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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艺术是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实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也是艺术家知觉、情感、理想、意念的
综合心理活动的有机产物。
它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精神领域内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通常分为语言艺术（文学）、表演艺术（音乐、舞蹈）、造型艺术（绘画、雕塑、建筑艺术、工艺美
术、书法、篆刻）和综合艺术（戏剧、影视）等。
艺术理论是艺术家艺术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升华。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理论来自于实践，但又高于实践、指导实践。
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当然也是如此。
其遗产极其丰富，在世界艺术理论宝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蕴含着丰厚的文化精神，具有鲜明的民
族特色。
儒、道、释三家思想，是我国古典艺术理论发展的基石。
而道又一直被认为是古典艺术的哲学核心。
“艺即是道，道即是艺”，体现着我国古典艺术特有的哲学本质。
艺术家澄怀味象，含道映物，与道同机，其艺术作品就有可能达到更高的境界。
在中国艺术产生、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儒、道、释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相互排斥、交叉影响，使
得古典艺术理论及其美学范畴，不断丰富和复杂起来，诸如美丑、雅俗、情志、形神、文质、虚实、
中和、凝虑、神思、教化、悦情、意境、意趣等等，都先后不断地被引入艺术创作领域之中，从而使
得中国古典艺术理论日趋完善、深刻、系统。
历代的古典艺术理论资料，大量散见于古籍中，或一鳞半爪，或巨帙整篇，数量之可观，内容之丰富
，可谓汗牛充栋，收不胜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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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画论、书论、印论、工艺美术论、乐论、剧论凡六大部分组成。
选录先秦至清末历代经典的能够反映艺术本质、特征、原理、规律的精采名篇、片段。
条目文字艰深，注释力求通俗化。
并以艺术门类为纲、艺论作者为目。
先秦两汉时期作者行年、籍贯失考者，则以其著述名称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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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积寅，男，1938年l0月25日{生，江苏泰州泰兴黄桥人。
1962年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今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从事中国画论、画史教
学、研究与创作。
现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
陈世宁，男，1955生，美术学博士。
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油画学会理事，江苏省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
主持的《油画技法》课程为国家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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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墨子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去反对贵族统治者的奢侈享乐是正确的，但主张禁止一切音乐，则是偏激的
。
他没有认识到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对社会、对人的作用。
音乐至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更趋完善，但仍以儒家思想为主。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为秦国吕不韦召集门下所编，中有专门论乐的文章。
其中《古乐》篇对艺术的起源作了几种不同的解释。
《音初》篇对各方音调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作了论述。
《大乐》篇引用了阴阳家的音乐论述，指出音乐要合乎“道”。
《适音》篇指出中和之音就适中了。
《侈音》篇对统治者过度追求声色，提出了批评。
《淮南子》为汉高祖之孙淮南王刘安的幕客所编。
在艺术的审美认识上突出的是音乐。
其次是绘画。
其最主要的论述是形声的有无之间的关系。
认为“有生于无，实出于虚，五色生于无色，五音生于无间”，“视于无形，则得其所见”，“听于
无声，则得其所闻”，因此，去追求无色、无声，从而达到“无乐则无不乐，无不乐则至极乐”的审
美至高境界。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乐书》一篇，专门论及音乐。
他认为音乐的社会功能是“故乐所以内辅臣心而外导贵贱者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
“故君子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
故音乐是“养行义而防淫佚”。
西汉经学家刘向在他的《说苑》书中有关于俗乐的记载，可与《乐记·魏文侯篇》互相补充，使我们
对古代的俗乐有较全面的了解。
魏晋之际的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其《乐论》是一篇音乐美学的论文。
他认为音乐的产生，在于调和阴阳，娱悦鬼神，教化民俗，协调上下，体现了儒家音乐的美乐的思想
。
和阮籍同为“竹林七贤”的嵇康，其《声无哀乐论》是一篇重要的音乐美学论文。
其中心是“声之于心，殊途异机，不相经纬”。
他认为声音只是“自然之和”，人听音乐之所以产生不同的情感变化，不在于曲调内容的本身，而在
于人们的主观情感。
文中对音乐创作与欣赏方面作了探讨。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其文化也堪称鼎盛。
音乐亦如此。
唐太宗李世民喜欢书法、音乐。
在音乐思想方面他认为音乐上的新、旧、哀、乐的变更与政治兴亡无关，政治上的兴亡，在于人治，
对于音乐决定国家兴亡的儒家传统观念，给予有力的批判。
从此，“政在人和，不由音和”的观点，成为主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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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辑注》：权威专家三易寒暑编选一注释一审校,一册六论概观中国传统艺术思想精
华，艺术专业师生必读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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