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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雕塑史的资料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实物资料，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雕塑作品：二是文
献资料，即历史典籍中关于雕塑家、雕塑活动、雕塑作品的记载和评论以及古人关于雕塑的理论思考
。
两相比较，古人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雕塑作品，却没有留下系统的雕塑史论的专著，使得中国雕塑史
的文献资料严重不足。
现有的文献资料只是零星地散布在各种典籍中，与中国绘画史所拥有的汗牛充栋的画论、画史根本无
法相比。
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致使历史紫色 大部分雕塑家的名字和生平事迹都已被淹没了。
　　对于中国雕塑史来说，实务不仅是基本史料的来源，同时还是我们把握古人的雕塑观念的一条重
要途径。
中国 雕塑史的学习和研究不是为了“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它可以使我们在认识、总结古
代雕塑遗产的基础上，推动当代雕塑艺术的发展，特别是当今，西方雕塑体系及其观念在雕塑的创作
、批评方面占主导地位，加强对传统的中国雕塑史的学习和研究，总结它兴衰荣枯的发展规律，继承
发扬民族的雕塑传统，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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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振华，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学院博士，先后在文学、美学、美术史论专业学习，曾任华
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助教、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讲师、副教授。
现任职于深圳雕塑院。
专著有：《生命·神祗·时空——雕塑文化论》、《开启灵慧之窗》。
发表文学、美学、美术史论方面的论文数十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雕塑史>>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中国雕塑的基本类型第一节 宗教雕塑第二节 明器雕塑第三节 陵墓雕塑第四节 纪念性雕塑
第五节 建筑装饰雕塑第六节 工艺性雕塑第二章 先秦雕塑第一节 原始雕塑第二节 商周雕塑本章小结第
三章 秦汉雕塑第一节 纪念性雕塑第二节 明器雕塑第三节 陵墓雕塑第四节 建筑装饰雕塑第五节 工艺性
雕塑本章小结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雕塑第一节 佛教雕塑第二节 陵墓雕塑第三节 明器雕塑第四节 魏晋南
北朝时期的雕塑家本章小结第五章 隋唐雕塑第一节 佛教雕塑第二节 陵墓雕塑第三节 明器雕塑第四节 
纪念性雕塑第五节 隋唐时期的雕塑家本章小结第六章 五代宋辽金雕塑第一节 佛教雕塑第二节 纪念性
雕塑第三节 陵墓雕塑第四节 明器雕塑第五节 工艺性雕塑第六节 五代宋辽金时期的雕塑家本章小结第
七章 元明清雕塑第一节 宗教雕塑第二节 陵墓雕塑第三节 明器雕塑第四节 建筑装饰雕塑第五节 工艺性
雕塑第六节 元明清时期的雕塑家本章小结第八章 全书结语第一节 中国雕塑的基本特征第二节 中国雕
塑风格的演变与民族的文化精神附录中国雕塑史参考书目图版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雕塑史>>

章节摘录

第二节陵墓雕塑隋代陵墓石雕的情况不详，未见遗存。
唐代帝王陵除两位在外地，其余分布在西安附近的6个县，称之为“关中十八陵”。
除此之外，还有个别按帝陵规格建造的皇亲国戚墓，人们习惯以“陵”称呼，如武则天之母杨氏的顺
陵等。
唐代帝陵的基本格局是：以山为陵，墓室在山南的半腰处，高踞陵园北部，为全陵主体建筑，四周筑
内外双层城墙。
南门外为“神道”，共三道门，第一道与第二道门之间是皇族和文武大臣的陪葬墓。
第二道与第三道之间为石刻群像。
初唐陵墓有唐高祖李渊的献陵和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
这时陵墓制度和石刻像的组合还未形成定规。
献陵有石虎4对，石犀一对，虎高1.70米，宽2.40米，犀比虎约大一倍，均作走动觅食的姿势，保存了
汉魏以来陵墓雕刻中凝重古朴、简洁有力的风格。
现存陕西省博物馆的一只石犀右前足底板上有“口祖怀口之德”的字样，原文应为“高祖怀远之德”
。
《唐书·南蛮传）载：“林邑国⋯⋯贞观初遣使献生犀。
”可见该石犀还具有夸耀威德，纪念对外关系的意义（图64）。
昭陵首开以山为陵的制度。
据《唐会要》卷二十载，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在大明宫宫城上遥望西北九蠼山，说：“昔汉家皆先造
山陵，⋯⋯朕看九蠼山孤耸回绕，傍凿可置山陵处，朕实有终焉之意。
”于是改变汉代皇帝封土为陵的习惯，借助高耸的山峰来渲染气氛，这样比土丘陵在气势上更胜一筹
。
昭陵前置有14躯诸蕃君长圆雕像，都是为唐太宗所擒伏而归顺的一些国家、部族的首领，为的也是夸
耀武功国威。
从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开始，唐代陵墓雕刻组群已经制度化，其题材大致可分为：狮子；
石人、石马和马夫；翼兽和北门六马：“蕃酋”像；华表；碑石、无字碑、述圣记碑。
乾陵石雕在唐陵中保存最好，这些用坚硬的石灰岩雕成的巨大石雕像经过一千多年的风吹雨打，仍巍
然耸立，体现出雄伟的气魄，代表了唐代陵墓雕刻的最高成就。
乾陵石狮共有八只，高3.85米，长3.32米，作蹲踞状，昂首挺胸，粗壮的前腿斜撑起巨大的躯体，蹲狮
侧面轮廓线呈三角形，高耸而安稳，把那种踞坐雄视，睥睨一世的威势刻画得淋漓尽致。
乾陵在马的造型上则采用了写实性与装饰性相结合的方法。
头部表现极为真实传神，在胸腹部则加以夸张，双翼以流丽的线条作装饰化的处理，显得十分和谐。
乾陵鸵鸟是唐陵石雕最早出现的鸟类，它用浮雕形式刻在板状石面上。
鸵鸟在当时可能是国外进贡或输入的，作为珍禽异兽放置陵前。
自从昭陵置蕃臣石雕后，后代就成为定制，乾陵数量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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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绪论世界雕塑史上，既有明晰的历史继承关系，又有连贯的实物遗迹可寻的雕塑传统有：发端于古代
埃及、希腊的西方雕塑传统；古代波斯、印度的雅塑传统；古代中国的雕塑传统。
    中国古代雕塑作为世界三大雕塑传统之一，在世界雕塑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独特的艺术面貌。
中国雕塑史这门学科的基本任务是，在收集、整理、鉴别、考定中国古代雕塑作品的基础上，参照古
代文献资料，客观地描述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演变轨迹，并揭示其艺术特征和发生
发展的规律，进而阐述其历史地位、文化价值和社会作用等。
    尽管中国雕塑的历史相当古老，然而雕塑史作为一门学科却异常年轻。
严格地说，中国雕塑史的研究现在仅仅还处在起步阶段。
将这种奇怪的不协调与中国绘画史研究的盛况相对照，便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反差。
原因在于，中国雕塑与绘画虽同属于造型艺术，但它们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却大相殊异，“左图右史
”，不仅使绘画在社会文化中据有重要位置，同时，“雅好丹青”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文人士大夫所
必具的文化修养。
与绘画相比，雕塑则只是工匠们的“皂隶之事”。
文人士大夫是不屑于此的。
这样，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一直没有把雕塑看作是一种与绘画同等的艺术形式，自然这也使得雕塑
难以获得美学上的自觉，形成系统的、完整的理论思维形态。
在中国传统的学术中，有“画学”却没有雕塑学，雕塑史只能令人遗憾地付之阙如。
    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用比较的眼光看，将中国雕塑与绘画相比，比出了这对姊妹艺术的历史命运的
差异，目光再放远一点，将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相比，为什么西方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呢?不断地迫问，
将会把我们的思考引向深处。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曾反复说过，西方的绘画脱胎于雕刻，古希腊的雕刻决定了西方传统绘画的
基本观念；中国的雕塑和绘画在前期还谈不上谁引导谁的问题，这时它们的文化地位还没有出现差异
。
小过比较起来，中国的雕塑倒是更多地受绘画的影响。
如何解释这些现象?我们的雕塑史将不得不触及到民族的精神深处，诸如：空间意识、时间观念、生命
哲学、宗教传统等问题，雕塑史与这些问题相关连，也恰好说明了雕塑史的研究不是可有可无的。
    过去，忽视雕塑的理论思维所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
理论是实践的总结，它又反过来对实践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历史上，中国雕塑缺乏理论指导，处于自生自灭，任其沉浮的不自觉状态是导致其现实处境的一个重
要原因。
今天，中国画的传统一直延续着，而中国雕塑的传统却只在少数民间艺人那里延续。
我们的美术界、艺术院校流行的是从西方引进的雕塑观念、造型语汇和表现手法。
我们的艺术理论中，对雕塑艺术的本质和特征、造型规律的认识也主要是以西方雕塑为对象概括出来
的。
更有甚者，在学术界不断可以听到诸如中国没有真正的雕塑之类的奇谈怪论以及其它一些贬低中国雕
塑的不负责的说法。
它表明了这些人的无知和偏见，他们对中国丰富的雕塑遗产和卓越成就视而不见；这也表明了中国雕
塑史的悲哀，这门学科毕竟年轻、毕竟薄弱，它暂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对社会产生强烈的影响，来改
变一些人的无知，纠正一些人的偏见。
不过，这门学科又是充满希望的：太多的历史欠帐、强烈的现实需要、许多复杂而深刻的研究课题，
使这门学科保持着足够的压力和超越意识，这将预示着它一定会有一个辉煌的前景。
    中国雕塑史的资料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实物资料，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雕塑作品；二 文献资
料，即历史典籍中关于雕塑家、雕塑活动、雕塑作品的记载和评论以及古人关于雕塑的理论思考。
两相比较古人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雕塑作品，却没有留下系统的雕塑史论的专著，使得中国雕塑史
的文献资料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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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文献资料只是零星地散布在各种典籍中，与中国绘画史所拥有的汗牛充栋的画论、画史根本无
法相比。
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致使历史上绝大部分雕塑家的名字和生平事迹都已被淹没了。
    由于这一原因，实物在中国雕塑史研究中所具有的作用更为突出了。
可以说，中国雕塑史主要只能是一部雕塑作品史。
    对于中国雕塑史来说，实物不仅是基本史料的来源，同时还是我们把握古人的雕塑观念的一条重要
途径。
我们由于无法更多地从文献资料中找到古人的雕塑理论，而雕塑的创作却必须建立在对这门艺术的一
定认识基础之上，这样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某种雕塑观念和审美趣味的支配和影响。
因此，对作品的认识又包含着对雕塑理论的认识。
另外，作品总是给人看的希望得到观众的认同和欣赏，因此它又必然会在作品中反馈、折射出社会关
于雕塑的看法和欣赏趣味，因此，从作品中也可以推测出古代雕塑欣赏者、观众关于雕塑美学的一些
看法。
这些使得实物在中国雕塑史上弥足珍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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