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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学的讨论对象是人类的艺术活动，将涉及艺术的基本性质、艺术的价值方位、艺术活动体系
和艺术种类的特点等有关艺术的基本问题，目的在于展示艺术活动的规律。
　　艺术活动不仅包括艺术创造，还包括艺术传播、艺术接受等一切与艺术相关的人类活动。
在这个系统中，艺术创造、艺术传播与艺术接受构成了艺术活动的内部环节。
艺术原理将着重讨论这些内部环节的问题，同时不能忽略与艺术活动紧密相关的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
。
这也是《从原理到形态：普通艺术学(第2版)》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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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四、音乐的视觉表现（一）音乐传达视觉经验的表现作为听觉艺术，音乐也一直在寻找着视觉
经验的表现形式。
在音乐激起的感受中，往往连带着某种空间知觉或者说视觉体验，尽管不一定引起具体的视觉联想，
但联想却事实上无法被普遍地排除掉。
歌德就曾经谈到某些曲子使他想起大部队行进，而另一些曲子又使他联想到月下湖畔的景色。
当然，汉斯立克会对之发出嘲笑，说有这种联想的人白长了一双耳朵而不懂音乐。
他似乎认为，旋律、节奏、和声，这就是音乐审美价值全部的指示音乐固然能够引起一定的情感反应
，但这种反应却是评价性的——或愉快或悲伤——而不致引起某种特定的情感，更不必说引起想像的
图画了。
可是，假如一个人为一首曲子触动心怀，勾起了视觉联想，那是谁也阻止不了的事情。
正如马蒂斯在一种蓝色和它的补色关系中听到了铜锣的声音而你没有听到，你却并不能因此不准马蒂
斯有这样的感受。
至少音乐具有沟通视觉形象的潜力，尽管如何沟通因人而异。
有时主题暗示起了重要作用，如果先向你说明施特劳斯的某一首乐曲表现的是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当
你实际聆听时，头脑中出现森林幻象的几率显然比事先没有暗示大得多。
当然，那不会是能看得一清二楚的景象，更可能是一种跟置身森林相类似的感觉，“森林”以视觉氛
围的方式若隐若现地弥漫在你的周围。
但不管怎么说，总之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挡音乐家去传达视觉经验。
事实上，当印象派画家抛弃神圣的主题，用色彩去捕捉大自然生动的变化时，音乐家德彪西@也试图
用音乐来传达阳光的明媚和空气的颤动，以及户外大自然落到人们心上的种种美好感受，他创立了“
印象主义音乐”，使和声深入到色彩和光的微妙节奏之中，也因此从音乐的角度贯通了视听体验。
（二）舞蹈的时空中介性舞蹈由于其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存在性质，故能更现实地成为联系空间艺术与
时间艺术的桥梁。
在中国画那里，我们留意到了舞蹈的这种作用。
相反，舞蹈则可以被形容为动态的雕塑，它的展开如时间中的节律，是用眼睛看得见的。
舞蹈是一种真正的四维性存在，是由时间所带领的空间递变形式。
在舞蹈同音乐的全部差别中，有一个微妙的差别，就是每一个时点上的单相因素的地位。
听音乐不是在听音符，音符完全为旋律运动所消融；而舞蹈，每一个时点上的身体造型却具有相对独
立的价值，例如把某一个时间位置上的动作定格下来，我们就会得到一尊由人的身体展现出来的活雕
塑。
通过对美术、文学和音乐相互关系的上述检讨，我们可以说，不论哪一种艺术，都必须创造出富有节
奏感的、能够传达生命体验的充满诗意的形式，这就是艺术的底线。
在这一条底线上，艺术确立了其审美方位。
不管艺术采用什么媒介，追求什么风格，不论多么标新立异，都必须在这个底线上活动。
艺术的自由是“从心所逾，不逾矩”的自由，超出了底线，其意义也就自动消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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