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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概论是音乐专业学生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
艺术概论可以使学生广泛接触各类艺术作品，感受各种不同类型的艺术风格，知悉艺术的本质及创作
规律。
    艺术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同时又是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
它和社会经济基础以及政治等其他上层建筑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正是这种关系，确定了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因此，要研究艺术在社会中的地位，就要弄清艺术与经济基础以及和其他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既然是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就必然对社会发生反作用。
或是促进社会的发展，或是阻碍社会的发展。
艺术对社会发生的反作用又具有自己的特点和特殊途径。
这种作用被人们统称为审美教育作用。
正确地理解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特殊作用，就可以更加自觉地掌握这个规律，使艺术更好地为
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精神文化生活日益提出更高的要求。
人们从实践中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艺术教育对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于培养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对于提高全民的精神素质，对于繁荣文艺创作和提高大众的审美能
力，都有着不容低估的重要意义。
《艺术概论》的出版，正是为了适应这种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需要。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主观上力求做到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的基本原理进行完整、系统、准确的阐
述；密切联系音乐、舞蹈、美术、戏剧、电影、建筑等各种艺术现象，理论同艺术实践相结合，使艺
术概论具有一定的特色；并努力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生动活泼。
在选题上，我们既注意研究中外传统的艺术，又注意开拓艺术教育和研究中的新学科、新领域，以全
新的面貌来传播现代艺术教育和研究的新成果，使读者在艺术的天地里陶冶情趣，得到美的享受，提
高自身创造美好和欣赏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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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第二节  艺术概论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艺术是一种精神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
人类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的历史的渊源性、结构的庞杂性，决定了艺术理论研究所涉学科的多元性、
交叉性和广博性。
艺术学同哲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乃至自然科学、
技术科学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中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组成了现代艺术学体系的基本理论构架和方法论基础。
    一、艺术学与哲学    艺术学与哲学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和特殊的密切联系。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种艺术理论，总是从属于一定的哲学思想体系的。
任何时代所出现的任何艺术思潮，也都是它所处时代的哲学思潮和观念的反映与折射。
(达·芬奇，巴赫，贝多芬等艺术大师都是时代造就的)这是因为，哲学是世界观的学说，是人类对社
会、自然和思维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曾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
，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
    哲学是对人类整个认识的最抽象和最高层次的概括。
世界上所有认识对象经哲学的高度抽象、概括，得出的结果就是两个范畴，即物质与精神，亦称作存
在与思维。
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是人类认识中的最基本的问题，称为哲学基本问题。
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指出的“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
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哲学的高度抽象性、概括性和严谨科学的逻辑性、思辩性为探讨揭示艺术本质问题，艺术本源问题，
艺术审美发生、发展问题，打造了坚实有力的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武器。
因此，艺术理论问题的研究，长期被包容在哲学研究之中，大多数哲学家都把艺术的本质问题，审美
问题，当成哲学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索。
18世纪中期美学成为独立学科，艺术学的中心研究内容成为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使艺术学和美学构
成一对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交叉学科，以致有时把艺术哲学这个名称当成是艺术学和美学的共同的
学科称谓。
    艺术学总是以一定的哲学体系为理论基础，是一定哲学观的逻辑推演的结果。
如果没有哲学认识论的理论基础，就很难构成严谨的艺术学的科学体系，如果没有哲学方法论的基础
，就很难把握艺术学的研究对象，形成深刻分析、全面综合的研究成果。
    艺术学与哲学各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哲学以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为研究对象，探讨和揭示
其本质规律，而艺术学则以作为人类精神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艺术实践和艺术成果为研究对象，揭示和
探讨艺术的本质和特殊规律。
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和艺术学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艺术学具有统辖作用和指导意义，但不能替代艺术学的研究。
艺术学的理论研究，既有哲学性质，又具有科学性质。
艺术学的哲学性质体现在它对哲学思辩的依赖；艺术学的科学性质则表现在它对科学实证的需要。
    二、艺术学与美学    艺术学与美学有着极为密切而特殊的关系。
作为独立的学科形态，艺术学早于美学。
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德国古典现实主义的奠基者莱辛的《
拉孔奥》，我国先秦时代的《乐记》，魏晋南北朝时代刘勰的《文心雕龙》等等，都是较早地研究文
学艺术理论的专著。
在这些重要的理论文献里，既是讲的艺术学，又是讲的美学。
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艺术既是艺术学研究的对象，又是美学研究的对象，如黑格尔的“美学”，主
要讲的也是艺术学的内容。
在美学尚不成熟的时候，在美学还未形成自己的艺术研究的侧重点的时候，在美学还未完全成为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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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之前，艺术学和美学就长期相互渗透、相互交融，成为不可分割的共同体，成为哲学体系中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即使在美学确立为独立学科，艺术成为美学主要研究对象之后，艺术学与美学之间也一直是一种独立
性、自主性与不可分割性辩证统一的关系。
正因为它们彼此有紧密相连的关系，以致造成一方不能脱离另一方的相互依存关系。
在研究实践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把艺术定为“对世界的审美掌握的最高形式”的说法(这是一种把艺术
学等同于美学的定位)，又可以看到使艺术完全脱离审美领域的见解(这是一种独立艺术学的定位)。
与此相适应，对美学研究对象的理解也发生着变化：有的把美学解释为“美的哲学”，或者是“艺术
哲学”；有的把艺术学也解释为“艺术哲学”，或者是“艺术科学”。
某些学者在美学界限内寻求美学理论与艺术理论的结合；另一些学者则与此相反，力图把美学分成两
个独立的科学学科，一个研究美，另一个仅仅研究艺术。
    当代艺术学和美学逐渐呈现出分化的趋势，二者的研究方向、内容的区别也日益明显。
艺术学把艺术作为独有的对象进行研究，美学只把艺术作为其部分对象来研究，也即美学的研究对象
并不仅限于艺术。
艺术作为艺术学的研究对象，是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现象，而艺术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则被
理解为一种审美对象。
艺术学多从广阔的社会生活角度去探讨艺术的起源，艺术的本质，艺术与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
艺术作品的构成，艺术的创作和欣赏以及艺术风格流派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等等。
而美学则着重从审美角度去研究艺术，探讨审美与艺术起源、审美与艺术本质特征、艺术与一定时代
一定社会的审美趣味、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的关系，探讨艺术与一定的审美心理结构的对应关系，由
此去说明艺术的审美本质和审美特性，揭示审美情趣，审美观念，审美理想等社会审美意识是怎样渗
透到审美心理结构并通过各种心理因素的组合物化为艺术规律的。
    考察艺术发展史可以发现，在艺术发展的初期阶段是没有艺术流派的。
这是因为在艺术发展初期，还没有独立的艺术家，艺术作品往往是集体创作。
随着专职艺术家的出现及其数量上的增多，随着社会被阶级矛盾弄得四分五裂，随着人们世界观和理
想的分化，随着艺术家个性和风格的逐渐形成，不同的甚至完全对立的艺术流派开始出现。
最早的所谓艺术流派，往往是指有突出成就的艺术家及其艺术作品所产生的影响及被人效法的效应，
是一种不自觉的现象。
随着艺术流派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开始出现了一些有目的有组织有宣言的自觉的艺术流派。
因此，在艺术史上，艺术流派的形成有自觉的和不自觉的两种情况。
    不自觉形成的艺术流派，往往是由一个或几个代表性的艺术家及他们的追随者自然而然的形成的。
他们没有组织，没有纲领，甚至艺术家彼此之间没有什么来往，但他们的思想观点、艺术趣味等比较
一致，作品的风格比较相近且与众不同，于是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艺术流派。
我国文学史上的建安文学流派，就是一个自发形成的现象，而不是哪一个人号召的结果。
先是曹操、曹植父子作诗于前，产生影响，吸引了陈琳、王粲等一批有才华的诗人跟随其后，继而曹
丕再作评论与奖励而形成的。
西蜀一批词人蹈袭晚唐诗人温庭筠那种艳丽的词风，写了大量的“艳词”，后蜀赵承祚把这些词编成
一个集子，名为《花间集》，这便是“花间派”的由来。
宋代的江西诗派、婉约派、豪放派和17世纪法国的古典主义流派等，也属于这种不自觉形成的艺术流
派。
    自觉形成的艺术流派，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下，由一些思想倾向、艺术观点、作品风
格相近或一致的艺术家自觉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定的组织，公开亮出自己的主张，甚至发表一定的
宣言，出版一定的刊物，组织和培养自己的创作队伍，这样就形成一个流派。
他们一般都有自己的代表性艺术家和代表作。
近代以来，自觉组成的艺术流派明显增多。
尤其是西方近一百多年来，艺术流派林立，代谢极快。
特别是法国，近代以来成立艺术流派成了时尚，几乎每隔5年或10年，就要产生一个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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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志同道合的艺术家凑在一起，起草一纸宣言，由某个媒介发表出来，然后出版几个集子，一个流
派就诞生了。
当一个流派难以为继、面临结束时，也要由这派的几个艺术家做书面宣言，宣布放弃他们过去为之捍
卫的原则。
接着，新的艺术流派又宣告成立。
如1907年，英国诗人休姆成立“诗人俱乐部”，不久就正式命名为“意象派”。
1913年，美国诗人庞德发表意象派宣言，提出了意象主义原则。
1915—1917年，陆续出版了三本《意象主义诗人》诗集，使这一流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再如西方现代派中的超现实主义，也是这种自觉的艺术流派。
    艺术流派是多种多样的，其名称也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以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为标志命名的
，如浪漫派、古典派、印象派、荒诞派、抽象派等等。
在这里，艺术流派和创作方法是不一样的，艺术流派是比创作方法更为复杂的艺术现象。
创作方法是艺术流派的特征之一，它在“流派”中凝固并物质化。
二是以地区特征为标志命名的，如我国绘画领域的岭南画派、文学上的山药蛋派等以及西方的佛罗伦
萨画派、维也纳乐派等。
三是以某个流派创造者的名字命名的，如前面提到的中国京剧中梅兰芳开创的梅派等。
    从艺术流派的性质来看，有纯艺术性质的，有带有社会政治斗争性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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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一门介绍艺术知识的教学书。
从艺术的各个门类、艺术创作和艺术鉴赏的几个方面展开介绍。
这本《艺术概论》深入浅出介绍各项艺术的源流、特征，艺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亲密关系，使人可以
坦然看待艺术，从中获得乐趣。
这本书适合于每个人在案头、枕边赏读，更是课堂上的最佳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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