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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史新编》

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学校艺术学科重点规划教材系列：中国美术史新编》的前身于20世纪80年代曾获首届
香港中国书展十本好书大奖（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由香港电视台推荐，于21世纪以后，由香港特别
行政区教育署确定该书为香港普通高校大学艺术类读本。经过数次修订，现正式纳入普通高等学校艺
术学科重点规划教材系列。《普通高等学校艺术学科重点规划教材系列：中国美术史新编》保持了可
读性、学术性与历史性相结合的叙述方式，让中国美术史的内涵与外延变得丰富立体。在叙述线索上
，按专题展开阐述，每一章都对特定的专题进行系统深入的介绍、描述和分析，对壁画、人物画、山
水画、花鸟画等，分门别类展开阐释。对历代中国美术家的作品进行系统甄别筛选，精选作品图片作
为分析案例，让读者能直观明了、举一仿三，达到美术史学习上触类旁通的能力养成。《普通高等学
校艺术学科重点规划教材系列：中国美术史新编》既适用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生以及研究生，也适用
于中国艺术研究者和广大社会读者，是研究中国美术必备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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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史新编》

作者简介

谭天1949年生于湖南湘乡，广州美术学院美术研究所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美术学报》副主编、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理事。    多年从事美术理论研究工作，撰写出版了艺术评论文章100万余字。主要论
著与学术活动有：《中国美术史百题》1987年被香港电台推荐为“十大好书“之一、《非哭非笑的悲
剧——八大山人艺术评传》1991年获全国图书奖“金钥匙”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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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史新编》

书籍目录

第一讲  审美的悠长——  中国原始美术与陶瓷艺术第二讲  金属的光辉——  中国青铜艺术第三讲  自信
与欢乐——  中国人物雕塑第四讲  天堂的回响——  中国佛教雕塑第五讲  神仙的世界——  中国壁画艺
术第六讲  庙堂的气象——  中国人物画(原始至唐)第七讲  市井的喧哗——  中国人物图(宋、元、明、
清)第八讲  富丽的山水——  中国山水画(隋唐、五代)第九讲  严谨的自然——  中国山水图(宋代)第十
讲  水墨的韵致——  中国山水画(元代)第十一讲  守成的山水——  中国山水画(明、清)第十二讲  富贵
与野逸——  中国花鸟画(隋唐、五代、两宋)第十三讲  狂放的淋漓——  中国花鸟画(元、明、清)第十
四讲  版上的沉浮——  中国版画艺术第十五讲  美术的观念  中国画史与画论第十六讲  文字的舞蹈—— 
中国书法艺术第十七讲  回响与共鸣——  中国近现代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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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史新编》

章节摘录

　　苏区美术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生长起来的。那时斗争十分激烈，物质条件很差。当时图画没有
条件制版，只能用木刻代替。所以许多插图都是木头刻成的。画面大都用几根粗犷的线条，有时留有
大块的暗部，不同于一般的木刻创作。除了木刻创作外，大部分美术作品都是用石印和油印套色印成
的。　　同工农兵群众生活密切结合的延安木刻，除了内容充实、情节生动以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
色，那就是艺术形式日趋民族化。延安木刻民族化的探索，有明确的目的，是以群众化为前提，促进
木刻作品适应工农兵群众的欣赏习惯，更好地激发他们的革命觉悟。取法西欧的阴刻法，用黑白对比
组织画面、刻画形象的新兴木刻，不容易为人民群众接受，是其弱点。但延安木刻的民族化，并不是
把早已传到中国的外来技法排除于木刻创作之外，而是有选择地保留着曾为中国新兴木刻革命化有过
影响的外来技法，并在适当地融合于阳刻线条造型的中国传统木刻技法过程中，创造性地形成了具有
时代特色和民族风格的木刻艺术。为人称道的古元的木刻作品，就是采取这种中西结合而又保持原有
基础的方法，成为探索木刻民族化富有成就的范例。　　古元运用明快简练的手法创作的具有民族风
格的作品，既克服了西法木刻“阴阳脸”的弱点.又浓厚地保留着他初期作品中的珂勒惠支的艺术因素
，作品的艺术表现因而更加丰满了。作者在探索木刻的民族化过程中，不仅不抛弃而且还充分利用了
西欧木刻黑白对比的表现手法组织画面。画面显得有重量，所表现的事物也层次分明，同时又可以造
成整个画面的视觉中心。在处理黑白关系上豪放而又朴实的刀法，不仅显示了木刻艺术的“力之美”
，而且还加强了人物形象性格特征的表现。这种独特的民族风格的木刻作品，大大丰富和提高了表现
新生活的能力。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延安的一部分木刻作者，到冀中、冀南地区得到与当地的旧
年画作坊合作的机会，用传统的套色水印方法，将每种画稿印制多达上万份，才代替或挤进旧年画市
场，较广地满足了广大群众的需要。　　1938年6月，国统区木刻家又在武汉组织了中华全国木刻界抗
敌协会，后来由于国民党的查封，转换形式开展工作，成立了中国木刻研究会。　　木刻在抗战胜利
后，创作倾向转向揭露国统区的黑暗，原来的中国木刻研究会迁往上海改名为中华木刻协会，继续活
动，这时期主要代表版画家有李桦、王琦、黄新波等。代表作品有黄新波的《卖血之后》、王麦杆的
《放回来的爸爸》、王树艺的《自行失踪的人》、黄永玉的《我在上海一辈子》、张漾兮的《人市》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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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史新编》

编辑推荐

《中国美术史新编》由谭天编著，本书的编写，首先建立在学生已经对中国历史，即对中国艺术发生
的时代背景有初步了解的基础上，按照美术各门类本身的发展状况分章节撰写，虽说每门艺术的发展
仍是按照历史进程的时间顺序撰写，但对艺术各门类的介绍将更集中、更清晰、更深入。换个角度说
，每一章节已经是某个艺术门类的专史或小史。这大大增加了撰写的难度，但也是我们编写新的中国
美术史大学读本值得应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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