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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术观察：美术史论卷》在美术刊物越来越多，艺术媒体种类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当
下，《美术观察》之所以能立于艺坛学林，不断发展壮大并形成品牌，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它有着一以
贯之的办刊思想和学术品格，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始终贴近现
实，牢记观察美术的使命和职责，始终坚持“用观察家的眼光审视美术，用美术家的眼光观察世界”
的办刊宗旨，始终站在学术前沿，敏观锐察各种美术现象，从文化发展战略高度，紧紧抓住事关美术
发展的重大问题和焦点问题进行分析评判。
顾名思义，《美术观察》就是要及时敏锐地观察美术现状，及时发现问题和设法解决问题。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深化，当代美术领域呈现出许多新的现象和问
题，为了美术的健康发展，急需从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角度对新出现的现实问题作出分析、阐释和判断
。
《美术观察》不辜负时代重托和人民的期望，积极而负责任地承担起观察美术的重任。
从创刊号开始，就紧密联系当代美术的实际状况策划选题，既突出审时度势的现实针对性，又从学术
层面进行分析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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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歧视与女性主义艺术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术史论卷>>

王朝闻美学思想述评
“人为事物”的科学：设计“设计学”
京派和浙派--南北美术教育中人物画体系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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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商代到西周初期的鼎类，有四种基本的造型样式。
即：圆腹柱足鼎、分裆鼎、扁足浅腹鼎和方鼎。
在鼎的发展过程中，真正摆脱了陶鼎的造型设计规范，创造性地从青铜材料自身的特性出发设计出的
新造型样式是方鼎。
原始社会晚期，南北各地的陶鼎样式很多，其基本造型特点是在各类不同形的钵、盆、罐体下加三足
。
方鼎的样式不是自陶鼎借鉴来的，更大的可能是受到了竹、木器造型的启发。
但无论如何，应该说，方鼎的造型是一种新的创造。
 圆腹鼎的造型与陶鼎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其发展的轨迹是腹部由深渐浅，足部由短渐长。
鼎耳，这一新增加的造型因素曾经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
即由于铸造时分范的限制，鼎耳与三足难以取得对称，而不对称的造型，在视觉效果上会产生令人遗
憾的残缺感。
 商代早期的圆鼎耳与足的关系，是一个足在一只鼎耳的垂直线下，其余两足则分列于另一鼎耳的两旁
。
它缺少一个理想的两耳与三足对称配置的正视造型效果，当两耳取正时，三足不对称，三足对称时，
两耳又在正中重叠。
其原因在于当时铸造的分范方法受到限制。
即与器物的三只足相应，外范只用三块壁范，连耳通足直达器底中心部位。
这种分范方法被称做"壁范过足包底铸法"，所铸出的器物，足多呈锥形，中空。
同时期三足的，酒器斝和爵也都是以这种方法铸造的。
应用这种铸造方法制造的最大的圆鼎是郑州饕餮纹大圆鼎，通高77.3厘米，重约33公斤，体量巨大，
但同样存在不够对称的缺点，且锥状的足和单薄的口沿等细部也使造型欠缺庄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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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术文丛:美术史论卷》用观察家的眼光审视美术，用美术家的眼光观察世界；全景展现当代美术的
发展始末，点滴记录美术学人的探索历程；美术家、美术院校师生、美术研究工作者及业余爱好者必
备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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