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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山水画景物构成》从景物构成的角度对山水画史作专题性研究。
尝试以现代知识结构阐释山水画景物构成的形式语言和思维方法。
借鉴图像学的研究方法，把图像分析和古代画论的阐释相结合，归纳出山水画史中出现的人间仙境，
可居可游之境，玄远超逸之境三种主要的理想景观构成模式。
对山水画景物的选择取舍、位置经营、空间结构、构成规律和与此相应的观念和理论作了深入探讨。
并对理想景观构成模式的文化原型；原始聚落意象；神话仙山意象；风水意象作了探讨，认为围合一
隔离--隐居的景观意象是山水画景物构成的历史源头。
并对景物构成与风水理论和园林艺术作了分析和比较。
并解读了景物构成的美学意蕴，提出了建设当代生态艺术（包括山水画）的美学标准和精神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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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贵胜，1954年出生，河北省丰南市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现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
院美术书法系副教授，198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获学士学位。
1993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200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获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为中国美术史和山水画创作。
其中国画、水彩画作品入选国内外重大美术展览20余次，多次获奖。
60余幅作品被收入各种大型画集，并在各专业刊物上发表。
在《美术观察》《美苑》《装饰》《世界美术》《美术研究》《文艺研究》等刊物作过专题介绍和发
表学术论文10余篇。
出版有个人画集《王贵胜国画作品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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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转折的特殊的时代，也是文学艺术和美学思想得到空前发展的
时期。
汉末腐朽的政治和残酷的社会现实，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原则和对儒家的信仰发生了动
摇。
随着中央集权的汉帝国的土崩瓦解，思想上的禁锢被打破，以儒学和礼教为主干，以儒学信仰为核心
的文化模式受到怀疑。
世家大族的、庄园经济独立迅速的发展，门阀世族政治的初步形成，这些都是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艺术
和美学思想得到繁荣兴盛的社会基础和条件。
而先秦、两汉哲学和美学为其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人们开始着力于探求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文人士大夫纷纷皈依老庄，玄虚清谈之学成为他们自我解脱、自我发泄的主要途径。
于是以《老子》《庄子》《周易》为思想基础的魏晋玄学应运而生，兴起了研究“三玄”精义的玄学
。
魏晋玄学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它不同于两汉儒学着力于王道秩序和名教秩序的建构，却着力于探求
理想人格的本体，从西汉儒学的宇宙论，转向思辨深邃的本体论。
东晋之后，玄学又和自汉代传进的佛学合流，在对自然山水的审美关系方面它一反孔子以伦理道德为
旨归的山水比德的美学思想，而转向以玄的意趣品藻人物为发端而生发出以玄对山水、对自然山水的
超越伦理道德的纯粹审美上来。
期望在主动地面向自然、追寻自然、皈依自然中，寄托自己的人格理想，安顿自己的生命。
在苦难深重的社会现实面前的无能为力、理想无法实现的士大夫，看来只有宁静、素朴、淡泊、自由
而又生机无限的大自然才是他们理想的精神家园，而老庄的法自然的“道，，（宇宙本体）的无为境
地，正是一个独立于现实功利之外的逍遥自在、玄妙无言的自足世界。
于是顺应自然、顺情适性的行为方式遂成为魏晋六朝人追求的目标。
虽然这种追求是无可奈何、迫不得已的，但是正是这种无为的无奈的选择和对自然美主动的追求，不
仅奠定了中国士大夫的一种行为方式，还直接切近了自然审美的本质，对山水画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
义。
　　以先秦到西汉关于自然审美的艺术实践和美学思想的历史积淀为基础，在魏晋时代，由于社会、
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的魏晋玄学启发了中国山水画的艺术精神，真正意义上的山水画艺术得到了
独立的发展。
东晋画家顾恺之（346-407）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无锡市）人，他的《画云台山记》可以
视作山水画发展初期最早的文献，实际上它是阐述《云台山图》景物构成的设计意图的文字稿。
南朝宋时宗炳的《画山水序》和稍后的王微的《叙画》，作为独立的山水画的理论著作，不仅是当时
山水画创作实践的概括和总结，也为后来山水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宗炳所主张的“山水以形媚道”、“澄怀味象”、“澄怀观道”，最早将山水画创作与宇宙本体的“
道”紧密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规定了山水画发展的哲理取向。
他的“畅神说”和王微强调山水画的审美功能使人的感情激越和想像飞扬，把山水画艺术同人生理想
的追求紧密结合起来，包括对画理画法的深刻阐述等等，都对后世山水画的发展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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