不同凡俗的审美趣味，对美到极点的艺术产生激动不已
的响应，也才有可能对品质不一的艺术品有较为切中肯綮的评断，不至于迷失在鱼龙混杂的作品中而
心烦意乱。
 从心理学的意义上看，人接受怎样的艺术，就可能有怎样的趣味或水平。
更糟的是，沉湎于趣味低下的作品中，审美的眼界就会随之下跌，而且要抽身摆脱是颇为困难的。
那些离经典作品很远的人，久而久之，在面对经典的时候都可能是一片的茫然，不知道经典的伟大究
竟落实在何处。
现实中太多那种到了像卢浮宫博物馆那样的经典宝库而得不到由衷的审美愉悦的例子。
在很多时候，经典并不迁就低劣的趣味，也并不一定是自然而然的欣赏目标。
 因而，接近经典，形成一双审美的慧眼，是一种需要自觉提升的过程。
有人误认为，提升审美趣味的过程只要理论的佐助就可实现的。
事实上，纵有多么高深的学说，如果没有对经典本身的亲睹与亲验，那么，所谓的趣味的提升也大抵
一句空话而已。
甚至像温克尔曼这样的美术史大家也偶有失手的时候。
在缺乏对原作的亲验条件下，温克尔曼甚至断言，埃及艺术之所以是不好的艺术，其中有一个原因就
是，当时的艺术家们只能描绘丑陋的人像⋯⋯14这完全是无的放矢的怪论，而口出此言的最要害的原
因就是他对埃及艺术不曾有过足够充分的经验。
不能忘记，德国文豪歌德是在面对哥特式大教堂时才发觉自己原先对哥特风格的偏见是多么地荒谬，
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博物馆的名画前才感动得热泪盈眶⋯⋯对于经典的怦然心动，更是一种经验世界里
积累的结果，是无数次心理证同的效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对经典艺术品的直接体会。
只有从经典的实际接受入手，才能造就对于经典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和重温，也才有可能在更为丰富的
参照体系中一步步地深化对经典本身的把握，所谓“聆《白雪》之九成，然后悟《巴人》之极鄙”。
激赏经典的能力的确不是与生俱来的。
当然，没有人不期望自己获得一种洞悉和激赏经典的能力。
可是，正如哲学家卡西尔曾经提到过的那样，达’芬奇就认为出类拔萃的绘画和雕塑都是教会人们“
如何去看”，毕竟艺术家在描绘对象的深处发掘出了完美的形式。
透过艺术家的眼睛，我们得以看到更高的美的存在。
因而，对最经典的艺术的接受，乃是形成理想之眼力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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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系列教材:美术鉴赏(第2版)》是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系
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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