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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公赏力》

内容概要

本书对艺术公赏力命题作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指出当前艺术分赏条件下尤需倡导艺术公赏力及公民
艺术素养的提升，注重艺术公共性问题。
本书就艺术公赏力传统、艺术公赏力的重心位移及其动力等问题作了历时性论述，进而就文化产业中
的艺术、当代艺术媒介状况、艺术公共领域、艺术辨识力、艺术公信度、艺术公赏质、艺术品鉴力、
艺术公共自由、中国艺术公心、艺术批评等问题作了共时性论述，最后得出的"人为中介，艺即心赏；
分赏偏美，公赏中美；公心互融，美美异和；人顺天地，三才分合"的结论，对把握当代中国艺术生活
应具有显著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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