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艺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学艺术>>

13位ISBN编号：9787535634429

10位ISBN编号：7535634427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时间：湖南美术出版社

作者：梁玖

页数：19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艺术>>

前言

　　现在人们对“大学语文”这样的课程或读本是没有歧见了。
于此所言的“大学艺术”的性质就如同“大学语文”一样，是专门给非艺术类专业的接受大学文化教
育的人阅读的。
在我国强调通识教育的语境里，曾为大学生的通识教育出版过一些艺术读本。
然而，遗憾不少的读本都不是在“高等教育”的视野里讨论“艺术”这种文化，而是对艺术学科一些
纯基础性知识的介绍。
我们认为，既然是提供给接受高等教育的入学习的艺术文化文本，那么这个“艺术文化”读本的水准
也应该具有“高等”的高度。
为此，我们尝试着撰写一本具有“大学”的高度、“文化”的取向和开放性深度，讨论“艺术”文明
的书，力图通过撰写者的视点理解性地探析和陈述艺术文化的内涵与价值，为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提供
与之程度相当的艺术学科的专项文化读本，让艺术文化帮助学习者有效成长，并促进其终身社会化。
一、《大学艺术》定位的逻辑起点在主观愿望上《大学艺术》的设计具有“大学”高度与“文化”取
向，这一出发点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在具体实践上有很大的难度。
换句话说，读者在读完全书之后，也许会批评我们的目标没有很好的实现。
因此先要陈述清楚我们的认识和方法，这样即便最后受到学术性的批评也不要紧。
因为，我们在此提供了关于“大学艺术”的说明文本、引导文本和参考文本。
　　首先，我们从一开始就是以研究探索的态度来践行的。
把《大学艺术》文本作为一个课题来对待，这样就让我们的行为与结果成为后续研究行动的基础，让
“大学艺术”在诸多学人的关注中逐渐成长、充实、成熟和完善。
同时，如果教师在讲授“大学艺术”课程时或者是研究者在探讨大学的艺术教育时具有“课题研究’
’的意识，那么，也会促进“大学艺术”的读本或课程建设早日完善。
一句话，我们在这里立足和倡导的是“研究”的意识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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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我国第一本以《大学艺术》命名的著作，《大学艺术》是专门为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提供与之
程度相当的艺术文化读本。
全书立足于“大学”的高度与“文化”的取向，以总——分——总的结构方式，全面系统地探析了“
艺术”文明美术文化、设计文化、音乐文化、电影文化、电视文化、戏剧戏曲文化、舞蹈文化，力图
达到让艺术文化帮助学习者有效成长和促进终身社会化的目的。
《大学艺术》也可供艺术学专业各层次的读者、大众艺术文化爱好者学习使用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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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艺术作品的核心关键词以往人们习惯把艺术作品的构成分解为形式与内容这样一个层面来探讨
艺术的本质问题。
这是一种典型的二元沦的研究方法。
二元论在过去的艺术研究中运用最为广泛，也确实获得了一些研究性的成果。
但是，这样也容易导致把艺术简单化。
前苏联当代著名的文艺学家日尔蒙斯基就认为，“内容”与“形式”的简单区分会导致无法弄清楚抽
象艺术中的那些纯形式要素在艺术作品的艺术结构中的本质特征。
②所以结构主义提出了“文本”的概念，被称为“结构主义之父”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就试图从语
言本身以及它们特定的关系中解释艺术的现象。
结构主义的文本阐释容易忽略文本自身内部的差异性存在，并且在理论上有虚设和牵强的痕迹，又导
致了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出现。
法国符号学理论大师、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过渡的重要人物罗兰.巴特强调了文本与受众的关系，即作
品与阅读的关系，也就是强调了阅读的实现。
巴特认为阅读行为贯穿文本，才能成为“文”。
他提出了五种阅读符号的解读方式——阐释符号、艺术符号、象征符号、布局符号和文化符号。
③这些研究方法都 使艺术文化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实际上这些方法的一个总特点就是对传统方法的消解，尤其是对审美的消解.在这里我们还是回到苏珊
。
朗格的定义中来。
（图2-7）　　苏珊·朗格认为艺术是创造一个新的“结构空间”，这种空间还包含了“某种情感和生
命意味”，所以，尽管也包含了某些“技艺”的因素，“然而这种技艺所要达到的目的非同一般。
⋯⋯它的目的就是为创造出一种表现形式——一种诉诸视觉、听觉，甚至诉诸想象的知觉形式，一种
能将人类情感的本质清晰地呈现出来的形式”。
“创造”、“形式”、“表现”、“情感”是苏珊·朗格界定艺术的关键词语，这给我们理解艺术构
成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和途径。
尽管不完善，但基本上可以诠释艺术作品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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