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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史的基本概念》

内容概要

《美术史的基本概念——后期艺术风格发展的问题》是整个二十世纪美术史的三部核心经典之一，不
仅美术史读者必读，也是其他人文学者的必读书，它对二十世纪美术史研究体系的构建产生了巨大而
深远的影响。在二十世纪的西方学术界，除了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没有哪一部美术史著作能
够望其项背；它在中国的影响，也超过了任何一部美术史或者美学方面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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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史的基本概念》

作者简介

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ǒlfflin, 1864-1945），出生于瑞士苏黎世。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
，西方艺术科学的创始人之一。曾在慕尼黑、柏林、巴塞尔等大学攻读艺术史和哲学。1893年接替导
师雅各布·布克哈特（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著名史学家和艺术史家）在巴塞尔大学的艺术史教
授席位。不久又接受柏林大学艺术史教授席位，这个位置在当时被视为个人学术生涯的顶点。此外，
还在慕尼黑、苏黎世等大学担任教授。
沃尔夫林的学术特点是，不做系统的方法论陈述，而是通过方法论的实际应用来理解美术史，用形式
分析的方法对风格问题做宏观比较和微观分析。其最大影响就是对艺术中风格发展的解释。在西方现
代艺术学中，其敏锐的观察方法早已被融化到学院的教学中，成为研究分析作品的基础。他的《古典
艺术》和《美术史的基本概念》，至今仍然是研究风格问题的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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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史的基本概念》

书籍目录

中译本札记
第六版序言
第七版序言
第八版序言
导论
Ⅰ 风格的双重根源
Ⅱ 最普遍的再现形式
Ⅲ 模仿和装饰
第一章 线描和涂绘
第一节 概说
第二节 素描
第三节 绘画
第四节 雕塑
第五节 建筑
第二章 平面和深度
第一节 绘画
第二节 雕塑
第三节 建筑
第三章 封闭的形式和开放的形式
第一节 绘画
第二节 雕塑
第三节 建筑
第四章 多样性和统一性
第一节 绘画
第二节 建筑
第五章 清晰性和模糊性
第一节 绘画
第二节 建筑
结论
后记：1933年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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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史的基本概念》

精彩短评

1、范景中这个翻译的⋯⋯⋯⋯⋯⋯⋯⋯⋯⋯⋯⋯⋯⋯额%⋯⋯
2、西方文明收获期的大作。日耳曼真是欧洲的表率。本书印刷精美，然用胶不行，翻页有声，可惜
。
3、译文流畅。
4、上次完整地读全本，还是个本科生⋯⋯新译本赞！
5、于我而言是一种方法上的补充。作品分析精彩，思路清晰，而且不玩弄概念，虽然着眼于纯形式
，但也没有艺术至上那种论调。想到之前读过的吴琼老师关于视觉文化谱系的文章，结合起来应当非
常好玩。
6、基本观
7、这本书于我，了解结论已非常不重要，看沃氏如何做风格分析才是最精彩最受教的。把它当作“
书”而不是文献细细来看真的挺幸福，有很多溢出了寻常所谓“形式主义”的框子的有意思的地方。
译笔雅正，总之很好。
8、醍醐灌顶！有意思的是，粗略统计，本书有14次对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神圣地位的评价。同时
不得不吐槽！国美出版社的校对人员估计校睡着了！书中有至少三处标图错误！千万别买这个版本！
9、范围并不像书名听起来那么大，也没那么基本；把视觉图式的发展通过五组概念来阐释，所以读
起来感觉大刀阔斧非常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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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史的基本概念》

精彩书评

1、1933年的修订稿后记里，沃尔夫林谈到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他看到导师布克哈特遗著里的一则札
记：“从总体来看，艺术与一般文化的相互联系是松散的；我们不难理解，艺术有其特有的生命和特
有的历史。”这应该就是沃尔夫林思考“观看本身有自己的历史”（《导论》，P26）的起点。沃尔
夫林提炼出五对概念——线描和涂绘、平面和深度、封闭的形式和开放的形式、多样性和统一性、清
晰性和模糊性——来分析16、17世纪艺术的差别，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理论框架来阐释风格的问题。他
不厌其烦地分析作品，像一个老手艺人告诉读者该如何去解剖一幅作品，将丰富的经验、深邃的见识
和精湛的分析融为一体。沃氏反复强调：“视觉的方式，或者说想象的观看方式，并非自始都一样，
也并非在各处都相同，它就像生命的各种形式，有自己的发展史”（《第六版序言》，1922年）。这
种强调在当时的语境或许别有用意，面对艺术是反映世界的一面镜子这种论调，沃氏感到焦虑。他认
为将风格看作“一个时代的表现，一个民族气质的表现，也是个人性情的表现”并没有触及艺术品的
质量，以往的这种研究（似乎是针对丹纳）“还远远没有臻于完美的境界” （《导论》，P25），以
故《美术史的基本概念》一书仅仅谈论风格而不关心作品背后文化，不对作品的价值作出判断。突出
一端，往往就潜藏忽视另一端的危险。在1933的后记里，沃尔夫林作了新的声明：“人们对艺术进行
历史的观察，总是把美术史当作表现史，总是从个别艺术家的作品中寻找艺术家的个性，从形式和想
象力的巨大变化中看出其背后对精神运动的直接反应，而那些盘根错节的精神运动在总体上又构成了
一个时代的世界观、一个时代对世界的感受。谁能够否认这种解释的力量和环顾整个文化的必要性呢
？但是，片面强调这种解释会引起危险：它会忽视艺术的图像特点。因为总的来说，艺术正是借助于
直观的想象发挥作用。造型艺术是观看的艺术，有其特有的前提和生产规则。艺术反映变化着的‘情
调’，不像人的面部表情反映人的内心感情活动那样自然而有规律，换言之，表现系统在不同的时代
是不同的。如果我们要把艺术比作一面反映‘世界的’变化无常的镜子，那么这个比喻就具有双重的
欺骗性：艺术创造和镜中之物不好进行比较；而且，即便承认这个比喻，我们也必须意识到，镜子和
艺术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构”。沃氏作了部分修正，但他依然坚信风格本身之于艺术的价值，这或许就
是艺术之为艺术的魅力，也是艺术史研究的核心命题。沃尔夫林的风格分析细致而精彩，虽然有些归
纳未必苟同，但真知灼见时时闪烁：“风格很少取决于自然的单纯的观察；对装饰原理和审美趣味的
信念，才拥有决定风格的最终权力”（P69），“在再现艺术的历史上，作为风格的一个因素，绘画
得益于绘画的比它得益于直接模仿自然的还多。绘画上的模仿起源于装饰——再现性的绘画就产生于
装饰品——这种情况影响了整个美术史”（P265），“认为一个艺术家在某个时候能够无前提就面对
自然挥笔作画，这种一种浅薄的、半瓶醋的想法” （P265）。因此沃氏认为绘画史从本质上讲就是一
部装饰史（P266）。这种观念或许就是贡布里希“先制作后匹配”的来源。沃氏此书译本众多，此版
由洪天富先生从德文译出，范景中先生用英文版校对，前后磨了七年才成型，三年后方出版，可谓十
年一剑。和流行的潘昌耀译本（此本译自英文，且秉持准确直译的原则，所以拗口，洪先生的译本更
追求“达”）相比，此版不仅译文流畅好读，且印制精美，尤其是增译了1933年修订稿的《后记》，
对理解沃氏后来的思想转变甚为有益。虽然价格略贵，但读下来觉得挺值，而且只印两千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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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史的基本概念》

章节试读

1、《美术史的基本概念》的笔记-第264页

               无需怀疑，这个进展过程从心理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人们清楚地知道，只有先形成清晰性这
个概念，才能对模糊的清晰性发生兴趣。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各个部分被总体效果淹没的统一性观念
，只能够出现在各个部分独立而完美的体系产生之后；而要采用隐蔽的非构造的规则，就必须以明确
的规则为前提。总之，从线描到涂绘的发展，意味着从空间事物的触觉性的理解方式发展到通过纯粹
视觉来进行观察的方式，换言之，意味着为了纯粹的视觉外观而放弃了物体的实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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