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

13位ISBN编号：9787532539444

10位ISBN编号：753253944X

出版时间：2005-4

出版时间：第1版 (2005年4月1日)

作者：富田升

页数：337

字数：2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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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

内容概要

展呈在您面前的这本著作，是“中国文化研究文库”中的一种。
这套文库诞生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每部著作都凝聚着作者对历史的思考，同时寄托着对未来的憧憬
。
我们期盼在国际化进程日新月异的今天，这些著作会给您带来知识的愉悦和人生的启迪，希望您长久
地喜欢她：呵护她。
    本书以近代中国的大量文物流失海外为背景，从中国文物流向日本的各种途径及其后的流转方式和
流转过程着手，将之与日本煎茶道器具的碰撞、融合、超越为基本的研究路径，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
的这一特殊视域中，成功揭示了中国文物在近代日本流转过程中如何超越了原本被接受的基础--煎茶
道的中国文物之文人趣味，成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中国美术鉴赏，并最终对近现代日本的美术创作乃
至美术鉴赏产生重要的作用。
该书视角新颖，在大量图片与表格的基础上，福田教授还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论述了著名的山中商会在
该流转过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这是一本极具学术价值的研究中日文化交流的著作。
本书全面阐述了中国文物在近代日本的流转背景、形成原因及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流畅的文字表达，
再配以精美的图片，使中国文化的精要跃然纸上。
书中对中国古陶瓷、青铜器等艺术品的描述，使我们不禁对中国博大精深的文明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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