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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概论作为艺术院校学生必修的基础理论课程之一，主要

研究的是艺术活动的基本规律，即“艺术创作——艺术作品——

艺术鉴赏”。通过对艺术活动进行探究和分析，艺术概论揭示出

艺术的本质与规律，借以指导人们如何进行艺术鉴赏及研究，以

提高个人艺术欣赏水平和修为。①

一、艺术发展的生活性

古书《礼记·乐记》中记载：“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

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

戚羽旄，谓之乐也。”何为“音乐”？音乐就是心有感于物而

动，并由“声”表现出来，“声”按照一定方法及规律变化成为

“音”。随“音”的节奏配以乐器、歌舞，叫做“乐”。“音”

加以“文”化，产生音乐。由此可见，音乐作为一门艺术，与人

类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不只是音乐，任何一门好的艺术作品的

形成，无一不是对生活的体验，无一不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积淀，

无一不是与自身的民族文化血脉相连，譬如美术、建筑、宗教、

舞蹈等。关于“艺术产生”的学说（模仿说、游戏产生说、表现

说、巫术说和劳动实践说）就很好地揭示出艺术与社会生活的这

种必然联系，虽然每种说法都不能尽善尽美，但其还是向人们解

释了艺术与生活息息相关且具有主观性。

二、艺术发展的社会性

自艺术产生开始，艺术与社会的兴衰便紧密联系在一起，时

代特征极其显著。以我国封建社会最为鼎盛时期的唐朝为例，贞

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成就了古代中国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不可撼动的

地位。这时，国家统一稳定、经济繁荣、政治文明、文化多元，

对外交流频繁，涌现出一大批文采斐然的诗人，如李白、王维、

孟浩然等。这时期他们所创作的诗篇博大而超逸，意境之深远、

性情之豪放，处处体现盛唐之风。安史之乱后，唐朝统治者虽对

经济发展进行整顿、力挽狂澜，但是毕竟元气大伤，社会矛盾逐

渐暴露，人民群众与统治阶层的斗争日益严重，盛唐逐渐走向

衰落，便开始有忧国忧民的诗以反映百姓疾苦生活。“采得百花

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罗隐的一首《蜂》借以讽刺上流社

会剥削百姓、不顾百姓处于水深火热的现状，是讽刺现实的真实

写照。此时唐朝诗坛上，以李商隐、杜牧为代表的诗人以现实主

义和和犀利的笔锋在唐朝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这些例子都说

明，艺术来源于社会、根植于社会、发展于社会，因此，艺术的

发展可以看成人们对社会的理解的变迁。

三、艺术发展的不平衡性

艺术发展的不平衡性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包括生产力、

生活环境、政治主张、地域环境、社会历史和经济水平等。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虽不是绝对的，但从根本上决定了艺术的发展和演

变。从史前时期到21世纪，艺术都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人

类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便不会有艺术创作，比如，原始社会人类在

解决温饱问题之后，才会有用猎物骨头做的手链等装饰品。艺术

是为人类的生活而服务，如穿衣从最初的遮体到后来的款式各

样，但艺术又与生活不同，如鼎在用于烹饪的同时也象征着政

权。艺术发展的不平衡也表现在不同的政治主张下艺术形式具有

不同的表现，如受各个朝代的影响，每个朝代的服饰、绘画、音

乐均有所不同；艺术的发展还受地域环境的影响，如南方的粉墙

黛瓦、北方的红墙黄瓦等。19世纪俄国在农奴制和沙皇专制主

义残存这两种体制下不同艺术形式的共存，则是艺术在社会历史

和经济水平下发展不平衡的比较典型的例证。

四、艺术发展中对各种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艺术发展中对各种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是十分重要的，要实现

艺术对各种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就要对本民族艺术遗产进行汲取

和凝练，要对其他国家和民族优秀的艺术成果进行吸收和融合，

还要在艺术的表现手法、内涵和风格、创作技巧及审美观念等方

面均有所继承和创新。②例如，《梁祝》本是一个中国民间传说

故事，因其凄美哀婉、感动天地的爱情故事而广受后世流传。

陈钢、何占豪以同名越剧的唱腔为素材，吸收民族乐器的演奏

手法，结合戏曲表现手法加以西方和声、配器、音乐技巧的应

用，将其改编为小提琴协奏曲。这种对传统艺术的吸收、借鉴

和创新，使得改编曲或缠绵悱恻、或大气磅礴、或时分时和，

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故事情节中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在东西方

文化背景不同的前提下，《梁祝》再次创新改编成的交响乐被广

大西方人民认可，被称为东方“罗密欧与朱丽叶”，其中的意

味不言而喻。③这表明传承和创新是艺术发展不可或缺的一对范

畴，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使艺术成为一个海纳百川、推陈

出新的过程。

由此可见，艺术的发展呈现出诸多特性。就艺术价值而言，

无论艺术如何发展，艺术都不能否认人的生存价值，其通过照

亮人类精神家园，使人有“为人的羞耻感、同情与怜悯、诚实

与公正”。④这也正是现代艺术教育的核心理念，即以艺术的方

式时刻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及发展。我们研究艺术的发展，着重

在于提高人类的艺术修养，不仅要视觉娱乐，更要在潜移默化

中达到对艺术的教育和认知作用，以在探索艺术发展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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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艺术概论的精髓在于系统地揭示艺术的本质和规律，为人们欣赏艺术提供技术性指导。文章就艺术概论中艺术的发展

这一内容，从艺术发展的生活性、社会性、不平衡性及对各种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这四个方面进行的探讨，力图通过对艺术发展的研

究，以对艺术的审美教育起到更好的指导作用，使人们在探索艺术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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