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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史》

作者简介

王逊（1916.7—1969.3）山东莱阳人。美术史家。1933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曾任云南大学、西南
联合大学讲师，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建国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有《中国美术史》。王
逊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美术史家，他撰写的讲义《中国美术史》是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学术专著，也是
中国现代高等美术史教育的重要文献。而2006年5月出版的《王逊学术文集》既是对王逊先生学术文章
的一次成规模的整理，也是对先人在天之灵的一次告慰。
上世纪50年代，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家里，经常会有一些聚会，都是一些“谈笑有鸿儒”的常客，其中
不乏张奚若、金岳霖、钱伟长这样鼎鼎大名的人物。王逊先生当时三十几岁，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邓以蛰先生的得意弟子，而在当时，梁思成与邓以蛰先生时任清华文物馆的主任，而具体的工作都是
由王逊先生来负责的。王逊先生也因此成为了梁家的常客。
王逊的祖父在军阀割据时期曾经当过山东省的省长，王逊算得上是一个官僚地主家的少爷，从小条件
优越，十分酷爱美术。十八岁那年考入清华土木工程系，后又受闻一多与林庚的影响转入中国文学系
，一年后又转入哲学系，这样就可以跟着邓以蛰先生学习美学。北京沦陷后，王逊几经辗转，经济南
、武汉、长沙后随校迁至昆明。毕业后，王逊曾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大讲授文史与哲学的课程，虽然
这时候并没有接触到美术史教学与研究的内容，但他在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修养和研究方法上所
经历的严格训练，已经为以后的美术史研究工作打下了厚实的基础。林徽因曾评价王逊先生是位出色
的哲学家、美术史家、又是历代工艺美术鉴赏、评论家，足见其博学深厚的研究功底。
著名的工艺美术家，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在提到王逊对中国美术中上的贡献时说：王逊先
生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突出了中国美术史形成的源流始于工艺美术，论说中国美术史从原始社会到
战国时期，从古代的石器、玉器、陶器，直至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等器皿上的造型与纹饰说起，直到汉
代墓室画、画像石、雕刻及画像砖、漆画等，产生了反映当时神话故事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故事等所
形成的绘画、雕刻艺术以及魏晋后佛教艺术石窟壁画的兴起等，所造就的中国历史的美术史。而著名
建筑学家、工程院院士、科学院院士吴良镛曾在《王逊学术文集》的序言中深切怀念了他与王逊先生
在清华工艺美术小组中共同参与国徽设计、文物馆的创办、景泰蓝兰设计，振兴工艺美术的活动。读
来令人感慨万千。
而王逊先生的遭遇更是让人扼腕叹息，“反右”与“文革”的迫害让本已深患重疾的他不堪重负。在
调入中央美院任教后不久，美院重新筹办美术史系，他担任了筹委会主任，在心理与生理的双重压力
下，他仍一直坚持着编写教材的工作。那时候，他住在美院食堂附近狭长的平房里，生活十分简朴，
虽然政治上遭受重大打击，但仍坚持学术研究，而且异常勤奋。1957年，在王逊先生亲自主持下，中
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现代美术史教育的发端，同时，它也标志着具有现代形态的
美术学研究在中国的生成与发展。1963年，永乐宫壁画摹本在日本展出之前，王逊先生还承担了辨识
三清殿所绘二百八十六众的天神、地祗这一复杂的细致的工作，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以后的研究
工作提供的重要的参考。
不幸的事情还是降临了。1968年的冬天，王逊先生的咳嗽越来越严重，那时候他已经很少出门，也停
止了很多活动，第二年春天的某一天，他感到身体不适，自己艰难地走到了首都医院，也就是在他走
进医院后的三天，就传来了他溘然长逝的噩耗，终年54岁。
迟到的《王逊学术文集》是迄今为止对王逊先生所有学术著作的一次集中整理出版，对王逊先生在美
学、美术史研究、文物考古研究、工艺美术和民间美术的论著进行了分门别类的归纳，并在文后附上
了原文刊载的时间与刊物名称，书后的附录部分则包括了了王逊先生的学术年谱及生平介绍。这本书
对于中国美术史与美术理论研究弥足珍贵，这样一笔财富，作为后来人，是一定要继承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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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PDF】
2、仍然只读到宋代以前，忝脸标个读过。
3、简明扼要
4、很好的入门书
5、orz老爸的规定书目
6、。。这本书真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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