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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中国艺术审美精神与西方艺术美学方法，对艺术审美主体、艺术审美对象、艺术审美活动、
艺术审美形态、艺术审美境界等基本原理问题分别作了讨论与阐述，旨在为艺术美学学科建设与教学
研究提供参考。
本书可供高等学校相关专业师生使用，也可供专业研究人员以及对艺术美学感兴趣的其他读者参考。
     这本《艺术美学原理》是通过五年来的教学与若干专题思考而获得的一点收获。
它先后经历了五届美术学专业与二届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实践，得到过许多同行、学生的热情支持
、鼓励，也得到过三次听课专家组的热情称赞和建议。
本书是《艺术美学》课程的基本原理部分，也是各门具体的艺术美。
作者非常希望突破过去的分类艺术美学的一些思考局限与叙述框架，试图探讨具体的各种艺术美的一
些原理性的问题，防止把艺术美学与艺术学、艺术哲学混淆起来叙述或讲解，从而影响艺术美学学科
的深度建设与发展。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美学原理>>

书籍目录

第一章  艺术美学导论  第一节  美是一种境界    一、关于美的各种解释及其困难    二、美与境界  第二节
 艺术与艺术美    一、现当代艺术与美学的内在矛盾    二、艺术与美的问题    三、艺术美的界定  第三节 
艺术美学的根本目的    一、艺术美学关注人生的终极目标    二、艺术美学通过经验方法与思辨方法的
结合来实现其宗旨    三、人及其生存是艺术美学的永恒主题  第四节  艺术美学的研究对象与性质    一
、艺术美学的研究对象    二、艺术美学的学科性质    三、艺术美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第五节  艺术美
学的意义第二章  艺术审美主体  第一节  成为艺术审美主体的基本条件    一、每个人都能成为审美主体
吗    二、人的审美潜能及其实现    三、审美体验是一种自觉自由的精神活动    四、审美主体实现超越
的社会条件  第二节  艺术审美创造主体    一、艺术家的审美创造特质    二、艺术家审美创造的必要条
件    三、艺术创作过程的具体审美特征  第三节  艺术鉴赏主体    一、大众艺术审美的权利及其生活化    
二、大众艺术欣赏的基本特征  第四节  艺术审美中介主体    一、审美中介主体是一种非强制性的干预
力量    二、审美中介主体的干预作用是多向度的    三、审美中介的干预作用要与习俗保持适度的协调
第三章  艺术审美对象  第一节  艺术审美对象的概念    一、艺术审美对象的一般概念    二、艺术审美对
象的产生  第二节  艺术理想    一、理想与中西艺术审美    二、艺术理想的内在结构    三、艺术理想的表
现方式  第三节  艺术形式    一、艺术形式的概念    二、艺术形式的审美价值    三、艺术形式的审美表现
方式第四章  艺术审美活动  第一节  审美的地位及其确立    一、对待审美问题的中西传统差异    二、19
世纪以来中西美学思考焦点的转换    三、康德与王国维的贡献  第二节  审美意识及其形成    一、人与
艺术关系结构中的审美意识    二、审美意识的形成  第三节  艺术审美活动的自然与实践基础    一、艺
术审美活动的自然基础    二、艺术审美活动的实践条件  第四节  艺术审美活动的特征    一、艺术审美
活动的思维独特性    二、艺术审美活动是人与艺术世界之间特殊的精神交流    三、艺术审美活动的个
性化精神特质  第五节  艺术审美活动的主要方式    一、感性艺术审美    二、理智艺术审美    三、超验艺
术审美第五章  艺术审美形态  第一节  审美形态与艺术审美形态    一、美是一种对象化的审美形态    二
、艺术审美形态即艺术美    三、艺术美的若干特征  第二节  艺术美的核心在于意象    一、艺术美的三
重意境结构    二、意象作为艺术审美的核心  第三节  艺术美的主要形态    一、美术美    二、音乐美    三
、文学美第六章  艺术审美境界  第一节  艺术审美境界的历史文化基础    一、境界概念的产生及其审美
内涵的形成    二、艺术审美的三重境界学说    三、艺术审美境界的三大精神特征  第二节  艺术审美境
界的实现基础    一、“物我合一”与艺术审美境界的追求    二、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实现艺术审美境界  
第三节  艺术审美境界的若干范畴    一、崇高感    二、优美感    三、丑感与荒诞感    四、和谐感  第四节 
艺术审美境界的培养    一、艺术审美境界养成的根本目的    二、艺术审美中实现自由境界的具体方式
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美学原理>>

章节摘录

　　一、关于美的各种解释及其困难　　艺术美学是研究艺术美与艺术审美问题的学科。
为了弄清艺术美的概念，先需要解释美是什么。
而美到底是什么，千百年来，中外美学家花费了很大精力却并没有给出明确而统一的解释。
概括地说，这些解释可以归纳成以下三种有代表性的主张。
　　第一种主张认为美是事物的客观属性。
事物之所以美，在于对象自身所具有的特征，而不在于人的主观性，否则人就失去了审美判断的基本
标准，不符合人类审美演化历史。
强调美是一种客观属性，曾经是主导20世纪中国美学的基本看法。
然而，坚持美的本质在于客观属性的看法，难以解释这样的审美现实：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事物，会
有不同的审美体验与感受；即使是历史上的著名艺术品，人们也未必对之有相同的审美见解；即使同
一个人，对一个具有审美价值的对象，他的审美感受与体验也会因为时空迁移而发生变化。
如希腊雕像，西方有人把它视为古典艺术的精粹，而有的人则认为，其实好的希腊雕像能有十来件就
不错了；有些历史教科书中公认的优秀艺术品，总有人看不出它美在哪里，甚至还有人强烈地厌恶它
。
因此，美作为客观属性的看法，在审美感受范围内并不能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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