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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仕女画作为人物画之独立一科，可谓异彩纷呈，创造了环肥燕瘦、风格各异的女性形象。
这种风格上的变化既是艺术自身内驱力的推动，也是世风变化的影响所致。
王宗英的《中国仕女画艺术史》以历代仕女画为文本，深入到有关性别结构的社会关系发展史中，运
用美学、图像学、社会学、女性学、历史学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探讨艺术风格的变化。
《中国仕女画艺术史》在撰写方式上，突破叙述型模式，以研究和论证作为基点，史论结合，力图突
破传统的“以史证图”的观念，强调“以图鉴史”的新艺术史观，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丰富的数据
说明以及具体直观的图像资料构成仕女画发展史的具体图景。
这是“新艺术史学”研究的趋势，对国内美术学研究的发展与领域拓展具有一定的参照价值，也为艺
术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具体化的经验实证与基础性的方法尝试，具有实验与开拓价值。
女性图像文本是当下艺术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20世纪的女权运动使重写历史成为性别研究的目标之一。
70年代以前，女性研究主要偏重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考察。
70年代以后，随着“新艺术史”运动的发展，女性研究逐渐拓展至艺术史领域，研究者开始关注与重
估女性创作者在艺术史上的地位与价值，并进而探讨传统美术中作为图像存在的女性形象变迁史。
在这一研究潮流中，女性图像文本纷纷被纳入到艺术史研究的视野，而中国仕女画也成为研究者关注
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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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仕女画从产生到近代，在风格上出现了诸多样式，从六朝的秀骨清像、面短而艳，到唐代的
丰肥腴丽，再到宋代的端严秀丽，延及明清的弱不禁风，可以说风格各异，各有特色。
这种风格上的变化既是艺术自身内驱力的推动，也是世风变化的影响所致。
本书着重从社会学的角度，运用学科交叉的方法探讨艺术风格的变化，通过对各个时期社会风气、对
女性的审美态度，以及由此导致的绘画美学思想的变化进行分析，研究社会的因素如何对仕女画的审
美发生作用，导致其风格不断发生变化，继而对仕女画风格的文化内涵、审美价值等进行深入探讨。
剖析仕女画风格的文化内涵，就会发现仕女画的风格变化是社会需求的必然反映，而仕女画的本质其
实就是男性的艺术，中国古代仕女画的作者大部分是男性，体现的是男性的审美标准和世俗的要求，
并伴随着弱化与奴化女性的过程。
虽然仕女画风格经历了诸多变化，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历代仕女画创造了诸多经典的女性审
美样式，其中体现了无法压抑的女性审美和古典美学价值，并昭示了女性解放时代的来临。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仕女画艺术史>>

作者简介

王宗英，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博士，东南大学艺术学博士后，现任教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生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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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仕女画风格史略　第一节　从秀骨清像到面短而艳——六朝  　一、六朝仕女画的形象
特征  　二、六朝仕女画的情境特征  　三、六朝仕女画的表现形式　第二节　丰肥腴丽——隋唐五代  
　一、隋唐五代仕女画的形象特征  　二、隋唐五代仕女画的情境特征  　三、隋唐五代仕女画的表现
形式　第三节　端严秀丽——宋元  　一、宋元仕女画的形象特征  　二、宋元仕女画的情境特征  　三
、宋元仕女画的表现形式  第四节　风露清愁——明清    一、明清仕女画的形象特征    二、明清仕女画
的情境特征    三、明清仕女画的表现形式第二章　仕女画风格演变的背后  第一节　禁锢与开化    一、
六朝对于女性的社会风气    二、六朝仕女画家的处境    三、六朝对女性的审美理想  第二节　  自由的
张扬人性的复归·    一、开放的社会风气    二、隋唐五代仕女画家的处境    三、隋唐五代对女性的审
美要求  第三节　文人文明的统治    一、宋代的重文轻武和元代的文人隐居    二、礼教的强化和对女性
的拘束    三、世风影响下对女性的审美理想　第四节　礼教化之后  　一、明清的礼教苛制  　二、明
清文人的处境与人格变异  　三、明清世风影响下的绘画美学思想第三章　仕女画风格的文化内涵　
第一节　社会的需求　第二节　男性的艺术　第三节　女性的弱化与奴化第四章　仕女画的美学价值 
第一节　无法压抑的女性审美  第二节　遮掩之下的女性人体审美  第三节　思想解放的晨曦  第四节　
仕女画的美学价值结论参考文献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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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总之，春秋到两汉出现了许多以女性为题材的绘画，这些女性形象有的是女神崇拜的产物，如
西王母、织女、嫦娥，有的是作为陪衬出现的，有的是作为丧葬的法器，有的是写实的肖像画，还有
的是宣传封建伦理的产物。
其后，北魏又有木板漆画《舜后母烧廪》、《帝舜妃娥皇女英》等等，都可以算作仕女画的早期表现
形式，正是绘画中这些女性形象的出现，汇成了后世仕女画的洪流，并为其走向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历史进入东晋，此时人物画的发展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技法经验，仕女画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以顾恺之为代表的人物画家创作出了《洛神赋图》、《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等一系列具有很
高艺术水准的仕女画。
此时的仕女画与其他类型人物画的分界并不明显，创作目的是早期艺术的成教化、助人伦，受当时宗
教等因素的束缚，承袭了人物画秀骨清像的特征，独立特色不是很突出，这决定了此时期仕女画的局
限性。
唐代以来，仕女画得到空前的发展，以张萱、周防为代表，描绘的贵族妇女，成为仕女画的典范，达
到了仕女画发展史上的顶峰。
宋元承接唐代仕女画余韵，但已失去了唐代的气势，在仕女画创作的数量和质量上均有所下降。
明清两代，以仇英、唐寅、陈洪绶、焦秉贞、俞集、费丹旭、改琦等人为代表，领导了仕女画史上的
又一个高峰。
而此时仕女画的各种表现手法也得以完善，出现了专门的仕女画家，并形成各自独特的门派、画风。
明清时期人物画创作已经非常成熟，中国传统的人物画技法，无论是写实还是写意，都已经达到了相
当的高度，间以西洋技法的传人，仕女画发展到了一个该归纳总结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画家们把中国传统人物画技法的精髓加以融合提炼，归结出十八描等优秀技法，创造了柔
弱的病态美模式，但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仕女画的程式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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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仕女画艺术史》：绘心·文心艺术学博士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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