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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希望读者将由此相信，当今最迫切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我们从往昔承袭下来的某些价值的永久性进
行反思。
这些价值就常常蕴含在伟大的艺术之中。
——E．H．贡布里希《理想与偶像》中文版导言本书首先是为满足美术院校学生研修中国美术史课程
的需要而写的，但我们还有另外一点小小的奢望：把它奉献给对艺术史乃至人文学科感兴趣的其他专
业的学生。
在国内，“美术史”似乎是一个很偏狭的专业，但在国外，许多综合性大学都有美术史系；其主要是
观念不同，我们过去习惯于囿限在“美术”本身，而国外治美术史者多会从“文化”或“人文科学”
的视域来研究美术。
这样的结果是，我们一般学生的古典文化教养往往是有缺陷的。
有感于此，我们更希望本书能激发那些非专业的学生对中国人的艺术故事产生兴趣，并使他们能理解
艺术品作为人类心路历程的体现物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在进入具体章节之前，我们先探讨一些基本的问题，诸如对本学科的认识、对人文学科的特性的思考
、对广阔的文化史领域的遥想等等，这种讨论对于那些不仅仅是为了修完学分，而更希望借此学习而
开拓心智和培养趣味的学生来说，恐怕是有裨益的。
让我们从“中国美术史”这个词组中包含的几个最基本的概念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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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美术史纲》是为满足美术院校学生研修中国美术史课程的需要而写的，我们把它奉献给对
艺术史乃至人文学科感兴趣的其他专业的学生。
在国内，“美术史”似乎是一个很偏狭的专业，但在国外，许多综合性大学都有美术史系；其主是观
念不同，我们过去习惯于囿限在“美术”本身，而国外治美术史者多会从“文化”或“人文科学”的
视域来研究美术。
这样的结果是，我们一般学生的古典文化教养往往是有缺陷的。
有感于此，我们更希望《中国美术史纲》能激发那些非专业的学生对中国人的艺术故事产生兴趣，并
使他们能理解艺术品作为为在心路历程的体现物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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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六节 余论目前学术界有关秦汉思想文化的宏观研究已取得不少成绩，从而为秦汉美术史研究大致确
立了一个历史框架和理论框架，我们对于诸如秦汉人对待灵魂不朽的态度、关于艺术是否服从教化等
问题已有较深入的认识。
了解这些观念对于真正认识一个时代的艺术是极其重要的。
现在的问题是，秦汉虽是大一统帝国，但地区多样性和文化差异性依旧存在，如果把多种多样的文化
和遗址遗物生搬硬套、统统塞进一个空泛的历史框架和理论框架中讨论，难免会有削足适履之憾。
如当前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政治上是“汉承秦制”，而在艺术上则是“汉袭楚风”，而在考古发现
中，楚风之于汉代显然并非绝对的源泉。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过分依赖成文文化、学术文化来进行美术史研究而形成的各种思维惰性，在当
前的美术史研究中确实存在。
秦汉美术史的这种研究状况与秦汉史的研究实在有着很大区别：自唐代以来，《史记》、《汉书》、
《后汉书》成为历代学者眼中的最经典的正史，以至于这三部书的注、疏、辩等著作早已汗牛充栋了
。
现代以来，借助于考古学的发现，可以订正许多文献中的失误了。
这种以考古学材料订正古文献材料的情形是完全可能的，必会有成效的。
但很难设想这一情形会反过来，即今后会有新出的古文献材料来帮助说明出土文物。
这一可能性很小，即使有的话。
带着上述困惑与难题，以下对秦汉美术史研究中两个最令研究者感兴趣也难度最大的问题再作一次最
后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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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美术史纲》自1996年开始组织编写，当时参加讨论的人员及具体分工为：李行远(史前)、李公
明(夏商周、魏晋南北朝)、薜国庆(秦汉)、胡震(隋唐)、黄专(五代宋元)、李清泉(明清)、游铁海、周
启新(附录)。
由于种种原因，个别同志的初稿至2000年初仍未能完成，于是改由李若晴编写所缺的章节。
初稿完成后，鉴于风格和体例等问题，由李公明、李若晴对大部分原稿(除由黄专撰写的宋代绘画部分
以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补充和调整、贯通，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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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美术史纲》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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