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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注重社会文化的背景把握。
应当看到，社会文化无可避免地世俗化、大众文化化，导致娱乐高张，人性本能要求强烈，市场客观
标准至上，于是，艺术的传统遭到强烈的消解。
艺术是人类的精神需要，而创造的超越物质层面的愉悦享受，和物质功利远离而与精神需求贴近，一
般而言，艺术是精神领域的美好创造，个性、独特、情感投注。
     本书还偏重影视艺术类型和创作表现，是因为艺术精神遇到现实市场和大众文化判断而有难以避免
的悲哀。
本书是集体研究的结果，主编周星策划确定整体框架和章节大纲，决定写作思路与要点，副主编王宜
文协助主编对完稿进行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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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星, 男,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艺术教育研究所所长，北师大校
级重点实验室“数字艺术实验室”主任。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艺术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
会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高校电视艺术委员会常务副会长，中国高教影视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
国高教美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港台电影研究会理事、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

     还担任国家电影审查委员，多项国家艺术学科、基地、教材评审委员，团中央五个一工程评委，受
聘北京电影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客座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影视史论，影视文化传播与艺术批评，艺术教育理论等。
主持国家艺术科学“九五”规划项目、国家教育部“九五”项目各一项，作为第一参与者参与另3项
国家、教育部和北京市科研项目。
还主持横向项目4项。
 
     近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30余次被《新华文摘》、《中国高校文科学
术摘引》、《人大复印资料》等权威学术刊物全文转载。
近年出版著作主要有：《从文学之隅到影视文化之路》（北京出版社）、《中国影视艺术理论研究》
（中国电影出版社）、《美育基础》（中国农业出版社）、《艺术概论》（中国邮电出版社）、《影
视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等。
主要论文包括：《21世纪传媒的责任与品格》、《中国电视文艺的现状和思考》、《关于当代电视现
象和问题的思考》、《论新中国喜剧电影的艺术变迁》、《论90年代中国电影艺术》、《探索中国的
影视美学》、《中国话剧20年变化价值分析》、《论中国电影现代性进程》、《中国电影生存策略的
思考》系列文章、《大众文化时代的电视征候》、《建立中国民族化影视教育体系》、《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电影理论与批评》、《全球化空间中的中国电影生存发展问题思考》等。

    曾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师奖、北京市教学优秀成果奖、北京电视春燕奖、金鹰电视论文奖，入选北京
社科理论百人工程培养计划。

    傅谨 中国戏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戏剧理论与批评、现当代戏剧与美学研究，倡导“国剧本位”的20世纪中国戏剧研究，关注
本土戏剧传承与濒危剧种保护。
出版专著《新中国戏剧史》、《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调查与研究》、《中国戏剧艺术论》
等9部，曾多次获得中国图书奖。
发表论文 100余篇，曾获北京市文艺评论奖一等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理论二等奖、中国曹禺戏剧
奖等多项学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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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电影艺术的形成时期（1895-1926）  第一节 电影的发明  第二节 电影成为艺术  第三节 电影艺术
观念的形成第二章 经典电影时期（1927-1946）  第一节 美国经典叙事传统的建立  第二节 欧洲的电影
流派与电影观念  第三节 中国及亚洲电影的发展状况第三章 电影艺术的早期形态（21世纪30—50年代
）  第一节 电视的发明  第二节 电视艺术的形成  第三节 影视艺术的交互影响第四章 西方现代电影时期
（1946-1978）  第一节 奥逊·威尔斯与现代电影观念的滥觞  第二节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  第三节 法
国“新浪潮”与“左岸派”电影  第四节 现代主义电影的兴盛发展第五章 东方民族电影的勃兴  第一节
东方民族电影阐析  第二节 日本、印度、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民族电影  第三节 中国民族电影的发展脉络
 第四节 其他地区民族电影的发展第六章 电视艺术的蓬勃发展（20世纪60年代—）  第一节 世界电视业
的繁盛及电视艺术的发展  第二节 症状国电视艺术  第三节 英国、日本等国的电视发展状况第七章 高
科技时代的影视艺术（20世纪90年代—）   ⋯⋯第八章 新世纪影视艺术发展分析与展望尾声：艺术精
神的坚守附图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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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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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这套“艺术教室”丛书是为大学开展艺术教育编撰的。
　　教育不仅仅是为了知识的传播与技能的培养，更是为了标志着人类文明进程与社会进步的人格养
成，大学教育尤其如此。
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孔子的意思是说，通过诗、书、乐、易、礼这些不同的教材与科目、
不同的教育模式教化国民，会在民众人格养成中起到不同的效用。
欧洲工业革命以来逐渐成形的现代教育体系极大地丰富了教育的内涵，国民教育所使用的早就已经不
再局限于某种单一的教材与教育模式。
从人格养成的角度看，多种科目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更适宜于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综合型人才，但
对于中国而言，这个教育体系的引进为时太短，还远远未到成熟的地步，其中难免会有不少缺失，而
艺术教育方面的严重滞后，就是这种缺失的重要表征之一。
相对于更能直接地培养人们经世致用能力的科目，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科目以及其他实用性科目而
言，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艺术教育在整个基础教育体系中的地位，远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人是有精神生活并且需要精神生活的动物，在人格养成的过程中，艺术教育的特殊意义就在于通
过诗意的方式陶冶人的性情，丰富人的心灵，由此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
在人类物欲急剧膨胀以至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追求严重失衡，人格被扭曲了的时代，艺术因其具备
有助于人格健康发展的矫正作用，它对于人类生存与未来的特殊意义，正在越来越清晰地凸显在我们
面前。
孔子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认识到“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确实，
性情中的“温柔敦厚”，尤其是不失之于“愚”的温柔敦厚并不能生而得之，它需要后天的教育与培
养。
如果我们认同孔子所推崇的这种人格境界，就不难认同艺术的价值，以及艺术教育的价值。
 　　诚然，随着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开始提倡实施素质教育，艺术教育的意义也日益成为社会共识，20
世纪90年代中叶以后，国内艺术教育开始迅速升温，除各地原有的艺术专业院校和中等艺术专业学校
升格成立的艺术专业院校外，普通的综合性大学也纷纷在公共艺术教研室基础上新建艺术系科、专业
。
然而，因为长期以来艺术专业教育领域偏重于技术层面的教学，史、论方面的基础研究严重滞后，各
地普遍感觉缺乏合适的教材与教学参考资料，普通高校艺术系科、专业的基础艺术史论教材，尤其是
针对非艺术专业的大学生普及艺术基础知识所需的合格教材与教学参考资料的需求尤显迫切。
因此，组织专家编写一套艺术史、论著作，以不同门类的史、论著作构成一个格局相对完整的艺术史
论文库，实为契合时机之举。
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邀集国内各艺术门类的著名专家，编撰了这套丛书，它包括音乐、美术、戏剧
、舞蹈、影视五大门类，每个门类均分为史、论以及资料三册，使读者一册在手，能够基本了解该门
类艺术的整体状况或该门类艺术的基本规律，掌握该领域最重要的历史文献。
而各位作者都是在所涉领域浸淫多年，学有所长且思想敏锐、见解不凡的专家，因此才有可能以较为
适中的篇幅，传递各艺术门类最核心的知识与最值得思考的观念。
这样的设计，意在使该文库体现出坊间类似图书所缺乏的实用性与鲜明特色，也更适宜于非专业艺术
院校的艺术系科教学、艺术院校师生研习非本专业艺术门类课程，以及培养普通大学生接触与欣赏艺
术的兴趣。
　　艺术随人类文明的诞生而诞生，随人类文明的进程不断变易；因此，每个民族都发展出了各种门
类的艺术，但每个文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艺术又有所不同。
即使同一艺术门类，不同民族在美学取向与发展路径上也会有很大的差异。
艺术经常是民族的，它又是全人类的事业；如何兼顾艺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对于这套丛书的所有作
者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将艺术视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赋予艺术研究世界性的视野，是本套丛书努力要体现的新的艺术
观，也是当代中国艺术研究领域的诸多专家们对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特殊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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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套书在编撰过程中，始终注意到将每一民族的艺术视为世界艺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加以论
述。
要最终达到这样的目标，还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共同奋斗，我们所做的只是一种新的尝试；是否已经
比较接近预想的目标，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了这一目标，还有待于读者和同行们的检验。
　　我们期待着读者与同行们的反馈，希望这套书能为读者们打开艺术之门，并且让读者们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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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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