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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风格问题》这一著作里，作者形成了大胆的观念：他声称，从古埃及王国直至伊斯兰世界（因而
也是直至现在），装饰艺术历史上存在着从未间断的连续性。更明确地说，里格尔从一些基本花纹的
永恒性中看出了这种连续性，虽然这些花纹在外表上已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本辩论性著作以气势恢
弘俯仰古今的历史布局，细致的分析与博学的议论阐述了装饰纹样历史研究中的几何风格、纹章风格
、近东的装饰、希腊艺术的植物装饰、阿拉伯装饰等诸多问题。
里格尔作为维也纳艺术史学派创始人而在艺术史理论上作出过重要贡献，他关于观者与艺术史关系的
理论对当今西方艺术史乃至社会科学界深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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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

第一章 几何风格
第二章 纹章风格
第三章 植物装饰的引人和装饰性卷须的发展
一、近东的装饰
1．埃及装饰：植物装饰的发展3．腓尼基装饰
2．美索不达米亚装饰4．波斯装饰
二、希腊艺术的植物装饰
1．迈锡尼装饰：卷须饰的起源 6．交织卷须饰
2．迪皮隆风格 7．卷须饰带的发展
3．墨利安装饰 8．整体卷须图案的进一步发展
4．罗德岛装饰 9．莨苕饰的出现
5．早期比奥提装饰和早期阿提刻装饰10．希腊化和罗马时期的卷须饰

第四章 阿拉伯装饰

一、引子
二、拜占庭艺术的卷须饰
三、早期伊斯兰卷须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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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学艺术史必读的一本重要书籍，建议能看原文就看原文~~并仔细阅读后人的附注
2、读过，非常好的一本书：)
3、我想是tendril吧，不过我不是太确定，因为我看得也是中文版本 ，不知道这里对应的是不是这个。
4、看来你对装饰艺术很感兴趣哦：）
5、嗯，比较喜欢：）
6、不知你有没有读过贡布里希的《秩序感》
7、邵宏的分析还是很有喜剧效果  可是又那么的真实
8、哦，好的，谢谢了！！
9、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卷须饰，或者是中国叫的卷草纹，英文叫什么？
10、在导师逼迫下，认认真真读了~~还有英文版~~
11、图案最高！临摹中
12、艺术意志
13、　　这本书是里格尔为了反对当时G﹒森柏追随者们的艺术观而写的——他们认为装饰品的形式
是来自于生产技术和材料的性质，尤其是编织艺术，而里格尔则认为装饰艺术产生于人类的艺术冲动
，而材料是比较次要的原因，至少不是决定性的。
　　在这一点上，我比较赞同里格尔的观点，人类的装饰冲动来自表达的欲望，这应该是一种较为内
在的动力。但是我觉得里格尔似乎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认为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艺人对植物图案
进行创作使用时，其来源并非是自然界中真实的植物，而是对前代艺术形式的借鉴和变化，这些植物
图式谱系的变化在精神上完全是一脉相承的，而不是各地的艺人在对本土的植物进行了观察之后，所
做的变革，所以从埃及的莲花饰，到希腊罗马时期的棕榈饰莨苕叶饰，再到伊斯兰的三叶饰，它们实
际上是在同一源流之中的。虽然作者的论证材料很翔实，过程也很细致，但是这仍然是一个较为牵强
的结论，就像森柏的追随者将艺术的起源完全归结于材料一样，里格尔也将装饰艺术的发展完全纳入
到艺术形式的继承上，这似乎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我们不能否认，已有的艺术样式对我们的影响，但是，面对自然而产生的艺术冲动应该也是创作
的一种来源。希腊艺人在接受埃及装饰影响的同时，肯定也将自己对植物的观察和感情注入其中。
　　
　　本书提到了几个问题是我非常感兴趣的：
　　（1）我想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各种原始艺术最先采取的装饰图案不是具象的——如我们认为的
，原始思维具有形象性的特点——而是几乎都采取了非常抽象的几何纹饰，以至于现在看来，它们都
非常有现代气息。
　　虽然作者只是否认这种风格与编织等等人类早期使用的工具和物质生产活动有必然性的联系，却
没有肯定的回答为什么人类最早使用的装饰图案是几何风格的。这仍然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问题。
　　另一个我没有注意到的是动物图案是先于植物图案出现的。
　　（2）风格化问题，在装饰艺术的发展中自然主义倾向和风格化的倾向是此消彼长的，作者说“
当没有新的东西可发现或者没有遇上挑战的时候，往风格主义的转变就是不可避免了”，似乎有可取
之处，较为保守的拜占庭艺术和伊斯兰艺术，包括埃及艺术，风格化的倾向都十分明显。中国传统的
艺术中比较提倡的艺术原则是“师造化”，这可以让艺术保持一种“活泼的生命力”，但是，风格化
的好处是，艺术的装饰意味会变得浓厚，而且风格化的持续发展会导致对点、线、面、色彩这些视觉
基本元素做一些抽象的组合和思考，变得和数学、几何学比较接近，有一种秩序和精神上的美感，比
如伊斯兰艺术中的多边形交织图案。如果说大多数艺术形式都是偏感性的，这一部分却可以非常的理
性。
　　
　　比较敏感的人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在这本书中里格尔主要是对装饰艺术做了一种历时性的研究，
事实上装饰艺术的发展也是共时的，在同一历史时期，各个时代的风格有可能是共同存在的，他的另
一本书《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就是装饰艺术的共时研究，期待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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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书是里格尔为了反对当时G﹒森柏追随者们的艺术观而写的——他们认为装饰品的形式是来自
于生产技术和材料的性质，尤其是编织艺术，而里格尔则认为装饰艺术产生于人类的艺术冲动，而材
料是比较次要的原因，至少不是决定性的。在这一点上，我比较赞同里格尔的观点，人类的装饰冲动
来自表达的欲望，这应该是一种较为内在的动力。但是我觉得里格尔似乎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认
为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艺人对植物图案进行创作使用时，其来源并非是自然界中真实的植物，而是对
前代艺术形式的借鉴和变化，这些植物图式谱系的变化在精神上完全是一脉相承的，而不是各地的艺
人在对本土的植物进行了观察之后，所做的变革，所以从埃及的莲花饰，到希腊罗马时期的棕榈饰莨
苕叶饰，再到伊斯兰的三叶饰，它们实际上是在同一源流之中的。虽然作者的论证材料很翔实，过程
也很细致，但是这仍然是一个较为牵强的结论，就像森柏的追随者将艺术的起源完全归结于材料一样
，里格尔也将装饰艺术的发展完全纳入到艺术形式的继承上，这似乎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我们不能否认，已有的艺术样式对我们的影响，但是，面对自然而产生的艺术冲动应该也是创作的
一种来源。希腊艺人在接受埃及装饰影响的同时，肯定也将自己对植物的观察和感情注入其中。本书
提到了几个问题是我非常感兴趣的：（1）我想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各种原始艺术最先采取的装饰图
案不是具象的——如我们认为的，原始思维具有形象性的特点——而是几乎都采取了非常抽象的几何
纹饰，以至于现在看来，它们都非常有现代气息。虽然作者只是否认这种风格与编织等等人类早期使
用的工具和物质生产活动有必然性的联系，却没有肯定的回答为什么人类最早使用的装饰图案是几何
风格的。这仍然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问题。另一个我没有注意到的是动物图案是先于植物图案出现的。
（2）风格化问题，在装饰艺术的发展中自然主义倾向和风格化的倾向是此消彼长的，作者说“当没
有新的东西可发现或者没有遇上挑战的时候，往风格主义的转变就是不可避免了”，似乎有可取之处
，较为保守的拜占庭艺术和伊斯兰艺术，包括埃及艺术，风格化的倾向都十分明显。中国传统的艺术
中比较提倡的艺术原则是“师造化”，这可以让艺术保持一种“活泼的生命力”，但是，风格化的好
处是，艺术的装饰意味会变得浓厚，而且风格化的持续发展会导致对点、线、面、色彩这些视觉基本
元素做一些抽象的组合和思考，变得和数学、几何学比较接近，有一种秩序和精神上的美感，比如伊
斯兰艺术中的多边形交织图案。如果说大多数艺术形式都是偏感性的，这一部分却可以非常的理性。
比较敏感的人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在这本书中里格尔主要是对装饰艺术做了一种历时性的研究，事实
上装饰艺术的发展也是共时的，在同一历史时期，各个时代的风格有可能是共同存在的，他的另一本
书《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就是装饰艺术的共时研究，期待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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