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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按照美的规律建造世界，也按照美的规律建造自己。
人类之所以异于其他物种，在于人类意识到有自我，在于在劳动中发展思维，在劳动中认识到美，并
创造了美。
人类为美而生活，为美而创造。
没有美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的动力，也就没有人类的今天。
研究美的规律的科学就称为美学。
美与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人认为美学就是研究艺术的哲学。
虽然美的不一定是艺术的，但艺术的一般认为是美的。
在现实生活中如果缺少艺术，生活将变得单调而枯燥，人们审美能力的提高也将受到极大的影响。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艺术和艺术美历来受到特别的重视。
大学生学习美学和欣赏艺术，是大学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很多学校存在着重技能，轻审美和创造能力培养的倾向，忽视了艺术欣赏教学这一重要环节，违背了
素质教育所倡导的基本性和全面性原则，严重阻碍了21世纪全民族的整体的审美素质的提高。
有专家预言，艺术产业将成为21世纪的支柱产业之一，为适应21世纪产业发展新形势的客观需要必须
通过艺术欣赏教育来对学生实施美学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陶冶情操，提高素养，开发学生的创
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有鉴于此，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本《美学基础与艺术欣赏》教材，以期对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尽绵薄之力
。
本书的编写突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1.注重实用性，原则上不作深入的理论探讨，言简意赅，贴近大学生生活。
2.在保证系统性的前提下突出重点。
本书的基本结构是：前三章是美学基础部分，后六章是几种主要艺术的欣赏。
中外美学思想源远流长，美学理论博大精深，但我们只选取了美学理论中的几个基本问题作简明扼要
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艺术门类繁多，特别是现代艺术形式日趋多样，我们也只选取了几种重要的艺术形式。
这些艺术形式符合大学生的审美习惯，对培养大学生的审美意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3.可读性强。
本书的编写特别注重这一点。
为方便学生阅读，本书深入浅出、图文并茂，通过大量生动的实例剖析和图片展示使学生获得直观印
象，从而提高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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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美学基础，主要介绍美的本质与特性、形式美、美感等，这些都是美学理论的基本问题；
第二部分为艺术欣赏，从众多的艺术门类中选取了美术、建筑艺术、景观艺术、书法艺术、音乐艺术
、影视艺术等贴近大学生生活实际的艺术形式作简单介绍。
    本书图文并茂，语言简练，实用性、可读性强，可作为艺术设计类专业、景观（园林）设计类专业
、建筑设计类专业、室内设计等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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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美的本质在于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和确证了解了人的本质规定后，对美的本质问题的探
讨才能进一步深入。
美的本质并不等于人的本质，而在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于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和确证。
所谓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和确证，就是指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展开的自由、
自觉的活动的特性及具体表现这一特性的人的创造才能、智慧、勇敢、思想、情感等本质力量，通过
社会实践（首先是生产劳动，还包括社会斗争、科学实验、艺术活动等），在人类的实践对象（自然
和社会）、人类创造的产品（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上体现出来。
从主体来看，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从客体来看，这是实践对象、自然，被加工、被改造，被
打上人的印记，从原始的自然成为人化的自然。
例如，经过人的劳动实践，荒山秃岭被绿化。
这绿化了的山岭就体现着人的改造自然的本质力量。
因为人绿化山岭，正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即人掌握了自然界的有关规律，使山岭（实践对象）
按照自己的意愿发生预计的变化。
在活动过程中，人的本质力量凝结、物化在山林中了，即对象化了；山岭则被加工、被改造，成为人
化的自然。
反之，如果山岭没有被绿化，或者绿化了的山林被毁坏，那么就没有显现和肯定人的本质力量，甚至
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否定、反动。
对于前者，我们感到美，对于后者，我们感到不美甚至丑。
再如，人的艺术活动能够创作出反映生活、表现进取精神的艺术作品，这样的艺术作品（人类创造的
精神产品）同样表现了人的智慧、才能、意志、目的、思想、情感等主体特征，显现了人的本质力量
，也就是人的本质力量凝结、物化在艺术作品中了，即被对象化了；艺术作品成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
肯定和确证。
相反，如果艺术作品技巧平庸、情调低下或者歪曲生活、情调颓废，那么就没有显现和肯定人的本质
力量。
对于前者，我们感到美，对于后者，我们感到不美甚至丑。
为什么显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实践对象和产品我们就感到美，反之，就感到不美甚至丑呢？
这是因为显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实践对象和产品，由于肯定了人自身，复现了人自身，人可以从中直
接观照到自身的创造活动的本质，自身的力量，因而会由衷地感到自豪、产生喜爱、愉悦的情感，即
美感；这样，实践对象和产品也就成为审美对象，成为美的事物了。
而不显现人的本质力量、甚或表现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否定和歪曲的对象和产品，人们对其或者冷漠
，或者厌恶，是不会对其产生美感的。
这样的对象或产品就不是美的，甚至是丑的。
三、美是以宜人的感性形式显现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和确证美是由一定的内容和相应的形式构成
的。
美的本质，即美的内在品格，是美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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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学基础与艺术欣赏》：美与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人认为美学就是研究艺术的哲学。
虽然美的不一定是艺术的，但艺术的一般认为是美的。
在现实生活中如果缺少艺术和艺术美，生活将变得单调而枯燥，人们审美能力的提高也将受到极大的
影响。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艺术和艺术美历来受到特别的重视。
研究美的规律的科学就称为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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