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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审美基础》

内容概要

　　《医学审美基础》以新医学模式为背景、为前提，在绪论中首先把全书议论的问题给予时代坐标
、逻辑坐标的定位。在内容的逻辑顺序上，以概念“医学美”为全书的理论基础，阐述医学美既属于
认识论范畴，也属于方法论范畴。突出医学美育的性质，旨在加强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在理论的安排
上，将美学基本原理中关于美、审美及美的创造作为一条线索贯穿其中，同时结合医学实践中与美学
联系密切的问题给予理论和实践层面的阐述和研究，诸如医患问题、医学美创造、医学美学的临床应
用及医学形式美等，并对医学审美的特殊规律给予分析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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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一、爱美、懂美和审美的人 二、审美主体的自身修养 三、审美素质的评价 第三节医学语言艺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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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而审美趣味虽有个性差异，但它却力求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偏爱，因为人们总希望别
人分享他的美感。这就出现了审美标准和审美理想。审美标准是个体在审美实践中形成的审美判断尺
度，它的形成受审美趣味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和主体的文化艺术修养有关。成熟的审美标准应具有
普遍性和可塑性。随着文化艺术知识愈来愈丰富，接触的艺术作品愈来愈多，人们就能形成健康的审
美趣味和正确的审美标准，随之形成审美理想。审美理想是个体的理性观念，是个体在审美活动中的
追求和期待，它指导和激励着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奔向人性的完善。审美趣味一旦形成，就会把主体引
向与其审美标准和审美理想相符的审美活动中。傅雷在给他的儿子傅聪的信中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比起近代的西方人来，我们中华民族更接近古代的希腊人，因此更自然，更健康。我们的哲学、文学
即使是悲观的部分也不是基督教式的一味投降，或者用现代语说，一味的‘失败主义’，而是人类一
般对生老病死，春花秋月的慨叹，如古乐府及我们全部诗词中提到人生如朝露一类的作品；或者是愤
激与反抗的表现，如老子的《道德经》。——就因为此，我们对西方艺术中最喜爱的还是希腊的雕塑
，文艺复兴的绘画，十九世纪的风景画，——总而言之是非宗教性非说教类的作品。——猜想你近年
来愈来愈喜欢莫扎特、斯卡拉蒂、韩德尔，大概也是由于中华民族的特殊气质。在精神发展的方向上
，我认为你这条路线是正常的，健全的。——你的酷好舒伯特，恐怕也反映你爱好中国文艺中的某一
类型。亲切，熨帖，温厚，惆怅，凄凉，而又对人生常带哲学意味极浓的深思默想；爱人生，恋念人
生而又随时准备飘然远行，高蹈，洒脱，遗世独立，解脱一切等等的表现，岂不是我们汉晋六朝唐宋
以来的文学中屡见不鲜的吗？” 不同时代和社会的个人、阶级、民族，都按照各自的审美趣味和审美
标准来进行审美判断，体现着各自的审美标准。这是审美标准的主观性和相对性。但真正具有审美价
值的对象，是不依人的主观意识而客观存在的。这是审美标准的客观性和绝对性。正如普列汉诺夫所
指出的：“人们对美的概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无疑地在变化着。但是，如果没有绝对的美的标准，如
果所有美的标准都是相对的，这也并不等于说我们没有任何客观的可能性来判断某一艺术构思表现得
好不好”，“描绘同构思愈相符合，或者用更普通的话说，艺术作品的形式同它的思想愈相符合，那
么这种描绘就愈成功。这也就是客观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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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审美基础》可作为医药类普通高等院校的人文素质教育，特别是医学审美教育的教材，也可作
为医务工作者、医药卫生管理人员提高审美修养的自学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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