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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美术在近代以前可以说是大半源自中国，然而日本美术史上引以为豪号称“世界艺苑一绝”的浮
世绘艺术，被认为是日本江户时代独创的绘画艺术，是日本对世界美术的莫大的贡献。
著者对此提出质疑，就两者之间(浮世绘艺术与明清版画)的关系进行研究与剖析，揭开其浮世绘版画
艺术形成的神秘面纱。

《浮世绘艺术与明清版画的渊源研究》作者高云龙充分利用日本贵重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以及近年来世
界各地所收藏的我国古版画的实物，跨学科多角度全方位地剖析浮世绘艺术与明清版画的渊源关系。
解开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我国明清版画与日本浮世绘版画渊源之间所存在的谜团，唤醒中日学术界重
新认识、重新评价在日本江户时代浮世绘版画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我国明清版画艺术所给予的巨大影
响。
《浮世绘艺术与明清版画的渊源研究》让世人重新理解中国古代木刻版画对人类文化的进步与艺术的
发展所作出的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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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云龙
1963年生于浙江玉环，文学(艺术学)博士。
现为云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
海外留学归国人员。
先后在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学习艺术学课程。
致力于中外艺术史、艺术学理论、民族民间艺术及造型工艺的研究、教学与创作。
近五年来，主持省部级项目四项，在《艺术百家》、《装饰》、《艺术评论》、《民族艺术》、《“
国立”台湾艺术大学书画艺术学刊》、《美术与设计》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另有11件创作作
品收藏于日本远山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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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菱川师宣作为江户町人社会民众唯一的浮世图绘的鉴赏机构，提供了大量价格低廉、作为鉴赏的
并可慰藉江户市民心灵空虚与寂寞的精神食粮的浮世绘版画作品。
当然，当时江户的浮世绘坛并非仅由菱川师宣一人所形成，其门下弟子以及其他的乘此江户浮世绘版
画风潮而起的町人绘师和传统的正系画派中的无名之辈的画工也大量参与其中，只是菱川师宣在这江
户初期风起云涌的町人社会里所诞生的大众绘画的创作与鉴赏的许多画家当中，菱川师宣及其门人组
成的团队则是当时江户画坛最出色、最具权威代表性，并执管江户画坛牛耳之人，被后人称之为日本
浮世绘元祖。
　　师宣着手版画艺术的创作是将京都古典文化艺术实施江户庶民化的基调上进行，是从插绘与绘本
人手，揭开了其开拓江户浮世绘艺术发展的序幕。
从这一意义上讲，菱川师宣是日本江户时代浮世绘版画艺术的先驱者与实践者。
正如日本浮世绘研究者藤悬静也在《浮世绘的研究》中所云：“江户的版画，是由师宣的绘本开拓其
发展之先端，师宣就京都的版画插图进行不断研究，对中国的绘本也抱有极大的兴致。
不可忽视古典书籍中有许多古朴的版画插图，而师宣获取此类插图、绘本是直接成就了他浮世绘艺术
。
这是十分了解江户市民的师宣为了提高市民文化，将绘本当作是为市民选择最好、最适宜的出版物。
”　　将中国传人京都的通俗文学书籍中的插图进行改造，运用到江户町人大众性鉴赏艺术方面，可
以说菱川师宣在日本文化史上是功不可没的。
他作了巨大的努力，长期以来对中国明清的插图、画谱等造型艺术进行深入的研究与临摹。
诸如日本藤悬静也所云：“师宣在文化史上的意义，一半是归功于他浮世绘版画的创始，其功绩是提
供给广大庶民鉴赏艺术作品。
当然在版画的发展上，中国版画的影响，不仅仅是对师宣，而且向来对日本文化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
在日本庆长时期（1596-1614）京都刊印的插绘本，在雕版印刷上已有许多中国的版画所给予的暗示。
如《风流绝唱图》的摹写翻刻，便雄辩地证明了师宣受中国版画的影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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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浮世绘艺术与明清版画的渊源研究》主要介绍：江户文化的兴起与明末通俗文学的传承，明刊
本版画艺术与浮世绘版画的缘起，铃木春信的锦绘与明清套色版画，浮世绘风景版画与中国传统画法
与画题，日本馆藏中国姑苏版画的实物考察，浮世绘造型艺术与明清士族审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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