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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光如梭、岁月如流、迈步进人21世纪。这是一个信息的时代、这是一个知识的世界、这是一个和谐
发展的社会。亲爱的青少年读者啊，遨游在地球村，你将发现瑰丽的景象——自然的奥秘、文明的宝
藏、宇宙的奇想、神奇的历史、科技的光芒。还有文化和艺术，这些是人类不可缺少的营养。勇于探
索的青少年读者啊，来吧，快投入这智慧的海洋！它们将帮助你，为理想插上翅膀。    21世纪科学技
术迅猛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社会的、信息经济的全球化使创新精神与创造能力成为影响人们生
存的首要因素。21世纪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材的竞争，因此培养青少年创新精神，
全面提高青少年素质和综合能力，已成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当务之急。    为满足青少年的求知欲，促进
青少年知识结构向着更新、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使青少年对各种知识学习发生浓厚兴趣，我们特
组织编写了这套《青少年知识小百科》。它是经过多位专家遴选编纂而成，它不仅权威、科学、规范
、经典，而且全面、系统、简洁、实用。《青少年知识小百科》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一定前瞻性。    
知识百科全书是一种全面系统地介绍各门类知识的工具书，是人类科学与思想文化的结晶。它反映时
代精神，传承人类文明，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文明进步的标志而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像法国大
学者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英国1768年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以及我国1986年出版的《中国
大百科全书》等，均是人类科学与文化的巨型知识百科全书，堪称“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青
少年知识小百科》吸收前人成果，集百家之长于一身，是针对中国青少年的阅读习惯和认知规律而编
著的；是为广大家长和孩子精心奉献的一份知识大餐，急家长之所急，想孩子之所想，将家长的希望
与孩子的想法完美体现的一部智慧之书。相信本书会为家长和孩子送上一份喜悦与轻松。    全书500多
万字，共分20册，所涉范围包括文化、艺术、文学、社会、历史、军事、体育、未解之谜、天文地理
、天地奇谈、名物起源等多个领域，都是广大青少年需要和盼望掌握的知识，内容很具代表性和普遍
性，可谓蔚为大观。    本书将具体的知识形象化、趣味化、生动化，知识化、发挥易读，易看的功能
，充分展现完整的内容，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内容上人性、哲理兼融，形式上采用编目式编辑。是
一部可增扩青少年知识面、启发青少年学习兴趣的百科全书。    本书语言生动，富有哲理，耐人寻味
，发人深省，给人启迪，有时甚至一生铭记在心，终生受益匪浅，本书易读、易懂让人爱不释手，阅
读这些知识，能够启迪心灵、陶冶情操、培养兴趣、开阔眼界、开发智力，是青少年读物中的最佳版
本，它可以同时适用于成人、家长、青少年阅读，是馈赠青少年的最佳礼品，而且也极具收藏价值。 
  限于编者的知识和文字水平，本书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教，同时，我
们也真诚地希望这套系列丛书能够得到广大青少年读者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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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人都热爱艺术。无论是油画、舞蹈、音乐、戏剧、建筑、书法还是
世界各地的民间艺术，它们都以独特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悠久浓厚
的文化底蕴，传承百代的艺术精华，自强不息的民族魂魄。在文化之旅中
，享受艺术人生，将收获累累硕果。
    王烨主编的《艺术知识百科》是《青少年知识小百科》的其中一册。
《艺术知识百科》语言生动，富有哲理，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给人启迪
，有时甚至一生铭记在心，终生受益匪浅，本书易读、易懂让人爱不释手
，阅读这些知识，能够启迪心灵、陶冶情操、培养兴趣、开阔眼界、开发
智力，是青少年读物中的最佳版本，它可以同时适用于成人、家长、青少
年阅读，是馈赠青少年的最佳礼品，而且也极具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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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源——赋的由来    9．五字韵律——五言诗的由来    10．四句定格——绝句的由来    11．千年一首—
—诗歌称“首”的由来    12．平民俚语——打油诗的由来    13．大唐遗风——今体诗的由来    14．余兴
未了——外一首的由来    15．评头论足——诗话的由来    16．绵里藏针——歇后语的由来    17．曲调歌
头——词牌的由来    18．作诗咏事——“沁园春”词牌的由来    19．教坊曲名——“菩萨蛮”词牌的
由来    20．口头诗歌——传记文学的由来    21．针砭时弊——杂文的由来    22．知识随笔——笔记的由
来    23．谈笑讽谏——笑话的由来    24．见闻轶事——日记的由来    25．隽永精辟——小品的由来    26
．文以明道——标题的由来    27．起于名讳——“序”称为“引”的由来    28．投笔从戎——“笔耕
”一词的由来    29．“一钱润笔”——稿费的由来    30．抹诗如鸦——涂鸦的由来    31．引被而卧——
腹稿的由来    32．“狗尿之诗”——杜撰的由来    33．以诗言画——画面题诗的由来    34．以扇喻人—
—扇面题诗作画的由来    35．美女雅号——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由来    36．习义修典——经典
作家的由来    37．高山仰止——“文学泰斗”的由来    38．形散神聚——唐宋八大家的由来  第八节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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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飞扬——文学作品的由来    1．儒家经典——《诗经》的由来    2．千古绝唱——《离骚》的由来    3
．一字千金——《吕氏春秋》的由来    4．开宗明义——《文心雕龙》的由来    5．笔记典故——《翰
林志》的由来    6．一签一集——《全唐诗》的由来    7．树叶文学——《南村辍耕录》的由来    8．求
真务实——《徐霞客游记》的由来    9．香君传奇——《桃花扇》的由来    10．奇冤大祸——《长生殿
》的由来    11．去粕存精——《太平广记钞》的由来    12．英雄演义——《水浒》的由来    13．浪漫神
话——《西游记》的由来    14．长篇言情——《金瓶梅》的由来    15．精心遴选——《古文观止》的
由来    16．奇出一梦——《红楼梦》的由来    17．“一画三曲”——“红学”的由来    18．奇闻异见—
—《聊斋志异》的由来    19．猛士愤懑——《呐喊》的由来    20．游勇心情——《彷徨》的由来    21．
黎明黑夜——《子夜》的由来    22．现实作品——《骆驼祥子》的由来    23．历史故事——《蔡文姬
》的由来    24．神话人物——“诗的缪斯”的由来    25．宏篇巨制——史诗的由来    26．崭露头角——
专栏作家的由来    27．短小精悍——小小说的由来    28．天马行空——科幻小说的由来    29．悬疑推理
——侦探小说的由来    30．鞭策警钟——警句的由来    31．言简义赅——寓言的由来    32．素材真实—
—报告文学的由来    33．信马由缰——散文诗的由来    34．讽刺揶揄——黑色幽默的由来    35．先后有
序——三部曲的由来    36．思想革命——文艺复兴的由来    37．文学奖项——国际安徒生奖的由来    38
．文坛“三驾马车”——法国三仲马的由来    39．完成夙愿——《基度山伯爵》的由来    40．动人杰
作——《茶花女》的由来    41．笔记小说——《羊脂球》的由来    42．人生经历一《幻灭》的由来    43
．迟来精品——《巴黎圣母院》的由来    44．社会史诗——《悲惨世界》的由来    45．愤世嫉俗——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由来    46．奠基之作——《红与黑》的由来    47．文学史诗——《浮士德》的
由来    48．影响深远——《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由来    49．悲情人生——《玩偶之家》的由来    50．追
忆斯人——《神曲》的由来    51．震撼人心——《牛虻》的由来    52．不朽巨著——《失乐园》和《
复乐园》的由来    53．散文随笔——《莎士比亚故事集》的由来    54．人生告白——《鲁滨逊漂流记
》的由来    55．荒诞喜剧——《钦差大臣》的由来    56．名不经传——《死魂灵》的由来    57．批判文
学——《复活》的由来    58．真实感受——《父与子》的由来    59．脍炙人口——《外套》的由来    60
．十年磨一剑——《教育诗》的由来    61．构思巧妙——《毁灭》的由来    62．励志大作——《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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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美的化身——艺术欣赏大全    第一节  巧夺天工——建筑艺术    建筑，是人类创造的最伟大的
奇迹和最古老的艺术之一。从古埃及大漠中的金字塔、罗马庞培城的斗兽场到中国的古长城，从秩序
井然的北京城、宏阔显赫的故宫、圣洁高敞的天坛、诗情画意的苏州园林、清幽别致的峨眉山寺到端
庄高雅的希腊神庙、威慑压抑的哥特式教堂、豪华眩目的凡尔赛宫、冷峻刻板的摩天大楼⋯⋯无不闪
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芒。    1．奇迹见证——建筑艺术的起源及类别    人类从事建筑的最原始最直接的原
因是为了居住。人类经历了由穴居野外到构木为巢到建造房屋的过程。最初的所谓房屋是用树木搭成
的，仅仅是为了遮雨蔽风、防寒祛暑。这个时期只能说建筑有了雏形，还不能说具有了审美功能。恩
格斯认为，“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在原始社会末期已经出现。这观点已经被大量的典籍资料和
考古发现所证实。我国西安半坡村遗址就说明母系氏族后期，氏族聚居的房屋已初具规模，布局也已
经注意了合理，还有公共活动场所、公共仓库、公共墓地等。在欧洲的新石器时代，西亚的哈松纳文
化层就有了用日晒砖筑成的方形住室，中间有炉子和谷仓。到公元前4000年的乌贝德文化时期，就有
了堡垒式的套间住宅。遗址没有屋顶，可能是由木架上铺盖树枝草藤之类做成。新石器时代中期，克
里特岛上已经有石材建造的房屋，丹麦和瑞士也发现了属于此时的木构造湖上村落遗址，意大利波河
流域也有类似发现。意大利半岛南端的塞浦路斯岛上的原始村落是由道路相通的圆形堡垒组成的，屋
顶多半是木结构的，其内部情况与我国半坡遗址中的住宅相仿。    人类大规模的建筑活动是在进入了
奴隶社会之后才开始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
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这个时期，建筑已经远远超越了实用的需要，
而是作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凝聚了人类的智慧和才华，展现出时代的、民族的风貌，成为至今仍令人
赞叹不已的艺术瑰宝。比如，埃及金字塔最成熟的代表作吉萨的三座金字塔，约兴建于公元前27世纪
，均为精确的正方锥体，形式单纯。中间的一座胡夫金字塔最大，高146．4米，底边各长230．35米，
用230余万块2吨到3吨的巨石叠成。据记载，这座金字塔是从当时只有的二三百万居民中每三个月强
征10万人轮番工作了30年之久才建成的。吉萨金字塔群位于沙漠边缘30米高的台地上，近旁有高20米
、长60米的“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在蔚蓝色的天空下，广阔无垠的金黄色沙漠前，这些作为埃及
法老(国王)陵墓的灰白色的金字塔，以其高大、沉重、稳定、简洁的形象，象征着法老的威严，显示
了恢弘的气势。又如，古希腊最有代表性的建筑，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为纪念其对波斯战争的胜利
而重建的雅典卫城。卫城建造在陡峭的山冈上。建筑群由前部的山门和胜利神庙、帕提农神庙、伊瑞
克先神庙组成，中心是雅典的保护神雅典娜神像。帕提农的铜像矗立在冈顶东西长280米、南北最宽处
为130米的天然平台上。主神庙帕提农庙位于卫城最高处，是象征男性魁梧与雄壮的陶立克柱式的典范
，造型粗犷浑厚，挺拔有力。整个建筑用白大理石砌成，铜门镀金，山墙尖上的装饰也是金的，山花
、陇间板、圣堂墙垣的外檐壁上都是精美的雕刻。民档、柱头和整个檐部，包括雕刻，都是以红蓝为
主，夹杂着金箔的浓重色彩，显示了凝重肃穆而又欢乐生动的格调。与之遥相对应的伊瑞克先(传说为
雅典人始祖)神庙，是象征女性温文、典雅的爱奥尼柱式的代表，纤巧秀丽，活泼精致，色彩淡雅，形
式多变，与帕提农神庙相映成趣。雅典卫城建筑群高低错落，布局自由，形象完整丰富，反映了古希
腊奴隶主民主制度下自由民的理想和感情。而古罗马最富有代表性的建筑图拉真广场，参照东方君主
国建筑的特点，轴线对称，并作多层纵深布局。入门是三跨的凯旋门，广场中央矗立着图拉真皇帝的
镀金的骑马铜像，里端横置着图拉真家族的乌尔比亚巴西利卡(法庭)。其后是个小院子，中央立着高
达35米的图拉真记功柱，左右是图书馆。穿过小院，是围廊式的大院子，中央为台基很高、正面有着8
根大柱、豪华非凡的图拉真庙宇。这个广场在近300米的深度里，共有三个建筑物，利用一系列的室内
外交替、纵横、大小、开阖、明暗交替、雕刻和建筑物交替，酝酿着高潮的到来，高潮之处是图拉真
庙宇。古罗马的广场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对帝王威势的炫耀和崇拜。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不断进
步，建筑功能越来越复杂，。发展到现代，已与手工业方式决裂，而与大生产相联系，受现代意识形
态和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已经在传统建筑的基础上产生了巨大的飞跃，显示出崭新的风貌。它重视
功能要求，采用新结构、新材料，主张空间和造型灵活自由地组合，简化建筑装饰，注意抽象形式的
应用以及和周围环境的和谐。建筑艺术的代表作品，不再是宫殿、神庙、陵墓之类，而是企业、学校
、旅馆、办公楼、文化中心等等。    建筑艺术的类别复杂而繁多，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类。大体上有
这样几类：从使用的角度来分类，有住宅建筑、生产建筑、文化建筑、园林建筑、纪念性建筑、陵墓
建筑、宗教建筑等；从使用的建筑材料来分类，有木结构建筑、砖石建筑、钢筋水泥建筑、钢木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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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从民族风格上来分类，有中国式、日本式、伊斯兰式、意大利式、英吉利式、俄罗斯式等等；
从时代风格上来分类，可以分为古希腊式、古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古典主义式等；从流派
上来分类，就更多了，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就有历史主义、野性主义、新古典主义、象征主义
、有机建筑、高度技术等等不胜枚举的流派。    2．阳光之美——建筑艺术的审美特征    建筑艺术是物
质功能性与审美功能性相结合的艺术    建筑的物质功能性是指建筑的实用性、群众性、耐久性。所谓
实用性，即是说，建筑的目的首先是为了“用”，而不是为了“看”。即使是纪念碑、陵墓也要考虑
举行纪念仪式时人流活动的具体要求。其他各类艺术，美可以是唯一目的或主要目的，而建筑却必须
和实用联系在一起。建筑的实用性特点，影响着人们的审美观。即是说，建筑物对人类生活的功能好
坏，往往决定着人们观感的美与丑，因而建筑的审美意义，有赖于实用意义。试想，一座通风不良、
噪声震耳、光线幽暗的车间，打扮得再花哨，也不会引起工人的美感；一座华贵高大的楼房，如果风
一吹就要倾倒，那么色彩无论怎么鲜艳，多姿多彩，住在这座楼房里的人也不会觉得它美。相反，如
果实用功能处理得好，住起来很舒适，即使外形简单一般，也会给人以美的感受。即使是艺术比重大
的建筑，比如展览馆、歌剧院、大会堂、高级酒店、园林，如果用起来让人别扭，也会被认为“华而
不实”。建筑的实用性是艺术性的基础，而艺术性中也常常包含着实用性。    建筑的物质功能性还表
现在它的群众性上。没有一个人能离开建筑，建筑的审美是带“强制性”的。人们可以不听音乐，不
看戏剧，不欣赏画展，不读小说，但却不可能不住住宅，不可能对矗立在自己眼前的建筑视而不见。
因为它是物质存在，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不管你自觉还是不自觉，有兴趣还是无兴趣，都会经常面临
着各种类型、不同形式的建筑物，这些建筑都会“逼迫”人们提出自己的审美评价。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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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青少年知识小百科》吸收前人成果，集百家之长于一身，是针对中国青少年的阅读习惯和认知规律
而编著的。    王烨主编的《艺术知识百科》为其中一册，涵盖了青少年应该了解的所有艺术知识内容
。    本书将具体的知识形象化、趣味化、生动化，知识化、发挥易读，易看的功能，充分展现完整的
内容，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内容上人性、哲理兼融，形式上采用编目式编辑。是一部可增扩青少年
知识面、启发青少年学习兴趣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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