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说中国绘画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图说中国绘画史》

13位ISBN编号：9787108047854

10位ISBN编号：7108047853

出版时间：2014-4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美)高居翰

页数：254

译者：李渝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图说中国绘画史》

内容概要

本书是1958年由瑞士人史基拉策划的一套亚洲艺术丛书之一，以编入他当时已获盛名的欧洲艺术丛书
。经喜龙仁推荐，当时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高居翰获得了写作本书的机会，完成一部精简、创新、又
具可读性的艺术通史。
高居翰的这部中国绘画通史著作，图文并貌，以一个外国人的眼 光，来欣赏中国名画，由100幅作品
串起对画史的解说，是雅俗共赏的艺术读物。
自1960年首度出版英文、法文、德文版以来，它一直是西方最受欢迎的简明《中国绘画史》，不断再
版。作者融合了西方汉学及艺术史的方法，以各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讨论和分析了中国绘画史的
衔接与转变，也尝试将中国绘画的意向和含义与思想史、社会史、经济史的种种因素联系起来，向广
大读者清晰介绍了他以及诸多行家集体努力而达到的对中国绘画的看法。此外，书中也精选了美国、
日本、台北故宫的大量名作，并对它们进行了细致解读。以实在的例子、具体的描述、渐进的叙述、
专业的视角，带领观众一同进入历史的轨迹。
高居翰写作的特点是直接从对画面的观看和体验入手，带领读者进入绘画史的理解，而不是套用文字
记载的生平、风格等等来进行概念性的描述，这在三联已出版的几种学术专著中已经得到很好的体现
。而这本书原本就是为西语世界的普通读者所写，比为专业读者所写的研究性著作更普及，对画面的
分析也就更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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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居翰（1926—2014）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史和研究生院教授，1997年获该校终身成就奖；亦曾长期担任华盛顿弗瑞尔
美术馆中国书画部顾问。2010年，史密森尼学会授予其查尔斯·朗·弗瑞尔奖章（Charles Lang Freer
Medal），表彰他对亚洲和近东艺术史的杰出贡献。高居翰教授的著作多由在各大学授课时的讲稿修
订，或充分利用博物馆资源编纂而成，皆是通过风格分析研究中国绘画史的经典书籍，享有世界范围
的学术声誉。
李  渝（1944—  ）
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硕士、博士，师从高居翰。在中国美术方面著有《清末的
市民画家——任伯年》、《中国现代绘画中的民族主义与先进风格》、《唯美与现实——文革以后中
国绘画》等文。也从事小说创作、文学及影剧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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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终于就绘画本身谈论绘画，而不是把重心放在思想哲学或者诗文题跋真伪收藏上。高居翰就画中
的布局、动势、笔法和色调的分析替代了传统气韵、神气、意境等的评价方式。看起来很过瘾，美中
不足的是因为历史原因，书中的画作没有一幅来源于中国大陆地区的收藏。
2、浅显易懂，读两遍~
3、开篇首句“画，界也”，就引起了自己无限的思考，原来在中国古代，绘画最初是为了框定四界
模样而生的，之后，由将线条解读为一切的开始，慢慢觉得这本书没有选错⋯⋯从书中明白了，中国
绘画讲求的“动势”，明白了“破墨”“皴（Cun）笔法”等不同的绘画方法，知晓了原来充满了印
章的画是从北宋后开始流行的，为什么中国画家画山水的偏多（因为从原来的爱好画人物到政治渗入
绘画，如文字狱等，只能寄情山水，比较安全）⋯⋯欣赏了很多无款亦不知期的画家的作品，觉得这
样的喜欢最简单，纯粹~认识了画《富村山居图》的黄公望，喜欢李成、郭熙的山水画，张风的《秋
山红叶》中的洒脱自然，喜欢高其佩、高凤翰的《牡丹》，也因为徐渭杀妻而不喜欢他的画，也知道
了文徵明和儿子文嘉的故事⋯⋯总是就是科普了很多中国绘画知识。
4、简略顺着梳理了遍中国绘画演变。
5、翻遍图书馆，中国绘画史里面写的最好的一本，精装彩印绘画加分很多，看完之后自己又买了一
本以便随时翻阅。受限于当时条件，缺了很多名家精品，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再版补一补这个遗憾
6、值得一读再读。早日去Freer Gallery看真迹。译文不能更好。
7、中国美术史入门书籍，脉络清晰，选取最具代表性画家的最有特色作品。读后又不会觉得假大空
，对画作也有分析赏析，还是非常值得一读的。另，倪瓒真是山水画的高峰，各朝各代都有名家仿其
画作，了不起
8、文笔优美，就画论画，让曾经对中国画存在偏见的我入坑啦！
9、读着玩
10、译者文笔极佳 加分不少 风格分析用的好 有种类似叶嘉莹谈古诗词的到位 虽然缺少必要的扎实文
献为基础 可读着爽快 排版也极用心 
11、写的比较浅显
12、只可随意翻翻⋯
13、第一次看国画的书，老外写的读起来挺别扭。
14、就画论画的写法很可贵，译者的文字细腻优美，只是由于年代关系选画有些局限了。
15、印象最深的是唐寅和八大山人
16、写的很好，个人观点见解独特。由文笔可见，他内心对艺术的真诚以及专业素养。
17、可与蒋勋中国美术史对看
18、书中写到“中国绘画核心是⋯跃升为某种特殊技巧的笨拙画法，接拟古风格以造型的独创个性，
迂回在暗喻中的直接感受，假装诙谐的严肃观点”。即使是西方人站在西方美术体系的角度做出的评
判也有些太过挑剔了。亨利·卢梭难道不是手法笨拙的大师么，新古典主义不是对雅典罗马艺术的偏
爱么，行为艺术是用暗喻表达感受吧，漫画算是诙谐的表达严肃观点吧。读完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
事》后再读此书，前者好像是阅历丰富的长者却谦虚谨慎，后者像急于表达观点的愤青咄咄逼人。据
说是作者读博时期的作品⋯也难怪如此。
19、高居翰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会仔细看一幅作品，尽量给到详细的描述并糅合自己的观感。作为
西方人，他关注到一些被传统史论忽略的画家，比如陆治、张风、高其佩、高凤翰。或许是因为他本
能地被画面中的表现主义情趣所吸引。艺术史真残酷，画家一生其实漫长，心理活动与创作行为是丰
富的，书写下来唯短短几行字。心里不是滋味。
20、草草读完第一遍，没有仔细看画。
21、看完后发现自己有能力用中国画的审美来重新欣赏家乡的山水。果然对我而言家乡是个百看不厌
的地方
22、想看的画都不在国内
23、角度很好。耳目一新
24、很多东西不一定能看懂，但是好喜欢。
25、对于一个没有了解过中国绘画史的人来说 读完只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但只会产生更多的疑问 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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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有太多专业性的在里面 还是把这本书看作是高居翰对中国历代代表画派作品的评价会更容易接受
一点 译者是台湾人 有些的确翻出了中文的意思 不容易 但是还是有很多翻译是让人看得有点绕和不知
所云 总体来说不是很推荐作为入门的书
26、高居翰写的很深入,但作为一个初渉绘画史的人来说读的略吃力.本书要读上个三四遍才能体会其精
髓.
27、提纲挈领之作，感受细腻敏锐，又有想象力，文笔也美极了。忍不住低回流连。
28、2017年买的第一本书，光是起始的三篇序言就足以打满分！
29、书印刷的质感很好，基础史论普及。
30、新鲜视角 新鲜观点 反复看
31、最讨厌评通史类的 没有这个鉴赏力 大概看到的都是好的吧
32、过于主观
33、插画清晰，必然100。虽然就100副画，但是就是为了清晰的图，打五星！内容也不错。我觉得比
苏立文的中国艺术史内容要看着感觉更个人喜欢一些。
34、中国绘画的入门级
35、这本书可是没开启我对中国绘画的大门，阅读感受枯燥得很，好吧，我水平不够吧，只觉得不管
对画派，画家，画作都是泛泛而谈，没说清更没说透，我是没明白人文画追求的纯稚美在哪，感觉作
者也没觉得好。看看图画，更喜欢徐渭，朱耷的作品。
36、洋人眼中中国画
37、高居翰是很厉害的，可是这本书真的很简略。我读下来的感觉就是以倪瓒为中心，划分之前和之
后。
38、特别钟爱西方人的这种用技术手段分析中国绘画的讲解方式，很容易入门。
39、艺术的价值在于让人回归本真。“在他的画中，一种曾经呼吸过温暖的生活和人的情感的风格，
在经过数个世纪和无数鉴赏家的尊崇以后，今日呈现出冷静、古典主义的气质。”
40、拿起来就放不下的好书
41、书中更多的是一厢情愿的解说，最大的感慨是，一旦绘画这种技术性的东西被文人所占据，那就
只能是圈子里的事了。
42、2011年在台大读过，那时是为了应付“中国绘画史”课程的考试。2016年再读，读出许多新体悟
，这些年观过的画、见过的风景，都在书中有了更深的共鸣。艺术史一定不是在书本里，也不仅限于
画作本身，而是要有更浑阔的眼界呀！
43、虽然也只读过这一本中国绘画史，但是我想说如果关于这个主题只能选一本，就读这本吧！
44、中美史中很有趣的一本了 讲得很好
45、嗯，总体来讲很不错，一个外行人看起来觉得有点意思。但是翻译用词读起来很不顺畅，难道是
台湾和大陆的用词产生了分化？
另外，全文旨在归纳分析中国绘画史发展规律，但是收集画作来源于海外，日本，台湾，大陆藏品却
只字未提，这是几个意思？采样不具有代表性那么怀疑归纳的结论可靠性就可以理解了。
46、内容上比起后面的几本专著还是要逊色不少的，受条件所限，选画范围也偏窄，但脉络还是很清
晰的。本书装帧印刷极好，翻译也不错，值得入手。
47、就画论画，点到为止
48、解读不是非常准确但颇为特别，当正经的中国绘画史读或不足够，但本来也只是想借外人之眼观
画，果然中外有大不同。作者的眼光很天真直率，”香菇似的树”，看时笑了好一会。画作的选用不
是很好，但这毕竟为高先生的早期作品，做到这般已是不错。到底是传播了中国文化，对此不胜感激
。
49、天人合一心中山水的中国画好美 = =
50、虽然有些评论不是很赞同作者 因为感觉西方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画 但是作者在评画上还是很
客观 作为一个歪果仁 对中国画的理解已经相当不错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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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作为一个非专业的普通读者，出于对中国传统绘画文化的兴趣，买了这本书。这本书已经再版了
好几次了，封面烫金字硬板壳，爱不释手，内页印刷质量却不敢恭维，作为一本图说绘画书，画的印
刷尤为重要，但是遗憾的是图画印刷整体灰蒙蒙，尤其是我这种习惯晚上用台灯看书的人，基本看不
清画的纹理，水墨浓淡层次基本都毁在不够明亮的光线里。无奈只能挤着时间白天读。吐槽完了，说
说收获。作者高居翰，是个外国人。有点意外，有点忐忑，毕竟我是想用这本书当中国绘画史概论看
的，一个外国人再怎么精通中国文化，写出的东西也难免片面吧?这种担忧已然在读到一半时就已经消
除了，转而佩服，作者显然不仅对中国绘画艺术历史、风格、流派、画作、作者这些方面的研究有很
高造诣，而且也深谙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偏好。全书以中国朝代来划分不同的画作，以画论画进
行评说，贡献了很多平常难以接触到的内容：诸如专业的绘画笔法名称和由来；各朝代的风格流派，
代表画家之间的联系、风格的传承和相互影响；读画品画的切入点和方法等。书中说西方人评画，认
为画家画出一幅画只表示当时的情绪，并不需要经历画中的感觉，和其他更一点关系都没有，中国人
刚好相反，他们喜欢联系画家生平事迹、性格和所处朝代背景来评画，赋予画作很多解读。“他们把
画家的生平传记和作品并列眼前，花不了多少时间就能看出，杀了自己太太的人画了哪幅画，而一个
自安自足受众人欢迎的人又画了哪幅画”有趣的把我逗笑了，这部分的描述就是作者深谙中国人思维
模式和行为偏好的有力佐证，也使我开始由衷的尊敬起作者。常逛博物馆，看到很多供于展览的画作
，多是走马观花似的看完了事，从没想过两幅画作风格、画法有何不同和联系，我甚至还有过认为山
水画都是一个模子的观点。书中通过一幅幅实例介绍了不同时期不同画家不同流派的山水画，单说基
于“山”这个形象的不同，仔细看之，确实有不同且风格差异较大，茅塞顿开。书中介绍了范宽的《
溪山行旅图》，仔细观之，总觉得在哪里见过，可是这幅图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馆院，书中又说这是
范宽仅存作品，自己从没去过台湾，不可能见过真迹，但这没来由的熟悉感逼迫着我不停的回想是在
哪个博物馆的走马观花中撇见过？终于让我想了在天津博物馆看过一幅《雪景寒林图》，一查作者果
然是范宽，为这个发现欣喜不已，范宽不同的两幅作品同样描述的是北方的山川景色，一样的气势磅
礴、雄阔壮美，穿过时间和空间的阻碍，将观者牢牢抓住，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从此可见范宽并不只
有一幅作品存世，书中大量引用了台北故宫博物馆院的馆藏画作，而作为中国绘画的发源地大陆却一
幅都没有涉及。此书首次出版是1960年，中国处于什么阶段不言而喻，估计当时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几
乎是没有。美国人编写，台湾人翻译，通篇引用的画作皆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及国外博物馆、私人收藏
家所藏，不免让人有些怅然。但时隔50多年的今天也依然有很大的普及意义，50多年前，从事这项研
究的外国人写成这样一本书是多么的令人尊敬。如今中国国内的绘画文化研究应该也有进步，如果今
时今日再著这本书，应该能弥补作者的很多遗憾了吧。2014年2月14日高居翰先生逝世，向这位终其一
生研究中国艺术史的专家致敬！
2、今年2月，高居翰先生辞世，享年88岁。4月，高居翰的成名作《图说中国绘画史》由三联书店出版
。5月，本书译者李渝女士自杀。因此捧读此书的心境，与往昔大不相同。本书是三联书店为高居翰
出版的第8本书。高居翰虽然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来过大陆，其著作在80年代被第一次引介——当时名
字直译为“詹姆斯·卡西尔”，但是在鉴真赏美的传统中国美术史家看来，这个中文不够流利的圆圆
脸外国权威也就只是个外国权威。因为《溪岸图》风波，不少人认为，他对中国美术还是有些“隔”
。在某种意义上，直到2009年三联书店一气推出《气势撼人》等四部高居翰专著，方才使高居翰那“
他者的眼光”为大陆一般读者所重视。通过《气势撼人》等作品，他使我们意识到西式的形式分析在
中国画上一样有用武之地。通过《画家生涯》，他使我们注意到艺术社会学对于传统美术史的合理补
充。通过《不朽的林泉》，他使我们注意到绘画与日常生活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通过《诗之旅》，
他让昔日不被看重的日本南画进入我们的视野。高居翰像个好奇的探险者，不断拓展着中国美术史研
究的疆域。纵然他有些“险论”——譬如欧洲绘画对于中国明清之际绘画的影响；尽管他有些“偏执
”——譬如潜意识中总以“再现”为尺度来评判高下——他的著作对于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美术居功甚
伟，对于中国读者反观中国的美术史编撰，亦足资镜鉴。在高居翰堪称浩大的中国美术史工程中，这
一本《图说中国绘画史》是成名作，也是整个工程的奠基石。1958年，他在华盛顿弗瑞尔美术馆工作
，即将获得博士学位。此前，硕士时的导师罗樾为他取名“高居翰”，日本研修时的导师岛田修二郎
为他的收藏取名“景元斋”，加上协助喜龙仁撰写《中国绘画史》的资历，以及经眼美、日、台湾地
区多家艺术收藏的阅历，都足以使他成为后起之秀中的佼佼者。正是因此，当瑞士出版商史基拉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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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一部中国绘画史时，高居翰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史基拉奠定了当代美术书籍的出版范式：图片与
文字同步编排而不是放在文末，除了全图还配有局部细节图，以及不惜工本全彩精印。充足的资金使
高居翰得以带着史基拉最器重的摄影师亨瑞·伯维尔去日本和台湾拍摄原作，尤其是在台湾的几个月
，王季迁和李霖灿陪他习阅台北故宫珍藏，这均是本书的质量保障。1960年，《图说中国绘画史》付
梓，有英、法、德诸种版本，即刻获得普遍好评。时至今日，它再版多次，相当于一部精简而又可读
的中国绘画概论。写作本书时，高居翰刚过而立之年，眼界自然没有此后开阔，但是在才华横溢和元
气淋漓方面，却非以后的著作可以比肩。在对画面的形式分析之中，他的洞见和他的文笔精彩地融为
一体，比如他写弘仁的山水：“他描绘危峰峻嶂的时候，使用了拖曳的长线条，表现山面上重叠的坡
坳。线条上再用淡墨渲染。有时或用极浅的颜色，添加一些疏落的枯树干草，一些玩具似的屋舍，岸
边一座孤亭。山水最后便像一纸用细铁丝和玻璃建成的结构，纤弱而不具实质。然而它透逸出寂静的
气氛，像是从稀薄明亮的空气中看过去的一座敏感的抽象山景。”对于大陆读者，此书的最大遗憾当
是一百幅作品中没有将大陆的藏品编入，因此总嫌不那么“正统”。本来期望可以出修订本调整一下
，现在看来只能存憾了。本书译者李渝是美国著名华裔作家，1967年左右于加州伯克利大学攻读硕士
学位，是高居翰的第一批研究生“弟子”。本书译笔之明净优美，堪称汉译中的翘楚。惜乎李渝与先
生郭松棻伉俪情深，郭松棻病逝后一直深陷于抑郁症。希望她在告别人世前看到了样书，布面精装，
全彩精印，配得上她的典雅文笔。本文已发纸媒，发表时有部分删节。请勿转载。
3、今日的小文是要向一位作者和译者表示敬意和谢意。数月来床头一直放着高居翰先生写于半个世
纪前的《图说中国绘画史》（Chinese Painting—A Pictorial History），几乎每日睡前，都在高的指引下
凝视中国山水人物画。目光从唐宋穿越至元明清，从一座峰峦溪流移向另一片远山河川，竟然毫无倦
意。在一个外国人的带领下，回望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美的历史，这是一种奇妙的愉快体验。译者李渝
为台湾作家，跟随高居翰研习美术史。她深厚的美术修养和优美的文笔使得译著具有与原著同样的魅
力。“绘画发展到现代，当氤氲的山林，缥缈的神明都退出城市以外，当工商业的快速节奏和结构不
能使人做文人士大夫以后，看画需要有一双不同的眼睛。”遗憾的是作为读者的我只有一双完全外行
的眼睛，但是却在二位使用的最为的贴切词汇的帮助下，对中国山水的历史长卷有了认识和心得。以
下的心得来自对全书部分内容的理解和归纳。一般说来，人物画与儒家社会有关，山水画的兴起受道
家观点和思想的激发，最初山水是作为人物的背景出现的，四、五世纪时，山水画独立存在了。从技
法上讲，皴法的出现标志着山水画的成熟。皴笔不仅表现山石树木的线条、力度和肌理的形式美，山
水的雄浑、空灵、舒展的内在精神气韵也蕴含在皴法的形式之中。中国画家笔下的山水，显然不完全
是大自然中的山水，而是画家心目中的山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投射到自然中的自我的精神世界。宋
代是山水画的辉煌时期，李成被誉为是与大自然具有同等创造力的伟大的山水画家。《晴峦萧寺》中
占据中央画面的巨型山体是不可撼动的自然力的象征，山峦静穆，枯树秃立在稀薄的山岚里。黑树干
清晰地矗立在前景，向后退去，渐淡成影后消失，形式上显示一种优美的连贯性和庄严的气氛，表现
对自然的威力和秩序的信念。到了三百年后的南宋，“马夏”派山水最具盛名。而此时的自然则完全
被诗化了。画面构图大大简化，少量的实景外是一片空虚之境。《溪山清远》是夏珪的杰作。画面除
了坡石、叶丛、危桥和孤客外便是一片虚渺，只可见隐约的远山，但是每一部分都以其本身简明而纯
净的视觉形象存在着，当目光从实景投向虚渺时，也是观者从物质到精神的转换与升华。元代四大家
中，黄公望和倪瓒对后世影响最大。《富春山居图》 是在画家灵感充沛之时，一气呵成全稿，随后在
情绪对时再添加其他，历时三年画成。而这幅画在随意中或者有点似是而非的情况下，居然达到了“
正确”而一致的秩序感，实现了“理”这个极致目标。而倪瓒山水透出“澹泊”和“萧疏”的特质，
是中国山水画中极高的境界，可谓绝俗的品质。倪瓒也是一再被后人模仿的大师。早在苏轼时期孕育
出的文人画传统在明朝得到了发展，吴派中的沈周、文徵明等继承了文人画的传统，反对职业画家对
技法的讲究，刻意显示自己的业余性，目的是要在放弃对逼真性的追求时达到“逸品”之境界。“逸
”并非狂放不羁，而是收放自如的闲逸与知性，展现文人的节操。 明代的唐寅艺术风格居于文人画和
职业画家之间，一部分作品完全以文人风格和趣味画成，另一部分追随其师周臣源自宋代李唐的职业
画家风格。唐寅想纠正吴派文人画比较平板松虚的构图，恢复北宋山水画的紧密结构和坚实的形式，
他的画《溪山渔隐》《函关雪霁》笔法精致、线条文雅、色彩迷人。前者气氛、色调和谐美妙，后者
全景清晰明锐，向远方叠落的景色透出深远的空间感。到了晚明时期，绘画潮流和画派变得错综复杂
，董其昌的巨大身影笼罩着这一时期的画坛，董向早期画家学习，从他们那里拿来一些东西，但是最
后他总是按照自己的原则重组这些视觉材料。 他的《秋山图》构图与倪瓒的《虞山林壑》的经典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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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一致，但是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技法。陈洪绶也有复古和仿古倾向，但是他却是少数能够学习古人
并能创造性地运用到自己作品中的大家。他把形式和空间做戏剧性的变形，描绘方法怪诞，线条奇特
，古拙的笔法中蕴含着深意。清代正传大家中最具代表性的画家是王原祁。他的《仿倪瓒山水》用倪
瓒的结构作为一种起点，加以复杂的离差和变形，使全图包含了倪瓒的倾向，也包含了王原祁自己的
想法。他所致力的不是对现实的描绘而是一个抽象了的现实，画面虚实相生，意在以知性重整外在世
界，一如塞尚意在表现苹果的真髓一样。清代独创主义大师中，视野最宽广，技巧最高妙的画家是原
济，又名石涛。在石涛那里既没有旧格陈规，也没有预定而现成的笔法，他说“无法即有法”，让技
巧配合表现的需要。他的杰作《庐山观瀑图》达到了高度的雄伟感和普遍性， 就像北宋山水将人融入
自然的秩序中一样，画面中站在崖底的高士，在画家绘制的不可抗拒的意境中，将现实世界和精神世
界再次融为一体。最后要补充一点，书中有224幅画作的图片，是摄影师Henry Berville拍摄的，这些历
史名画均收藏于除大陆以外的台湾以及美、英、日等国的博物馆或拍摄于私人藏品，如《庐山观瀑图
》是从日本收藏家住友宽一的屋舍里拍摄的。
4、与其的外文版比，还是外文版的色彩更美，更好看。中文版的色彩实在是太灰暗了。厚厚一本，
做为收藏之用。因为经济原因，无缘看到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连北京那一代的藏馆都去不起，只能
在网上看看素材，YY一下。现在终于有实体的宝贝是属于自个的，很是开心。如果我没有看到网上传
的外文版，个人表示会更开心。
5、1.一本看似厚重、装帧精美的书，正文不过225页，算上译者序和后记也不过260页。不得不说，三
联在书籍印刷和装帧上真的特别下功夫，这一点不留余力地体现在了定价上。定价过高必然影响性价
比，如果不搞活动，应该没有人会花88元买一本200多页的书吧。2.关于内容，一家之言，有独到之处
，但举例并不全面，可作为参考书，算不上权威。可是译者李渝在《译者序》和《新版译者后记》中
，对此书给予了高度评价的同时，对国内已有的美术史著作进行了贬低与批评。这一点在《译者序》
中表现的尤为明显。《译者序》作于1983年，对于其中的言论还可以理解，但是《新版译者后记》作
于2013年，经历30年的变革，国内优秀的美术史论不胜枚举，译者依然坚持序中所言，褒扬此书的同
时贬低其他著作，认为此书具有“独一无二”的成就，过于武断和偏激，并充分显示了译者学术眼光
之险隘，乃此书败笔。
6、大学时读李泽厚《美的历程》，读罢感觉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艺术渊源流长，博大精深，
深不可测。每每合上书，闭上眼，整个人就笼罩在一种宏阔飘渺沟壑纵深的境界和情绪里。虽然如此
，大约22岁的我在看完书后，定定神掸掸衣，佯装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带着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的傲气，在豆瓣上给此书的简短评论是：把中国文化概况的简单有条理。《图说中国绘画史》（后称
《绘画史》）我放在床头，晚上加周末，断断续续读了两个月，昨天读完。合上书，闭上眼，回想每
次翻开这本书的愉悦感：读的时候，一会儿正文、注释、图片，一会儿正文、附录，前文，来回对照
查看，乐此不疲。尤其是，我看完这本书，对原本一些模模糊糊有零散印象的画家，记住了他们很多
作品，对画家也有了具体的认识。我没了解过李泽厚，没读过他的其他作品，并不清楚《美的历程》
成书的背景和目的，甚至当时的阅读感受也没那么真切了；而且一般看来，可能《美的历程》和《绘
画史》根本没有什么可比的点。但是作为我读过的几本中国古代美术美学的书中，值得推荐的两本，
他们至少主题相似，文字都较易懂，我想狭隘地结合自己的认识和阅读体验来给他们做个对比，说说
我为什么极其喜欢这本《绘画史》，和她带给我的感动。一、从涉及的时间范围上来说，《美的历程
》论述的时间更久远，从远古图腾说起；《绘画史》论述的时间自汉代有绘画作品开始。从涵盖的艺
术种类来说，《美的历程》讲述各类艺术形式，青铜器，书画，诗文，歌舞，工艺，建筑；《绘画史
》只讲绘画艺术：作品，作家。《美的历程》字数16万字，257幅图，《绘画史》9万字，99幅图。第
一版《美的历程》在李泽厚51岁时出版——是一部积淀之作，第一版《绘画史》在高居翰34岁时出版
——似乎对中国文化还尚在摸索之中。两部作品都再版过多次。简单比较来看，无论从书的内容本身
，还是从作者的资历看，《美的历程》完胜《绘画史》，她带来的影响毋庸置疑，网上一搜，也能印
证：《美的历程》是大学的必读书目，不少人也写了洋洋洒洒的读后感，甚至有人在网上求1千至8千
字的读后感。百度百科《美的历程》条目中写道：它把数千年的文艺、美学纳入时代精神的框架内，
揭示了众多美学现象的历史积淀和心理积淀，具有浑厚的整体感与深刻的历史感。 而《绘画史》的可
贵在于：就画论画，也是译者在序中表达的本书特点。我读完也认为是这点这本书让我折服，非常难
得。尽量剥离历史、政治、哲学、人文，去关注作者和作品，凝视作品的细节。我每看高居翰分析一
个画家或一幅画，分析他们的绘画主题，绘画笔法，构图，对照图片都能看到所说的画与画不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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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与风格的不同，读毕都能记住大概，认可高的观点。这样能记下的作者和作品都是活的，甚至对流
派演变都有了一二掌握。而读《美的历程》，当然也要讲艺术品，但赋予或引申了太多的意义，更多
从历史、政治、哲学、人文角度去解释艺术品；艺术品更多是为了阐述一种美学哲学的观点而被笼统
讲述，看的时候觉得是那么回事，读完之后什么也不记得了。《美的历程》中第九章讲宋元山水画，
章名为：宋元山水意境，以下这段话摘自其中的第一节：缘起中国山水画不是门阀贵族的艺术，而是
世俗地主的艺术。这个阶级不像门阀地主与下层人民（即画面以所谓“渔樵”为代表的农民）那样等
级森严、隔绝严厉，宋元山水画所展现出来的题材、主题、思想情感比六朝以至唐代的人物画（如阎
立本的帝王图，张萱、周昉仕女图等等），具有远为深厚的人民性和普遍性。但世俗地主阶级作为占
有者与自然毕竟处在一种闲散、休息、消极静观的关系之中，他们最多只能是农村生活的享受者和欣
赏者。这种社会阶级的特征也相当清晰地折射在中国山水画上：人与自然那种娱悦亲切和牧歌式的宁
静，成为它的基本音调，即使点缀着负薪的樵夫、泛舟的渔父，也决不是什么劳动的歌颂，而仍然是
一幅掩盖了人间各种痛苦和不幸、懒洋洋、慢悠悠的封建农村的理想图画。 上述观点中提到的艺术作
品，可对应到《绘画史》中收录一幅吴镇画的《渔父图》，见下。《绘画史》的文字是这样的：这幅
画一组渔父图中的一幅。这里的渔父是业余渔人，是士大夫在享受闲暇时光。他们在舟中沉睡、赞赏
风景、吟咏，却很少打鱼。其中一人坐在画卷的中央部分，眼观前面三座坡面略陷的山峰，陶醉在怀
想里。对同一主题，《美的历程》和《绘画史》的侧重一目了然。《美的历程》给予了艺术品过多的
解读，并不免带上了评论者个人和时代的印记——其中阶级的观点和术语，现在看这种解读早已过时
，并且混在作品的解读中读来相当扎眼。《绘画史》的仅限于引领人关注作品本身。二、排版印刷及
附录《绘画史》的印刷质量、文字排版、图片排版、注释、4个附录极其精良，使得绘画史这本书，
本身就像一个艺术品，电子阅读时代，这本书能让人体会到纸质书的温厚和精心。可能是我要求低吧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时常眼睛跟着文字中提到的图50，去阅读品味旁边的图50，一次没有失误过
。是什么意思呢？在一个粗制滥造的时代，书中正文所指的图50，常常不是在文字旁边；正文中的
图50也经常不是图50而是图51。一部绘画史，必然有风格的流转传承，经常一个画家或作品在讲述后
面朝代的画家或流派时被再次提及。这时书最后的附录：年表、画家小传；图序；索引都能帮你快速
回忆或找到，阅读体验很流畅，同时反复的对照查询也让我记住了很多画家和作品，对画家和作品的
记忆是立体丰富的。再说说书中辑录的绘画作品。因书的开本较大，印刷质量好，绘画作品展现的细
节很更清晰。而且不少画作并非藏在中国，能在书中辑录更是难得。另外，这些画，不光给出了名字
，作者，还给出了作者生卒年，成画年代，画作的保存形式——如册页或卷，所用材料——绢本设色
，藏品所在地。详细信息的给出，好处是让接触不到作品的我，对画作的真实感和存在感有更进一层
的认识，像真的置身博物馆中一边看这些画，一边听作者讲述。《绘画史》的排版印刷等能做到如此
精良，我想也有源于对美的单纯的追求，对画作作品本身是什么的执着凝视。我离开大学多年，大学
里在没人带领的情况下看了太多理论书，哲学书，选书读书时一味追求深涩。其实应该多读此类书，
知道想了解的领域是什么，有什么，不急着去看别人怎么评价怎么解释，先不去追究因什么，为什么
。到时自然对或专家或普通人的认识有自己的衡量，也能自然而然生成自己的认识，不盲目受人左右
，相比较《美的历程》，《图说中国绘画史》更值得好好一读。
7、首先看了一下作者和生活的年代，如果说这是一本1960年就出版的书，作者是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
学生，那这本书的质量已经是很不错的了。本书的贡献：1、提供了数量众多，图版还算清晰的图片
，而且都是流失海外的多在美国和日本各大博物馆的画作，对于熟悉大陆现存绘画的人来说还是有耳
目一新的感觉，可以从不太熟悉的画作中重新体会已知画家的风格。2、本文作者从新的视角看中国
画，有很多语言在中国从来也看不到的：比如说顾恺之画风“谐趣”、说宗炳的《画山水序》是一篇
“深奥的短文”、说元代的画风是“表现主义新画法”、郭熙的·画叫做“气氛透视法”，这些字眼
和修饰在中国人笔下绝写不出来，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可以发散的再回过头看同样的问题。3、与西
方类似的作品对比，用其他门类的艺术作对比。这个是最有意思的了，这个在中国不是没有，但不如
向纯正的西方学者这样信手拈来，这样的对比是本书的核心价值所在。比如说唐代的人物画中有“人
文主义理想”，这很明显的在对比文艺复兴；还有把张萱和维米尔夏尔丹作对比，对比项在于用疏离
的态度来描绘日常生活，认为这三者有共通之处，很有意思。再比如文中提到的斯特拉文斯基、柴可
夫斯基、艾略特、波德莱尔等旁证画作的方式也是很有意思。然后再来客观的说一下缺点。当然老生
常谈的隔靴搔痒就不多说了，就像作者本人在书里说的一样，中国人的东西最终还是要中国人来写。
时隔50多年以后以现在的眼光再来看这本书，还是漏洞比较多的。1、体系不够完善。如果说是严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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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绘画史，就不应该按照作者个人喜好做出删改。中国自唐代以后山水花鸟人物体系健全，在书中
并没有完全阐释清楚，有的画家并没有足够载入史册的功绩，比如马麟、盛懋、边文进、周臣等，他
们的画作无论艺术高度还是技法创新都没有足够出色，文中花精力对他们做出阐释，而在历史上地位
很高的如陆探微、阎立本、荆关董巨却少有涉及。2、对古文理解不够深入。越是到高古的年代，可
以看出作者越是不理解，有时候就是对古文的“复制黏贴”。比如“一画”的意思就只是“线条是一
切的开始”？“一画”的内容丰富多样，现在也没有下定论。就个人理解而言，是万物从来都是“混
沌”，就像盘古开天辟地一样，画面开始有了笔画以后就有了矛盾，可谓“万物分阴阳”、“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如何处理画面中的矛盾就看画家本人的造诣如何了。本人作者的解
释就略显单薄和生硬。高对于郭熙《早春图》的解释是“似乎有一片不自然的光从底层泛起。。。。
这些现象愈发使画面不稳定起来”，这难道不是在说深远？等等诸如此类，就不在这里赘述。当然本
书还有许多跟我的观点有共鸣的地方，只是换了一种说法，时隔几十年，有的观点依然没有改变，也
许就叫做真理。但愿有的学术观点可以保留的时间更久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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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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