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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传媒美学》

内容概要

《现代传媒美学》是关于现代传媒美学的专著。全书从现代传媒与美学的联系和渗透出发,研究了现代
传媒审美独特的发展趋向和时代特征,论述了传媒审美心理、传媒审美的形式要素、传媒审美的构成法
则,介绍了图文传媒的形态及特征、影像传媒的形态与特征、网络与通信传媒审美的形体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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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益，重庆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华美学学会会员，重庆市高教学会美育专委
会主任。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讲中文、美学、影视、动画等23门课程，研究方向
：传媒美学、影像艺术。获省部级奖6项，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12项，发表专业学术论文31篇，出
版著作23部，其中独著4部，主编6部，副主编4部，论著合计178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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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现代传媒美学及其研究对象第一节 传媒的发展催生了传媒关学第二节 传媒的分类形态及其审
美特性第三节 现代传媒美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第二章 传媒审美与艺术设计审美第一节 艺术设计的性
质第二节 艺术设计的审关性质第三节 传媒审美与艺术设计审美的关系第三章 传媒审美心理第一节 传
媒业者的审美心理要求第二节 传媒受众的审美心理分析第三节 传媒心理的审美要素第四章 传媒审美
的形式要素第一节 功能与材料第二节 结构与形态第三节 光效与色彩第四节 时间与空间第五节 声音与
语义第五章 传媒审美的构成法则第一节 量感与张力第二节 比例与匀称第三节 对称与均衡第四节 秩序
与节奏第五节 生动与和谐第六节 对立与统第六章 图文传媒的形态与特征第一节 图文传媒的概念及发
展第二节 图文传媒的形态第三节 图文传媒的特征第七章 影像传媒的形态与特征第一节 影像传媒的概
念及发展第二节 影像传媒的形态第三节 影像传媒的特征第四节 特殊的影像：动画第八章 网络与通信
传媒的形态与特征第一节 网络与通信传媒的概念与发展第二节 网络与通信传媒的审美形态第三节 网
络与通信传媒的审美特征第九章 现代传媒的形态设计第一节 形态的分类特征第二节 形态的心理效应
第三节 形态设计的审美属性第十章 现代传媒的色彩设计第一节 现代传媒色彩设计概述第二节 色彩的
属性分类第三节 色彩的形式美感第四节 色彩的审美设计第十一章 现代传媒审美的风格表现第一节 传
媒审美风格的形成与发展第二节 传媒审美风格的内在矛盾第三节 现代传媒审美的风格表现第十二章 
现代传媒审美的发展趋势第一节 现代传媒审美的多样性第二节 现代传媒审美的综合性第三节 现代传
媒审美的边缘化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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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传媒美学》

章节摘录

　　我们知道，客观世界是无比丰富复杂的，不仅存在各种各样的事物和现象，而且每种事物和现象
又具有许多不同的属性。同样，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也是多种多样的。由于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和人的
主观需要的多样性，就构成了人与周围世界之间的种种关系，如实用关系、政治关系、伦理关系、审
美关系等等。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些关系，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各种需要，分门别类的学科也就应运而
生了。任何学科都是人们为着自己的需要而创建的，都无一例外地直接或间接地标志着人与客观世界
的某种特定的关系。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的需要越来越多样，科学研究的分工越来越细致，理论
的探讨也越来越深入。美学就是人与现实的某种特定关系的产物。人从客观现实事物的外观、形象、
视听感觉方面进行观照和评价，认识渗透在其中的人自身的智慧和创造力，从而获得精神满足和愉悦
，这样，对象与人就构成了审美关系。以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为例，人们制作衣服，其基本目的就是为
了满足实用上的需要，因为它可以保暖、遮羞，还可以作为区别各种职业的标志，这就是衣服的使用
价值。研究如何设计制作服装，如何创造它的使用价值，就是服装设计与工程研究的对象。当它成为
商品进入流通领域范围，它就具有了一定的交换价值，就成了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同时，衣服的
质料和式样，总会具有一定的时代特点、民族风格，反映着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水平、文化状况和
社会风貌，因而它又可以成为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此外，制作精良的衣服，
必然显示了衣服的原材料生产者和衣服制作者高超的技巧和水平，使人意识到人自身的智慧和创造才
能，感受它的美，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人与衣服之间，除了前面的关系外，又形成了一种
审美的关系。美学就是研究人与现实之间审美关系的一门学科，也就是说，美学研究的对象包括日常
生活中一切审美关系，其中当然包括不可或缺的艺术在内，因为艺术毕竟是人与现实审美关系的最高
表现形式。我们知道，客观世界是无比丰富复杂的，不仅存在各种各样的事物和现象，而且每种事物
和现象又具有许多不同的属性。　　同样，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也是多种多样的。由于客观世界的复
杂性和人的主观需要的多样性，就构成了人与周围世界之间的种种关系，如实用关系、政治关系、伦
理关系、审美关系等等。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些关系，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各种需要，分门别类的学科
也就应运而生了。任何学科都是人们为着自己的需要而创建的，都无一例外地直接或间接地标志着人
与客观世界的某种特定的关系。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的需要越来越多样，科学研究的分工越来越
细致，理论的探讨也越来越深入。美学就是人与现实的某种特定关系的产物。人从客观现实事物的外
观、形象、视听感觉方面进行观照和评价，认识渗透在其中的人自身的智慧和创造力，从而获得精神
满足和愉悦，这样，对象与人就构成了审美关系。　　以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为例，人们制作衣服，其
基本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实用上的需要，因为它可以保暖、遮羞，还可以作为区别各种职业的标志，这
就是衣服的使用价值。研究如何设计制作服装，如何创造它的使用价值，就是服装设计与工程研究的
对象。当它成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范围，它就具有了一定的交换价值，就成了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对象
。同时，衣服的质料和式样，总会具有一定的时代特点、民族风格，反映着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水
平、文化状况和社会风貌，因而它又可以成为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此外，制
作精良的衣服，必然显示了衣服的原材料生产者和衣服制作者高超的技巧和水平，使人意识到人自身
的智慧和创造才能，感受它的美，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人与衣服之间，除了前面的关系外
，又形成了一种审美的关系。美学就是研究人与现实之间审美关系的一门学科，也就是说，美学研究
的对象包括日常生活中一切审美关系，其中当然包括不可或缺的艺术在内，因为艺术毕竟是人与现实
审美关系的最高表现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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