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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基础知识与欣赏》

内容概要

本书试图通过一至四章的论述，着重介绍、探讨美术的基本概念、美术的起源、美术的基本特征以及
它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本书五至六章，则是有选择地介绍了东西方美术发展的历史，尤其是
西方从古希腊到20世纪的美术，本书都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对西方重要历史时期和如古希腊、文艺
复兴时期的美术思潮、流派及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也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和阐述。目的是让读者对西
方美术史有一个较全面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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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美的欣赏，指欣赏者对美的全部感知、体悟和升华。即欣赏者凭借其自由的想象、丰富的情感
和多元的认知能力，综合作用于特定美术作品后，一方面，达到与创作者内在心灵的同构。另一方面
，促使欣赏者自我内在心灵的更加拓展和丰富，从而获得自我精神生活的满足与愉悦。优秀的美术作
品能让欣赏者产生极大的审美心理振荡和丰富多样地撞击体验。让人真正体认到：春夏秋冬皆有情，
酸甜苦辣都是歌的艺术魅力之所在。例如，当我们面对被称为中国古代唯一的一件纪念碑似的雕刻作
品——《马踏匈奴》(图2)时，无一不被作品的那浑厚质朴、深沉雄大的艺术风格和艺术魅力所征服。
“一匹肥壮矫健的战马，镇静自若，岿然挺立。马腹下缩着一个仰首朝天的匈奴首领在狼狈挣扎。匈
奴首领手里攫着弓箭，龇牙咧嘴，刚髯如戟，状极凶悍。可是已无法挣脱重如泰山的战马的镇压。这
一静一动，形象的显示了西汉对匈奴战争的胜利。这件圆雕，虽然没有霍去病将军的形象，但却能使
人们想象到他当年驰骋疆场的勃勃英姿，从而缅怀他为国家、民族贡献青春的崇高精神，铭记他的丰
功伟绩。在雕刻技法上，突出了我国古代传统艺术的特点，就是只表现对象的‘神’，而不再现对象
的‘形’。把圆雕、浮雕与线刻有机结合起来，既自由又凝练的手法，增强了作品的整体感和重量感
，既保持了岩石的自然美，又富于雕刻的艺术美。因此，它在我国艺术宝库中具有很大的价值。这一
杰作不仅以雄大的艺术魄力，体现了霍去病将军的崇高气质，而且以高度审美价值，震撼了现代艺术
家和美术爱好者的心灵。”　　书摘1　　三、工艺美术　　工艺美术是在生活领域中以功能为前提
，通过物质生产手段对材料进行审美加工的一种美的创造，是美化生活用品和生活环境的美术。　　
工艺美术的范围广泛，种类繁多。通常是以功能目的不同将工艺美术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活日用
品(或称日用工艺、实用工艺)，主要以实用为目的，经过审美加工的实际生活用品，如服饰、器皿、
编织等；另一类是装饰欣赏品(又称为陈设工艺品或特种工艺品)，是指专供欣赏，没有什么实用价值
的工艺美术品，如牙雕、玉雕、绢花等。这类工艺品性质上大体与绘画、雕塑相类似。审美的价值具
有了突出的地位。相比之下，生活日用品与人们的关系更加直接和普遍，也更为集中地体现出工艺美
术的审美特性。　　工艺美术的根本特性，是它具有物质的和精神的双重属性。工艺美术是人类对自
己的生活用品和生活环境的美化，工艺美术品首先是实用物品，是在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前提下
求得美化，进而满足人们精神方面的审美需要的。它既与一般工业产品不同，也与纯美术品相区别，
而是处于一般工业产品和纯粹美术品之间的一种美化产品。工艺美术的这种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属性，
决定了它的创作原则，即实用、经济、美观。　　工艺美术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历史条件、
地理环境、技术水平、民族风尚和审美情趣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民
族性，这是工艺美术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　　四、建筑　　建筑，是人类将自然改造得符合自己的
需要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创造。最早，它是基于实用目的而建造的遮风避雨、防寒御兽的简陋住所。虽
然人是按照美的规律在创造，但当时的建筑，就其形式来讲，它并不包含有追求形式美的意图，实用
的因素压倒了美观的因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越来越明确的分工，建筑就
越来越明显地具有了美观的因素。两千多年前的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威曾经指出，建筑有三个要素
：适用、坚固、美观。直到今天，我们对建筑，不论是规模宏大的纪念性建筑，还是一般的居民住宅
，同样地要满足这三方面的要求。因为，任何一座建筑物，除了达到适用、坚固这种实用方面的要求
外，它总是以一个有体有形的物质结构，长期矗立在城市或乡村的土地上。既然有体有形，就必然有
一个是否美观的问题，即对于接触到它的人，必然会引起一种美感上的反应。至于一些大型的纪念性
建筑，如历史上那些作为封建统治权势象征的宫殿建筑，以及解放后我国兴建的作为人民政权象征的
北京人民大会堂等建筑，它所包含的审美因素就更加突出。而那些园林建筑，则更是以供人观赏作为
它的重要目的。这种建筑的审美因素大大超过它的实用功能。因此，建筑虽然是一门技术科学，但它
又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科学，而是带有或多或少艺术性的综合体。由于建筑是一种在三度空间中存在
的具有体积、平面、线条、色彩等因素的立体作品，它与雕塑有某些相似之处，再加上建筑在它长期
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与雕塑、绘画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一般都习惯把建筑归人“造型艺术”
的范围，作为美术中的一个重要门类之一。　　正因为建筑具有技术科学与艺术这种双重性，所以，
建筑的艺术一面，它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和其他艺术一样，也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并为社会生活服务
。但是，建筑并不是像绘画、雕刻等艺术那样直接地反映社会生活，而且主要通过建筑本身的形体所
体现的造型的美，概括反映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的精神面貌、10趣和理想。因此，建筑作为一种艺术
，它的美尽管带有一定的“抽象”性，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从其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风格上，看出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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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性和民族性的特征。例如，在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和欧洲的中世纪，以及我国古代，建筑艺术都
曾有过杰出的成就，同时也都鲜明地体现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的重要特征。　　此
外，建筑作为一种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艺术，它的艺术的一面，总是受建筑的物质材料和形体结构的
制约，它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由建筑的物质材料和建筑技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形体所呈现的造型美
。而这种建筑形体所表现出来的造型美，又是体现在建筑的总体轮廓、建筑物各个部分相互之间的比
例关系、建筑的体量、色彩、装饰等方面，同时也体现在建筑与周围环境包括自然景色等方面的关系
。由这许多方面而形成不同建筑的不同风格，或庄严雄伟，或小巧玲珑，或神秘恐怖，或明朗轻快。
这种艺术感受，一般来说，虽然不如文学、戏剧、绘画、雕塑等艺术那样强烈，但是。建筑艺术给人
的感情上的持久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因为，一座建筑物一旦建造起来，它就要几十年以至几百年
地矗立在那里，成为当地居民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好看也得看，不好看也得看。　　建筑作为一种艺
术，从功能上可以分成好几种类型。例如，常见的就有：公共建筑(如大会堂、剧场、音乐厅、体育场
、饭店、学校等)、工业建筑、城市民用建筑、农村民用建筑、纪念性建筑(如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等。
在这些建筑类型中，各个建筑在服从功能需要的基础上，表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从而使建筑艺
术也显得同样丰富多彩。　　五、书法　　书法，在传统意义上就是指中国毛笔字书写的方法。它包
括执笔、用笔、点划、结构、章法和风格等的表现方法。如执笔要求；指实掌虚、五指齐力；用笔要
求：中锋铺毫；点画要求：圆满精到；结体要求：横直相济，虚实相生；章法要求：错综变化，疏密
相宜，气韵贯通；意境要求：鲜活、灵动、新颖；风格要求：独树一帜。一个民族的文字，本体功能
只是为了记事和交流。本质上是没有审美属性的。但中国的汉字，却在漫长的华夏民族文化演进中，
逐渐形成了它独有的自然美与艺术美相结合的抽象美学属性。所以，书法艺术，是指书法家将毛笔字
的间架结构和用笔，通过主体情感的创造性活动所形成的、线的抽象表现艺术形式。它强调的是书法
家的主观情感作用和汉字的结体与特有书写工具——毛笔的有机结合。　　书法艺术具有实用性与艺
术性相统一的本质特征。书法既具有语言文字所具有的实用价值，同时也具有审美的艺术价值，二者
构成了书法艺术的两重特性，即实用性和艺术性。这两重特性之间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依托，
相辅相成的，实用性只是书法艺术的一个简单功能，是艺术性的基础，艺术性是实用性的发展，二者
之间艺术性占主导地位，实用进化为美。实用统一于美，这是书法艺术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书法艺
术是书法家个体心灵实相显现。“是无声的音乐、抽象的绘画，造型的诗文，是中国人的人格精神的
艺术表征一一书法映照着、并塑造着人的心灵。”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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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经过几年的努力，《文化艺术教育丛书》终于可以付梓了。这是人文学院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　　20世纪下叶，我国对全民实行文化教育、素质教育的要求已由呼声转为具体的实施阶段，提高
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已经成为知识界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共识。民族文化素质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弱
的重要标志，要想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因而，社会上许多学历不高的人
员急需通过多种渠道，以提高自己的学历层次，增强自己的理论修养和实际的应用能力，尤其是覆盖
面较广的文化系统和教育系统；　　为此，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省内最早设
置了高中起点的文化艺术教育专科函授专业，以适应文化系统干部和小学教师接受再教育的需要。经
过几年探索、培养，已有四届学生毕业，他们学以致用，深受社会好评。为了更好地总结办学经验，
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人文学院专门成立了研究小组，对该专业的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修订了文化艺术教育专业的课程体系，并决定编写
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艺术教育丛书”，既为文化艺术教育专业提供教材，也为社会上从事其他职
业的人员提供一套文化修养读物。　　文化艺术教育专业的设立在国内并不很多，各校设置的课程体
系也不尽相同，所用教材更不统一。因此，建设一套高质量的文化艺术教育的教材，是非常必要的，
是很有意义的。由于目前国内尚无编写文化艺术教育专科系列教材的先例，编写的难度可想而知，所
以虽然这套教材的编写是以人文学院近70名教授、副教授、博士组成的有丰富教学经验，有较强科研
实力的师资队伍作后盾，参加编写的教师大多都有出版过个人专著，主编或参编过教材的经历，虽然
我们也确定了本丛书要以基础性、知识性、科学性、系统性、趣味性为编写原则，参编人员都努力紧
扣这一原则，但受到以上因素影响，加上各人风格不同，时间也比较紧，教材中定会有某些不足，希
望大家提出批评与建议，以便在重版时修改、完善。　　——主　编　2001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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