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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鉴赏》

前言

普通高校美育课系列教材陆续出版了。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程，在我国尚属首次。这是全国广大美育
工作者多年辛勤劳动的集体成果。字里行间都凝聚了他们的心血。无疑，这套教材的出版，对高等学
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大学生的全面素质，都有重要意义。美
育，是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青少年进行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因为，美育不仅是
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人类自身美化、完善人格塑造的重要途径。美育有着
独特的功能和作用，这是其他教育所无法替代的。培养人，提高人的素质，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提升人
的精神境界。美育的最终意义，就在于使人的情感得到陶冶，思想得到净化，品格得到完善，从而使
身心得到和谐发展，精神境界得到升华。自身得到美化。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教育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不论是基础教育还是
高等教育，都应高度重视美育，都应把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作为主要目标。离开了这个基本点．就谈不
上教育教学质量。党的第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全会决议指
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同时
，还具体提出了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任务和要求。自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也是社会主义学校的重要特征、目标和保证，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也是社
会主义学校总的任务和要求。离开了这个总的要求，我们的学校教育就会失去方向。要加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要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就必须在加强智育的同时，不断加强德育、
美育和体育。否则，就不是全面发展，就不能保证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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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鉴赏》

内容概要

《美术鉴赏(第2版)》第一版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2002年荣获教育部国家级优秀
教学成果二等奖。第二版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重点教材。根据学科及专业发展提出的新要
求，《美术鉴赏(第2版)》强调从审美文化角度出发，阐述美术的艺术语言与分类、内容与形式、风格
与流派，并就绘画、雕塑、建筑与园林艺术、工艺美术、设计艺术、汉字艺术、摄影艺术、民间美术
等形式，分析艺术特点与社会作用。全书理论阐释简洁清晰，作品素材典型鲜活，文化视野开阔，对
于学习、理解、鉴赏美术，提高艺术素养大有裨益。《美术鉴赏(第2版)》可作为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
育的教材，也可供美术专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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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鉴赏》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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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门类及其性质、特点　第三节 艺术语言的含义和作用第四章 美术的内容和形式　第一节 内容
与形式的关系　第二节 有意味的形式　第三节 艺术的形式美　第四节 形式美的法则第五章 美术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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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节 现代派美术第六章 绘画鉴赏(1)——中国传统绘画　第一节 从壁画到卷轴画　第二节 工笔画与写
意画　第三节 画分三科　第四节 院体画和文人画第七章 绘画鉴赏(2)——西方绘画　第一节 从壁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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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节 漫画与宣传画第九章 雕塑鉴赏　第一节 雕与塑　第二节 圆雕与浮雕　第三节 纪念性雕塑与装饰
性雕塑　第四节 城市环境雕塑第十章 建筑与园林艺术鉴赏　第一节 中国建筑：从民居到宫殿　第二
节 西洋建筑：从传统到现代　第三节 新的综合：环境艺术第十一章 工艺美术鉴赏　第一节 “百工”
的造物活动　第二节 “材美工巧”——传统手工艺　第三节 文与质的对立和融会　第四节 工艺品、
奢侈品与古董第十二章 设计艺术(艺术设计)　第一节 设计艺术的性质与概念　第二节 艺术与技术的新
统一　第三节 无限广阔的设计领域　第四节 面向未来的发展趋势第十三章 汉字艺术鉴赏　第一节 独
特的文字艺术　第二节 写字、刻字、画字　第三节 书法和印章 　第四节 汉字的设计意匠第十四章 摄
影艺术鉴赏　第一节 从“恶魔般的技艺”到艺术新宠　第二节 摄影的基本类型　第三节 摄影的基本
特性第十五章 民间美术鉴赏　第一节 艺术之根　第二节 从原始美术到民间美术　第三节 民间美术的
种类和特点　第四节 从民间美术中吸取营养附录一 本书黑白图目录附录二 本书彩图目录第一版后记
第二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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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鉴赏》

章节摘录

插图：各人有不同的职业和不同的社会经历，所接触的事物不同，对待的态度也不一样。对于艺术来
说，人人都会接触它，自然也要欣赏它。但是人们感受的程度不同，效果也不会一样，所以，要成为
一个“常人”也是不容易的。陶渊明因为要同“素心人”在一起而迁居，他在《移居》诗中说：“邻
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一块宝石，镶在古代帝王的皇冠上是神圣，挂
在美人的项颈上是装饰，在商人的眼中是财富，只有在矿物学家的显微镜下才是结晶体。俗话说：“
麻油拌白菜，各人心里爱。”一旦在人们的心目中出现了偏爱，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也就更为
复杂了。鉴赏与欣赏只是程度的差别，两者之间的界线并不十分明确，一般地说，鉴赏是在欣赏基础
上的一个较高的层次。所谓“鉴”，是古代一种形似大盆的青铜器，用以盛水洗浴，也用平静的水照
影，后来大量制作青铜镜，因此，青铜镜也称作鉴。《新唐书·魏征传》所说的“以铜为鉴，可整衣
冠”，即指此。由此加以引申便有照察的意思，所以说鉴赏也是对艺术的见识。它加了识别、辨别的
能力，不但对作品进行一般的欣赏，还要有能力对作品作出判断，包括它的艺术成就，甚至作品的真
伪。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难度更大，需要多方面的修养和知识，要有艺术的和美学的见解。还要熟悉
社会背景、人文习俗和历史的以及有关科技的情况。对于古代作品和历史文物，也应该了解一些辨伪
的常识。旧时变戏法的艺人，在打摊卖艺时有一句口头语，叫做“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
。这句话虽然很俗，但很深刻，它说出了艺术的表面热闹和内中门道的关系。“门道”也就是变化之
法和性状之理。对于艺术来说，包括各类不同的美术作品，能做到这一点，也就进入到鉴赏的境界了
。或有人说，这不就是“专业”的要求了吗?是的，确实带有专业的特点了。不过。它不同于专业的艺
术实践，而是一种知识、修养和认识，唯其如此，才能透过艺术的外表看到它的本质。艺术的意味和
秘密，所包含的思想和深远意义，是在鉴赏中才能体会到的。美术鉴赏包括了对美术作品之艺术形象
的感受、理解和评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必然产生感情活动和思维活动。如果理解得深刻，
判断得正确，也就由感性阶段很快地进入理性阶段。它们是互为关系的。也就是说，作品感动了观者
，观者又根据自己的理饵和判断加以补充和丰富。假若离开人们的鉴赏，作品便无从发挥社会作用，
反过来说，如果鉴赏者没有能力对作品深刻理解，作不出应有的判断，也不会产生良好的鉴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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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鉴赏》

后记

七年之前，为了适应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需要，我们编了这本《美术鉴赏》，出版后颇受欢迎，曾
印了许多次。年年如此，已感老调：教学用书也应该与时俱进，更何况最初就有点“急就篇”的意味
。在国家进入第十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出版社的同志与我们商量，可否进行一次修订，这当然是义不
容辞的，不论干什么事都应该做得完善一些。但集体的工作很难做。主要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
难以集中在一起，甚至当年的作者有的已联系不上，只好就便从事。对于修订工作我们没有经验，它
不像重新写一本书，可以自主设立框架，确定编写内容和体例；而修订本既要有一个新面目，又不能
面目全非，看不出原来的模样。因此，我们只是在某些章节上作了适当调整，也充实了一些新的内容
，并且将插图和附图进行了更换。修订也不是增订，新增篇幅不能过大，只能适当增加。过去美术界
有一种所谓“小美术”和“大美术”的提法，它有两个含义。一是较早的解释，即20世纪之初许多名
称还未定型，将“艺术”和“美术”混同使用，“大美术”即指整个艺术，“小美术”则是造型艺术
。另一种解释是后来的变化，即把“小美术”看作绘画（主要是国画和油画）。“大美术”则是包括
所有的美术种类。这种大小之分并不恰当，容易造成误解。一个人可以喜爱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但
不要轻视或忽略其他．任何一种美术的形式都有其长处，即使比大小，也是“寸有所长，尺有所短”
的。对于美术的鉴赏，有关的知识、历史和理论固然重要，但也应有代表作者和典型作品的介绍与分
析，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很少。不是不能做，而是书的篇幅不允许，否则全书字数就会成倍地
增加。马克思青年时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出的“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是“人的
本质的对象化”，即通过实践活动来实现的。要提高鉴赏美术的能力。从中得到审美的熏陶和提高修
养，进而有助于情操的培养，既需要从具体作品的分析入手，又得开阔眼界，才能在艺术上有所受益
。这一矛盾的解决，只能等待以后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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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鉴赏》

编辑推荐

《美术鉴赏(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系列教
材,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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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鉴赏》

精彩短评

1、还没看呢，估计会背到屎⋯⋯
2、书是好书，但是要的不是这个，买错了，不过可以留着以后有时间慢慢看。
3、对我的学习很有用～
4、未读之前听评论说不错，读过之后觉得70%
5、没来得及细看只是粗略看了，感觉本书对美术涉及到的各个领域介绍得较为全面，包罗的内容较
多，但深度不够。适合对毫无基础的学生进行普及教育。
6、居然有这本书！哈哈哈！我决定把所有教材标记一遍！！
7、有没有彩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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