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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傅雷先生年轻时受聘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期间，时任美术史课教席，对其讲稿整理、补充后于一九三四
年成书，书中围绕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近二十位大师及其名作，讨论从艺术风格延至人格操守，生动洗
练，深入浅出。
原书手稿于1979年春傅雷先生遗物中发现，1985年，由北京三联出版。
作为一本重要的艺术普及读物，本书仅彩图版便重印九次，历二十余年长销不衰，成为引领一代青年
热爱艺术的经典之作。
本次的重编本，在原插图珍藏本基础上，调整配图，删去讲稿中未涉及的图录，重配大师画作三百余
幅，紧扣每讲内容，或全貌、或局部、或对比，形象解读、感性表达，易于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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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雷(1908-1966)，我国著名文学艺术翻译家、文艺评论家。
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
翻译生涯历三十年代载，翻译作品达三十四部，主要有罗曼·罗兰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
传记《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米开朗琪罗传》，巴尔扎克名著《高老头》、《欧也妮·葛
朗台》、《贝姨》、《邦斯舅舅》、《亚尔培·萨伐龙》、《夏倍上校》、《搅水女人》、《都尔的
本堂神甫》、《幻灭》、《赛查·皮罗多盛衰记》、《于絮尔·弥罗埃》，伏尔泰的《老实人》、《
天真汉》、《查第格》，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名著《艺术哲学》等名著十五部；
译作约五百万言，现已全部收录于《傅雷译文集》。
近年来，他的遗著《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家书》等也深受读者喜爱，一版再版，一百余万
言的著述也已收录于《傅雷文集》。
傅雷先生为人坦荡，性格刚毅，在“文革”之初即受冲击，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与夫人朱梅
馥女士双双愤而弃世，悲壮地走完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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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与傅雷先生 序 第一讲 乔托与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第二讲 多那太罗之雕塑 第三
讲 波提切利之妩媚 第四讲 莱奥纳多·达·芬奇（上）       《瑶公特》与《最后之晚餐》 第五讲 莱奥
纳多·达·芬奇（下）        人品与学问 第六讲 米开朗琪罗（上）        西斯廷礼拜堂 第七讲 米开朗琪罗
（中）        圣洛伦佐教堂与梅迪契墓 第八讲 米开朗琪罗（下）        教皇尤里乌斯二世基与《摩西》 第
九讲 拉斐尔（上）       《美丽的女园丁》与《西斯廷圣母》 第十讲 拉斐尔（中）        梵蒂冈宫壁画—
—《圣体争辩》 第十一讲 拉斐尔（下）          毡幕图稿 第十二讲 贝尔尼尼          巴洛克艺术与圣彼得大
教堂 第十三讲 伦勃朗在卢浮宫         《木匠家庭》与《以马忤斯的晚餐》 第十四讲 伦勃朗之刻版画 第
十五讲 鲁本斯 第十六讲 委拉斯开兹          西班牙王室画像 第十七讲 普桑 第十人讲 格勒兹与狄德罗 第
十九讲 雷诺兹与庚斯博罗 第二十讲 浪漫派风景画家 编校后记 吴甲丰 人名译名原名对照表简介 人名
原名译名对照索引 插图重编本后记 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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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年来国人治西洋美术者日众，顾了解西洋美术之理论及历史者寥寥。
好骛新奇之徒，惑于“现代”之为美名也，竞竞以“立体”“达达”“表现”诸派相标榜，沾沾以肖
似某家某师自喜。
肤浅庸俗之流，徒知悦目为美，工细为上，则又奉官学派为典型：坐井观天，莫此为甚！
然而趋时守旧之途虽殊，其昧于历史因果，缺乏研究精神，拘囚于形式，竞竞于模仿则一也。
慨自“五四”以降，为学之态度随世风而日趋浇薄：投机取巧，习为故常；奸黠之辈且有以学术为猎
取功名利禄之具者；相形之下，则前之拘于形式，忠于模仿之学者犹不失为谨愿。
呜呼！
若是而欲望学术昌明，不将令人与河清无日之叹乎？
　　某也至愚，尝以为研究西洋美术，乃借触类旁通之功为创造中国新艺术之准备，而非即创造本身
之谓也；而研究又非以五色纷披之彩笔由肖马蒂斯、塞尚为能事也。
夫一国艺术之产生，必时代、环境、传统演化，迫之产生，犹一国动植物之生长，必土质、气候、温
度、雨量，使其生长。
拉斐尔之生于文艺复兴期之意大利，莫里哀之生于十七世纪之法兰西，亦犹橙橘橄林之遍干南国，事
有必至，理有固然也。
陶潜不生于西域，但丁不生于中土，形格势禁，事理环境民族性之所不容也。
此研究西洋艺术所不可不知者一。
　　至欲撷取外来艺术之精英而融为己有，则必经时势之推移，思想之酝酿，而在心理上又必经直觉
、理解、憬悟、贯通话程序，方能衷心有所真感。
观夫马奈、凡·高之于日本版画，高庆之于黑人艺术，盖无不由斯途以臻于创造新艺之境。
此研究西洋艺术所不可不知者二。
　　今也东西艺术，技术形式既不同，所启发之境界复大异，所表白之心灵情操，又有民族性之差别
为其基础。
可见所谓融合中西艺术之口号，未免言之过早，盖今之艺人，犹沦于中西文化冲突后之漩涡中不能自
拔，调和云何哉？
矧吾人之于西方艺术，迄今犹未臻理解透辟之域，遑言创造乎？
　　然而今日之言调和东西艺术者，提倡古典或现代化者，固比比皆是，是一知半解，不假深思之过
耳。
世惟有学殖湛深之士方能知学问之无穷而常惴惴默默，惧一言之失有损乎学术尊严，亦惟有此惴惴默
默之辈，方能孜孜矻矻，树百年之基。
某不敏，何敢以此自许？
特念古人三年之病必求七年之艾之训，故愿执斩荆棘，辟草莽之役，为艺界同仁尽些微之力耳。
是编之成，即本斯义。
编分二十讲，所述皆名家杰构，凡绘画雕塑建筑装饰美术诸门，遍尝一脔。
间亦论及作家之人品学问，欲以表显艺人之操守与修养也；亦有涉及时代与环境，明艺术发生之因果
也，历史叙述，理论阐发，兼顾并重，示研究工作之重要也。
愚固知画家不必为史家，犹史家之不必为画家；然史之名画家固无一非稔知艺术源流与技术精义者，
此其作品之所以必不失其时代意识，所以在历史上必为承前启后之关键也。
　　是编参考书，有法国博尔德（Bordes）氏之美术史讲话及晚近诸家之美术史。
序中所言，容有致艺坛诸君子于不快者，则惟有以爱真理甚于爱友一语自谢耳。
　　后记　　傅雷先生遗留下一部稿件，是一册厚厚的、以“十行笺”订成的本子，以流利而清秀的
毛笔字写成，题名《世界美术名作二　十讲》。
　　这部稿件成于三十年代之初，　直未曾全部发表。
去年(一九八三)我受三联书店的委托，为此稿做一些校订工作，得以逐字逐句细读，从而受到许多教
益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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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讲稿不是美术通史或断代史，而是凭借各种名作讲解西欧二十多个重要美术家的艺术与事迹
。
从年代上说，是从十二、十三世纪(文艺复兴的初期或“前奏”)讲到十九世纪中叶，大约跨越五百多
年。
西欧美术以“写实逼真”著称于世，而这五百多年正是西欧写实美术(尤其是绘画)充分发展而形成体
系的时期。
这种崇尚写实的美术在古代的希腊、罗马已有很大的发展和很高的成就(尤其是雕刻)，但泛称为中世
纪的艺术却有一个转折：在这段长达千载的漫长时期中，西欧美术对于希腊古典传统的继承若即若离
，却吸收、融合中近东与“诸蛮族”的艺术因素，形成许多独特的风格(般的说，重视装饰美而不很重
视写实。
)过去很多西方美术史家由于推崇古希腊与文艺复兴，相对地轻视中世纪的美术。
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又有一些学者和艺术家重新估价过去的美术，认为中世纪美术也有很高的审美意
义和艺术价值；个别学者甚至将中世纪置于古希腊与文艺复兴之上。
至于　二十世纪，西方美术又出现了许多标新立异的“现代诸流派”，那又是一个很大的转折，而从
美术发展史的观点看，这种转折是势所必然的。
我们中国人从东方看西方，应该看得客观　些，对于西欧各个时期的美术不必存孰高孰低的先入之见
；不过我始终认为，发源于古希腊而在文艺复兴期重新发展起来的“写实美术体系”，应该受到我们
充分的重视，今后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但一提“写实”，又容易作粗浅的理解，甚至引起误会。
如果认为“写实”仅仅意味着把客观事物描绘(或塑造)得一模样，能够像照相(或蜡像)那样“欺目乱
真”，那就是对西欧写实美术莫大的误解，甚至是贬低了它的价值。
不错，焦点透视学、人体解剖学、明暗投影、色彩变化等等法则，都是两欧美术家通过实践，结合自
然科学而建立起来的技法理论，对于世界文化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西欧的写实美术又并非仅仅以这些技法理论与“逼真”的描绘、塑造取胜，而是另有十分丰富的内
容。
例如，希腊古典时期(约公元前五世纪至四世纪)的人体雕刻，表现骨骼、肌肉的形态与结构已达到惊
人的精确程度，但古希腊的雕刻大师又并非仅仅着眼于写实逼真，而是更重视人的形体之美(健美的体
格、合度的比例、生动美妙的姿态等等)，借以表现古希腊人对于宇宙、人生的理想。
文艺复兴期的艺术家重新恢复古希腊的写实而发扬之，却也同时继承了古希腊重视形体之美的思想；
尤其是拉斐尔，画的是圣母，却贯注以异教(古典希腊)的精神，致力于人物形象的理想美。
这种精神一直在西欧美术家中传播着。
至于芬奇之深沉、渊博，米开朗琪罗之雄伟、激荡，似乎又不受古典希腊与文艺复兴期(他们的“当代
”)的局限。
　　再说十七世纪，西欧的写实美术又进入另一境界。
以绘画论，这时期应以鲁本斯(佛兰德斯，今比利时)、委拉斯开兹(西班牙)、伦勃朗(荷兰)三家为代表
；因而傅先生也把他们作为重点而评介。
三人各具独特的风格，而与上一代比较，他们义有共同的时代特征：总的说来，写实的对象扩大了，
画中的情境也更加丰富多样，出现了更细致更微妙的戏剧性，增加了更浓厚更亲切的人间味。
油画的写实技法也大有进展：如果说文艺复兴期的写实手法偏于刻画分明、平衡严整，则鲁本斯等三
家已倾向于以变幻的明暗、丰富的色彩表现形体与气氛。
西欧美术发展到十八、十九世纪，更有许多曲折、微妙的变化与发展；事实上，连“写实”这个概念
也在不断变化，因为每个时代，甚至每个美术家，对于所谓“写实”都可以有各自的理解。
　　傅先生在《讲稿》中没有大量列举家派与作品，而仅仅是选择有代表性的加以评述，但他谈得何
等委曲精微、娓娓动听。
除了评介作品的特色与美术家的身世片段外，也提到一些由艺术实践引起的美学方面的疑难问题，并
提出他自己的看法；尽管往往只有三言两语，却也发人深思。
读了这部《讲稿》，你会感到原来对于所谓“写实风格”并不能作简单的理解。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

各个时代、各家各派同样谨守“写实”的各种规律，然而以取材、手法、风格以及体现在这些因素中
的思想感情与审美趣味而论，却又是何等的参差不一。
我体会，傅先生是在苦口婆心地告诉当时中国的美术家与其他知识分子：如果要向西方的文化、艺术
有所借鉴，首先必须立足于理解。
傅先生的这一心愿，在《讲稿》自序中更有殷切的倾诉。
“自序”中提出他对于当时(三十年代)两种倾向有很大的反感。
一种是盲目模仿西方现代诸流派；另一种倾向是盲目模仿西方的学院派(他称之为“官学派”)。
傅先生性格严肃，倾向于愤世嫉俗，对于“时弊”是很敏感的。
不过我感到他对于当时那两种倾向的指责未免词气过严；因为我始终认为，接受外来文化、艺术的影
响，大概总要经过一个模仿的阶段；当然，我们应该盼望这种模仿阶段的时间越短越好。
但是我也认为，模仿固然并不可怕，而盲目的模仿，正如盲目的抵制，却是有点可怕的，如果长期安
于知识的贫困，那就更加可怕了。
“自序”中开头就说：“年来国人治西洋美术者日众，顾了解西洋美术之理论及历史者寥寥。
”这两句话说得感慨万分，却也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时过境迁，傅先生发感慨的时间距今约有半个世纪了，并且有新、旧时代之别；我们现在或可不必再
发这种感慨了；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一下可能并非无益吧？
　我给这部遗稿做的工作，仅仅是校正了极其个别的误字。
傅先生的《讲稿》成于三十年代之初，翻译西欧美术家姓名与现在通行的译名大多不相符合。
为了保存原稿本来面目，一律不改；但也要顾到便于阅读，我编了一个“译名对照表”附于书后。
另外，《讲稿》中“世界”二字，现在看来当为“西方”或“西欧”，但为了尽量保存这部遗稿的面
貌，也未便擅改。
最困难的工作还是找图片。
我尽可能找到《讲稿》中叙述较多的重点作品而制版；但也有一时找不到的，也有原作画面过于复杂
，一时没有条件复制的。
实在找不到的图片，只好另找风格相近的作品代替，略供参考(例如格勒兹的作品)。
傅先生的这部很有价值的著作，本来应该印制为一部大开本的、有彩色精印插图的书；但限于条件，
只好暂时将就，我想广大读者对于这一点是会谅解的。
　　一九八四年一月　　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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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从西方文艺复兴初期的乔托，历全盛期的三杰(达·芬奇、米开朗琪罗、
拉斐尔)至十七世纪的大师伦勃朗、鲁本斯、更包括十八、十九世纪的几位名家近二十人，傅雷之评述
均能深入浅出、简明扼要，且在宏观与微观之间得其平衡。
　　——余光中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

编辑推荐

　　《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薄薄的一册，却影响深远。
傅先生在书中没有大量列举各派与作品，而仅仅是选择有代表性的加以评述；除了评介作品的特色与
美术家的身世片段外，也提到一些由艺术实践引起的美学方面的疑难问题，并提出他自己的看法。
全书评述委曲精微、娓娓动听，实为艺术史著作中一部难得的佳作。
 傅雷先生年轻时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美术史课教席。
这是他在讲稿的基础上修、 补充，于一九三四年完成的一部著作。
作者时年二十六岁，对西方美术史已有很深的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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