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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史》

前言

当今，中国的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许多有志艺术的学子们受惠其中。艺术教育的课程内
容也十分活跃地在传递着多样化的学术信息。教材，作为传播知识的载体，随着时代对学生知识结构
的要求悄然开始发生着变化。作为学院教材建设的重要项目，我院美术学系的教师在湖北美术出版社
的支持下，默默地做着这件极有意义的工作。在教学实践中，他们深感学生对知识的渴求表现在对知
识传播载体和媒介的关注与热情。并意识到：高等艺术教育教材编著的规范化和系统性与否，将直接
作用于学生获取知识的效能。于是，今天我们就读到了这套陆续出版的教材。它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整
体面貌，反映了当下美术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和作者应持有的学术态度。教材，无论是以何种形式出现
，或纸介质、或电子版、或其他什么样式，其自身规范、系统地传递信息的载体特性是不会改变的—
—让学生在严谨的学术描述与分析中，积累知识、探究未知、启迪智性、学以致用，正所谓开卷有益
。在这套系列教材中，细心的读者会看到，教材科目的类别上增设了一些以前不曾有过的内容，这一
定会对学生新知识结构的认知与形成产生积极的作用。相信这套教材在蓬勃发展的高等美术教育的进
程中，能推波助——尽管这股作用力的形成仅仅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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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史》

内容概要

《中国美术史》分四编讲述中国美术史，包括中国绘画、中国雕塑、中国建筑以及中国工艺美术，每
编按朝代历史延续介绍，内容丰富严谨，让学生在严谨的学术描述与分析中，积累知识、探究未知、
启迪智性、学以致用。本教材适合各类艺术院校美术与设计学科、本专科及成人教育使用。

Page 3



《中国美术史》

书籍目录

第一编 中国绘画第一章 先秦时期绘画遗迹第一节 岩画、地画第二节 彩陶纹饰与陶器彩绘第三节 壁画
、漆画与帛画第四节 先秦书法第二章 秦汉绘画第一节 壁画(宫殿、墓室)第二节 帛画．漆画与其他(如
铜器彩绘、木器、陶器等)第三节 画像石与画像砖第四节 秦汉书法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第一节 
著名画家及作品第二节 墓室壁画及其他遗迹第三节 石窟壁画第四节 画学著述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书法
第四章 隋唐绘画第一节 人物画第二节 山水、花鸟、畜兽画第三节 墓室壁画第四节 石窟壁画第五节 画
学著述第六节 隋唐书法第五章 五代两宋绘画第一节 人物画第二节 山水画第三节 花鸟画第四节 文人绘
画思潮第五节 辽、金、西夏绘画第六节 画学著述第七节 五代两宋书法第六章 元代绘画第一节 元初重
要画家第二节 “元四家”的绘画第三节 人物画和花鸟画第四节 宗教壁画第五节 画学著述第六节 元代
书法第七章 明代绘画第一节 明初“院体”与“浙派”第二节 吴门四家第三节 晚明画坛第四节 版画第
五节 画学著述第六节 明代书法第八章 清代绘画第一节 清初“四王”、“四僧”、“金陵八家”第二
节 宫廷绘画第三节 “扬州画派”与清中后期绘画第四节 版画与年画第五节 画学著述第六节 清代书法
第九章 近现代绘画第一节 海上画派第二节 岭南画派第三节 石印画报、月份牌、连环画第四节 新文化
运动与美术新思潮第五节 近现代画家第六节 近现代书家第二编 中国雕塑第一章 秦以前的雕塑第一节 
陶塑艺术第二节 牙骨、石刻、木雕艺术第二章 先秦时期的雕塑艺术第一节 青铜雕塑艺术第二节 石刻
艺术第三节 玉雕艺术第三章 秦汉时期的雕塑艺术第一节 陶塑艺术第二节 石雕艺术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
时期的雕塑第一节 佛教造像艺术第二节 陵墓雕刻艺术第五章 隋唐时期的雕塑第一节 陶塑艺术第二节 
石刻艺术第六章 两宋时期的雕塑第一节 佛教雕塑第二节 寺观雕塑第三节 陵墓雕刻第七章 元明清时期
的雕塑第一节 宗教石刻艺术第二节 陵墓石刻艺术第三节 仪卫雕刻艺术第四节 小品雕刻艺术第八章 近
现代雕塑第三编 中国建筑第一章 秦以前的建筑第二章 秦、两汉时期的建筑第一节 城市与宫殿第二节 
陵墓第三节 其他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的建筑第一节 城市与宫殿第二节 宗教建筑第三节 陵墓第四章 隋、
唐，五代时期的建筑第一节 城市与宫殿第二节 民宅第三节 陵墓第四节 宗教建筑第五章 宋\辽、西夏、
金时期的建筑第一节 城市与宫殿第二节 宗教建筑第三节 陵寝第六章 元、明、清时期的建筑第一节 都
城、宫殿与其他第二节 宗教建筑第三节 园林第四节 陵寝第五节 民居第四编 中国工艺美术第一章 史前
时期的工艺美术第一节 石器工艺第二节 陶器工艺第二章 先秦时期的工艺美术第一节 青铜工艺第二节 
雕刻工艺第三节 漆器工艺第四节 陶器工艺第五节 纤维工艺第三章 秦汉时期的工艺美术第一节 青铜工
艺第二节 漆器工艺第三节 石刻工艺第四节 纤维工艺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工艺美术第一节 陶瓷工
艺第二节 漆器工艺第三节 雕刻工艺第四节 纤维工艺第五章 隋唐时期的工艺美术第一节 陶瓷工艺第二
节 漆器工艺第三节 纤维工艺第六章 宋代工艺美术第一节 陶瓷工艺第二节 漆器工艺第三节 纤维工艺第
四节 金属工艺第七章 元代工艺美术第一节 陶瓷工艺第二节 漆器工艺第三节 金属工艺第四节 纤维工艺
第八章 明代工艺美术第一节 陶瓷工艺第二节 金属工艺第三节 家具工艺第四节 漆器工艺第五节 纤维工
艺第九章 清代工艺美术第一节 陶瓷工艺第二节 金属工艺第三节 漆器工艺第四节 纤维工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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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史》

章节摘录

插图：庙底沟类型。庙底沟类型与半坡类型同属于仰韶文化延续下的不同类型，二者之间存在时间是
并行的，庙底沟往往叠压在仰韶文化层之上，约前2900年——前2800年范围内，并压扩及甘肃、青海
一带，该类型的装饰母题多以“鸟纹”较具特色，并有圆点纹、回旋纹之类的纹饰，其出土的鼓腹小
平底钵，富有理性韵律的特点。其他类型还有彩陶纹盆、以“鸟兽形器”为杰出代表的作品有陕西华
县太平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红陶鹰鼎（图2—4），陶鹰鼎以鹰为雕塑造型，将鹰凶猛的性情表现得
十分生动传神，作为实用器皿，将鹰的腹部作为器身，将审美理想与实用性巧妙结合在一起。以人物
形象为装饰性的陶塑有在甘肃秦安大地湾出土的一件人头形器彩陶瓶，人头形器彩瓶口外部堆塑成一
个少女头像。头颅四周下垂短发，五官刻画得十分清秀，瓶身用彩绘加以描画少女的身躯，使其显得
更加生动。可见原始的人类就开始注意并模仿事物的外形特征了。并显示出高超的表现能力和审美感
受。三、良渚文化（前3310一前2250年）良渚文化是继浙江嘉兴马家浜文化以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
器晚期文化，分布地区与马家浜文化大体一致。长江流域的古文明以浙江一带的良渚文化为代表，它
以出土了丰富的陶器和玉雕而著名。良渚文化陶器以轮制的泥质黑陶最富有特征，胎质较软，胎壁厚
，在江苏吴江梅堰的良渚文化出土的水鸟形灰陶壶（图2—5），将实用器皿塑造成动物造型的“乌兽
形器”，从实用和审美出发，成为雕塑艺术中杰出的作品。此外良渚文化也是研究古代玉器的重要代
表文化遗址。良渚文化在长江的下游地区，以水稻栽培为主。它与龙山文化关系密切，以玉器的发掘
而闻名。良渚文化是新石器晚期江南文明的代表，其玉材较合乎软玉的要求，即以透闪石为成分的阳
起石，除了玉质白晰之外，多有鸡骨白现象。还有具有某种宗教或政治含义的玉琮出土，如1982年江
苏省武进县寺礅遗址出土的“兽面纹琮”，它是该文化大型墓葬中的常见器物，以边棱为中线，外方
内圆，以每面的中间的凹槽为间隔形成四组相同的简化变形兽面纹。还有象征军力的玉钺和象征财富
的玉璧。除了陶器的应用之外，玉石器雕的出现，可说是石器文明更进一步发展的极致表现，也可以
说是史前石雕艺术发展上最具体的创作实例与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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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史》

后记

本书从写作到出版，始终得到湖北省高校美术教学指导委员会、湖北美术学院和湖北美术出版社的支
持和配合。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罗世平先生，在编写过程给予了热情鼓励和具体指导。本书的
几位编著者，都是常年在中国美术史教学第一线坚持教学工作的教师，对本专业课程教学及近年美术
考古新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均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本书的出版，既是编著者在学习前辈成果基础上的
尝试，也是大家长期教学和研究的成果。由于编著者能力的限制，难免有诸多不足之处，加上多人合
作，通常会出现疏漏之处。虽然作了最后的统稿，但个性特征的印记仍然是明显的。在此，诚恳地希
望学术前辈和同仁提出宝贵的意见。湖北美术学院美术系的研究生唐娟、金慧、肖世孟、胡莺、马俚
、朱志宏、李刚、李俭、朱强、徐吻、陈晓燕等，为本书的编著做了大量的工作，一并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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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史》

编辑推荐

《中国美术史》是高等美术院校综合理论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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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史》

精彩短评

1、这本书内容涵盖了书画，建筑，雕塑，服饰等，个人尤为喜欢它关于辽宋夏金元的艺术风气的内
容和隋唐部分。有些写满细的，看了这种书很多本还没见过它里面的一些细节。整理得挺好。内有宫
殿图。
2、编排是按照绘画书法建筑工艺这样子的，不多见。好处就是可以横向整理一下作品，图配的也不
错。不过，凡是课本大同小异，感觉还是蒋勋老师讲解的让人清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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