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

13位ISBN编号：9787501016631

10位ISBN编号：7501016631

出版时间：2004-12

出版时间：文物出版社

作者：孙长初

页数：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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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

前言

　　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或民族，对于熟悉本国本民族的历史非常重要，不但可以发掘优秀的历
史遗产，更重要的是从中取得历史的经验，善于“以史为鉴”，使人变得聪明，有助于自身的提高和
发展。
　　我们通常所说的继承传统和发扬传统，无疑是指优秀的传统。
这就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要掌握充分的资料，二是要有能力进行分析和判断。
如果缺少前者，后者无从做起；而后者的见识不高，犹如将卞和之玉看作普通的石头。
从艺术的角度看，特别是对于造型艺术，因为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所以两方面都很重要。
一部美术史，上下数千年，既不是一本历史的流水账，也非如数家珍的玩古董。
应该从历史走过的路去探讨科学的艺术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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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从回顾和分析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历程、艺术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中国艺术考古实践取得的巨大成就三个方面入手，阐述了目前建立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必然趋势和迫
切要求。
以此为前提，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分类和特征，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以及与其他相
关学科之间的关系，艺术考古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性的论述。
笔者认为：中国艺术考古学是建立在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理论和实践发展基础上的。
它既是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与艺术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是一门横跨考古学与艺术学两大学科
的交叉或边缘学科。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相比于历代公私收藏的传
世艺术品和现代艺术品，更具有研究资料的科学性、艺术形式的丰富性、艺术作品的功利性等特征，
并且与中国古代的丧葬礼俗和科技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对考古地层学、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等研究成果和研究方
法的借鉴，以及对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运用。
研究艺术考古学的目的和意义是为了探究创造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源泉和动力，探究艺术的起源和造
物艺术的发展规律。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凝聚着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伦理道德观念、阴阳五行自然观、天人合一思
想、巫术和宗教信仰等文化内涵。
对它们的研究，需要考古学、古代艺术史、民族学、宗教学、民艺学等学科的积极参与，艺术考古学
与这些学科之间的密切联系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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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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