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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具体要求为：   1.强调撰写对象的客观性。
即全书要有严格的文字风范，所撰内容均应以史为本。
对于所涉及的历史人物、艺术作品、艺术流派和艺术观点，均应以史实为惟一依据，还历史的本来面
貌。
不妄加褒贬，不断章取义，不以论代史，不妄言臆想。
    2.注重历史发展的完整性。
本书各历史卷次，所相继给读者的均应该是一个个完整的历史故事，均应做到来龙去脉清晰鲜明，人
物事件完整无遗。
    3.凸现中国艺术的民族性。
所谓民族性，并非站在狭隘的民族立场，认为凡中国艺术，无所不好，凡外国艺术，一无所用。
而是应当掌握比较尺度，用典型、有说服力的文字展示中国艺术所特有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品位，以事
实证明中国艺术史的独特文化品性和辉煌的历史贡献。
    4.充分反映中国艺术成就的伟大性。
《中国艺术史》强调使用概述性语言，以反映中国艺术文明的历史成就为首要目标。
力求做到对所有具有历史意义和价值的艺术作品、人物、思想、流派尽收无遗，并且力争以最好的文
笔予以充分地再现。
    5.依据中国艺术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性。
历史自有它的发展依据及原因，艺术史则应以更为典型和形象的方式反映这种历史发展的依据和原因
。
《中国艺术史》应以无可辩驳的史实证明中国艺术历史发展过程的大走向。
    6.保证全套史书的文献性。
它应该尽力收集一切有历史文献价值的艺术作品，读史而知实，见实而明史。
通过本书各个作者的中介作用，使亿万读者可以直接面对中国艺术史的历史辉煌，可以直接和古人对
话。
这样一套规格的艺术史书，不是应时之作，更不是趋时之作。
它应该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
以其设计目标而言，它无疑属于下个世纪的文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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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仲文，男，1951年4月2日出生，研究员。
先后在北京财贸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方工业大学任教，现为北方工业大学公民素质与现代文化研
究所所长，北方工业大学学报副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
　　专著《美学》曾获北京市哲学与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专著《寻求突破——当代伦理观念新论》
曾获国家民委二等奖；主编的《中国艺术史》为国家“九五”工程重点图书。
主要专著包括：《美学》、《人际关系学》、《人类欲望论》、（《中国人走出死胡同》、《中西文
明的历史对话》、《中国隋唐五代文学史》、《泡沫经济：透视中国的第三只眼》、（《正义，你听
我说》、《世界近代前期哲学思想史》、《世界近代中期哲学思想史》、《民间视点：中国现在进行
时》、《中国六大名著的现代阅读》、《大唐诗史》、（《两宋词史》、《中国艺术史导读》等。
主编的主要丛书、套书包括：《百卷本（中国全史>》、《百卷本》、《中国艺术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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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艺术史》导论　第一章　概述：中国艺术成就、民族特色与文化品性　　第一节　非凡的历史
成就　　第二节　鲜明的历史特征　　第三节　不断开放的艺术道路　第二章　中国艺术的历史行程
与阶段  　第一节　初创时代——中国远古暨三代艺术    　一、相似的童年，不同的发展    　二、古老
的陶器、辉煌的铜器与甲骨文  　第二节　第一个艺术高峰期——春秋战国时代  　第三节　雄风浩气
，王者气象——秦汉艺术    　一、雄姿勃发的英雄时代    　二、全面发展的艺术成就    　三、浑扬壮
丽，大汉雄风  　第四节  因自觉而飞跃——魏晋南北朝艺术    　一、魏晋南北朝艺术特色——龙翔凤
翥自觉天    　二、魏晋艺术与艺术理论的成因    　三、魏晋南北朝的主要艺术成就  　第五节　精深博
大、百花斗艳——令人钦羡的隋唐艺术    　一、独树一帜的盛唐文化    　二、繁华昌盛的隋唐艺术    
　三、唐代艺术道路的启迪  　第六节  十字路口的繁荣——宋代艺术    　一、宋代艺术的文化背景    
　二、宋代艺术成就  　第七节　古典戏曲的黄金时段——元代艺术    　一、元代戏曲的社会文化背景
   　二、元代戏曲艺术及其他艺术成就  　第八节　走向反叛之路——明、清艺术    　一、明、清艺术
的文化背景与发展趋向    　二、明代艺术的社会文化背景    　三、明代的艺术成就    　四、清代艺术
的社会文化背景与艺术成就  　第九节　揭开新时代的序幕——民国艺术    　一、民国艺术的社会文化
背景    　二、民国艺术成就　第三章　中国艺术精神　　第一节  中国艺术精神的理论起点    　一、共
鸣说    　二、积淀说    　三、变异说　　第二节　中国艺术精神的诸种构因（上）    　一、艺术品    　
二、艺术实践    　三、艺术批评    　四、英雄人物的榜样作用    　五、科学技术的催化作用    　六、社
会习俗的涵养作用    　七、人民实践的母体作用    　八、外来文明的启迪作用　　第三节  中国艺术精
神的诸种构因（下）    　一、儒家的影响　　　二、道家的影响    　三、佛教的影响　　第四节中国
艺术精神解析    　一、敬道，中国艺术的本源论    　二、亲仁，中国艺术的价值论　⋯⋯先秦书不篆
刻史秦汉书法篆刻史魏晋南北朝书法篆刻史隋唐五代书法篆刻史宋辽金夏书法篆刻史元代书法篆刻史
明代书法篆刻史清代书法篆刻史民国书法篆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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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艺术史（书法篆刻卷）（套装共2册）》在编写上有如下五个特点。
　　一、立论平正，不左不右。
　　“左”很讨厌，以其危害而论，又岂止讨厌而已。
即使一些名家之作，因为在特定的年代受了“左”的影响，今日读来，依然难受。
好像粥锅里有了苍蝇，就算这粥能喝，也让人觉着恶心。
　　“左”不好，“右”也不好。
现在一些流行书籍，专好作翻案文章。
翻案并非不好，不能一概而论。
比如过去批判曾国藩有些过头，现在就死吹活捧曾国藩；过去对戊戌变法肯定多了，现在又变着法地
给戊戌变法找丑闻，找毛病，这就没有必要。
孔夫子说：“过犹不及”。
说穿了，极左近乎极右，世界上的事常常会物极必反。
　　《中国艺术史（套装共2册）（书法篆刻卷）》持论，不左也不右，吸收最新成果，尊重历史事
实，是一说一，是二说二，不存臆想，不尚空谈。
效果如何，尚待读者指教。
　　二、系统安排，分合有序。
　　《中国艺术史（套装共2册）（书法篆刻卷）》的编法，强调专通结合。
严格地说，这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艺术通史，但也不是简单的艺术专业史的集合，而是专通结合，
从通史到专业史，又从专业史到通史。
从内容上看，举凡书法、绘画、戏曲到音乐、舞蹈、建筑雕塑、工艺美术、杂技，以至话剧、摄影、
电影、曲艺，各个专业史，无所不有。
加上前有导论，后有附录——即使它未采用传统的通史编法，却具有通史功能。
全书分为九卷十册，包括十二个专业。
十二个专业之间，有机联系，无机组合。
内容是不可分的，阅读是可分的。
喜欢专攻一业的，尽管先从自己喜欢的专业读起；喜欢统览全局的，也可以满足您的阅读期待，从中
看到中国艺术历史的全貌，又可从中找出中国艺术历史发展的总趋向、总脉络。
　　三、以史为本，面面俱到。
　　一些旧的艺术史说，尤其是在“极左”路线干扰下形成的艺术史论，完全不能做到以史为本。
写作品，先看人物；写人物，先看政治；写政治，先看所谓的现实需要。
其结果，不免造成对历史作品、历史人物的评价，或者严重失实，或者立论偏激，或者黑白混淆，或
者无中生有。
　　一个艺术家，因为他在品质上有些毛病，就对其乱加攻击，连艺术成就中国艺术史？
序言也不承认了；一个艺术家，因为政治上不合某种口味，于是对其几乎抹煞，未及作品，先就取消
了他入史的资格。
　　《中国艺术史（套装共2册）（书法篆刻卷）》既要立论平正，必然以史为本。
对中国艺术史上的人物、作品、事件、流派，兼收并蓄，面面俱到。
作者属于坏人的，但作品不坏，那么也要；作者近乎小人物的，因为创作成就不小，那么也要；原先
被吹得天花乱坠的，因为作品二流，那么，就放到二流的历史格子中去；原先曾被埋没的，那么，现
在就还其本来的历史面目；原来历史上就有重大歧义的，那么，就把这歧义介绍给读者，纵然发表己
见新见，并不强加于人——何况历史屡屡证明，即使你强加于人，人们就能真的接受它吗？
　　四、风格亲和，易读易懂。
　　在我们看来，凡艺术史，都应该追求文字优美，文笔精彩，令人开卷有益，赏心悦目。
　　我们追求这个标准，不见得每个撰稿人都能达到这样的标准。
现实地考虑，文笔精彩、赏心悦目是一种追求，风格亲和，易读易懂则是个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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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着风格亲和，我们反对故作高深，故弄玄虚，把一件原本可以三句话说清楚的事，不要去说五
句，甚至十句。
　　为着风格亲和，我们反对所谓“圈内语言”，即除去专家之外，别人不爱听，听不懂，越听越头
大、心越乱的语言。
我们认为，只有明白的语言，才是史家语言；只有人人明白，而且引人入胜的语言，才是文学语言。
　　为着风格亲和，我们特为《中国艺术史（套装共2册）（书法篆刻卷）》配图约1000余幅，或者可
以称做图文并茂的了，以求获得更佳的阅读效果。
　　五、篇幅较大，宜读宜藏。
　　《中国艺术史（套装共2册）（书法篆刻卷）》全长约1200多万字。
对这样的篇幅，我们曾反复斟酌，多方考虑。
　　我们觉得这样的篇幅，既能比较充分地展示中国艺术史的全貌，又有利于读者的分卷阅读；既有
利于艺术爱好者和一般研究者查阅，也有益于收藏爱好者的收藏。
　　说实在；以中国艺术历史的内容之丰富而言，就是写一万万字的篇幅，也是可能的，但那就不便
阅读了。
以现代中国人的生活节奏看，有一本20万字左右的艺术简史也可以了，但那又不适合收藏，而且难免
删删减减，使许多精美的作品和有趣的人物与读者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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