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绘画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绘画史>>

13位ISBN编号：9787101060683

10位ISBN编号：7101060684

出版时间：2008年7月

出版时间：中华书局

作者：内藤湖南

页数：218

译者：栾殿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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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绘画史>>

前言

　　王晓平　　日本人(包括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迁徙到列岛的人们及其后裔)，至少从我国南北朝
时代便揭开了研读中国典籍的历史，而伴随中国文化进入日本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诸如写经抄
书、创造假名、宫中讲经、发明训读、朗咏流行、设明经文章诸科博士、藏典修史等等，构成了人类
文化交流史上壮观的奇景。
日本人审视中国的同时，也在成就着自身。
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从广义上讲，日本人研究中国，几乎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岁月，但学界真正把研
究中国的学问称为“中国学”，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
　　长达一千五百年以上的中国研究史，是与日本文化的开创和发展紧密联系的。
尤其在近代以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完全抛开中国学术史，便没有完整的日本学术史可言。
但是，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研究中国的目的方法和态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尽管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文献学的影响依然存在，但与西方学术同时也与本土固有文化研究建立的联
系，远比与中国同时学术的联系敏感、紧密而又牢固。
不论如何，从古至今，日本学界产生了众多研究中国的大学问家和名文名著。
　　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与中国自身的学术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主导这门学问的根本课题，是岛国
日本如何面对大陆中国。
它们不仅植根于异质的文化土壤，从属于日本文化体系，反映或者作用于当时日本的包括民族主义思
潮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在日本学界获取评价，而且根本目标在于发展日本文化。
所以尽管它们有时与中国本土学问面临着同一对象，然而两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和价值。
　　在世界文化走出各自分割历史阶段的今天，国外中国学与中国的国学共同构成世界的学术中国观
，而又各属不同的学术体系，发挥着不同的文化功能。
对于我们的国学来说，国外的中国学可以说是不宜回避的“他者”，日本的中国学便是其中一个重要
的方面。
　　进一步说，日本中国学除了具有其他国家中国学的共性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性。
这些特殊性，离不开一个“近”字。
例如，由于许多业已散佚的中国文献通过抄本或者刻本保存在日本，使得日本成为域外最重要的中国
文献资料库之一；又比如日本拥有传统的阅读和训释中国文学的特殊手段等等，这给中国文献的传播
和解读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同时，由于中日两国学术交流源远流长，日本中国学与日本学研究的关系特别紧密，也使得它在考据
和比较研究这两方面，有着更多的资源和课题。
　　在日本，对日本古代学术文化的研究，常常不能与对中国的研究一刀两断，再加上现代学术谋求
沟通的大趋势，便使得日本中国学者，例如内藤湖南、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人的著述的影响超出
了中国学的范围；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日本学的著述，例如明治时代的民俗学家、最早的环境保护运
动力行者南方熊楠，有“知识巨人”、“时代代言人”之称的加藤周一，“文化功劳者”称号获得者
中西进等人著述中涉及到中国学的部分，也都有一读的价值。
　　日本近代以来在某些研究条件或手段上不同于中国本土，日本学人多重实闻亲见，不尚空谈，长
于细读深究。
他们在某些领域，例如中国宗教文化、敦煌文学、中外关系史、艺术史以及中国戏曲小说史等方面的
研究成果，曾给中国学人以启迪。
日本从奈良、平安时代起逐渐形成一些接受中国文学的热点，如《文选》、《白氏文集》、《唐诗选
》、《古文真宝》等，对这些作品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成果，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有着互补互鉴
的作用。
这些都使得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报以热眼。
学人多以“他山之石”、“邻壁之光”来强调这种关注的借鉴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界又从很早便有了对盲目追随日本学人态度的批评。
早年章太炎先生对这种态度给予的辛辣讽刺，虽不免言之有偏，却仍不失警戒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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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学者对于当年那些所谓“支那通”的揭露，更不该忘记。
在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展开系统研究的时候，仍有必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食而不化与人云亦云现象，
强调中国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统一，葆有学术自信和识别眼力。
　　今天，更要看透那些变样翻炒“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的所谓“中国通”，他们往往将
历史和现实作短线连接，凭借现代媒体和出版业，朝论夕改，张大偏见，仅就学术手法而言，也实不
足为训。
应该说，这些人虽然不是日本中国学界的主流，但是他们头上也顶着“大牌教授”、“中国问题专家
”和“社会名流”的帽子，近年来忙不迭煽乎所谓“厌中”(讨厌中国)情感，就很有些拉着舆论走的
能量。
　　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我们对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价值，绝不止于“借鉴”，也不应该停留在“
此优彼劣”的结论上。
对日本来说，日本中国学是日本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某一时期日本
人的中国观、中国形象、中日关系。
日本的知识界，往往通过它们认识中国、理解中国。
研究中国的专家们，以及有些并非专门研究中国的思想者写的关于中国的著述，对短期或者较长期的
社会思潮，有时甚至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都起过某种作用。
言说中国的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媒体话语及民间话语等共同营造着中国形象，而其中学术话语的影
响则更为长久深远。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学人来说，通过这些著作来了解日本文化、认识日本人、解读日本人的中国
观，或许也不失为一条途径。
同时，我们对日本社会文化看得越透彻，就可能对日本中国学研究得更为深入。
　　总之，在中日文化双方不能不互相正视的今天，对待格外重视师承流派、沉淀深厚、做派繁复、
多变多样的日本中国学来说，草草一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原始察终，辨源析流，叩同问异
，进而学会平等地与其展开卓有成效的学术对话。
既是对话，那当然不是只“知己”就行了，还必须“知彼”，而且不是一般的“知”，而是要深知熟
稔。
所幸我们已经有了《日本中国学史》、《日本汉学史》等专门的著述，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中国学乃至
国际中国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国际文化交流发展到今天，在人们对吸收外来文化倾注着空前热情的时代，面对别种文化发出自
己的声音就显出更大的必要性。
这种声音，不是自说自话，而要有往有复。
因而，加强对国际中国学的研究，必然会与我们的“中国学”走向世界相联系。
在这一方面，日本学界可谓先行一步。
为了推进国外的日本学研究，十多年以前，日本便建立了对外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最近又在法
政大学中设立了国外日本学研究基地，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对国际日本学研究展开分析。
以此反观我国知识界的一般认识，有些人多只看到那些操着怪腔怪调汉语的外国人在该国学界没成什
么大气候，又爱发些对中国隔靴搔痒的议论，就轻看国际中国学研究的意义。
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工作的紧迫性。
　　读书或可睹人。
推进学术交流，化解误解误读，减少文化摩擦，出书、读书、品书与人员交流对话，是有力的两翼。
我们阅读日本中国学著述的时候，如果不只停留在听他们述说什么，而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那样说，
和同时期中国本土研究有哪些不同，那么，这些材料就可能演化为我们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
研究两大领域更有用的思想资源。
　　对于收藏在日本的中国文献，日本学者已经对文本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我国学者却常因为无
法与原件谋面而深感遗憾。
有些日本学者抱怨中国学者对日本存藏的中国文献抄本、刻本评价过低，而实际原因是这些资料一般
中国学者很难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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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涉及各类学科的日本中国学著述，切实了解它们的最好方法无疑是阅读原著，而且是系统阅读，
因为翻译有时难免会模糊两种文化的细微差异。
然而，在很多有兴趣的学人还没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翻译就显示着特殊的必要性。
　　我们选择一些篇幅不长、适于阅读的名篇名著、新人新作介绍给读者，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
日本中国学的多种面孔。
我们在坚持学术规范的同时，也不应排斥学术研究的个性化与多样化，这些研究和写作方法的异色，
或许能帮助我们扩大眼界。
　　我们这套丛书，没有选择像斯波六郎所著《文选李善注所引尚书考证》，或者太田次男所著《以
旧抄本为中心的白氏文集本文的研究》那样大部头的专著，它们学术价值很高而读者面很窄。
这些书很重要，等条件具备，也应该译介过来。
我们先要做的，是希望读者能认识一批比较好接近的客人，也就是一批学者为非中国学专业知识分子
写的书。
　　日本一些研究中国学的名家，很重视为一般读者写书。
吉川幸次郎曾提出让学问回归大众的口号，白川静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也强调在孤诣独往苦苦求索
的同时，要努力使学问返回到“一般”，即回报于社会。
像青木正儿等人文笔之好，在学界早有定评，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的学术随笔脍炙人口，几十年来一直
是书店的常销书。
　　我们选择的书目，除了几部新人新著外，都是“大家”写的“小书”。
或侧重其保留中国文献资料的价值，或侧重对中国本土研究的补阙，或侧重于对中日关系研究的历史
作用，或侧重于其在日本学界的影响。
取其一点，不必求全，积少成多，不拘一格，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
通过这套丛书，读者便可陆续与那些久闻其名而未见其文的好友见面，共享日本中国学之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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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绘画史》是日本中国学著名学者内藤湖南先生关于中国绘画史的论述集成，译自《内藤湖
南全集》第十三卷（筑摩书房，1973年），其中《中国绘画史讲座》部分涉及汉至明前期的绘画，是
他在京都帝国大学讲演的笔记，其他散论包括元末四大家、清朝绘画史等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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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号湖南。
出生于日本秋田县鹿角郡毛马内町的武士家庭。
早年跟随父亲学习汉学。
1885年毕业于秋田师范学校，并在北秋田郡的小学担任教师。
1887年前往东京，之后长期活跃于报界，先后担任过《明教新志》《三河新闻》《日本人》《大阪朝
日新闻》等报刊杂志的记者、编辑以及评论员。
1907年受聘担任京都帝国大学新开设的历史专业讲师，主讲中国古代史和清朝史课程。
1909年被破格提升为教授，曾以京都中国学泰斗的美名饮誉日本学界。
1926年退休后隐居京都，主要从事著述和演讲。
1934年病逝。
其著作、讲演录、书信等汇辑成《内藤湖南全集》十四卷。
　　译者简介：　　栾殿武，日本城西国际大学国际人文学院副教授，兼任日本研究中心副所长。
1963年生，曾就读于天津师范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和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外国语言文学专业，1992年获
文学硕士学位，并先后在天津师范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任教。
1994年赴日留学，在国立千叶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日本近代文学硕士和博士课程，2000年获得文学博士
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是日本近代文学和中日近代比较文学。
主要著作有《夏目漱石与鲁迅的传统和近代》（勉诚出版，2004年）等，译著有《纵谈十二生肖》（
中华书局，2006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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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绘画史讲座一 汉代以前的绘画二 六朝时代的绘画三 唐朝的绘画（上）四 唐朝的绘画（下）五 五
代的绘画六 北宋的画家以及画论七 南宋的绘画以及画论八 元代的绘画九 明代的绘画（初期）清朝的
绘画元末四大家四王吴恽清朝绘画小史南画小论——论中国艺术的国际地位关于高句丽古墓的壁画插
图目录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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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绘画史讲座　　一　汉代以前的绘画　　中国最早关于绘画的记载是描述服饰的花纹，见于
《尚书》中最可信的部分《今文尚书》。
《皋陶谟》（古文称为《益稷》）中记述称：　　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
，藻　　火粉米黼黻缔绣。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关于这段文章的意思，古汉语学者和现代汉语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因此内容并未确定。
不过文章大意讲述的是以五彩丝线刺绣出各种物象，这一点无可置疑。
一般称之为“虞书十二章”，出自舜执政时代，但是该时代的故事主要是经传说流传于世，文字记载
大多都是战国以后，因此可以认为这些图案就是当时服装上的花纹。
由文字可以推测出那些物象包含天地、动物、植物等，大概类似于我们今天见到的青铜器花纹。
换句话说这只是花纹，有关花纹以外的实物，《左传?宣公三年》中记述了夏朝的文物：　　昔夏之方
有德也，远方图物。
贡金九牧，铸鼎象物，　　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杜预注解“远方图物”是“图画山川奇异之物而献之”，“铸鼎象物”是“象所图物，铸之于鼎
”，而所谓“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则解释为“图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备之”。
据此，似乎可以认为当时已经有图画，不过《左传》讲述的是发生在春秋时代的事，但是其中的记载
是根据战国时代的传说，因此很难确定哪些是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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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内藤湖南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顶级学者之一，在日本汉学界，内藤湖南享有“东洋史的巨擘”之
美誉，他的思想和学术遗产还被列入“日本经典名著”和“日本思想家”的行列。
 本书译自《内藤湖南全集》第十三卷（筑摩书房1973年初版发行本），该书是内藤湖南关于中国绘画
史的论述集成，译本选择了该书的大部分文章。
根据原著的介绍，《中国绘画史讲座》的内容是根据内藤湖南在京都帝国大学文学系所做的特别讲座
的笔记整理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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