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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概论》

内容概要

《艺术学概论(精编本)》由彭吉象著，为配合非艺术专业的本科生通选课和高职高专的艺术教学，作
者对畅销20年的艺术经典教科书《艺术学概论(第三版)》加以提炼、修订，在概要论述艺术基本知识
的基础上，重点突出实用艺术、造型艺术、表情艺术、综合艺术、语言艺术等各艺术门类的特征、历
史和名家名作，并对读者普遍感兴趣的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鉴赏等方面的规律进行了详细讲解
，对新的艺术动态给予更多的关注。《艺术学概论(精编本)》深入浅出，生动晓畅，篇幅适中，大量
的作品介绍穿插于艺术基本知识的介绍中。同时，为了让读者对相关的艺术作品有更加直观的认识和
感受，增配了上百幅图片。此外，为方便学校老师们的教学，专门制作了教学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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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概论》

作者简介

彭吉象，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高教
学会美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中国高教学会影视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纪录片委
员会副会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高校分会副会长，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
客座教授，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第二批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先后7次荣获国家级、省部级
的科研奖或优秀教学成果奖。先后于2001年和2004年两次被评为“北京大学十佳教师”。主讲的“艺
术概论”课程已于2004年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先后承担了国家级重点课题、教育部重大课题
、广电总局部级重大课题等多项科研项目。长期从事艺术学、影视学等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迄今
为止，已出版或发表了400多万字的专著、译著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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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概论》

书籍目录

第一章艺术总论第一节艺术的起源第二节艺术的特征第三节艺术的功能与艺术教育第二章实用艺术第
一节实用艺术的主要种类第二节实用艺术的审美特征第三章造型艺术第一节造型艺术的主要种类第二
节造型艺术的审美特征第四章表情艺术第一节表情艺术的主要种类第二节表情艺术的审美特征第五章
综合艺术第一节综合艺术的主要种类第二节综合艺术的审美特征第六章语言艺术第一节语言艺术的主
要体裁第二节语言艺术的审美特征第七章艺术创作第一节艺术创作主体――艺术家第二节艺术风格、
艺术流派、艺术思潮第八章艺术作品第一节艺术作品的层次第二节典型和意境第九章艺术鉴赏第一节
艺术鉴赏的一般规律第二节艺术鉴赏与艺术批评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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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概论》

编辑推荐

此书在《艺术学概论（第三版）》的基础上删改、提炼而成，去掉了部分理论性过强的内容，更为注
重艺术作品的分析、艺术家的介绍以及艺术鉴赏、批评的基本知识，并增配了上百幅图片，专门为非
艺术专业的本科生通选课和高职高专相关课程所设计，可读性和生动性有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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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概论》

精彩短评

1、很容易上手的一本书，只是应试性很强，入门看看得了。
2、比不是精编本的少了不少内容
3、稍微翻了翻，有插图，感觉还不错，质量也可以，考研参考书目，内容还没来得及细看，配送出
了点小问题，但已解决，亚马逊的服务还是不错的
4、连篇累牍的部分无一删改 只知整章整节地剔除 吐了
5、比较喜欢，但政治性的东西太多了，还是喜欢偏专业的书
6、就全程贯穿一种应试教育政治正确的思路。工具书。
7、风格依然，不过还是觉得以前的版本好，一己之见！
8、总论有用，主要看了一下实用艺术和造型艺术两章，最后三章分述艺术生产全过程的三个部分。
9、好书，值得一看，给力！
10、书很新，很有手感，期待阅读
11、艺术入门书。。。
12、质量很好，书的内容很好
13、淘了很久的书。终于买到了
14、好像书买错了。。。
15、应该是最新的一批编注
16、精编本，跟第三版有区别吧。。。
17、精编版所以就没那么详细了
18、我说怎么薄了那么多，原来是精编通识版
19、应试神器
20、很好的，看起来比较精致
21、⋯⋯
22、备考看的第一本书，也是看得最仔细的一本。现在翻我的笔记都觉得感动XD
23、全新的，不错~书店里都没有，先网上买本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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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概论》

精彩书评

1、我看，这本书对艺术学及各个门类的理论介绍还算可以，但其中对艺术作品的鉴赏批评，实在不
敢恭维。整部书读下来的感觉，它特别像是个人的一份摘抄手记，因为从中不能读出来作者或者编者
独具创见的见解。书从“艺术的本质”开始介绍，再是“艺术的功用”，然后是“艺术鉴赏与评论”
，最后是艺术各个门类的理论介绍，这样的编排思路与结构比较符合消费时代下读者获取知识的步骤
和顺序。“艺术的本质”是《艺术学概论》作为一个入门读物首要回答的问题。要回答这一问题，必
须要讲清楚艺术的历史发展和字源探析，再把历史上关于艺术本质的探讨做一个汇总与梳理。在这样
基础上总结出的“艺术本质”的界定、要素。我们才能讲清楚“艺术的本质”，才能了解“艺术的本
质”。艺术这一语汇一开始是和技艺同意义的。“可见在古典时代，艺术和生活、高雅艺术和生产工
艺尚未分离，艺术的审美性融浸在生命实践的功利性、实用性当中。在古代雅典文化中，艺术的确整
合在日常生活和它的民族精神之中。诗歌是用来祈祷和求爱的，编写故事是用来反复灌输它的道德教
训的，绘画和雕塑不是为纯粹的视觉愉快而放在博物馆里，而是服务于一定的宗教、社会和政治目的
。”18世纪形成了稳定的“美的艺术”体系，具体包括：绘画、雕塑、音乐、诗歌、舞蹈。通过“美
”，艺术和技术彻底分离，并形成一个高度自律的系统。而推动这个独立系统确立的，还有两个因素
：在理论上是认识论美学的最终成熟，在制度上则是博物馆体制的确立和完善。在这样一个粗线条的
勾勒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西方艺术概念和艺术体制的发展与成熟，正好暗合了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
现代性进程中诸领域的分化过程。艺术、道德、科学的彼此分离，艺术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分离⋯⋯随
着艺术的日益体制化、学院化、专业化、精英化，它原处那粗朴的生命意蕴也渐渐飘散。“其实如果
我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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