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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88_90_c66_469706.htm 四、艺术创造 要求： 艺术创造

主体艺术家的涵义，了解艺术创造是特殊的精神生产，理解

艺术家的修养和能力，以及创造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掌握

艺术创造的基本过程及其各个环节的主要特点，理解创造活

动中艺术家的心理机制和艺术思维状况。 （一）艺术创造主

体 1.艺术家 （1）艺术创造主体艺术家，是人类审美活动的体

验者和实践者，也是审美精神产品的创造者和生产者。他们

通常具有独立的人格和丰富的情感，掌握专门的艺术技能与

技巧，具有良好的修养和突出的审美能力。同时，艺术家又

是具体的和社会的人。艺术家的生命在于创造。 （2）依照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实践活动进程的分析，可以将人类生

产活动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精神生产始终是以物质生

产为前提和基础的。物质生产制约和决定着精神生产的性质

，同时精神生产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并且体现出

与物质生产不同的特殊性。 而艺术创造又是特殊的精神生产

，即审美的精神生产。艺术家正是从事审美精神生产的人。

2.艺术家的修养和能力 （1）艺术家的修养 ①进步的世界观和

审美倾向；②广博的知识；③深邃的思想；④丰富的情感和

独立的人格。 （2）艺术家的审美创造能力 ①敏锐的感知能

力；②丰富的想像力；③精湛的艺术技巧。 3.艺术创造主体

以及与艺术创作相关联的客体 （l）与艺术创作相关联的客体

是包括社会生活、自然界和人在内的客观世界，它应具有一

定的审美价值，或经过提炼而具有审美价值。 艺术创造客体



是主体参照、实践和创造的对象。 （2）艺术创造主体与客

体的相互交流运动与相互作用，是艺术活动的核心。这种相

互交流运动是双向的，即主体可以影响客体、作用于客体；

客体也可以影响主体。作用于主体。在这一动态过程中，主

体应居于矛盾运动的主导方面。主体的价值将通过对客体的

实践和创造而得到实现。 （二）艺术创造过程 1.艺术体验 艺

术体验，是艺术创作的准备阶段。它是创造主体在长期积淀

的审美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调动情感、想像、联想等心理要

素，对特定的审美对象进行审视、体味和理解的过程。 （1

）材料的储备和审美经验的积累 （2）艺术的体验和审美发

现 （3）创造欲望的萌动及动机的生成 2.艺术构思 艺术构思

，是指艺术家在艺术体验的基础上，以特定的创作动机为引

导，以各种心理活动和艺术表现方式为中介，对生活素材进

行加工。提炼、组合，形成艺术形象的过程。 （1）构思的

方式及运作 ①整合；②变形；③移情；④意蕴的凝结。 （2

）艺术意象的形成 艺术意象，是艺术家在构思的过程中，将

主体的审美情感、审美认识与把握到的客观审美物象相融合

，并以一定的艺术表现方式和语言为媒介，所形成的存在于

主体观念中的艺术形象或情境。 3.艺术表现 （1）艺术意象的

物化与表现，或称艺术传达，是艺术家将自己的艺术构思中

已经基本形成的艺术意象转化为艺术符号，并以物态化形式

得以显现，使之成为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艺术情境或形象

体系的过程。 （2）艺术内涵的深化 ①主体在物化的表现过

程中呈现出鲜明的审美倾向；②主体在物化的过程中应不断

进行艺术语言的锤炼他艺术意蕴将在物化过程中获得提升；

④艺术内涵获得深化的表征是形象、意境或典型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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