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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荒残”

——兼谈废墟之美／卢忠仁5

南宋自然物描写中的休闲审美范畴／李洁芳1 1

“虱子”意象的历史生成及内在审美意蕴分析／程勇真1 4

弗洛伊德的文艺心理学探析／陈思 1 7

感官空间下的媒介实验

——理解麦克卢汉的媒介环境思想／张静20

芜湖铁画的审美意蕴／王锦坤23

对西方艺术中维纳斯形象“对镜”的图式探究／刘宁26

中国版画与浮世绘中的西游人物形象对比分析／郭佳会31

媒介交互视野下的呈现与互动

——《良友》画报的电影报道特征(1 926-1930)／马明凯35

浅析浸没式戏剧中的表演

——以《不眠之夜》为例／吴字峰37

西南联大文化传统的新视角／魏颖40

建国初十七年问中国大学文史学科中的学生

——《吴宓日记续编》研究之三／子L维恒43

荚育醪}究1从《论语》谈子L子美育思想中“学”之内涵／罗仪奎52

审美与艺术学

王国维“境界说”对大学生审美生存的启示／谭雪54

埃贡·席勒与克里姆特女性题材绘画作品比较研究／袁圣婴57

从艺术发展史的角度再论艺术的边界问题／李占喜61

论《画禅室随笔》中的禅宗思想／李帅文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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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与文学

审美与音乐

影视美学

美学书评

艺术教学与实践

“方”与“圆”：字法与笔法之间的张力结构／彭苋66

文人画中“淡”之审美意蕴探究／宋白娟70

探析水彩语言定位与多元发展／毓鑫 苏翔玉 仇欣欣72

论徐悲鸿的艺术开创性／王昱74

民乐县顶碗舞艺术特征及前景分析／吴捷76

论改土归流对纳西族作家汉语诗文创作的影响／高烈明 和福禧78

毕飞字小说中的乡土情结探析／马锐 83

解析余华的创作之路／张丁伟李雅瑶通讯作者／陈烈胜86

梅里亚姆音乐行为理论的中国实践价值／王帅红88

论网络剧中的“二次元”文化现象／余梦思92

大众文化批判视角下的“大女主戏”研究／程固95

“失声”的((中国好声音》／许哲煜97

《血战钢锯岭))：一部有信仰的反战大片／裴晓敏100

电影文本的伦理学多维思考

——以((心火》为例／夏曼丹102

全球性和地方性：论《：黑镜》从英剧到美剧的叙事差异／蓝晓丹1 04

文化政治学的营构

——评((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兼及姚文放的文论研究／王洪岳1 07

兴观群怨：中国古典文学现代艺术传播的审美之维／苗贵松1 1 1

中国花鸟画教学中的“构图”问题分析／彭晓智”4

论特莱津集中营的儿童美术教育观及其启示／梁方晓”6

艺术类大学生创业项目探析／李梦 李玉萍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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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纪新著《先秦两汉艺术观念史》(两卷本)出版

近Et，由北京师范大学刘成纪教授历时10余年完成的《先秦两汉艺术观念史》(两卷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共二十一章，分上、下两卷，90余万字，是作者研究中国先秦两汉艺术观念进展的力作。该书认为，先秦两汉是

p国文明的轴心时代，也是中国艺术最具原创性、最能彰显本土价值的时代。其问由艺术创造衍生、由哲学反思确立的艺

R观念，基本规划了后世中国艺术的走向。礼乐是这一时期艺术的核心命题。作为一种观念，它弥散于中国早期礼器、音

乐、舞蹈、绘画、图像、建筑等艺术形式中，并决定了中国人关于城邦、国家乃至天下的整体设计。研究这一时期的艺术

见念，必须在实用、审美之J'l、兼及艺术的象征价值。通过象征，先秦两汉时期的艺术最终走向了哲学，并与当时的政治、文

匕发生了深入而广泛的关联。

该书力图打破固有艺术史研究的窠臼，主要特点如下：一是以艺术观念为切入点，解决中国艺术史研究和艺术理论史

rf-究长期分离的问题；二是将中国艺术视为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连续环节，从而使艺术史关涉的问题更趋多元化；三是突

支审美对艺术史的疆域限制，在审美之外更多植入哲学(象征)维度的内容；四是追求“照着讲”而非“接着讲”，避免前

}判断，保持价值中立，让艺术史最大限度地回归中国历史本身；五是追求史料的坚硬度、哲学的深广度和精神的高远度

日结合，力求实现对这一时代艺术状况的整体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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