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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人把美术作为绘画的别名；在我国“五四”时期，美术也曾作为整个艺术的代名词；今天许多人认
为美术指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书法篆刻等在空间开展的、诉之于人们视觉的一种艺术。
  本书对美术的界定倾向于后者，只是鉴于绘画在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位置，绘画的比重会大一些。
本书分引论、原始时代的美术、奴隶社会的美术、战国秦汉时期的美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美术、隋
唐时期的美术、五代宋元时期的美术、明清美术、民国美术等九个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提供的是中国美术简史的基本框架，教师使用时，可以从实际教学要求出发，适
当增补或删减其内容。
本书在编写中突出了下面几个特点：第一，以时间为序，在总体把握各时期美术发展的情况下，侧重
对最能体现各个时代的艺术精神和美术成就的内容加以介绍，而不是平均着力。
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奴隶制时代的青铜艺术、晋唐的佛教艺术和宋元以后的文入画，是中国美术发
展史上的亮点，也是本教材的着力点。
第二，强调对美术作品的鉴赏。
在介绍美术发展史的同时，本书把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品作了介绍，偏重从审美的角度去鉴赏作品
。
在作者看来，通过记住一些作品而记住一个时代的艺术特点，比单单记住一个时代的艺术特点直观而
有效。
同时，这样的鉴赏也有助于培养和提高我们的艺术鉴赏能力。
第三，注意吸收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
如三星堆考古成就、夏文化的探索、夏商周断代工程等均有所体现。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了我家先生蓝鹰教授的鼎力相助，他在教学科研之余，通读了书稿
并对文字进行了润色，并不时给予指导、鞭策与鼓励，使书稿得以杀青。
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加之掌握的材料有限，疏漏在所难免，还请本书的热心读者多多指正，以便修订
时加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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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9章，除引论部分概说和提挈全书外，其余部分以时间为序对中国美术史的发展足迹进行了
追溯。
考虑到美术发展中的不平衡状况和教学的需要，本教材在各章中没有平均着力对美术的各门类（绘画
、建筑、雕塑、书法和工艺美术）进行描述，而是在对各时期的美术发展进行总体把握的基础上，侧
重对最能体现那个时代美术成就的方面加以介绍。
教材没有过多的理论阐述，而是把美的历史呈现在读者眼前，力图使读者在美的愉悦和享受中获得中
国美术史的知识。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职业教育艺术类各专业教材，也可作为本科高等院校素质教育与艺术教育的教材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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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引论1.1 美术史的性质1.1.1 什么是美术美术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狭义的美术指绘画，广义的美术是绘画、雕塑、建筑、书法、工艺美术等艺术门类的总称。
本书采用广义美术的含义，只是鉴于绘画在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位置，绘画的比重会大一些。
那么，什么是美术呢?简而言之，美术是指运用一定的物质材料，通过塑造直接可视的艺术形象来反映
社会生活和表达艺术家思想情感的艺术形式。
由于美术塑造的是具体的、人们借助视觉可以感觉到的实际物象的形状外貌，所以人们又称它为造型
艺术；又由于美术形象是在二维空间或三维空间中展开的，所以人们也称它为空间艺术；还由于美术
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是人们通过视觉感官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所以美术又称为视觉艺术。
从美术存在的方式看，它是静态艺术。
与源远流长的美术活动相比，美术史作为一门正式学科出现较晚。
在中国可以追溯到847年唐人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国第一部较完备的绘画通史），西方美术史
的历史则只有400余年。
1550年意大利人瓦萨里的《艺苑名人传》成为西方第一部较完备的美术史著作，瓦萨里也被视为美术
史之父。
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全书共分10卷，包括4部分内容：绘画的发展史，画家传记及有关资料，绘画
技法与理论，作品的鉴赏、收藏与考证。
该书总结了前人有关画史和画论的研究成果，继承发展了史与论相结合的传统，开创了编写绘画通史
的完备体例。
瓦萨里的《艺苑名人传》详述了自契马布耶以来的画家、建筑师及雕刻家，其列传体美术史对后世影
响深远。
到19世纪中叶，美术史在德国首次列为大学课程。
美术史，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美术的历史发展、分析寻找美术发展规律的科学。
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范围包括中国绘画、雕塑、建筑、书法、工艺美术等美术门类的历史，涉及美术家
、美术创作、美术作品、美术理论、美术批评和美术流派等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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