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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艺术的长河里，跳跃着无数美丽的浪花；在哲学的星空中，闪耀着许多璀璨的巨星。
当我们凝神静气，观赏着星光下摇曳的浪花，遥望着浪花里点点的星光，心灵会变得更
加澄明清澈，人生会变得更加透彻明了。这是浪花的魅力还是星光的魔法？伴随着这样
的疑问，艺术在自己的绚烂中追寻着永恒，哲学在自己的永恒中绽放着绚烂，人们在艺
术之梦为哲学和哲学之梦为艺术的交织中探索。 俞武松编写的《艺术哲学读本》回顾了
中、西方艺术哲学和艺术发展的历史，分析了中、西方艺术哲学不同的内在特点和艺术
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介绍了艺术的本质、类别和作用。 

内容简介

 俞武松编写的《艺术哲学读本》
回顾了中、西方艺术哲学和艺术发展的历史，分析了中、西方艺术哲学不同的内在特点
和艺术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介绍了艺术的本质、类别和作用。通过对艺术创造、艺术
品和艺术欣赏的理论分析，以人的生活为基础，勾勒出了艺术（审美）活动与艺术存在
方式的主要轮廓；并结合书法、电影、流行音乐、服饰和网络艺术等几种常见的艺术形
式，进一步探讨了中西艺术汇通、艺术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美与真）、艺术的批判人
本主义原则（美与善）等问题。 

《艺术哲学读本》
既注意用哲学来研究艺术，也注意在研究艺术的过程中发现和研究哲学问题，将哲学思
辨融入到艺术分析中，在艺术分析中深入探讨哲学问题，力求艺术分析有哲学深度、哲
学思辨有艺术魅力。 

作者简介

俞武松，1981年2月生，安徽滁州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美学博士，主要研
究方向为城市文化、中国美学、艺术哲学等。曾任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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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总 序
关于艺术的社会作用问题，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
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即诗有认识世界和通过情感
去感染、陶冶人，从而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的作用。孟子认为“今王与百姓同乐
，则王矣”(《孟子�梁惠王下》)，即艺术能够通过情感的交流和共鸣，达到与民同乐
，实现社会统治的作用。
苟子认为艺术能够约束和规范人的情感欲求，最终把人的情感欲求导向礼义，使人的感
性和理性相统一(荀子从这个观点出发，批评了墨子的“非乐”理论)。《乐记》认为“
乐和同”，即艺术通过对人的内在情感的作用，实现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协调统一，艺
术和政治伦理是紧密联系的。
关于艺术的创作欣赏问题，孔子提出了艺术的评判标准，即艺术要做到美和善的统一、
形式和内容的统一，要把握好尺度。孔子描述了艺术欣赏的状态(三月不知肉味)，但是
没有对艺术欣赏做深入的分析。孟子区分了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认为读者在欣赏的
时候要做到“以意逆志”，即通过对作品的感受去把握作者在作品中想表达的思想情感
，并且在理解作品时要做到“知人论世”，即全面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和作者的社会经
历。在这一方面，孟子的论述显得深刻而有高度。苟子强调艺术不能脱离礼义，要严格
地遵守规矩和法度，显得功利性较强，或许与此相关。他对于艺术本身的特征的认识和
把握明显不如孔子和孟子。《乐记》分析了主体与作品的关系，认为个人内在的情感状
态直接决定着艺术创造的好坏，这样的艺术创造应该根据不同的情感选择不同的艺术形
式。
先秦道家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在艺术的诸问题上有着不同于儒家的观点。他们直接讨
论艺术的地方虽然不多，但是很多观点却对后来艺术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关于对艺术的认识问题，老子没有完全否定艺术，他认为艺术立该同生命的自由一致，
而不应产生“令人目盲”、“令人耳聋”的后果，更不应成为支配人的东西。庄子力求
消除人的异化，达到个体的自由和无限，他对艺术的认识是从这个基本点出发的。
关于艺术的社会作用问题，老子认为那些“令人目盲”、“令人耳聋”的艺术会导致追
求欲望的满足而牺牲自己，他要求艺术应当给社会带来素朴自然之美。庄子认为艺术可
以通向“道”，成为寻道的途径。
关于艺术的创作欣赏问题，老子认为艺术应当符合“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即艺术
创作要顺应艺术的内在规律，并且具有一种超功利的理性直观。庄子谈到了“得意而忘
言”。“得意而忘言”讲的是艺术形象问题，因为言不尽意，所以艺术形象有着言外之
意，不应被“言”束缚住。 

关于对艺术的认识问题，孔子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即
艺术(诗、乐)是成为仁人君子必不可少的条件；“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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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述而》)，即艺术在实现人的全面人格理想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在这里，“道”
与“艺”是统一的，“艺”最终是为了实现“道”的。孟子认为艺术具有社会普遍性和
共同性。苟子认为艺术既要满足人的欲求，也要符合礼义的约束，应当是个体欲求和社
会伦理道德的和谐统一。后来的《乐记》则认为艺术是人的情感的表现，不同的情感表
现为不同的艺术形式。 关于艺术的社会作用问题，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
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即诗
有认识世界和通过情感去感染、陶冶人，从而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的作用。孟子
认为“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孟子�梁惠王下》)，即艺术能够通过情感的交流
和共鸣，达到与民同乐，实现社会统治的作用。 苟子认为艺术能够约束和规范人的情感
欲求，最终把人的情感欲求导向礼义，使人的感性和理性相统一(荀子从这个观点出发，
批评了墨子的“非乐”理论)。《乐记》认为“乐和同”，即艺术通过对人的内在情感的
作用，实现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协调统一，艺术和政治伦理是紧密联系的。 关于艺术的
创作欣赏问题，孔子提出了艺术的评判标准，即艺术要做到美和善的统一、形式和内容
的统一，要把握好尺度。孔子描述了艺术欣赏的状态(三月不知肉味)，但是没有对艺术
欣赏做深入的分析。孟子区分了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认为读者在欣赏的时候要做到
“以意逆志”，即通过对作品的感受去把握作者在作品中想表达的思想情感，并且在理
解作品时要做到“知人论世”，即全面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和作者的社会经历。在这一
方面，孟子的论述显得深刻而有高度。苟子强调艺术不能脱离礼义，要严格地遵守规矩
和法度，显得功利性较强，或许与此相关。他对于艺术本身的特征的认识和把握明显不
如孔子和孟子。《乐记》分析了主体与作品的关系，认为个人内在的情感状态直接决定
着艺术创造的好坏，这样的艺术创造应该根据不同的情感选择不同的艺术形式。 先秦道
家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在艺术的诸问题上有着不同于儒家的观点。他们直接讨论艺术
的地方虽然不多，但是很多观点却对后来艺术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关于对艺术的认
识问题，老子没有完全否定艺术，他认为艺术立该同生命的自由一致，而不应产生“令
人目盲”、“令人耳聋”的后果，更不应成为支配人的东西。庄子力求消除人的异化，
达到个体的自由和无限，他对艺术的认识是从这个基本点出发的。 关于艺术的社会作用
问题，老子认为那些“令人目盲”、“令人耳聋”的艺术会导致追求欲望的满足而牺牲
自己，他要求艺术应当给社会带来素朴自然之美。庄子认为艺术可以通向“道”，成为
寻道的途径。 关于艺术的创作欣赏问题，老子认为艺术应当符合“无为而无不为”的“
道”，即艺术创作要顺应艺术的内在规律，并且具有一种超功利的理性直观。庄子谈到
了“得意而忘言”。“得意而忘言”讲的是艺术形象问题，因为言不尽意，所以艺术形
象有着言外之意，不应被“言”束缚住。 《周易》在“言”、“意”“象”，认为“言
不尽意，立象以尽意”，把言意关系转向了象意关系，并且认为“象”的来源是对自然
万物的观察，即“观物取象”。这成为后来意境说的发端。庄子还谈到了“道”与“技
”的关系问题。“道”是本，“技”是末，二者可以相通，艺术创造要符合自然规律．
在规律中寻得自由。P3-4 

显示全部信息

javascript:void(0);


版权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ushupdf.com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