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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谓艺术创造的主体性。
是说艺术创造的过程始终都是艺术家主体发扬其主观能动性，将其“内在的尺度”运用到作为体验和
精神生产之对象的客体世界和作为人本质力量对象化之结果的艺术作品的过程。
在创作过程中，艺术家决不是如镜子和照相机那样机械地再现客观世界，而是对浩瀚芜杂的客观表象
进行能动的提炼、加工和改造⋯⋯所谓“搜尽奇峰打草稿”（石涛语），也唯如此，方才能“吹尽狂
沙始到金”，最后创造出成功的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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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旭光，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指导导师。
1982-1987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读本科，1987-1991浙江丽水师范专科学校任教，1991-1994北京大学中文
系攻读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1994-1997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1997-北京大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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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谓艺术创作过程．是指艺术家运用一定的艺术媒介创造艺术形象，完成艺术作品的过程。
　　艺术创作具有主体性和创造性的特点。
　　所谓艺术创造的主体性．是说艺术创造的过程始终都是艺术家主体发扬其主观能动性，将其“内
在的尺度”运用到作为体验和精神生产之对象的客体世界和作为人本质力量对象化之结果的艺术作品
的过程。
在创作过程中，艺术家决不是如镜子和照相机那样机械地再现客观世界．而是对浩瀚芜杂的客观表象
进行能动的提炼、加工和改造⋯⋯所谓“搜尽奇峰打草稿”（石涛语），也唯如此，方才能“吹尽狂
沙始到金”，最后创造出成功的艺术作品。
　　所谓艺术创造的创造性．在艺术家的创造的角度看，是指艺术创作具有一种不可预见性。
正是这种不可预见性，从根本上区分了“技艺”性的劳作和真正的艺术创造。
例如科林伍德就认为，“技艺涉及计划和执行之间的区别。
待取得的结果早在获得之前就已经预先被设想和考虑好了．工匠在制作之前就知道自己要制作些什么
。
这种预知对于技艺是绝对不可缺少的”①。
因而，他主张艺术创造与有计划有目的的技艺不同，本质上是一种无目的的创造性活动，艺术作品可
以且往往同时也是技艺品，但它本质上却不是技艺品。
因此，艺术家在开始创造的时候，不一定有一个预先想好而且一成不变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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