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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希腊神话故事里，有一个名叫斯芬克斯的怪兽，它长着狮身人面，每天坐在路上拦截路人问一个谜
语，如果回答不上来，就会被它给吃掉。
    谜语是：“什么东西早晨用四只脚走路，中午用两只脚走路，傍晚用三只脚走路。
”这个问题使所有的猜谜者丧命，直到英雄少年俄狄浦斯的出现。
俄狄浦斯对怪兽说：“答案是‘人’。
”斯芬克斯听了答案后，大叫了一声，立刻从悬崖上跳下去摔死了。
    俄狄浦斯猜中了。
原来，人的一生就像一天，婴幼儿时代用四肢爬行，青壮年时代用两只脚行走，到了老年则用拐杖辅
助，成了三只脚。
斯芬克斯之谜原来就是人类之谜。
    就像追寻人类之谜一样，艺术究竟从何起源依然迷惑着一代又一代艺术界的大师们，而这个问题就
被称作“斯芬克斯之谜”。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模仿的对象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世界，艺术不仅反映了事物的外
观形态，而且反映事物的内在规律和本质，艺术创作靠模仿能力，而模仿能力是人从孩提时就有的天
性和本能。
可见，在他看来，艺术起源于模仿，在那之后，不少大师都追随他这一观点，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达·
芬奇、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等。
但直到了今天，这个答案依然是个谜。
    还有人认为艺术起源于游戏，支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自由”是艺术活动的精髓，而人们只有在一
种精神游戏中才能彻底摆脱功利的束缚，获得真正的自由。
还有人认为艺术起源于巫术，认为在原始人心目中，一切都应该具有功利性，艺术也不例外，这从史
前洞穴壁画中动物的美丽图案便可以看出，在当时，它们都带有严肃的巫术动机。
中国有些学者则认为艺术来源于语言，因为最古老的绘画就是象形文字，人们在记录语言的过程中，
形成了对事物美的感受，从而逐渐形成艺术。
    艺术是一门历经沧桑变化而沉淀下来的东西，至于它究竟起源于何处，恐怕也不是斯芬克斯能回答
的。
但是，从古至今，艺术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类的生活和视野。
艺术还有一个主题也是永恒不变的，那就是对美的追求和反思。
那么究竟什么是美的，每一个时代也都有自己的标准，这直接决定了艺术的发展方向。
因此，我们可以假设，一旦艺术的起源之谜被解答了，艺术是否会像斯芬克斯一样跳入悬崖，粉身碎
骨呢？
    有时候，面纱一旦被揭开，一切就都失去了意义，还不如将面纱盖好，仔细品味在追求真相的过程
中所带来的乐趣。
什么是美的，艺术就是美的；什么是艺术，美的就是艺术。
明白了这一点，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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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关于中国绘画的起源问题，就像中国历史的起源一样，始终不可捉摸。
唐代的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将中国绘画追溯到上古传说时代，指出当时的象形文字与绘画是一
个统一体。
但随着文明的进步，图形与文字逐渐脱离，这才使得绘画成了一门专门的艺术。
至于绘画技巧的研究问题，恐怕要追溯到秦汉时期了，而到了魏晋时期，才出现了真正的绘画名家，
如吴道子、顾恺之等，同时这也标志着中国绘画终于走向了成熟。
 以上是一千多年前的艺术大师对早期中国绘画的发展脉络做的一个理论性的总结，在今天看来，它依
然成立。
只是经过考古发现，中国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一定的造型艺术的功底，而彩陶上的绘画以及岩画可以
说是开创了中国绘画之先河。
从那以后，中国绘画形成了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科系，到了盛唐则出现了绘画的全面繁荣。
 唐代的帝王十分重视绘画，认为它能起到“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
因此，在唐朝政权还不很稳固的初期，便涌现出了一大批以政治为题材的图画，它用来为帝王歌功颂
德从而稳定外交关系。
 因此，唐代是人物画的鼎盛时期，它以帝王画为先驱，而后又出现了大量的仕女画，除了反应宫廷贵
族生活外，以宗教为题材的绘画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除此之外，山水画、花鸟画以及界画也都在唐朝时期开始独立发展起来。
总体来说，中国绘画在唐朝出现了一个鼎盛的局面，从此便沿承着自己的特点长盛不衰。
 中国画在世界绘画史上都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它在艺术手法及用笔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的特征。
按照艺术的手法分，中国画可分为工笔、写意和兼工带写三种形式。
工笔就是用画笔工整细致地描绘物象；写意则是相对于“工笔”而言，用豪放简练的笔墨描绘物象的
形神，是以含蓄的意境取胜，意到笔到；兼工带写则是将这两种技法很好地结合起来运用。
 中国早就有“书画同源”一说，这说的其实就是用笔和用墨两方面，这也是同西洋画完全不同的。
在用笔上，中国画讲究通过粗细、疾徐、顿挫、转折、方圆等变化，来体现物体的质感。
古有勾线十八描之说，这是中国画在用笔上的经验总结。
用墨则讲求皴、擦、点、染交互为用，干、湿、浓、淡合理调配来达到效果。
中国书法用墨，作画也用墨，但作画用墨之妙全在于浓淡相生，用墨就相当于西洋画的用色，用得浓
淡相宜，层次相生才好，而这都是中国画独有的用笔之法，也因此才能画出一幅幅意境幽远的中国魂
。
 国画三大科：山水、人物、花鸟 在中国绘画史上，画作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画，
简称国画；另一类传自西方，称为西洋画。
国画与西洋画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作画技法和所选用的材料之上。
例如，中国有水墨画，西方则没有。
 以画作内容划分，国画主要分为三大画科，一是山水画，二是人物画，三是花鸟画。
山水画即是以山川河流等自然景观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国画，例如隋朝展子虔所作的《游春图》，就
是一幅很具有历史地位的山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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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读通中外艺术》是拓展知识、了解世界、博古通今的权威专业家藏本。
它以通俗的语言，通过介绍国画、书法、工艺、建筑、曲艺、音乐舞蹈、雕塑等方面的知识，输理了
中外艺术的关键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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