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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析艺术作品的构图效应及视觉心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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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困惑：对感觉到的东西难以说清道理，推论出来的道理又不
一定符合感觉。享受艺术是件轻松的事，思考艺术就不那么爽快了，有可能把有意思的事情变
得&ldquo;没意思&rdquo;。事实上，感觉中会有理智的成分，判断推理也有直觉介入。如果没有鲜活
的体验，理论会变得不近情理；如果没有清醒的理性认识，艺术会走向混沌，变得肓目。艺术理论研
究就是要在直观感受和理性认识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理论如果不能融入生活感受和艺术实践，
就会以观念代替体验，用神秘化来掩饰贫乏，有意或无意地制造着理论的迷宫。怎样才能避开无聊的
理论游戏，多一点建设性、务实性的艺术研究呢？在这里，我们先对问题的缘起、背景和基本思路进
行简要梳理，也许，要看完后面的论证才可以真正理解，要比较同类理论之后才能判断其中的意义。
　　一、从一个故事说起　　有一位富有而好学的美食家，十分关注甜食问题，开始筹办有关糖的调
味、养生功能研讨会，以便广泛听取各界高见。会址定在象牙宾馆，包吃包住，兼顾专家的虚荣与实
惠。　　研讨会发言踊跃，史论家考证了有关味觉的自然发展史，归纳了3个阶段6种类型和12种学说
，划分条目并引经据典，便有&ldquo;条&rdquo;有理也有据了。有的专家讲解了各种甜食名称的能指
和所指，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食品革命新概念。文化学者视野开阔，论题自然也不短：论食文化中糖
文化之民族性、时代性与全球化问题。接下来是哲学家缓慢而低沉的语调，他讲述苦尽甘来、甜后反
酸的深刻哲理&hellip;&hellip;轮到特邀厨师和营养师发言时，他们选择放弃：一个自惭形秽，不敢发言
；另一个感觉不大相干，懒得发言。此时，一个混进来的小偷以个人爱好者的身份请求替补，他雄辩
地证明用糖浆粘门锁的牢固性&hellip;&hellip;大家照例微微一笑，不置可否。最后，学术主持总结道：
这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多元化的研讨会，会后的总结报告要处理好文本和语境、编码和译码之关
系，以提升学术档次云云。　　在会后的酒饭问，学者们又恢复了生活常态，并不像《镜花缘》中君
子国的酒保那样出言高雅：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饮食问题被解决得干脆利索
。　　&hellip;&hellip;

Page 4



《艺术效应与视觉心理》

编辑推荐

王令中编著的《艺术效应与视觉心理--艺术视觉心理学》从视觉心理切入艺术研究，偏重视觉效应和
形式问题；书中将重要原理与实验、分析相结合，在吸取各家智慧的基础上自成篇章。立论审慎，观
点鲜明，选择的内容、方法和大量图例都有别于常见的艺术理论，这是务实地选择，并非标新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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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行吧，入门读物。
2、还没读，导师推荐的，质量很高的一本书
3、内容略渣，如果是想进行专业学习的话感觉没什么帮助，如过只是随手翻翻当个杂志看看还凑合
。
4、收到的时候 书脊破了
5、是当做教材来用的，写的很实在，值得看！
6、文章结构清晰，把人对艺术的心理反应分为了几个层次，生物性反应、个性反应、社会性反应，
这样不至于弄混。该书提出了形式所产生的形式感，并非美感，形式感是客观的，只有该形式感适应
人的需要、目的时才能产生美感！！！！！！强烈推荐！
7、还行吧，一般般，也是废话多
8、就是把自己的学术论文出版成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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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说句实在的，这本书看了一半，看不下去了。有些地方实在是揣摩不透，进而无法继续。这本比
起王老师的上一本《视觉艺术心理》还要难懂很多。第一次读王令中老师的书也是毕业以后的事儿了
，当时初入设计界，对各种设计的理论知识都渴求的不行，而且身边也没有一个明白人，只能是自己
跑图书馆去解惑了。当时借的还有贡布里希和阿恩海姆等大师的著作，也许是觉着王老师的书比较薄
吧，就先看了下。结果看了非常郁闷啊，王老师的第一本书写的那叫一个书生气，而且晦涩难懂。走
马观花的看了一遍感觉就是：嗯，这书写的好牛逼啊，就是我没看懂⋯⋯。后来工作了很多年（5年
），自己也开始帮公司招聘新人，培训和做指导的工作了，这时候又意识到艺术理论是多么的重要了
。因为作为设计师，你可能会自己去做设计，但是你很难把你自己的设计理念和设计哲学转述出来。
因为你缺少理论作为依据，每次跟新人讲也觉着好像有那么点“飘”。缺乏系统性和专业性，凭经验
而讲。于是开始回头再看那本《视觉艺术心理》。如获至宝一般。帮自己理清了思绪，也帮了不少的
新人。真是收获颇丰。去年寒假，听说王老师又出了一本书，赶紧买下拜读，这次书生气倒是没了，
但是论述依旧是“专业的很”让我这个不是搞理论的实在看不下去了。不过话还是说回来，就像上次
一样，我知道这是一本很牛逼的书，只是现在的我没办法看懂而已，我还会再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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