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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假如有人问你，世界三大男高音分别是谁？
“扬州八怪”怪在哪儿？
达&#8226;芬奇的名画除了《蒙娜丽莎》还有什么？
《思想者》是谁的作品？
蓝调音乐是种什么音乐？
唐卡是什么？
“京剧”有多少流派？
“第五代导演”是什么意思？
“肥皂剧”如何理解？
⋯⋯这些问题你能答得出来吗？
    本书是艺术基本常识类读本，内容涉及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篆刻、青乐、舞蹈、
戏剧、曲艺、影视、摄影等各个艺术门类，从基本常识、历史沿革，到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及作品等
，包罗万象，精彩纷呈。
我们从浩瀚的艺术知识中，精选出2000个最为基本也最为重要的知识点，博而不乱，浩而不繁，便于
读者在有限的时间内轻松获取知识，提高欣赏、分析各种艺术作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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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绘画　　基本常识　　绘画　　绘画是造型艺术的一种。
是用笔、刷、刀等工具，黑墨、颜料、油脂、溶剂、稀释剂等物质材料，通过构图、造型、线条、设
色、明暗处理等表现手段，在纸木板、纺织品、器皿、墙壁或其他平面上。
绘制可见形象的艺术。
绘画分为东方画系和西方画系。
以中国画为代表的东方绘画，偏重写意传神和线条造型。
传统的西方绘画，以素描为基础，油画为正宗，用近远法、描影法等各种技法精深地画出立体感，注
重形态的写实性，一些西方现代派绘画追求抽象表现．与传统绘画大相径庭。
　　绘画的种类　　按使用的材料、工具、技术的不同．分为水墨画、彩墨画、油画、水彩画、水粉
画、粉笔画、铅笔画、钢笔画、版画、帛画、壁画、镶嵌画、胶画、丙烯画、蜡画、漆画等；按题材
内容的不同。
可分为人物画、风景画、山水画、花鸟画、静物画、动物画、历史画等：按画面形式和功用的不同，
可分为主题性绘画、宣传画、漫画、年画、连环画、组画、装饰画等。
　　绘画小知识　　“近大远小”透视：透视的一种方法，把同等物体近处画得比较大，远处画得比
较小。
这也是最基本的透视手法，近大远小，一方面形成了视觉上的对比、协调，符合欣赏习惯；另一方面
形成了画面的纵深立体感和层次感。
　　十八描：中国传统人物画术语。
以各种类型的线条来描绘古代人物不同质地的衣纹：古游丝描（东晋顾恺之）、琴弦描（五代周文矩
）、铁线描（元代永乐宫壁画）、行云流水描（明代崔子忠）、蚂蟥描（南宋马和之）、钉头鼠尾描
（清代任伯年）、混描、撅头描（南宋马远）、曹衣描（北齐曹仲达）、折芦描（南宋人物画）、橄
榄描（元代颜辉）、枣核描（明清写意人物画）、柳叶描、竹叶描（南宋院体人物画）、战笔水纹描
（五代周文矩、贯休）、减笔描、枯柴描、蚯蚓描。
　　三白法：是中国仕女画的一种特殊技巧，指用较厚的白粉将人物的额、鼻、下颏染出，表现人物
面部三个受光的凸出部分，同时又能表现古代妇女施朱粉“盛妆”的化妆效果。
　　小品：也叫“宋人小品”。
语出佛经，佛家称详本为“大品”，’简本为“小品”。
小品画盛行于宋代。
是宋代绘画艺术的缩影。
　　工笔：工笔又称“细笔”。
与写意相对，用笔工整细致．敷色层层渲染，细节明彻入微，讲究用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绘物象，从而
形成精巧细密的风格。
　　干壁画技法：壁画技法，直接在干燥的灰泥或是微微潮湿的熟石灰上上色作画。
　　飞白：飞白原指枯丝平行、转折处笔路毕显的书法字体。
后用于绘画，指用干枯笔触来描绘的绘画方法。
　　不透明色彩：不透明的颜料。
比如水粉，它能够覆盖遮蔽下层的颜色。
　　丹青：中国古代绘画常用朱红、青色等。
故称画为“丹青”。
其意有二：一指画色，二指绘画艺术，均可称“丹青”。
　　书画同源：指书画相同。
由唐代张彦远提出。
认为书画“异名而同体”、“同源而异体”。
从而提高了绘画的地位。
元代赵孟頫作了进一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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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二者的用笔方法和功力相通。
　　六法论：由南齐谢赫提出的品论人物画的六条标准法则。
具体是：气韵生动、骨法用笔（指用笔要见功力）、应物象形（指通过严格忠实于对象的客观描绘来
传达对象的神采）、随类赋彩（指在色彩上达到应物象形）、经营位置、传移摹写（包括复制画作以
及摹写等）。
　　六彩：中国画技法语。
清唐岱《绘事发微》“墨色之中，分为六彩。
何为六彩？
黑、白、干、湿、浓、淡是也。
⋯⋯墨有六彩．而使黑白不分，是无阴阳明暗：干湿不备，是无苍翠秀润；浓淡不辨，是无凹凸远近
也”。
　　双钩：中国画技法名。
用线条勾描物像轮廓叫做“勾勒”。
因基本上是用左右或上下两笔勾成的，故又称“双勾”。
通常用于工笔花鸟画。
书法家的一种执笔法。
　　尺副：有效的基底的比例和尺寸。
　　水性材料：是绘画中出现最早的媒介剂材料。
在油画中，一般以水、树脂或动物胶等天然的物质作为颜料的稀释剂和黏合剂，具有取材简单、使用
方便的特点。
从表现效果看，比较流畅、自由，可产生明快、透明的艺术效果。
　　风格：风格是指艺术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代表性特点，也就是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显著性标志。
一般都包含了艺术家独特的创作思想和个性化的艺术特色。
在漫长的绘画史上，曾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绘画风格。
　　丙烯颜料：含有丙烯树脂的颜料。
　　兰叶描：体现衣纹曲折向背的复杂变化的技法，形如莼菜条，方圆凹凸．磊落疏放。
　　写生色彩：绘画术语，相对于装饰色彩而言。
主要指物体在不同光照条件下客观色彩的变化以及色彩彼此之间的相互衬托、影响所产生的各种色彩
变化和协调。
写生色彩是绘画的基础色彩。
构成了画面的主色调。
　　写意：中国画的一种技法。
用简练概括的笔墨，着重描绘物象的意态神韵，又称“粗笔”。
　　凹凸起皱：画纸质地疏松，或是未能充分拉伸，在这样的表面上涂色层所导致的凹凸起皱的效果
。
　　平衡：在一件艺术作品中。
通过恰当的形态分布和色彩的安排表现出一个和谐的整体。
　　本色：一个物体或一块表面未受到光、影或是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的真实的颜色。
比如，即使是在一片紫色的阴影下。
胡萝卜的本色始终是橙色。
　　正面律：古埃及浮雕和绘画中坚持的一个共同程式。
人物头部以正侧面表现，眼睛、肩为正面，腰部以下为正侧面。
其目的在于使人物能够最具完整性地显现。
正面律是古埃及绘画中最为显著的特点。
是与古埃及的宗教信仰、生死观念相一致的。
　　白描：中国画的一种技法。
用单线勾描物象．不施色彩．完全依靠线来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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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略用淡墨渲染的。
　　交叉影线法：密集平行的几组平行线从不同的角度相互交叉，来塑造立体感，表现色调。
　　传神：图绘人物，能生动地传达其神情意态。
在文学和戏剧艺术上，对人物表现得神情生动，亦称传神。
中国肖像画的传统名称。
源于顾恺之“传神写照”一语。
亦名“写照”、“写真”。
　　传神论：中国画重要的理论支柱之一。
由东晋顾恺之最早提出，强调“以形写神”、“迁想妙得”。
开始专指人物画，以后逐渐扩大到花鸟画、山水画，其后的诸多理论都建立在此基础上，可见其影响
之大。
　　光源色：是指物体在某种光线（太阳光、月光、灯光、烛光等）的照射下所产生的色彩。
物体会随着光线位置、时间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变化。
比如物体在烛光下、月光下、太阳光下的不同色彩表现和各自独特的艺术效果等。
拉图尔的“夜间画”就是光源色运用的典型例子。
　　后退效果：通过透视的方法和色彩的运用使得物体显得退向远处。
　　红绘：古希腊时期在黑色泥胎上用红漆描绘人物、动物和种种纹样的绘画技巧。
　　色料：所有绘画颜料中的上色物质，传统上它是从自然物中提炼制造出来的．现在也可以从人造
物中提取。
这个词也指具体的粉状或是干燥的色料。
　　色调：画的色调是指一幅画的色彩在亮度、冷暖、色相、纯度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总的基调或倾
向，也指一幅画的主要色彩效果。
是一幅画的总体面貌。
画中的色调必须和画面的氛围一致，否则就会产生紊乱和不协调的感觉。
　　色彩的冷暖：色彩的冷暖受个人生理、心理以及固有经验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是一个相对感性的问题。
色彩的冷暖是互为依存的两个方面，相互联系。
互为衬托。
并且主要通过它们之间的互相映衬和对比体现出来。
一般而言，暖色光使物体受光部分色彩变暖。
背光部分则相对呈现冷光倾向。
冷色光正好与其相反。
　　色彩的组成：作为造型艺术之一的绘画主要是由色彩和形体两大部分组成，这两部分相互联系、
互相依存。
共同构成了绘画的基本要素。
绘画中的形体色彩主要来自构成色彩关系的三方面，即物体的固有色、光源色和环境色。
它们在绘画中互相影响、互相衬托，共同构成了画面上绚丽多姿的色彩。
　　体积感：是指画中所描绘的物体给人的一种占有立体空间的感觉。
绘画是造型的艺术。
画家通过对物体本身结构的把握。
在画面上以不同的角度、方向勾勒出它的轮廓。
为了达到准确和逼真，需要在平面上表现立体的形象，从而就自然有了体积感的效果。
在绘画中对被画物体的结构特征以及体面关系进行分析和准确把握，是形成体积感的必要步骤。
　　吴装：中国画的一种淡着色风格。
相传始于唐吴道子的人物画。
故名。
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论吴生设色》“尝观（吴道子）所画墙壁卷轴，落笔雄劲而敷彩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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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或有墙壁间设色重处，多是后人装饰。
至今画家有轻拂丹青者，谓之‘吴装’（原注：雕塑之像，亦有吴装）”。
后亦引申其义称浅绛山水画为“吴装”。
　　层次渲染：色彩由亮到暗的渐变，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的界面。
　　没骨：没骨指不用墨线勾勒而直接以彩色描绘物象的国画技法，相传是南朝书画家张僧繇所创。
比如，五代用青、绿、赭等色，染出丘壑树石的山水画．称为“没骨山水”，也叫“没骨图”。
　　肖像画格式：一幅高长于宽的画。
　　乳剂材料：是一种融合了水性和油性成分的混合型材料，兼有水性和油性材料二者的优点。
比如干燥快、可以作不透明厚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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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采撷中外艺术精华，共享多彩艺术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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