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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俞剑华先生已经离开我们整整30年了，为了纪念这位在美术史论园地辛勤耕耘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先辈
宗师，更好地弘扬他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成就，促进中国美术史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南京艺术学院决
定于2009年4月在北京举办“俞剑华国际学术研讨会”。
为了能将这次会议开好，作者们专门组织力量整理、出版了俞剑华先生部分遗著，同时又向海内外美
术史论家约稿出版了这本纪念文集。
所收到的论文都高度地评介了俞剑华先生在美术史论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同时也从不同的角度和视
野揭示了俞剑华的学术特点、治学方法以及独到的理论建树。
俞剑华先生主要从事的是中国美术史论的研究，在这方面，他与一些先辈大师一样具有不可争议的奠
基之功，他的成就无论在原创开发的意义上，还是在格局和规模上，皆为他同时期乃至今天的许多学
者所不及。
在论文中，还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俞剑华学派”的说法。
其实，“学派”的概念既可以从学理上来看待，也可以从原始奠基的方面来考察。
但不管怎么样，俞剑华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在今天已经得以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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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国之前，画史编写，并无严格体例可循。
如果要溯源，最早的画史，当推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而这部编著，除前面的“六论”外，
其实都凭着这位收藏家的爱好，较详地记录了两京寺观壁画和历代画家的传略。
其他如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邓椿的《画继》，主要是一种画家传略的汇编，抑或夹杂一点
画事的掌故而已。
有的著作，名日“画史”或“画史汇传”，实则无异于一种“藏画目”或“画家辞典”的出版物。
严格地说，对如何较适宜地论述绘画在历史上的发生、发展以及在历史上的影响、作用和它自身的演
变规律，这还是我国近百年才注意到的事。
在20世纪，俞老师是一位较早地进行研究，并为后来研究者作出“铺路”的美术史前辈。
俞老师对于画史的编著，秦汉之前，他把文献述及画事的，摘录、汇集成章，如述“三代之绘画”，
他把《左传》、《史记》、《尚书》、《论语》、《周礼》、《孔子家语》、《毛诗》、《说苑》、
《庄子》、《韩非子》以至郦道元的《水经注》等都给以“引其要”，然后加以“集合”、“排比”
，这就较前人的做法，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秦汉之后，画事渐兴，画家多起来，画作影响大起来，对画事的议论也逐渐增加，又如绘画的派
别逐渐产生，分派的议论也因此而复杂。
有从风格分，有从师承分，有从地区分，种种说法不一，又譬如在画学理论上，专论、专著渐多，但
由于议论者的审美情趣不同，论点也就各不相同。
画事的发展，随着时代的进展，势必日益复杂。
因此，如何梳理文献上的画史资料，便成为美术史家的重要任务。
晚明自董其昌等将“画分南北二宗”以后，不少画家、鉴赏家、评论家都继之而全面铺开议论了。
然而，比较科学地进行分析并梳理历代画学上的工作，这在前面已经提到，那还是近百年的事。
　　20世纪的上半叶，或就20年代至40年代而言，当时中国研究美术史的，有一个明显特点，除个别
从事哲学、美学者外，基本上是美术史家，同时是画家，如陈师曾、黄宾虹、秦仲文、潘天寿、郑午
昌、俞剑华、傅抱石等。
他们一边作画，一边进行美术史的著述。
他们有丰富的绘画实践经验，不仅了解历代画家的思想及其活动，而且比一般学者要深入得多。
如俞老师的这部画史著作，很显然，他在某些议论上，就从画家的心态，对历代资料作出了更适合美
术家理解的反复梳理。
正因为他是画家，同时熟识画史资料，所以，对历代绘画风格以及演变论述时，不放过每个画家的一
点长处，所以他的画史著作，能反映出许多画家在画技上的独到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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