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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自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艺术实践活动也进入一个艺术传播的时代，在艺术传播活动中出现了
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和新问题。
虽然人们依然可以从艺术研究的角度，探讨创作完成以后的艺术作品在传播和接受活动中的关系，进
而阐释艺术作品中的审美意义是如何通过各种传播途径，传递到艺术接受者那里，发挥着艺术的审美
传播效应的，然而由于受到学科领域的局限，艺术研究者们却无法阐释艺术传播活动中所形成的艺术
文化现象，甚至不能正视由机械复制技术和网络传输技术所带来的各种艺术传播的新问题，以至于一
些艺术研究的学者发表了"艺术死亡"的悲观论调。
　应该看到，传播学的理论为研究艺术传播活动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野，它使人们能够从信息传播
过程的意义上，考察和探究艺术传播活动。
笔者认为，艺术传播的研究应该打通艺术研究和传播研究的学科界限，从艺术传播的意义上重新审视
艺术活动和艺术作品，以及在艺术传播活动中生成的艺术传媒文本。
也就是说，艺术传播理论是要将艺术的生产、传播和接受视作一个有机的艺术传播活动形态，进而阐
释在艺术传播活动中的主体、客体、媒介和效应。
本书试图从宏观上建构艺术传播研究的理论框架，探讨艺术传播活动，特别是传媒媒介语境下的艺术
传播活动，以及在艺术生产再生产的环节中所形成的艺术作品和艺术传媒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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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艺术符号、艺术媒介、文本分析、艺术沟通、文化市场等方面，较为全面地探讨艺术传播的基
本原理，力图从学理上对艺术传播的基础命题进行梳理、归纳和阐述，以应对当代艺术传播所面临的
现实和理论的挑战。
本书运用符号学、传播学等方法，具体分析艺术传播现象，并提出一系列艺术传播的范畴和观点。
    本书适用艺术专业、传播专业、影视专业和文化管理专业的大学本科教材，也司以作为艺术传媒工
作者、研究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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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艺术与传播1917年，法国画家杜尚将一件陶瓷男用小便器，标上《泉》的名称后，递交给正在
筹办美术展览会的纽约独立艺术家协会，作为参展作品，一时让展览的主办者们哭笑不得。
3年以后，这位达达主义绘画流派的领袖人物又在一幅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彩色印刷品上，用
铅笔为那位漂亮少妇的鼻唇之间画上了两撇小胡子，并取名为《带胡须的蒙娜丽莎》，又使国际画坛
啼笑皆非。
尽管人们对于这样两件“艺术作品”的是非与得失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杜
尚的行为并非出于一种哗众取宠的恶作剧，恰恰相反，这位享誉世界画坛的艺术大师正是以此独特的
方式向世人发问：什么是艺术品？
艺术又是什么？
虽然，哲人、艺术大师和艺术理论家们，曾经采用了各种方式追问和寻觅艺术之谜，可是直到今天，
尚未有人能够给出一个准确而完整的终极答案。
可以肯定的是，艺术传播的理论视野能为艺术之谜的追寻开启一条新的途径。
这不仅因为，艺术作品是通过传递和接受的途径而被鉴赏的，也不仅因为当代的艺术作品总是需要借
助各种印刷的、设施的、电子的、网络的传媒媒介进入公共空间的，而且在于，艺术自身就拥有传播
的取向——一种关怀“他者”的情结。
艺术的传播取向，使人类能够以艺术的方式打量、照看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使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
被赋予艺术的意义、情感和价值，进而在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之间建构起一个艺术世界。
可以说，人类的个体和群体是在艺术传播中成长和发展的。
在艺术传播的实践活动中，艺术使人成为人，使人超越自我。
第一节 艺术观念的演变艺术的发生和成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人类的艺术观念便是在感知和
认知艺术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和演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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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自从2003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艺术传播——心灵之谜》小册子以后，我一直关注着艺术
传播的理论问题，相继在上海大学开设了《艺术传播学》的专科生和本科生的选修课，并对艺术学和
文艺学的研究生开设了《艺术传播原著导读》的专业课程。
本书是我近几年来的备课、授课过程中形成的。
作为文艺学专业的教9币，我从事艺术传播研究的初衷，是想在文艺学研究领域内找到一个学科发展
的增长点，因此在撰写此书的时候，有意识地将文艺学的相关学科界限，拓展文艺学的研究疆域。
在本书的授课和撰写过程中，我指导的研究生胡杏、谭文华、杜春梅等，他们参与了本书第二章第一
节的讨论和撰写。
本书也借鉴和引用了国内外学者的有关理论和方法。
在此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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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传播原理》适用艺术专业、传播专业、影视专业和文化管理专业的大学本科教材，也司以作为
艺术传媒工作者、研究者的参考书。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传播原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