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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是大而全。
当今的大学生需要掌握多方面的知识，可他们的时间又有限，不像我们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可以全
身心去读书。
我们那时国家全管，现在不一样了，一入学就要考虑毕业后的去向，在校时还要适当参加社会活动，
有的还要去打工、做家教，以补贴生活之需，增长才干。
因此，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逐一研究所有的艺术门类（美术史专业的学生除外）。
拙书尽量考虑周全，包括雕刻、建筑、工艺、书法、画史画论、中外美术交流等。
当然这个全也是相对而言的，80万字，作为学术专著不算小了，但分到几个艺术门类中，每一项不过
十几万字，仅以绘画和书法而论，如果分头写专史，恐怕都要几十万字才能尽意，一部中型的美术通
史是难以办到的。
但我想只要做到重点突出，少而精，条理分明，还是可以把重点讲清楚的。
由此引出本书第二个特点。
第二是突出重点。
一部学术专著必须有重点。
平均使力，罗列史料，读者得不到要领，就是一部失败的著作。
拙书根据每个时代美术发展的实际，突出不同的方面，如原始社会突出彩陶和岩画；夏、商、周三代
突出青铜工艺；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突出石窟艺术；五代宋则突出山水画和文人画；元代突出山水画；
明清突出花鸟画，如此等等。
这对广大社会青年考学或谋职会有更大的帮助，进大饭店吃快餐，只要营养充足，也未尝不可。
第三是以论带史，史论结合。
一部美术史专著，材料翔实、可靠是第一位的，但仅仅有史料还不够，还必须用一条主线穿起来，这
条主线就是从实际出发的带有规律性的结论。
纲举目张，才便于读者把握全局。
如本书关于三代青铜工艺一般特征的论述和不同时代审美差异的论述；关于石窟艺术基本特征的论述
；关于山水画起源的论述；关于山水审美意识演变的论述；关于宋代文人画及苏轼文人画理论要点的
论述；关于唐宋元美术时代差异的论述；关于元四家山水异同及其历史地位的论述等等，都有一些个
人的独到见解，虽然不敢说一定正确，但自认为可以成一家之言。
第四是尚变求新。
为了适合新时代大学生的需要，拙书尽力补充一些新材料，提出一些新观点。
首先，本书尽可能地收集考古界的最新成果；第二，补充从文献中发掘的新材料。
掌握实物固然重要，详细占有文献资料也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有些新观点的提出，是建立在
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的。
鄙人喜欢看杂书，凡与美术沾边的书几乎无所不读，官修的正史，文人的野史笔记，诗词歌赋，佛经
道藏，医书兵书，哲学美学，天文地理，园林建筑，戏曲小说，文物考古等，积累了大理的美术史料
。
其中有些是不大被人注意的，但这些对说明美术史上的重要问题又是不可缺少的。
比如关于山水画的产生问题，笔者在认真阅读南北朝文人的文章，特别是看过葛洪《抱朴子》、戴逵
《闲游赋》、谢灵运《山居赋》后，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有个比较明确的答案了。
他们都把隐居与改造人的品格和尽人臣之道联系起来，认为仕与隐都是在尽人臣之道，只是分工不同
而已。
而欣赏山水和创作山水画是实现人生理想的一种有效途径，这就把山水画与隐士阶层联系到一起了。
因此笔者认为，山水画是随着隐士阶层的出现而产生，又随着隐士阶层的变化而变化的。
这层关系似乎还没有人揭破。
“山水诗、山水画是随着隐士阶层的出现而产生的，它是仕隐分工的产物，没有隐士阶层就没有山水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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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们厌恶社会的纷乱和人与人之间的明争暗斗，而要到自然山水中去寻找精神寄托，他们深入
山水，游山玩水、歌咏山水、描绘山水，便很自然了。
仕隐分工，满足社会政治需要。
人物画以其活生生的形象直接宣扬社会伦理观念，教化人们；山水画则通过山水的形式美感，净化人
们的心灵；殊途同归，二者都起到净化人的心灵、改造人的品格的作用。
山水画随着隐士阶层的形成而产生，又随着隐士阶层的人员、行为、思想等方面的变化而变化，其艺
术内容和艺术形式也不断地变化更新。
此后，不管山水画家是否隐士，隐士性格则是中国山水画的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品格。
”（见本书第五章，南朝绘画概况）。
又如，北魏自建国（386）至覆亡（552）大规模地修造石窟，原因何在？
根据魏书，原因有三：一是佛教及佛教艺术传入之后，当时正处于高潮阶段，开窟造像势在必行。
二是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族自古就有“凿石为祖宗之庙”的传统，开窟造像正好可以将佛像与祖先崇
拜结合起来，以神化皇权，“皇帝即是当今如来”，以此巩固统治。
三是拓跋族特殊的国策，嫔妃生子后，必令手铸佛像，成者为后，失败者赐死。
这样就迫使宫廷嫔妃及其家族学习制作佛像技术，客观上促使佛像制作技术普及和提高。
这三条原因，尚无人全面揭破。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请读者自己查阅。
本书在编著过程中，参考、援引了不少古今著作，由于时间跨度大，有些作品出处没能具体标明，见
谅。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尽管笔者想使此书有一些新意，终因学养不济，难以尽如人意。
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只有信息反馈回来才能知道。
我时刻恭候专家同行特别是广大青年的批评和建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美术史>>

内容概要

《中国美术史》内容简介：2000年由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笔者的《中国美术史》，头一版印3000册
，因卖相很好，第二年又加印2000册。
转眼12年过去了，现在该书市面已买不到了。
该专著以其涵盖学术面宽（含工艺、建筑、书法、绘画、雕塑五大门类），资料丰富，理论概括简明
，雅俗共赏，文笔流畅等特点深得读者喜爱。
该书多年来被很多院校列为考研和考博的必读书。
现在市面有不少中国美术史专著，但多数过于简单，涵盖面窄，考研、考博根本无法用。
有的又太大，如王伯敏主编《中国美术通史》十卷，王朝闻主编《中国美术史》十二卷，文字量达千
万，只适宜收藏。
读起来太费时，难得要领。

《中国美术史》近百万字，属中型美术史，供查找资料，阅读，准备考研、考博，都比较方便。
南京大学是老牌名校，在教育界、学术界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修订版更合适。
随着每年报考艺术类考生（包括研、博）人数的逐年增加，预计书会有不错的销路。
十多年来，笔者在学术上又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新体会，修订版会有不少新亮点、新材料。
这对扩大销路也会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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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福顺，男，1940年9月出生于北京房山，196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66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
院美术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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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美术史》编辑推荐：1974年我开始在高校任教，讲授中国美术史和中国画论，至今已近30个年
头了。
讲课过程中，为了使学生掌握系统的知识，了解中国美术发展的规律，同时能使学生跟上学术发展的
步伐，我每年都要自编讲义，年复一年，周而复始，讲义不断丰富更新。
1978年“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各项事业百废待兴。
我也萌生了撰写一部适合大学生阅读的《中国美术史》的念头。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紧紧结合教学，对美术史所应包含的艺术门类，逐一系统地收集材料，20多年
来，无一日敢于懈怠。
自1980年起，我尝试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一来督促自己，二来用以检验自己研究的质量。
没想到一发不可收，20多年来每年平均以十几万字的速度发表论文、出版专著，迄今已出版专著六部
，发表文章百余篇，合计约二百万字，但我始终没有忘记撰写《中国美术史》这个目标。
已经发表的东西，只能看作战前练兵，为最后完成这部专著做准备。
由一个人完成涉及诸多艺术门类的美术通史，没有十年以上的积累，是想也不敢想的。
即使现在已经出版，我仍认为不尽如人意，还有很多东西需要补充修改。
我因长期在大学任教，比较了解大学生的口味，拙书既然主要是为大学生和广大青年写的，我就有意
识地突出一些适合他们阅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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