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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中国的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许多有志艺术的学子们受惠其中。
艺术教育的课程内容也十分活跃地在传递着多样化的学术信息。
　　教材，作为传播知识的载体，随着时代对学生知识结构的要求悄然开始发生着变化。
作为学院教材建设的重要项目，我院美术学系的教师在湖北美术出版社的支持下，默默地做着这件极
有意义的工作。
在教学实践中，他们深感学生对知识的渴求表现在对知识传播载体和媒介的关注与热情。
并意识到：高等艺术教育教材编著的规范化和系统性科学与否，将直接作用于学生获取知识的效能。
于是，今天我们就读到了这套陆续出版的教材。
它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整体面貌，反映了当下美术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和作者应持有的学术态度。
　　教材，无论是以何种形式出现，或纸介质、或电子版、或其他什么样式，其自身规范、系统地传
递信息的载体特性是不会改变的——让学生在严谨的学术描述与分析中，积累知识、探究未知、启迪
智性、学以致用，正所谓开卷有益。
　　在这套系列教材中，细心的读者会看到，教材科目的类别上增设了一些以前不曾有过的内容，这
一定会对学生新知识结构的认知与形成产生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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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概论》是作者在教学和科研的基础上，经过几年酝酿和艰苦编写完成的。
该书主要针对大学本、专科艺术专业学生，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除了内容覆盖教学大纲的要求以外
，在编写中也考虑到一定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教材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艺术的基本原理，宏观把握艺术的概念、整体特征、功能等问题；下编为
艺术形态，分门别类地阐述各门类艺术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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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绘画也很重视色彩，在谢赫“六法”中特别提出“随类赋彩”，作为绘画的一项基本原则。
从中国设色工笔画中可以看到，色彩的运用兼有客观和主观的双重性，既有一定的生活依据，又根据
画面的需要进行主观化、装饰化的改造，而且色彩的明度和纯度的变化很小，大面积地平涂，增强了
平面装饰性。
　　但与油画最为不同的是中国画对“墨”的运用。
自唐代出现水墨画，墨开始摆脱勾线的单纯作用，拥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在水墨画中已取代了色彩
的地位，五代荆浩《笔法记》提到“夫随类赋彩，自古有能，如水晕墨章，兴我唐代”，的确，唐代
出现了张璨、王维、王墨等一大批水墨画家，奠定了水、墨的审美趣味，自张彦远提出墨具五色的认
识后，从理论上根本上改变了墨的地位。
此后，墨色地位崇高，在后来的画论和实践中多有表现。
“画以墨为主，以色为辅”（盛大士《羚山卧游录》）。
用色只是“补笔墨之不足，显笔墨之妙处”（王原祁《雨窗漫笔》）。
必须“色不碍墨”（王昱《东庄论画》）。
如果“墨晕既足，设色亦可，不设色亦可”（张庚《国朝画征续录》）。
这些意见足见中国古代绘画对墨与色彩别有看法。
　　绘画是色彩的音乐，中国绘画不似油画的流光溢彩，尤其是水墨画，洗净铅华，虚灵如梦，但都
具有各自的审美意趣，只是“华堂弦响与明月箫声，其韵调自别”（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
版社1981年版，第130页）。
　　3．构图　　绘画的构图，就是对物象在画面中的位置和空间关系进行安排，在整体上形成一个
具有表现力的结构。
　　构图透露出艺术家的艺术观念，对艺术家实现自己的艺术效果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巴洛克绘画中，可以看到，画家打破古典主义的稳定构图，有着强烈的动势，符合巴洛克艺术的雄
厚壮丽的美学追求。
最为典型的是鲁本斯的《劫夺吕西普斯的女儿》（图99），构图在大幅度的旋转运动中，如果把人和
马的躯体抽象为几何线条，你就会看见两个类似“币”型的重叠，这个“*”形的偶力组合为画面带
来了旋风般的运动感，表现了巴洛克艺术磅礴的气势。
而在新古典主义艺术家大卫的名作《荷拉斯兄弟的宣誓》中（图100），英雄气概含蓄地包含在稳定的
构图中，背景用三个罗马式拱门将画面分为对称的三部分，人物分为三组均衡地分列其中，老荷拉斯
挺立画面中心，左方三兄弟英姿勃勃伸臂宣誓，右方为沉浸在悲恸中的母亲和妹妹，构图的和谐稳定
契合古典主义要求的理性、庄严，正如同温克尔曼说的：“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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