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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真善美是进步人类的自觉追求，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一直贯穿着这种追求。
真善美不论在人们的行动中或在任何有价值的理论观念中都是不可截然分割的，而是互相联系、互依
互补的。
固然可以说，审美活动和艺术创作主要追求美，但艺术美的创造须以艺术对现实的真实反映和对人类
精神的良好作用为基础和目的，而后两者的内涵正可以由真和善两个概念来概括。
同样，人类的任何科学研究、生产实践、革命斗争以及广泛的社会生活，从宏观上看，也都或多或少
地包含审美因素，也无不这样那样地与人们的审美需要和审美理想相联系。
因此，以研究美和艺术为主要对象的美学的作用和地位，即使是从人类对真善美的总体追求这一目标
来看，也是不容忽视的。
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是审美活动最集中、最重要的表现形式。
艺术创作，不论是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文学、戏剧、工艺品的设计和制作乃至建筑艺术，以及
当代最重要的艺术品种电影和电视，都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因此青年学生都把相当大的精力和相当多
的时间放在艺术技艺的实际掌握上，这是十分合理和必要的。
但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还有另一方面的因素也很重要，那就是文化艺术修养的不断充实和提高。
因此，在各大专院校与文学艺术有关的系科中都开设有包括中外文学、中外文艺史论、中外哲学、中
外美学在内的文化课。
一些老一辈的中国画家和书法家在过去早已自觉地学习古典诗词和各种文化典籍。
而最近数十年，由于政治运动过于频繁，加上艺术商品化思潮的冲击，致使有些学习文学艺术的青年
学生产生了重视纯技术观点，轻视包括美学和美术史论在内的文化课学习的倾向。
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不利于他们艺术水平的提高。
但也有相当多的青年人已经认识到技艺是有限的，而高品位、有深刻文化内涵的艺术是无限的。
先哲所提倡的“技道两进”确实是文学艺术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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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美学》是作者继《太极哲学》和《石涛画学》之后推出的另一本自成体系的美学专著。
《艺术美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兼用中国传统太极和谐辩证法，以犀利的笔
锋和严密的逻辑，论述有关审美本质和艺术本质的许多基本问题，从各个层面和角度揭示美的规律和
艺术规律的奥秘。
作者在对当代中西艺术发展中出现的诸多艺术问题和美学问题的论辩中，又使美的规律和艺术规律的
力量得以具体充分地展现。
《艺术美学》的出版，将有助于中国当代艺术和美学深入健康的发展，它既可作为我国各艺术院校美
学教学的参考资料，也可成为广大艺术爱好者提高美学修养的有学术价值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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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成寅，1926年生，河南省南阳市镇平人，美术理论家、雕塑家。
195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雕塑系，1956年毕业于该院研究生班并留校任教。
曾任《美术理论资料》《新美术》《美术译丛》等学术刊物编辑。
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浙江省美学学会原会长。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20世纪50年代，曾翻译前苏联、法国和英国的美学著作和美术理论文章，引进和介绍国外优秀文艺作
品和美学理论。
80年代后，积极投入当代美术评论和美学理论的研究活动，撰写数十篇在全国美术界具有影响的评论
文章，为推动美术界美学理论研究、促进美术创作的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
同时创作了不少优秀雕塑作品，如《晨读》《经亨颐像》《谢文锦像》《汤显祖像》《冲浪》《群马
争跃》等。
主要著作有Ⅸ石涛画学本义》《艺术概论教程》《美学范畴概论》《现代汉语句型概论》《太极哲学
》及译著《艺术概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概论》（前苏联）、《美学概论》（法国）、《美的分
析》（英国）等。
近年主编《中国历代书画理论评注丛书》。
对丙烯画进行了成功探索，于2000年在法国巴黎国际艺术城举行画展。
杨成寅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在文化艺术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证书并获政府特殊津贴，2000年获法国
巴黎市政府和中国驻法大使馆联合颁发的法中文化交流特别荣誉奖，2002年获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老
文艺家金质奖章和证书，2004获中国美术家协会授予的“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称号。
同年，所著《太极哲学》获浙江省社会科学第十二届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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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二、19世纪欧洲美术中的现实主义三、19世纪俄罗斯的现实主义理论四、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现实
主义五、现实主义的基本内涵第十七章 形式主义论一、当代先锋派电影中的形式主义二、西欧音乐美
学中的形式主义三、克莱夫?贝尔美学中的形式主义四、美学中的形式主义在中国当代的影响第十八章
艺术美的分析一、艺术美与艺术形象二、艺术美与实际创造和创造性三、艺术美与审美反映四、艺术
美与审美理想的表现和审美判断第三编 艺术评论中的美学第四编 西方当代美术与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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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美学范畴体系论任何具有科学形态的美学专著都是由美学命题体系和美学范畴体系所构成。
美学命题是指美学家对研究对象及其每一个重要方面和因素的本质特征所作的接近于定义式的理论判
断。
美学专著中的一系列美学命题处于不同的层次上，具有内在的联系和统一性，合起来能够以理论判断
的方式把握美学对象的整体及其各个方面的因素，因而可以是自成体系的。
美学范畴是美学家在研究和论述美学对象时形成和运用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美学概念。
由于美学研究对象的多面性和丰富性，美学范畴也必须能够以概念的形式反映和把握美学对象的重要
关节点，因而也应自成体系，而且必须为确切表述美学命题服务，并与美学命题体系有机地组织起来
，共同构成庞大的美学体系大厦。
一、对美学体系的自觉追求反对自觉追求体系，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放弃真正的科学研究，甘愿把美学
研究降低为发表零碎感想，允许概念混乱、命题模糊，甚至自相矛盾。
学术理论本质上不仅要个别地研究现象，还要研究这个现象与有关的各种现象间的联系，这样才能全
面地从根本上把握事物的本质。
任何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只有体系完整与不完整、自觉追求体系与非自觉追求体系的差别，而不存在
有无体系的差别。
《老子》一书从总体上说就是有严密完整体系的：其分，如树之枝外生枝；其合，如水之百川汇海。
石涛在《画语录》中，把“一画”作为逻辑起点，生发出一画与万画、蒙养与生活、心与物、受与识
、笔与墨、有法与无法、法与化、似与不似等等一系列成对概念，建立起相当严整的概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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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美学》是作者数十年来探讨艺术理论和美学问题的小结。
全书共分四编。
第一编各章联系艺术现象来研究审美活动的本质，特别是美的问题。
第二编各章研究艺术的本质，特别是美术即造型艺术的审美本质和特征问题。
第三编各章就论题看虽然是涉及近三十年来我国美术发展中的一些具体的理论问题、美学问题和实践
问题，但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是从艺术美学的角度和层面上进行论析的。
第四编各章也基本上联系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用鲁迅先生所提倡的“拿来主义”观点评论西方当代
艺术的现状和主要流派与思潮。
这本《艺术美学》的撰写和出版，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美的规律和艺术规律的某些方面，也
希望有助于中国文化艺术朝着正确健康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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