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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欣赏和学习中国画，离不开对画史上经典名作的了解。
中国画的历史源远流长，由于种种原因，古代流传至今的绘画名作非但数量十分稀少，而且散佚于世
界各地。
缘于此，我们编辑了这套《国宝在线》丛书，按绘画题材，风格技法等要素重新进行分类，将中国画
史上的国宝级名作聚于一堂，精心印制，并尽量放大至原寸，为学画者提供了下真迹一等的范本。
此外，我们还对书中收入的每一幅名画进行了详尽的介绍与分析，叙述这些流传千年的国宝背后的故
事，并插入与之相关的其他名画的照片与材料，为广大喜爱的中国艺术的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欣赏素材
和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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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人与动物的关系有时能够存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
上古洪荒年代，人在任何方面部不比动物占多少优势，其时资源仃限，为了生存下去，只能弱肉强食
，遵循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
所以，那时的人与动物是相互竞争的对手，人对动物既敬且畏，青铜器上的饕餮兽纹，墓室帛画中野
兽吃人的场景，神话传说中杜撰出的各种各样狰狞而神奇的珍禽异兽，无不生动地体现这样一种关系
：由于陌生而产生神秘。
　　然而，人渐渐变成了可以主宰自己甚至是其他动物命运的万物之灵，惊人的创造力使他们征服了
自然——当然也包括自然界的各种动物。
物质资源逐渐丰富起来，简陋的存身之所成了飞檐重壁、雕梁画栋的建筑物；轻软舒适的丝麻绸缎取
代了粗硬的织物；对食物的需求也从仅求果腹变成食不厌精；规模玄人、设施齐全的繁荣城市出现了
，面城市中央的宫殿也更加美轮美奂，宛如人间天堂。
帝王贵胄在这里过着奢华的生活，温饱之余，他们追求各种各样不同的享受，时时刻刻不忘记向别人
展示自己的生活是如此精致优雅，富有高尚的品位与情趣。
远占的洪水猛兽早已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现在他们的兴趣集中到了那些温顺无害，乖巧可爱的小动
物身上。
他们或者精心地喂养它们，给予它们很好的照顾，同时尽情欣赏它们的活泼情态，或者把一此美好的
期望寄托在它们身上，使其成为某种特别情感的象征，温驯可爱的动物从此成了人们奢侈品和欣赏的
对象。
很难说人与动物的这种关系是否正确，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之间究竟应该维持怎样的关系。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豢养宠物蔚为风气的时代，社会必然是安定的，人们的生活也必定是富足的。
　　公元十二、十三世纪，南宋时的都城临安是当时世界上最人、最富庶的人都会，中华文明正处于
文化昌明的顶峰。
根据史料可知，即使在蒙古人灭宋之初，这种情形亦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在这样一个繁华而富庶的时代，人们沉浸在各种奢华而精巧的享受之中，宠爱小动物的风气盛极一时
。
这一时期留下了许多描绘动物的绘画作口凹就是人们这种喜好的明证，在这些精致可人的画作中，我
们不仅可以解读出有关艺术及艺术史的种种问题，还能够管窥当时的社会风俗与人们的生活习惯。
　　两宋时期，是中国写实绘画进入高峰的时代，画家们致力于完美地再现客观物象，他们深入山林
渊泽，有的甚至就定居在那里，仔细观察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不愿意放过哪怕是最微小的细节，他们
对于细部描绘有着近乎执着的追求，不但要求准确无误，甚至还要表现某些特殊的、几不为人知的规
律。
在当时的绘画科目之中，将此种求真精神发挥到极致的要算是走兽一门。
日常所见的动物，若有所差错，最易被人察觉，而山林之中的动物平日一见已属难能，更何况要留其
影于绢素。
然而，就在西方世界的艺术尚未挣脱中世纪蒙昧的时候，中国古代的画家已经用毛笔与绢纸将一个个
生灵的影像最真切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紧接着两宋的元朝，是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时期，社会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这种变化波及艺术
，使绘画走向了写实以外的另一个方向。
不过人们描绘动物的热情却似乎并未减退，只是相比于前朝，似乎生活在山野中的动物比人工豢养的
宠物更受到画家青睐，画家也更喜爱用一种较为轻松的笔调来描绘它们。
　　与山水、人物等其他绘画科目相比，走兽一门在画坛并不起眼，然而它却是中国艺术史上不可或
缺的一个品种，尤其是宋元这两个时代的走兽画。
这些作品，见证了中国写实绘画曾经到达过的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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