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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弥山石窟艺术研究》

内容概要

《须弥山石窟艺术研究》以须弥山石窟艺术之“源”与“流”——印度佛教艺术范式和民族地方文化
传统的碰撞交融、发展为线索。《须弥山石窟艺术研究》以须弥山石窟现存窟室为依据，对须弥山石
窟艺术在窟室形制、分布以及造像题材等方面展开探讨。内容涉及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等学科领
域而突出艺术学特点。须弥山石窟保存着珍贵的南北朝至隋、唐等时期的石窟艺术，具有极高的历史
价值和美学价值。特别是南北朝时期的北周造像，在中国石窟艺术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在同时
代石窟造像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典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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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永忠，山东济南人。2007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宁夏师范学院美
术系讲师，兼任宁夏师范学院西海固民间美术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人物画、山水画及美术史论
等方向的教学研究工作。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美术家协会会员、固原市美术家协会会员，作品多次参加
全国、省、市级美展并多次获奖。作品先后获“山东省第二届职工书画大展”铜奖，八选“纪念毛主
席延安讲话发表60周年全国美展”，八编（“纪念中国人民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全国大型
书画展”优秀作品集）、“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立五十周年全区美展”，“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
展览宁夏预选作品展”。2010年12月，作品《吉日）获得“固原市第五届文学艺术奖美术类二等奖”
。先后在《山东社会科学》《前沿》等刊物发表论文，曾有论文获教育部艺术教学科研论文三等奖，
山东省高校科研论文三等奖（合作）：主持完成省级课题一项，厅级课题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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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第一章须弥山石窟艺术概略 第一节须弥山石窟开凿的历史、文化背景 第二节须弥山石窟艺术概
略 第二章须弥山石窟开凿的历史、文化渊源 第一节古“丝绸之路”是须弥山石窟艺术传人的桥梁 第
二节“丝绸之路”上传来梵音——须弥山石窟艺术范式溯源 第三章须弥山石窟艺术的诞生 第一节须
弥山石窟造像艺术的本土渊源 第二节须弥山石窟开凿的历史契机 第四章须弥山石窟艺术研究 第一节
开凿初期石窟造像艺术研究 第二节承前启后——须弥山西魏石窟 第三节须弥山北周石窟造像艺术 第
四节须弥山隋代石窟艺术 第五节须弥山唐代石窟艺术研究 第六节浅析须弥山石窟造像艺术审美特征
与表现技法的变迁 第七节须弥山石窟中的彩绘艺术 结语 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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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之后迅速崛起，建立西周。周穆王时期，将俘获的犬戎迁归大原（今固原），让这
些犬戎定居下来，用农耕文明去熏陶教化、同化，形成与未迁戎族之间的缓冲文化带，起一种屏障作
用。而游牧民族猃狁（战国后称匈奴）最终成为周朝的终结者。《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春秋以后
，戎族进入历史舞台已从游牧向定居转化。生活在固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在春秋战国时期已进入青铜文
化时期。 从目前出土的固原地区青铜文化墓葬中可见，青铜器主要有兵器，包括戈、矛、剑等，生产
和生活用具有斧、锛、锥、刀等，车马器具有衔、镳、箍等。从中反映出经济特色和艺术追求。如透
雕铜牌有鸟兽纹带饰，虎噬羊、子母豹、鹿、羊、马等。装饰品有带钩、环、镯，动物纹饰牌等。其
中车马器和装饰品占有相当大比例，数量多。游牧民族利用周围环境所提供的题材，装饰武器、柄饰
等，多以动物纹样表现内容，充满动感、力度，表现出游牧民族的粗犷、豪放的精神面貌。自周宣王
三十一年（公元前797年）派兵伐大原戎不克，至公元前627年，西戎各国在以六盘山脉为中心的领土
生存了170多年，创立了独特的游牧青铜文明，独具魅力。 犬戎族占领关中一带后，接触和分享农耕
文明，尤其是他们劫掠一些有技术的工匠，从而获得筑城、冶铜、制车马具等技术，这些变化可以从
固原春秋战国墓所出土的青铜器组合反映出来。其中所呈现出的文化交流特色，如以动物、鸟为造型
的青铜牌饰，是春秋战国时期游牧青铜文化的鲜明特色。透雕牌饰富有艺术感染力。典型例证是扬郎
乡春秋战国墓葬出土的“虎噬鹿”铜牌饰，从中可看出明显受农耕文化的影响（双龙透雕牌饰）：虎
与鹿的造型、动态夸张，鹿的身体腾空，身体后翻，充满力量的交织。作者运用巧妙的构思，将这一
瞬间的场面表现得生动传神，充满艺术魅力。作为没有文字的民族，这些西戎民族的部落联盟进入战
国时代后所拥有的铁器表现出鲜明的军事特色。在一些生活用品中，充分反映了畜牧经济特色，并充
满艺术情趣，表现了各戎族对艺术的追求：如透雕铜牌饰有鸟兽纹带饰，虎噬羊、虎噬鹿、子母豹、
鹿、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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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须弥山石窟艺术研究》主要内容包括须弥山早期石窟艺术、北周石窟艺术和唐代石窟艺术以及须弥
山石窟的彩绘艺术。主要研究方法是从艺术史学、艺术美学角度出发，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横向
、纵向比较与个案剖析相结合的方法。《须弥山石窟艺术研究》重点研究内容是：须弥山早期石窟艺
术、北周石窟艺术和唐代石窟艺术以及须弥山石窟的彩绘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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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是评职称的论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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