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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作为祖国的首都，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方”，它既是地方的，也是全国的，因此具有双重身
份。
什么是北京美术？
流寓北京的书画家算不算北京书画家？
在北京开过画展，在北京地区活动过的书画家，要不要写进《北京美术史》？
在北京居住多少年才能算北京人？
元明清宫廷书画家既是北京的也是全国的，如何介绍这些人？
在北京举办的属于全国性的美术活动，算不算北京美术？
如此等等。
如果说这些浅层次的问题还好处理的话，那么关于北京美术实质性的问题即北京美术的特点就更加难
以处理了。
北京美术的地方性特点是什么？
北京作为元明清三朝的帝都，是多民族文化交流的中心，亦是对外文化交流的大都会，皇家作风、皇
家气派会影响所有的艺术活动，这算不算北京美术的特点？
所有这些问题经过热烈的讨论后，我们认为，北京既然具有双重身份，其美术的特点也不应该是单一
的，那么这些特点是什么呢？
北京是一座特殊的城市。
首先她历史悠久。
北京猿人距今已有数十万年，山顶洞人以及2003年发现的周口店田园洞现代智人化石，距今也有三四
万年了。
我们撇开远古不计，仅从西周初召公建燕下都算起，至今已有三千多年了。
从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算起，也已近千年。
历史悠久，则文化积淀深厚，为后世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宝藏。
其二，从北京作为元大都经明清至今，一直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国家机体的中枢神
经作用，是其他任何城市都无法比拟的。
其三，北京作为国际交流的大都会，她的开放性、包容性、丰富性，也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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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美术史》的编写以历史为线索分为五编：“幽燕遗韵”、“大都气象”、“华堂溢彩”、“帝
京余晖”和“走向现代”，以年代为序，叙述史前至辽金时期、元代、明代、清代、民国等五个阶段
北京美术的发展历程，内容涵盖了绘画、书法、建筑、雕塑、工艺美术五大门类。
作者旨在调查传世的美术遗迹，揭开文献记录中尘封的美术家、美术作品和美术事迹，从而在历史的
长河中掬出一个北京美术的身影。
    《北京美术史》以探索北京美术的地域特征为学术责任。
《北京美术史》写作的难度之一在于北京长期作为国都所具有的代表性、丰富性、主流性和中心性，
这使它地域美术的风貌弱化并因为强烈的示范性而倾向与国家美术史相重合。
另外，复杂的国际交流、民族交流和京城与地方的交流、宫廷与民间的交流又都成为北京美术风貌变
化、杂糅的催生剂，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交流特征时强时弱，使美术的嬗变线索显得无比复杂。
北京美术暗含着一条民族交流、中外交流的线索，  《北京美术史》将民族交流、国际交流的线索投
射到美术创作现象中，勾勒出一个海纳百川的美术境象，也是一部洋溢着民族深情、体现着中外合璧
的艺术交流史。
    史前至辽金时期，北京美术随着中央政权统治的强弱时断时续、时盛时衰，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
交流碰撞显得尤为强烈。
元代的北京成为政治文化中心，多民族共存、多种宗教林立，在开放的文化体系下，美术的汇聚和播
散异常活跃。
1421年明成祖迁都使北京又成为汉族统治下的帝都，明代紫禁城的建造是对15世纪中国建筑、雕塑、
绘画、书法、工艺的潜力的最大挖掘，北京美术无论从体量上还是从风格上都渲染出皇城的典范性。
明代是北京美术大格局形成的重要时代，很多在清代繁荣和光大的艺术种类和风格在明代都已露出端
倪。
清代的北京美术又一次经历了民族融合的洗礼，各族、各地的巧工良艺云集北京，和北京的本地美术
相融合，经宫廷品位的筛选和改造，在北京城市美术的基础上形成了辉煌的宫廷美术，并成为北京美
术的主流。
而清代后期北京美术则流于繁琐和程式化；民国时间虽短，但变迁巨大，新文化的狂飙运动使北京成
为美术界传统与革新博弈的中心。
    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地域风貌的探讨，揭开了北京美术时代差异的同时，也为地域间的“比较”提供
了资料。
探索北京美术的地域特征也伴随着南北地域比较、中央与地方的比较、宫廷与民间的比较乃至东方与
西方的比较。
作为全国版图中的一个地域，北京的美术史的普遍性和独特性是国家美术史写作中的一个重要的参考
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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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福顺，北京房山人。
擅长美术史论。
196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66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
曾在北京市美术公司油画组工作，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原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
著有《梁楷》、《苏轼论书画史料》、《世界美术史》：中国原始美术章、《教师百科辞典》：中国
美术条目、《中国书画鉴赏辞典》：中国岩画条目等。
参加编撰《中国美术全集》、《中国大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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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幽燕遗韵：史前至辽金时期的北京美术概述第一章 绘画先秦时期北京地区的绢帛类绘画无从
考察。
汉末魏初文献中有关于燕国蓟城徐邈板画的记载片断。
两晋南北朝战乱频仍，北京地区的绘画更是难觅踪迹。
隋唐时期，史书记载唐显庆四年（659）檀州（今北京密云）刺史韦弘机修建县学，并绘孔子、七十二
弟子及汉晋名儒像，以激励生徒。
因此，今天的北京地区在隋唐五代之前的绘画情况到底如何，只能期待未来的考古新发现。
辽金时期因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北京先后发展成陪都、国都，军事力量的壮大和经济文化的快速发
展，使得北京地区与中原形成抗衡之势。
从中原劫掠的大量画工和书画藏品，丰富了北京地区美术资源，再加上北京地位的提升吸引了不少周
边汉族文人画家的到来，所有这一切都促进了北京绘画活动的发展。
因此，这一时期文献中北京地区绘画事迹记载较以前增多。
辽代文化主要传承隋唐五代，其绘画艺术也一样，虽然与中原无法相提并论，但在地域风格方面，凸
现出自己的民族特色，即以描绘本民族生活为主题，民族人物绘写较多，鞍马题材兴盛，花鸟、山水
表现出浓厚的装饰意味。
在画家队伍方面，辽南京（今北京）作为辽陪都之一，经济文化较其他各都发达，受中原文化艺术的
影响，辽派驻辽南京的契丹贵族中，就有擅长民族人物、鞍马等动物题材的画家。
辽南京也有擅长北方游牧民族喜闻乐见的鞍马等题材的本地画家。
辽山水画虽然还处于发展阶段，燕京（辽南京）布衣画家常思言的山水画已颇受重视，具有相当的水
平。
辽南京地区的墓室壁画较多，且以汉族官吏墓葬为主，在袭承唐五代以来的中原墓室仿木结构彩绘与
壁画相结全的同时，展示出自身的地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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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经过三年多的集体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80多万字的《北京美术史》。
国内近几年已有几部地方美术史面世，而首都尚无一部以北京美术为研究对象的美术史，作为北京市
重点高校的首都师范大学，责无旁贷。
自2003年初开始，李福顺老师与几位在他名下攻读美术史专业的博士生着手策划撰写涵盖绘画、书法
、建筑、雕塑、工艺五大门类的《北京美术史》，由李福顺老师牵头向北京市教委申报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计划重点项目《北京美术史》，由我和付阳华起草申请书，2004年初经首都师范大学科技处申报
，北京市教委审批立项后，便正式分工撰写。
从2006年始，分别由在读博士郝兴义、已在大学任教的王艳云博士协助李福顺老师统编全书，2007年4
月完成，最后由李老师通审全书，不妥处改之，重要遗漏处补充之，句读、史实错误处订正之。
2007年4月27日，《北京美术史》通过项目专家组评审、验收，专家组由中央美术学院罗世平、清华大
学美术学院尚刚、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李凇、中国人民大学王旭晓、首都师范大学刘守安、谢继胜6位
教授、博士生导师及北京市教委规划办李建平、北京市教委社科处车庆珍等专家、学者组成。
各位专家、学者对《北京美术史》的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提出了宝贵的批评和建设性意见。
在认真研究专家意见的基础上，项目组全体成员对《北京美术史》作了全面的修订，呈现给读者的这
部著作既是项目组成员集体劳动的结晶，也凝结着各方面专家、学者的智慧。
需要说明的是，项目组成员虽尽力加以探究，希冀在学术层面上有所突破，但因地域美术史特别是北
京美术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的研究成果相对有限。
为此，项目组成员曾针对本课题的框架结构、研究方法、写作思路等相关问题进行了10余次讨论，各
编负责人也常与撰稿人就局部问题加以探讨，但诸多棘手的问题仍未能得到完满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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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美术史(上下)》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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