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艺术小殿堂

张倩／编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艺术小殿堂／张倩编．—２版．—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２００７．１２

（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８０７２３－１１６－５

Ⅰ．艺… Ⅱ．张… Ⅲ．艺术－青少年读物 Ⅳ．Ｊ－４９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０７）第１９６１１６号

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艺术小殿堂

　
编　　者　张倩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６６６号
邮　　编　０１００１０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２００８年１月第２版
印　　次　２００８年１月第１次印刷
开　　本　８５０×１１６８　　１／３２
字　　数　６６０千
印　　张　６６
印　　数　３０００
标准书号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８０７２３－１１６－５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书书书

前　言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发达程度，往往与文

化教育成正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一大批

高素质的各类人才。发展教育事业，把教育事业放到突出

的战略地位，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为科技的发

展、经济的振兴、社会的进步，培养合格的人才，是我国面临

的重大而迫切的任务，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的首要问题。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现代教育是以现代生产和现代

生活方式为基础，以现代科技和现代文化为背景，坚持与生

产劳动相结合，以培养自主性发展的个人为目的的教育。

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现代教育培养的人必须具有创新精神和

创新能力。当前，我们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存在着种种

弊端，其中之一是在培养人的过程中轻视了教育主体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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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发展，表现为实行整齐划一的模式化的教育，只重视知

识的掌握，忽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个性发展的培养，造

成学生被动地学习，动手与实践能力差，参与意识和参与能

力不强等。自主学习是以教育主体自主性发展作为教育改

革的起点和依据，对现行教育中不合理的观念、思维方式和

行为方式进行根本性改造，力图实现教育理论和教育观念

的变革。

《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这套丛书以国家教育部关于开

展素质教育的相关文件为指导，结合近几年尤其是２０００年

以来的最新科研成果，是一套专门为广大中小学生朋友们

准备的开展自主性学习的课外读物。因编者水平有限，不

足之处，敬请斧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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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门类

一、实用艺术

建筑艺术，实用工艺，装饰艺术和书法艺术，它们既有

实用的功能，又有美学价值，人们把它们称为实用艺术。

（一）建筑艺术

建筑的原意是“巨大的工艺”，无论是中国或外国，古代

的“艺术”都是指工艺。因此，历代的美学、艺术学，都把建

筑列为一项重要的艺术部类。古代埃及、印度、希腊、罗马、

阿拉伯，以及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艺术创造成果，

很多都表现在建筑上；有些艺术风格，甚至以建筑为典范。

所以，德国著名的古典主义美学家黑格尔（１７７０年—１８３１

年）称建筑为象征艺术的代表，是美的过程的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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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艺术，是指通过建筑物的形体和结构的方式、内外

空间组合、建筑群组织以及色彩、装饰等方面的审美处理所

形成的一种实用艺术。建筑艺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断

地显示着人类所创造的物质精神文明，凝聚着人类自觉地

改造客观世界的直接成果和审美感受，闪耀着人类智慧和

技艺的光辉，是人类改造自然，战胜自然，能动地创造生活

的重要标志。建筑艺术以其巨大触目的形象，调动着人们

的审美心理，不但集中地反映着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而且

又强烈地影响着社会生活。它作为人们一个重要的审美对

象，与其他审美对象相比较，有自身的审美特点。

首先，建筑艺术是实用与审美的统一。

建筑是一种物质生产，与人们的物质生活息息相关，有

着十分明显的实用功能。人们在造房子的时候，无论是打

地基，立墙垣，还是上屋盖，真正需要的是这些实体所围护

的内部空间，以便用它来遮风避雨，防寒祛暑，荫蔽安全，有

一个居住、生活的环境。在人类发展史上，最初的建筑是基

于实用的目的，或者说是单单作为实用的物品开始的，它成

为人类的审美对象有一个发展过程。大家知道，原始人类

为了抵抗残酷无情的自然力，最早是住在洞穴里的。随着

狩猎和农业的发展，他们逐渐认识到只有自己造起来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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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物，才可能有一定的安全感。于是，洞穴渐渐地让位于形

式简单的茅屋。他们用木头、草和石头筑造房屋，成为人类

史上第一次用人工手段去划分空间的活动。人类为了生存

而建造起来的茅屋，一旦取代了洞穴，虽然完全是为了实

用，但也积淀了人的审美观念。它已经能够适合于人类的

某种既定的功能要求，不但注意了内部的空间，而且也注意

了外部的形式、以及各部分的比例、和谐等。因此，我们通

过人类初期建筑的发展史，可以看到建筑是人类改造自然，

征服自然，使自然符合自己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它虽然以实

用为主，但已经具有审美因素，如同恩格斯所说的，在原始

社会的末期已经有了“作为艺术的建筑艺术的萌芽了”，人

们从中能观照自己的智慧、力量、才能、意志，从而产生一定

程度的美感。作为艺术的建筑，一般说来总有一定的艺术

性。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进步，人们的审

美要求也不断地提高，建筑的审美特性也越来越突出，在实

用的基础上，人们的兴趣越来越注意塑造建筑的形象，推敲

它们的外形、轮廓、虚实、起伏、比例、尺度、着重美化厚重的

砌筑的实体，给它们加上线脚，雕饰，琢磨它们的凹凸、明

暗、分划、走向等等，不断使建筑形象的体积形态、空间结

构、装饰形式，环境布置都达到和谐统一。由此看来，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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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一方面要求有实用功能，在适合物质材料的性质和规

律的前提下，改变物质材料的自然面貌，使它服从于人类的

社会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要求有审美功能，具有一定艺

术性，在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型的过程中，积淀着人们的审美

感受，体现着社会生活的意义。它是物质生产与艺术创作

的统一，是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统一。

当然，建筑艺术在实用与审美的统一中，实用功能是起

主导作用的。由于建筑同人们的物质生活密切相关，因而

它的审美特性往往受到实用功能的制约。实用虽然不是

美，但离开实用的目的，追求所谓的奇特的造型，华丽的色

彩，堂皇的装饰，是不会成为理想的建筑的。在《吕氏春

秋·别类》中，记述了宋国大夫高阳应建造房屋时，由于忽

视实用性而导致建筑毁坏的故事。高阳应本来不懂盖房和

对材料的使用，更不懂得如何按照美的规律去造型。然而

他却要大兴土木，建造房屋。这时，家里的工匠对他说，“还

不行啊！因为木料没有干，再刷上油漆，木料不久会弯曲

的。用这种潮湿的木头盖房子，一开始虽然美观，但过些日

子一定要坏的。高阳应不听劝告，命令工匠盖起了房子，并

在木料上都刷上了油漆。一开始，房子的确十分壮观，美

丽。可是不久，房子却倒塌了。我们从美学的角度上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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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告诉人们，建筑艺术头等重要大事是它的实用性，只顾

外表装饰而违背建筑的规律，其结果不但是破坏了建筑艺

术，而且也会对居住的人构成灾难。自然，建筑艺术的实用

功能与审美功能，在不同建筑中的表现是不同的，它们可以

有所侧重。例如，住宅建筑、生产建筑、剧场建筑，往往侧重

实用功能；纪念建筑、园林建筑、—宫殿建筑，往往侧重审美

功能。但从总体上讲，建筑仍然是一种以实用为主并同审

美相结合的艺术。

其次，建筑是属于空间造型艺术，它的审美特性常常表

现在随着空间序列的展开所显示的形体结构的造型美。

建筑艺术是一种立体作品，它以三度空间、即具有长、

宽、高的形体而存在着，通过综合运用建筑艺术语言，如形

体、质感、比例、尺度、色彩、空间组合等，来构成可视性的形

象直接诉诸视觉，人们对它的美的全面感受必须置身于建

筑之中，随着空间序列的展开才能领略其全貌。一个比较

复杂的建筑，往往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内部空间，而是由一

系列空间组合起来的。在欧洲，空间序列在一幢建筑物里

展开，例如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哥特式建筑以及巴洛克建

筑，都是如此。这些建筑，能够在一幢建筑里面组合许多室

内空间，而空间的形状、大小、纵横、明暗、开阖等不断地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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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着。每一个室内空间都不大一样，但又是连续的。人们

依次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一方面可以预料得到，另一

方面又有点意外；一方面保留着对前一个空间的记忆，另一

方面怀着对下一个空间的期待。它的空间序列有准备，有

发展，有高潮。例如一个大剧场，从门廊到门斗、门厅、衣帽

厅，休息厅，一直到观众大厅，都同小说的情节发展一样，有

逐步趋向高潮的渐进过程，都是按照人们合理的活动安排

的。观众厅是剧场的高潮部分，它结构宏大，承担着剧场的

主要功能。人们走进剧场，感情上也有一个准备，酝酿，发

展，高潮的过程，受到了空间造型艺术的感染。这就是说，

在欧洲古代建筑中，利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和技术，非常注意

室内的空间美，它的空间序列是由一个个封闭的空间组成，

成为一个变化统一的艺术整体。中国古代建筑是木结构建

筑。由于材料的限制，它不能把一系列空间覆盖在一幢建

筑物里，所以，中国古建筑的序列，是一连串的院落，沿纵深

方向排列，它的院落，半开半闭，同四周建筑物的长宽高低

有和谐的比例关系。因此，中国的古代建筑也同样有空间

美。它沿着人们活动的合理过程，在中轴线上形成了室内

外的交替，不断变化的景色把游者置于涉门成趣，曲径通幽

的流动画面中。例如宫殿建筑，现存的北京明清故宫，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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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门一直到景山，全部建筑沿着一条长达七华里的中轴线

布局，十几个院落纵横穿插，有前序，有发展，有高潮，有结

尾，几百所殿字高低错落，有主体，有陪衬，有烘托。这个空

间序列是极其壮观的。可见，中国建筑的艺术形象，不在于

单体的造型艺术，而在于群体的序列推移，不在于局部的雕

琢趣味，而在于整体的神韵气度。我国古代诗歌中“笙歌归

院落，灯火下楼台”，“庭院深深深几许”，反映了古代建筑的

这一审美特点。

建筑作为空间造型的形体美，除了与建筑本身的结构，

体积，形状，色调有关外，还与周围环境中的空间，其他建筑

群，自然景物等有关。由于建筑受固定的不可移动的地点

的限制，因而如何处理好建筑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是构成

它的审美属性的重要条件。这就要求建筑物与周围环境互

相配合，协调一致，融为一体。例如，北京的颐和园，由于把

它背后的玉泉山以及远处隐约可见的西山作为环境，纳入

到它的空间造型的整体结构之中，所以在观赏者的视野中，

给人以更加广阔深远的艺术境界。我国庭园设计重视“借

景”，把建筑物周围的景物“借”来，作为本来不从羼于这一

建筑物的环境，由此形成不同的审美特性，使人得到不同的

审美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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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艺术，总是通过一种实体结构美而体现空间美，而

实体结构美也只能在一定空间中体现出来。实体和空间是

互相依存的，少了哪一个也不行。人固然在室内空间里生

活，工作，但这空间是实体围护着的特定的空间。要这个空

间，就得要这个实体，这个空间，只因为有了围护它的实体

才有使用价值。因此，作为空间造型艺术，只有处理好实体

与空间的关系，才能具有审美意义。

再次，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它的材料台乎规律的结合，

给人以韵律和节奏的美感。

人们把建筑艺术，常常比作音乐，爱用“凝固的交响乐”

来形容。古希腊曾流传着这样一个神话传说：在古代色雷

斯地方，有一个小伙子叫奥尔菲斯，他歌喉嘹亮，声音优美

动听，是一个出色的年轻歌手。太阳神阿波罗非常喜爱他，

并把自己的七弦竖琴送给他；文艺女神缪司也极其器重他，

并亲自教给他弹奏七弦琴。没用多久，他能弹奏各种优美

的乐曲。那悠扬婉转的琴声，不但使男女老幼倾倒，而且使

动植物入了迷。在他琴声的感染下，山岳会翩翩起舞，流水

也停下来屏住了呼吸。奥尔菲斯还会魔法催眠术，能使树

木和岩石跟随他走。有一天，他弹起了竖琴，那些跟随他的

木，石都踏着琴声组成了各种建筑物，在空地上出现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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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一曲终了，旋律和节奏都凝在这些建筑物上。从

此，人们在这些建筑物中漫步，就象沉浸在悠美的音乐之

中。这个神话传说，告诉我们音乐与建筑的密切联系。那

些有代表性的建筑艺术，都具有音乐性，它天然的节奏，例

如空间序列，柱子、阳台的匀称、比例、和谐等，都能给人一

种韵律感。

建筑虽然是空间艺术，但也有时间艺术的某些特点。

建筑艺术的感染力，常常是在人们的运动中逐步铺陈开来

的，让人们置于时间的推移序列过程中去领略多变而流动

的画面。在这个过程中，酝酿人们的情绪，加强印象，最后

达到高潮。人们正是通过空间序列的有比例的安排和组

合，认识建筑的审美特征，似乎感受到时间序列的和谐与韵

律。有入把建筑空间序列跟同样在时间中进行的交响乐比

较，从门廊到大厅，艺术处理就象音乐的序曲、扩张，渐强，

高潮，渐弱，休止一样。比如，我们欣赏北京的故宫，从大清

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到太和殿，有前序、有渐强，

有高潮，很象一曲交响乐。同样的，当我们漫步在长春斯大

林大街时，两旁建筑物的高低，疏密，大小，浓淡、虚实，进

退，会使人象感受到激动人心的无声的旋律一样，有一种交

响乐的急缓、顿挫、起伏、扬抑的韵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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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音乐美，就单体建筑来讲，它的形体结构、组合、

安排、比例，都有数的和谐，同音乐的和谐有共同规律。古

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约前５８０—约前５００）所创立的毕

达哥拉斯学派，对数的和谐进行了探求，发现数的和谐与音

乐，建筑的和谐有密切的联系。毕达哥拉斯测定，音乐的和

谐是同发声体的体积之间的一定比例有关系，音的高低是

同弦的长短有一定的比例关系。他把这个发现推广到建筑

上，认为建筑的和谐，也决定于它的各部分的大小有某种可

以用几何方法测定的比例关系。毕达哥拉斯的看法有一定

的道理。例如，多立克柱式的柱子的底径、高度、细部、柱子

之间的距离，以及台基面的长度与高度，大体都有一定的数

学比例关系。以后，一些著名的建筑家也认为，建筑物的长

度、宽度、体积，如果象音乐那样有一种量度单位，那么，在

视觉领域里就能给人一种音乐的、节奏感。黑格尔曾以古

希腊的道芮式，伊俄尼亚和科林特三种柱式的美为例说明，

由于台基、柱身和檐部的体积，长短以及间距的比例不同，

便会形成庄重、秀美和富丽等性格区别，这就仿佛乐曲中的

颂歌，抒情曲和多声部的合唱一样。

建筑同音乐都不是摹写具体的生活中的物象。建筑艺

术的美，主要表现在符合几何规律的整体形态，符合力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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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构画形式，各类材恰料当的使用和配合、以及建筑物各

部分的比例，色彩、质感的适当处理等。但是，这并不意味

着建筑美仅仅是外农形式上的悦目可观。它对现实的反

映，是通过各种不同材料的运用，以对称、均衡、多样统一、

协调匀称等形式而构成一种空间关系，造成庄穆或轻快，板

重或活泼、朴素或华丽、严谨或随意等风格和气息，从而或

明或暗、或多或少地透露出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生活的某种

本质真实。这就是说，建筑艺术是通过风格、气息、意境地

渲染，以激发人们的思想感情，而不是通过具体物景的描摹

去反映社会生活。所以，鲁迅先生在谈到各种艺术的分类

时，曾转述“近时英人珂尔文”的主张，认为可以有一种艺术

分类法，把建筑同音乐一起分在“独造美术”一类里。“此二

者虽间亦微涉天物，而繁复腠会，几于脱离”。建筑同音乐

一样，都是抽象艺术。当然，也有一些建筑在特定的条件

下，使用象征的手法来表现一定的主题。例如在西方，古希

腊曾用轮廓刚硬的陶立克柱式象征男性的雄健，用轮廓柔

和的爱奥尔柱式象征女性的温柔，后来的天主教堂又用十

字形；平面以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在中国的古代，天圆地

方这是人们对天体的看法，于是祭天的天坛用圆形建筑，祭

地的地坛用方形建筑。但所有这些，都不是建筑的主潮，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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