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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反传统绘画理论图书以大量文字为主及阅读枯燥乏味的现象，将中国由春秋至清代的书画名
家名篇中最能体现中国绘画精髓的近250余篇选段逐一整编、归类、翻泽、注释和索引，试图能符合当
代人阅读习惯的方式，改变中国绘画理论给人难以理解的印象，使广大中国画艺术爱好者、高校师生
能快速地将中国历代重点画论一网打尽，提升书画审美能力。
《中国古代绘画理论解读》亦可作为艺术理论专业与中国画专业学生的理论辅导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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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孔子观乎明堂[1]，睹四门墉[2]有尧舜[3]之容，桀纣[4]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
又有周公相成王[5]，抱之负斧康[6]，南面以朝[7]诸侯之图焉。
孔子徘徊而望之，谓从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
”　　--春秋·佚名《孔子家语·观周第十一》　　[注释]　　[1]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
　　[2]墉：墙壁。
　　[3]尧舜：尧、舜代表贤德的君主。
尧，姓伊祁，名放勋，史称唐尧。
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后来禅位给舜。
舜，尧的继承人，部落联盟领袖。
　　[4]桀纣：桀、纣代表昏庸暴虐的君主。
桀，夏朝最后一位君主，被商汤所灭。
纣，商朝最后一位君主，被周武王所灭。
　　[5]周公相成王：周公，西周初年政治家，周武王之弟，名旦，亦称叔旦。
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之北），称为周公。
曾助武王伐纣，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摄政。
相传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主张“明德慎罚”。
其言论见于《尚书》。
　　[6]斧扆：亦作“斧依”。
古代帝王置于堂上的类似屏风一样的器具。
因上有斧形纹而名。
《逸周书·明堂解》：“天子之位，负斧扆南面立。
”负斧扆被引申为帝王就位的意思。
　　[7]朝：朝见。
古代诸侯见天子，臣见君的统称。
　　译文：　　孔子参观帝王的名堂，看到四周墙壁上有尧舜善良正义的画像和桀纣残暴邪恶的画像
，具有用来告诫朝代兴废的含义。
还有周公辅佐成王，抱着成王接受分封诸侯朝见的画面。
孔子望着这些画徘徊了很久，对随从们说：“这就是周朝所以兴盛的原因啊，⋯⋯犹如拭明镜以观察
形貌一般，追溯过往的历史才能让人明白今天的处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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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绘画理论解读》辑选了部分画论，将其分为五个方面，也即拟人化的画论、品鉴的画
论、绘画创作论、绘画功能论以及诗书画论五章进行归纳、翻译与总结，然而，选编这本书的目的不
仅仅在于对中国古代画论的解读。
随着对传统艺术的逐渐重视以及艺术教育的逐步普及，今天的艺术工作者与艺术爱好者对于传统的绘
画理论有了更多的需求，追古知今，古代绘画理论对于了解传统绘画技法、领悟传统文化精髓具有一
定意义。
此外，今天的读者开始对艺术与传统文化出现较为普遍的追求，着实令人欣喜，而本书的编撰目的，
则在于力图将古代画论的经典之见以及其背后所呈现的艺术文化特色，展示给艺术学习者以及爱好艺
术的广大读者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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