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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雕塑史》

内容概要

这本书是根据梁思成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在东北大学时，讲授“中国雕塑史”的讲课提纲，配以
图片（原稿设有图片）编辑而成的。当时很多重要的历史遗址尚未发掘，而梁思成在讲授此课时，也
尚未到云冈、龙门、天龙山、南北响堂山、敦煌、大足等地去实地考察过。但他在美国学习时期，及
赴欧洲旅游时，在欧美各处的博物馆中，看到帝国主义从我国掠走的大量雕塑珍品。他往往在这些雕
像之前久久徘徊、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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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雕塑史》

章节摘录

书摘                                  中国雕塑史    我国言艺术者，每以书画并提。好古之士，间或兼谈金石，而其对
金石之观念，仍以书法为主。故殷周铜器，其市价每以字之多寡而定；其有字者，价每数十倍于无字
者，其形式之美丑，购者多忽略之。此金钱之价格，虽不足以作艺术评判之标准，然而一般人对于金
石之看法，固已可见矣。乾隆为清代收藏最富之帝皇，然其所致亦多书画及铜器，未尝有真正之雕塑
物也。至于普通玩碑帖者，多注意碑文字体，鲜有注意及碑之其他部分者；虽碑板收藏极博之人，若
询以碑之其他部分，鲜能以对。盖历来社会一般观念，均以雕刻作为“雕虫小技”，士大夫不道也。 
  然而艺术之始，雕塑为先。盖在先民穴居野处之时，必先凿石为器，以谋生存；其后既有居室，乃
作绘事，故雕塑之术，实始于石器时代，艺术之最古者也。    此最古而最重要之艺术，向为国人所忽
略。考之古籍，鲜有提及；画谱画录中偶或述其事而未得其详。欲周游国内，遍访名迹，则兵匪满地
，行路艰难。故在今日欲从事于中国古雕塑之研究，实匪浅易。幸而——抑不幸——外国各大美术馆
，对于我国雕塑多搜罗完备，按时分类，条理井然，便于研究。著名学者，如日本之大村西崖，常盘
大定，关野贞，法国之伯[1]本稿系梁先生在东北大学时的讲课提纲，成于1930年。希和(Paul Pelliot)，
沙畹(Edouard Chavannes)，瑞典之喜龙仁(Osvald Siren)  ，俱有著述，供我南车。而国人之著述反无一
足道者，能无有愧？今在东北大学讲此，不得不借重于外国诸先生及各美术馆之收藏，甚望日后战争
结束，得畅游中国，以补订斯篇之不足也校注[1]。                                 南北朝——南朝    自南北朝而佛教
始盛，中国文化，自有史以来，曾未如此时变动之甚者也。自一般人民之思想起，以至一物一事，莫
不受佛教之影响。而艺术者一时代一民族之象征，其变动之甚，尤非以前梦想所及者。在雕塑上，至
第五世纪，  已渐受佛教之浸融，然其来也渐。在此新旧思想交替之时，在政治历史上已入刘宋萧梁
，而佛教尚未握人生大权之际，有少数雕刻遗物为学者所宜注意者。其大多数皆为陵墓上之石兽。多
发现于南京附近。南京为南朝帝都，古称建业，宋、齐、梁、陈皆都于此。附近陵墓即其帝王陵墓也
。陵墓在今南京附近，江宁，句容，丹阳等县境内，共约十余，其坟堆皆已平没，然其中柱，碑，翁
仲等等尚多存在者。瑞典学者喜龙仁(Siren)所著《中国雕刻》言之甚详。    其中最古者为宋文帝陵，
在梁朝诸陵之东。宋陵前守卫之二石兽，其一尚存，然头部已残破不整。其谨严之状，较后代者尤甚
，然在此谨严之中，乃露出一种刚强极大之力，其弯曲之腰，短捷之翼，长美之须，皆足以表之。中
国雕刻遗物中，鲜有能与此赑屓比刚斗劲者。    萧梁诸墓刻，遗物尤多。始兴忠武王萧愴（普通三年
，公元522年薨）碑，碑头螭首，颇似汉碑。吴平忠侯萧景及安成康王萧秀，俱卒于普通年间，故其墓
刻俱属同时（公元六世纪初），形制亦同（第四十一、四十二图）。其石兽长约九尺余，较宋文帝陵
石兽尤大，然刚劲则逊之。其姿势较灵动，头仰向后，胸膛突出。此兽形状之庄严，全在肥粗之颈及
突出之胸。其头几似由颈中突出，颈由背上伸如瓢，而头乃出自瓢中也。其口张牙露，舌垂胸前，适
足以增胸颈曲线之动作姿势。其身体较细，无突起之筋肉，然腰部及股上曲线雕纹，适足以表示其中
蕴藏无量劲力者。    由其形式上观之，此石狮与山东嘉祥县汉武氏祠狮实属一系统，不过在雕饰方面
，较汉狮为发达耳。    然此汉狮梁狮，皆非写实作品，其与真狮相似之点极少。其形体纯属理想的，
其实为狮为虎，抑为麒麟，实难赐以真名也。今此石狮及碑柱，多半埋于江南稻田中，遥望只见其半
，其中数事已于数年前盗卖美洲，现存彭省大学美术馆。其他数件之命运如何，则不敢预言也。    考
古艺术之以石狮为门卫者，古巴比伦及阿西利亚皆有之。然此西亚古物与中国翼狮之关系究如何。地
之相去也万里，岁之相去也千余岁。然而中国六朝石兽之为波斯石狮之子孙，殆无疑义。所未晓者，
则其传流之路径及程序耳。至此以后，狮子之在中国，遂自渐成一派，与其他各国不同，其形制曰新
月异。盖在古代中国，狮子之难得见无异麟凤，虽偶有进贡自西南夷，然不能为中土人人所见，故不
得不随理想而制作，及至明清而狮子乃变成狰狞之大巴狗，其变化之程序，步步可考，然非本篇所能
论及也。    南朝造像现存者极少。就中最古者为陶斋（端方）旧藏元嘉十四年（公元437年）铜像。高
约一尺三寸。两肩覆袈裟，颇似健陀罗佛像。然在技术上毫无印度风。其面貌姿态乃至光背之轮廓皆
为中国创作，盖戴安道所创始之南朝式也（第四十图）。    美京华盛顿(Frcer  Gallery)藏元嘉二十八年
铜像一躯。光背作叶状，上镌火焰纹，而有三小佛浮起。大致与十四年像同。    当是时，戴安道之子
名颐者，字仲若，肖其父，长于才巧，精雕塑。安道作像，仲若常参虑之。仲若作品之见于记载者颇
多。济阳江夷与仲若友善，为制弥勒像，后藏会稽龙华寺。又修冶绍灵寺及瓦棺寺丈六金像二躯。又
作丈六金像于蒋州兴皇寺，隋开皇间寺灾，迁像洛阳白马寺。此外戴氏父子制像颇多，然实物乃无一
存焉。                                  南北朝——北朝                                      元  魏    在元魏治下，佛老皆为帝王所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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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雕塑史》

故在此时期间，造像之风甚盛。然其发展，非尽坦途。    魏太武帝（公元424—452年）初信佛教，常
与高德沙门谈论佛法。四月八日，诸寺辇像游行广衢，帝亲御门楼，瞻观散花，以致敬礼。此实为魏
行像之滥觞。然帝好老庄，晨夕讽味。富于春秋，锐志武功。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然未观经教，
未深求缘报之旨。信嵩山道士寇谦之术。司徒崔浩，尤恶佛法，尝语帝以佛法之虚诞。帝益信之。太
平真君五年诏王公以至庶人，家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巧匠者，  限期逐出，否则沙门师巫身死，
主人门诛。既而帝入寺中，见沙门饮酒，又见其室藏财物弓矢及富人寄藏物，忿其非法。时崔浩亦从
在侧，因更进其说，遂于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三月，诏诸州坑沙门，凡有佛像及胡经者亦尽焚
毁。太子晃信佛，再三谏弗听。然幸得暂缓宣诏，俾远近得闻，各自为计。故沙门经像亡匿多得幸免
。然塔庙及大像，无复孑遗。    太武帝被弒后。文成帝即位，诏复佛法，自真君七年，至此，凡七年
间，魏境造像完全屏息。    物极则反，复法之后，建寺造像之风又盛。遂命诸州郡，限其财用，各建
佛图。往时所毁并皆修复，藏匿经像遂复出世。至献文帝（公元466—471年）竟有舍身佛道，摒弃尊
位之行为。其对于寺观之兴筑及佛像之塑造盖极提倡也。    我国雕塑史即于此期间放其第一次光彩。
即大同云冈石窟之建造是也。    石窟寺在大同西三十里武周山中云冈村。山名云冈堡，高不过十余丈
，东西横亘数里。其初沙门昙曜，请魏文成帝于“京城西武周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
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第四十三图）。    石窟寺之营造，源于印度（
印度大概又受埃及波斯遗物影响），而在西域，如龟兹敦煌，已于云冈开凿以前约一百年开始。故昙
曜当时并非创作，实有蓝本。    石窟总数约二十余，其大者深入约七十尺，浅者仅数尺。其山石皆为
沙石，石窟即凿入此石山而成者。除佛像外，尚有圣迹图及各种雕饰。石质松软，故经年代及山水之
浸蚀，多已崩坏。今存者中最完善者，即受后世重修最甚者，其实则在美术上受摧残最甚者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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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雕塑史》

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这本书是根据梁思成中国雕塑史一九三O年在东北大学时，讲授“中国雕塑史”的讲课提纲，配
以图片(原稿没有图片)编辑而成的。当时很多重要的历史遗址尚未发掘，而梁思成在讲授此课时，也
尚未到云冈、龙门、天龙山、南北响堂山、敦煌、大足等地去实地考察过。但他在美国学习时期，及
赴欧洲旅游时，在欧美各处的博物馆中，看到帝国主义者从我国掠走的大量雕塑珍品。他往往在这雕
像之前久久徘徊、流连忘返。这时期他也熟读了不少欧洲及日本学者的有关著述。这份讲稿就是在这
个基础上写的。    虽然那时梁思成尚未到云冈、龙门、天龙山。大足⋯⋯这些佛教圣地去考察过，但
他对我国的雕塑已有很深的研究。记得有一次他与陈植先生一起去拜访陈叔通老先生，陈老先生酷爱
文物，家中收藏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佛像。陈老先生看梁思成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他的收藏，因而指着一
尊塑像对他说“你如果能猜出这尊像的年代，我就把它送给你。”没想到梁思成竟脱口而出说“这是
辽代的。”把陈老先生吓了一跳。虽然这只是一句戏言，但陈老却执意要把这尊昂贵的为您无送给梁
思成。    到了三十年代，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六年，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学社同仁，陆续前往
云冈、天龙山、龙门、南北响唐山、山东历城神通寺千佛崖等地考察。抗日战争时期，他又与刘敦桢
等赴四川，沿岷江流域、嘉陵江流域、夹江两岸及广元、大足等地对摩崖石刻作了半年多的考察。至
此他对我国雕塑的研究已是造诣很深。    一九四七年他赴美国讲学，曾参加庆祝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二
百周年的学术活动，并做了“唐宋雕塑”及“建筑发现”两个学术报告，得到了极高的评价。这次学
术活动使他在这个学科获得了很高的荣誉。要知道与会者并非一般的听众，而是六十多位研究远东文
化的专家学者，为此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费慰梅说：正是他首次把四川大足的雕
塑艺术介绍给国际学术界的。他从美国回国时，曾对陈植说准备写一本“中国雕塑史”。回到清华后
在教学中，也开了“中国雕塑史”这门课。可惜在一九五而年教学改革中把这门课取消了。    至今清
华建筑系五十年代的学生，还清晰的记得，梁家那大大小小的金石佛像和明器。他还常常要学生看一
个白色的小陶猪，问学生欣赏不？如果你摇摇头，他就哈哈大笑说：“等你能欣赏时，你就快毕业了
。”你若点头，他就考问你为什么？有一次我被他考了之后要他给我讲讲，他哈哈一笑说：“只能意
会，不能言传。”我生气了说：“那你就不是个好老师。”他看我真急了，就拉着我的一只手，要我
顺着小猪的脊背从上往下抚摩，并说“你看这条曲线，这么刚劲有力，这和圆滚滚的猪好像不是一回
事。但你看这整个陶猪，却又是这么惟妙惟肖。”人们也绝忘不了，那双踏在直径仅二十公分的莲花
上的一双小胖脚丫。那是他在佛光寺后山拾来的。佛像的身子已毁了，只剩下这双可爱的小胖脚，他
常常拿着这双脚对学生说：“这是唐代典型的佛脚。”他还风趣地在这双脚的背面写上“莫待临时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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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雕塑史》

精彩短评

1、　　总感觉只是个雏形，四十年代后的讲稿无存实在是遗憾，很想了解下梁先生对大足石刻的看
法。 
　　　　在普林斯顿的学术报告其一是以“唐宋雕塑”为题，大足石刻艺术也是此次由梁先生介绍到
国际学术界，大足为唐末、宋初的摩崖石刻，相较于本书中彼时的对晚唐及宋的评价，梁先生显然后
来又有了更多的认识和发现。 
　　
2、好好的书竟然被编得这么差，真该把排版的人拉出去砍了
3、大家就是大家 不过 这个版本看上去不大牢靠 一些章节似乎有他人杜撰的嫌疑 文风遣词也有不大一
统之处 
4、对梁思成的了解仅限于感情，如今接触到他写的书，才惊觉他在雕塑研究方面是个大家。
5、夹带吐槽之作啊啊啊。。。
6、读这本主要为了了解梁思成的行文和才华~
7、讲得宽泛。仍有参考价值。
8、够简短 元明清索性就一张纸··
9、很多珍贵的原始照片。
10、书在小耿那
11、石刻，雕塑
12、照片印刷质量低也许无可厚非。行距大字体小就有骗页数之嫌了。其实好书不在厚薄。
13、讲义 行文言简意赅 白话文夹杂古文  配图很多 在那个年代应属开创之作
14、很简洁很好读，最大的收获之一是发现中国不产狮子。盛唐的极美。排版极差，文字和配图往往
相距很远，图还不按顺序出现。
15、真想穿越回去上梁先生这门课啊
16、　　本书不能算史,因为是后人根据梁先生的讲义,配图编辑而成,而梁老师本身由于种种原因, 也没
有真正的开讲这门课.但对于我等门外汉还是一本好书.
　　
　　 
　　
　　首先,原来中国的文化在汉以后就受印度和希腊文明的影响了,所以五千年的文明不光是中华民族
的.
　　
　　 
　　
　　原来好东西,有艺术价值的东西都在国外呢!书中很多实物和图片都存于外国博物馆, 令人欣慰又惋
惜的是,喜龙仁的&lt;中国雕塑&gt;是先生参考最多的著作,而喜先生是日本人~有机会希望可以拜读.
　　
　　 
　　
　　相信梁先生的审美,渊博与严谨.起码去博物馆,看古董,看哪了看什么了.很有提高.
　　
　　 
　　
　　另:喜欢自在佛~maharajalina...波士顿博物馆有不少好东西~
　　
　　
17、   智慧书斋偶得
18、对于现在来说，本书内容过于简单。宋代部分提到很少，之后看到评论说是当时上课的讲义。要
找那本建筑史来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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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雕塑史》

19、看的全集第一卷里收录的
20、提到雕塑与魏碑之关系。
21、艺术始于雕塑。主要是青铜，佛像，秦汉俑等。
22、　　今天是阴雨天，不宜出行，于是早上去游泳馆游完1000m后在设计院花了半天时间看完此书
。要去旅行的地方又多了好几处，像龙门石窟，云冈石窟，苏州甪直保圣寺（边上就是昆山奥灶面）
，正定隆兴寺，南京栖霞寺，等等。下次再去类似的景点，不要再走马观花的看了。
　　
　　看下来印象很深的几处：
　　第135页，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北周观音像，整本书所有雕塑照片中我认为最美的一尊。香港三联
书店版的封面就是他。要去看。
　　第154页，驼山总管平桑公造像，好痴呆的样子。
　　第171页，美国博物馆藏比丘像，和朝鲜男足前锋郑大世长得一模一样。
　　
　　边看书边上网用维基百科百度百科查资料，学到了好多东西。
23、四百年间，殆无足述
    原来是这个原因
24、内容很概括
25、排版混乱
26、基本上就是中国佛教雕塑史....
27、基本上说的是佛像造像史。范围窄了点
28、虽然是半文言文，但是并不难读，很好看，简洁明了清晰。
29、　　研一时，上一位讲课很沉重很费气力的老师的课。当时每次课前有一组同学来向大家推荐学
术书籍，交流读书感想。一个学期，几乎涵盖了能有耳闻的经典学术著作。也不知道大家是真读假读
的。记得其中一本是一个美国人写的，主题是“什么是文化”。凡是涉及文化题目的论文、书籍都是
很难碰的：因为按照学术习惯都要搞个定义。那么文化怎么定义呢？什么是中原文化？什么华夏文明
？
　　
　　 
　　今天读了梁思成的《中国雕塑史》，对文化有了点感慨。就艺术的角度，按梁思成说的，中国古
代大户人家的收藏金石古玩字画，没有收藏雕塑的，因为“雕”——雕虫小技，士大夫不道也。先说
句闲话，开篇编者说，这书是根据粱任教时的课程讲义所编。这或许是读他的书，感到简单的原因之
一。上次查阅《中国建筑史》时，感到他写书风格简洁，写什么都简单的很。同蓝颜交流，他说是因
为大家觉得什么都很简单。一个不错的解释。《中国雕塑史》读到一半已过，刚刚结束南北朝。他讲
南北朝、讲唐笔墨甚多，元明清一笔带过，不知是何故了。难道是期末匆匆结课的缘故？
　　 
　　很多关于文化符号的说法，石狮子成为中国文明的标志，这没错。透过石狮的变迁，可以看到文
化的流动和演化——非常有趣。书里一节写南梁时期墓前的石兽。此石兽与汉狮属一系统。“然此汉
狮、梁狮，皆非写实作品，其与真狮相似之点极少。其形体纯属理想的，其实为狮为虎，抑为麒麟，
实难赐以真名也。⋯⋯中国六朝石兽之为波斯石狮之子孙，殆无疑义。⋯⋯至此以后，狮子之在中国
，遂自渐成一派，与其他各国不同⋯⋯”这种说法的理由显而易见，中国本土并不产狮，即使有西南
进贡，也并非路人常见。而明清之后，中国石狮的长相，与其说是狮，不如说是狰狞状的大巴狗。
　　 
　　早年同班上一位维族同学一起去看世界新闻奖的照片展览，顺便逛了造像艺术的展览。那时对艺
术史的了解都冠以西方某某，对中国的建筑和雕塑一点不了解。糊里糊涂的逛，印象中，线条很细致
、菩萨个个慈眉善目、悲悯众生的感觉。有的佛像的手部还残存着金箔。南北朝是佛教兴而灭、灭又
兴的时代。兴佛教时，大建寺庙，造像之风耗尽民财，对于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不好说佛教带来的
是什么（没研究过），至少历代政府看到僧人浪费劳动力、寺庙占了良田。
　　 
　　众所周知，伊斯兰教是禁止偶像崇拜的，清真寺的装饰是几何图案或是花草。与此同时，古代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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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世界的几何学一直在世界保持着先进水平。而天主教则有繁复的仪式，天主教堂用壁画讲授圣经
故事。而两大宗教的缘起——犹太教，是禁止偶像崇拜的。以前《苏菲的世界》中讲这是所谓闪族文
化和印欧文化的区别之一。欧洲接受犹太教的同时，保留了希腊罗马的文化特质。
　　 
　　某种程度上，也不是很恰当的比喻，文化像种子。如果不是突然破坏性的灾难（比如火山爆发的
庞贝），文明不会断裂，会像种子一样进入下个时代。种子根据彼时彼地的条件再生出下一个种子。
一年申论的破题是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材料中说韩国抢先申请了“端午祭”。偶在没有调查的情况
下乱说话一下：在人家土地上长出来的花，未必等同于原先的产出种子的那朵花。
　　 
　　这个比喻既指古时候的文化，也是当今世界的文化。新文化运动一百年了，民主科学的革命至今
也未见得取得胜利。中国的一锅粥，用西方文化调和一下，马上有人跳出来说拒绝全盘西化，翻出来
孔老夫子的教训。50后的还有把政府叫衙门的；80的人入世地活着。即使满脑袋自由平等的思想，也
得乖乖接受从小被教育的国情。国情之下，没有更大的困难，有更大的困难也得克服。
　　
30、培养点儿兴趣。。。

31、限于时代
32、20120919购于三味书屋。
33、真的是提纲啊！不过对于初学者已经足够了，梁先生的审美好独到，瞬间自己弱爆了
34、梁师的写作手法还是英雄主义式的~
35、或是限于篇幅，梁思成集中讲述佛像，至于中国石狮子、道教神像等几未讲述，总感美中不足。
改日必要找来喜仁龙的《中国雕刻》。排版是个小悲剧...
36、法文不好 英文不好 古文不好 这里是中文不好直接体现在繁体字不好上
37、算是当年的课件，整体还不错，逻辑比较清晰，认识了几位历史上的中国古代雕塑家。不过限于
历史条件，调研肯定挂一漏万，不少结论也偏主观了。
38、都是照片 没几个字
39、宾大罗汉像
40、观音的坐姿Maharajalina相当惬意。
41、千二百年来，风云飘零，人力之摧敲，然卢舍那大佛巍然不动居高临下，人类之伎俩仅及其膝，
使其上部愈显庄严。头像之所以伟大着，不在其尺度之长短，而在其雕刻之奇妙，光影之分配，足以
表示一种内神均无平无依之境界也。宋代雕塑面容多呆板无灵性之表现。总之，宋代雕塑之风尚盛然
不如唐代之春潮澎拜，且失去宗教信仰亦社会情形使然也。元明清三代，然于雕塑一道，或仿古而不
得其道，或写实而不了解自然，400年间，殆无足述也。
42、　　     《中国雕塑史》一书是“根据梁思成一九二九－一九三零年在东北大学时，讲授‘中国雕
塑史’的讲课提纲”（1），由林洙女士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配以图片（原稿没有图片）编辑而成。
梁思成在教授此课的时候，“中国的很多重要历史遗址还未发掘，他也尚未到过云岗、龙门、天龙山
、南北响堂山、敦煌、大足等地进行过实地考察”（2），但是梁先生在美国学习和赴欧洲旅游时，
在欧美各处的博物馆中见到了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大陆掠夺的大量雕塑珍品，与此同时，此时的梁先
生也熟读了欧洲以及日本学者的关于雕塑的大量著述，这份讲稿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这份文稿中
所举的实例多引自国外人的书籍或者国外博物馆的藏品。《中国雕塑史》这本书的最终完成则是在编
者林洙女士煞费苦心收集了梁先生所用的图片，并增补了有关云岗、龙门等石窟的精美图片，最终使
此书成为一本图文并茂的完整的中国雕塑史著作。
　　       从中古开始，中国的美术史家大多注重对“画史”的编撰，而对其它门类的记载则较为零散
，传统中国文人大多谈论绘画而几乎未提及雕塑。雕塑被纳入中国知识份子的视野大约始于20世纪处
，其缘起当然与西方文化观念以及欧化的日本文化的传入有关。梁思成先生在此书的开篇就提及到“
艺术之始，雕塑为先”（3），“雕塑之术，实始于石器时代，艺术之最古者也”（4），由此可见他
对于中国雕塑艺术的注重。此书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受到了西方以及日本的一些美术史家以及撰写的
著作的影响，总结了中国古代雕塑的发展历史、规律、特点，并与西方雕塑进行了比较。
　　在仔细阅读完此书后，我认为此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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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雕塑史》

　　一、�梁思成先生在编辑《中国雕塑史》时与历史书籍的写作顺序一样，从上古到元、明、清，依
时间顺序展开。按大的朝代为章，以小的历史时期为节，每章又从历史背景开始，以总结各代的艺术
成就结束，论述了五千年中国文化雕塑宝藏。梁先生虽然按照传统的以时间朝代为分期的写作顺序编
辑此书，但梁先生并没有完全受到进化论的影响，并不完全相信古人所说的一盛一衰的模式，而是结
合中国雕塑发展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在考证了各个时代地雕塑作品之基础上，“通过分期来体现
历史观，通过分期来表示研究取向，通过分期来阐发对中国美术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的认识”（5），
严谨地提出了各个朝代的雕塑艺术的总体艺术风格与兴衰问题。
　　二、�以艺术家的眼光看待作品，这使得梁思成的撰述有以艺术家的审美眼光观看和欣赏对象的特
点。以艺术家的眼光看待，这决定了作者对作品的挑选标准：完美、精致、和谐、生动或者雄壮优雅
，充满美的感染力。梁先生选取的作品例子都是他在游学欧美时参观了各大博物馆之后选取的，突出
之处在于他以欣赏而敏锐的艺术眼光四处收集与寻找雕塑艺术作品实物，并以艺术家的心态理解作品
、以朴实的语言叙述这些作品。他选取的作品均是兼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和审美价值。而且，梁思成先
生在研究这些作品的时候，也是尝试着以作品为本位的研究方法，围绕作品本身加以研究和解读。
　　三、�在编写的过程中史料文献和考古实物相结合。梁思成先生虽然留学欧美，但是由于受家学的
影响，他的中国古文化、古文献的基础是很深厚的。在编撰此书时，梁思成先生在对一件历史实物和
一件历史事件的叙述中首先要博引古文献材料，广泛收集历史材料，追溯史源，辨明真伪，在历史文
献中进行考据。这与“二十世纪开始之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一大进展，就是将就了文献史料的考据
”（6）的学术风气不谋而合。同时，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随着西方考古学的西学东渐和中国科学
考古学的兴起，一批知识分子认识到了考古实物的重要性，梁思成先生便是这批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
物。他在文献的基础上，认识到雕塑的材料往往不是全部来自文献，而是更多地来自考古调查，因此
他从不忽视考古实物的重要性，尽量多地使用考古发现。《中国雕塑史》在内容上便是如此，书中不
仅在文献上有着详细准确地引用，而且在介绍考古实物上也不遗余力。此书中引用的一些实例，都是
藏在欧美的各大博物馆中的中国优秀古代雕塑。以及一些记载在日本学者大村西崖、常盘大定，法国
学者伯希和、沙畹，瑞典学者喜龙仁等所著的专著中的雕塑作品，这就起到了向国内学者和学生介绍
这些作品，并帮助国内学者和学生理解这些重要作品的作用。这种方式在其他的一些关于中国雕塑中
的专著中是不多见的。
　　四、�《中国雕塑史》写作方法主要是评述和评价，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不光是“是什么”，对“为
什么”也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梁思成在编撰此书时关注了它们为什么产生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
，社会关系等问题，对图像的构成体系做进一步的探讨，并在美术的传承影响过程和因果关系上进行
了进一步的比较和阐释。比如他在谈到中国佛教雕塑在各个时期的风格演变时，结合了当时中国的政
治经济发展状况对造像的冲击，并且注意到了风格样式的渊源、传播过以及中国佛教雕塑所受到的域
外因素的影响。然而，由于受到编撰时代的限制，而且梁思成先生并未到这些佛教石窟的现场进行考
察，这就使得这本书中所述的观点难免有偏颇之处，但是这并不影响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因为他开启
了一种编撰形式的先河，并且也鼓励了学者的创造性和开放性。这为以后的有关中国雕塑史的书籍的
编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
　　五、�由于这本书的最初的稿子是梁思成先生1930年在东北大学的一个讲稿，它所面对的听众是广
大的在校学生和部分教师，所以它在叙述的语言上都是浅显易懂、潇洒活泼的，文采也好不逊色。这
也是这本书不同于其他的有关中国雕塑的专著的一个特点之一。
　　六、�这本书不仅仅在编撰形式和内容上开启了中国编撰雕塑方面书籍的先河，而且向国外的学术
界介绍了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0月梁思成先生受邀到普林斯顿大学讲学，
其间做了“唐宋雕塑”以及“建筑发现”两个精彩的学术报告，把中华文化的瑰宝展示在国际学术界
面前。美国东亚问题专家，曾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的费正清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在
我们心目中他是不怕困难献身于事业的崇高典范”，“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费慰
梅女士（7）也盛赞道“正是他首次把四川大足的雕塑艺术介绍给国际学术界的”。
　　        总之，《中国雕塑史》完成是和梁思成先生留学经历以及所受到的西方学术派别的影响有关
。梁思成先生结合文献材料和传世作品，按照时间的顺序勾勒出了中国雕塑的发展的整体脉络。从史
学角度和观念上看，《中国雕塑史》对中国美术很重要的一个门类进行了系统地梳理，联系实物阐释
中国雕塑的发展特点及其演变过程，并且注重对具体的雕塑作品做细微的风格分析。在编撰方式方面
，也具有开创先河的作用。这些特点对于我们是很有启发性的，在考古材料日益丰富的今天，作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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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史工作者则应该对考古新发现予以更多关注，需要更加敏锐的眼光和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美术史
的研究和编辑工作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任务。
　　注释：
　　（1）�见《中国雕塑史》前言，梁思成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2）�同（1）
　　（3）�见梁先生在东北大学时的讲课提纲，成于1930年。
　　（4）�同（3）
　　（5）�见《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薛永年。
　　（6）�同（5）
　　（7）�费慰梅（Wilma Fairbank），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妻子，研究东方艺术的
专家。
　　参考文献：
　　（1）《中国雕塑史》  梁思成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2）《中国雕塑艺术史》  王子云著
　　（3）《图像中国建筑史》  梁思成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4）《梁思成传》   林洙著
　　
　　
43、是讲义,也是中国史.
44、若作《中国雕塑史纲略》则愈贴切，然梁先生学识之广博，审美之高雅独到，言语之简要明确实
今我佩服
45、从秦兵马俑到唐三彩罗汉像，中国雕塑受佛教传入的影响雕塑得以壮大，鼎盛之时佛像的生动程
度可以和文艺复兴雕像媲美。插图丰富，读了梁思成先生的一部分著作，这本虽然是半白话的书但易
读程度很高，应该和中国建筑史一起对照读的。林洙老太的前言没有就更好了。
46、寥寥数笔。
47、本来就是讲义，读来很有意义，但文图梳理做得真潦草。
48、附图很易读，累了一天看也不费劲
49、高中。
50、“永乐，乾隆，为明，清最有功于艺术之帝王，然于雕塑一道，或仿古而不得其道，或写实而不
了解自然，四百年间，殆无足述也。” 联想到今时今日，在越来越自由开放的世界，却由于愈演愈烈
的集权统治对人性的束缚与控制，自己民族的文化却走向凋敝...
51、真没想到美国留学的梁写出来的雕塑史会是这样的，真是传奇的一代人 
52、感覺還行！可能史讀少了所以感覺比較空洞！
53、2016.05.20-05.26
一本有性格的雕塑史。对各时代作品风格的分析实事求是，没有唯进化论；对各时代的作品选择没有
搞平均主义，也没有以朝代长短为依据，唯以历史和艺术价值为取舍；论述精炼细密却通俗易懂，回
到作品的历史时代背景中分析作品，精炼勾勒出雕塑风格发展演变的脉络框架。
54、　　
　　梁思成的中国雕塑史，始于上古而终于元。在书的最后一节“元明清”中，提到明清雕塑一笔带
过“⋯⋯此种写实作风，明代并无继续。永乐、乾隆，为明、清最有功于艺术之帝王，然于雕塑一道
，或仿古而不得其道，或写实而不了解自然，四百年间，殆无足述也。”
　　
　　对中国雕塑并未读过什么书，仅以个人观感来说，园林是综合艺术，所以其中必有大量雕塑存在
。
　　
　　苏州园林自南宋、元、明、清，都有代表性的园林，我最喜欢沧浪亭，最厌烦留园、北园的铺张
浮华，而这后两个园林正是清代园林，弥漫末世浮躁的气息。
55、排版实在是太糟糕了。内容上，作为讲课提纲，确实太考验理解能力了。不过对衣褶表情的关注
还是很有启发的。插图还是欠细致，要另外去找图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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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我读的是07年版
57、梁思成入眼的大概只有汉墓石兽和南北朝的石窟造像，爱曹衣出水，不爱吴带当风。讲课提纲成
书，有哎呀到期末了讲不完课了的感觉。元明清一共就一页，殆无足述。入门课难免宏大叙事，给一
个华丽的偏见，任你以后慢慢去同意或驳倒它。
58、故黄河以北诸寺，大多立于隋唐，重修于永乐，再修于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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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以前已经说过梁师的写作手法还是觉得有点英雄主义的色彩，梁师那个时候大概运用二重证据法
的手段跟我们现在略有不同吧~至于这本雕塑史，我大概自己觉得，是没办法和他的建筑史相比的。
这本书~倒很像是纪伯伦在沙与沫中提到的“盛大言语之后的华美碎片”的感觉。林徽因文存和建筑
史中收录相同或类似的章节~很多都讲得比雕塑史的章节细致。（特别是魏晋南北朝这段时期）~林洙
收录的图片倒是非常受用~可惜这个书排版得太不好~明明只是本很薄的小册子却排版出这么大一本~
中间全是大的空白页~三百页的书梁师写的部分大概只占不到二十页了罢了~P.S.樗蒲之材~个人意见仅
供参考~~
2、《中国雕塑史》一书是“根据梁思成一九二九－一九三零年在东北大学时，讲授‘中国雕塑史’
的讲课提纲”（1），由林洙女士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配以图片（原稿没有图片）编辑而成。梁思成
在教授此课的时候，“中国的很多重要历史遗址还未发掘，他也尚未到过云岗、龙门、天龙山、南北
响堂山、敦煌、大足等地进行过实地考察”（2），但是梁先生在美国学习和赴欧洲旅游时，在欧美
各处的博物馆中见到了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大陆掠夺的大量雕塑珍品，与此同时，此时的梁先生也熟
读了欧洲以及日本学者的关于雕塑的大量著述，这份讲稿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这份文稿中所举的
实例多引自国外人的书籍或者国外博物馆的藏品。《中国雕塑史》这本书的最终完成则是在编者林洙
女士煞费苦心收集了梁先生所用的图片，并增补了有关云岗、龙门等石窟的精美图片，最终使此书成
为一本图文并茂的完整的中国雕塑史著作。从中古开始，中国的美术史家大多注重对“画史”的编撰
，而对其它门类的记载则较为零散，传统中国文人大多谈论绘画而几乎未提及雕塑。雕塑被纳入中国
知识份子的视野大约始于20世纪处，其缘起当然与西方文化观念以及欧化的日本文化的传入有关。梁
思成先生在此书的开篇就提及到“艺术之始，雕塑为先”（3），“雕塑之术，实始于石器时代，艺
术之最古者也”（4），由此可见他对于中国雕塑艺术的注重。此书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受到了西方
以及日本的一些美术史家以及撰写的著作的影响，总结了中国古代雕塑的发展历史、规律、特点，并
与西方雕塑进行了比较。在仔细阅读完此书后，我认为此书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梁思成先生在编辑
《中国雕塑史》时与历史书籍的写作顺序一样，从上古到元、明、清，依时间顺序展开。按大的朝代
为章，以小的历史时期为节，每章又从历史背景开始，以总结各代的艺术成就结束，论述了五千年中
国文化雕塑宝藏。梁先生虽然按照传统的以时间朝代为分期的写作顺序编辑此书，但梁先生并没有完
全受到进化论的影响，并不完全相信古人所说的一盛一衰的模式，而是结合中国雕塑发展的实际情况
，实事求是地在考证了各个时代地雕塑作品之基础上，“通过分期来体现历史观，通过分期来表示研
究取向，通过分期来阐发对中国美术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的认识”（5），严谨地提出了各个朝代的雕
塑艺术的总体艺术风格与兴衰问题。二、�以艺术家的眼光看待作品，这使得梁思成的撰述有以艺术家
的审美眼光观看和欣赏对象的特点。以艺术家的眼光看待，这决定了作者对作品的挑选标准：完美、
精致、和谐、生动或者雄壮优雅，充满美的感染力。梁先生选取的作品例子都是他在游学欧美时参观
了各大博物馆之后选取的，突出之处在于他以欣赏而敏锐的艺术眼光四处收集与寻找雕塑艺术作品实
物，并以艺术家的心态理解作品、以朴实的语言叙述这些作品。他选取的作品均是兼有很高的艺术成
就和审美价值。而且，梁思成先生在研究这些作品的时候，也是尝试着以作品为本位的研究方法，围
绕作品本身加以研究和解读。三、�在编写的过程中史料文献和考古实物相结合。梁思成先生虽然留学
欧美，但是由于受家学的影响，他的中国古文化、古文献的基础是很深厚的。在编撰此书时，梁思成
先生在对一件历史实物和一件历史事件的叙述中首先要博引古文献材料，广泛收集历史材料，追溯史
源，辨明真伪，在历史文献中进行考据。这与“二十世纪开始之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一大进展，就
是将就了文献史料的考据”（6）的学术风气不谋而合。同时，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随着西方考古
学的西学东渐和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一批知识分子认识到了考古实物的重要性，梁思成先生便是
这批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他在文献的基础上，认识到雕塑的材料往往不是全部来自文献，而是更
多地来自考古调查，因此他从不忽视考古实物的重要性，尽量多地使用考古发现。《中国雕塑史》在
内容上便是如此，书中不仅在文献上有着详细准确地引用，而且在介绍考古实物上也不遗余力。此书
中引用的一些实例，都是藏在欧美的各大博物馆中的中国优秀古代雕塑。以及一些记载在日本学者大
村西崖、常盘大定，法国学者伯希和、沙畹，瑞典学者喜龙仁等所著的专著中的雕塑作品，这就起到
了向国内学者和学生介绍这些作品，并帮助国内学者和学生理解这些重要作品的作用。这种方式在其
他的一些关于中国雕塑中的专著中是不多见的。四、�《中国雕塑史》写作方法主要是评述和评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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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基本问题不光是“是什么”，对“为什么”也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梁思成在编撰此书时关
注了它们为什么产生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社会关系等问题，对图像的构成体系做进一步的探讨，
并在美术的传承影响过程和因果关系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比较和阐释。比如他在谈到中国佛教雕塑在各
个时期的风格演变时，结合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对造像的冲击，并且注意到了风格样式的
渊源、传播过以及中国佛教雕塑所受到的域外因素的影响。然而，由于受到编撰时代的限制，而且梁
思成先生并未到这些佛教石窟的现场进行考察，这就使得这本书中所述的观点难免有偏颇之处，但是
这并不影响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因为他开启了一种编撰形式的先河，并且也鼓励了学者的创造性和开
放性。这为以后的有关中国雕塑史的书籍的编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五、�由于这本书的最初的稿
子是梁思成先生1930年在东北大学的一个讲稿，它所面对的听众是广大的在校学生和部分教师，所以
它在叙述的语言上都是浅显易懂、潇洒活泼的，文采也好不逊色。这也是这本书不同于其他的有关中
国雕塑的专著的一个特点之一。六、�这本书不仅仅在编撰形式和内容上开启了中国编撰雕塑方面书籍
的先河，而且向国外的学术界介绍了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0月梁思成先生
受邀到普林斯顿大学讲学，其间做了“唐宋雕塑”以及“建筑发现”两个精彩的学术报告，把中华文
化的瑰宝展示在国际学术界面前。美国东亚问题专家，曾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的费正清对此
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在我们心目中他是不怕困难献身于事业的崇高典范”，“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费慰梅女士（7）也盛赞道“正是他首次把四川大足的雕塑艺术介绍给国际学
术界的”。总之，《中国雕塑史》完成是和梁思成先生留学经历以及所受到的西方学术派别的影响有
关。梁思成先生结合文献材料和传世作品，按照时间的顺序勾勒出了中国雕塑的发展的整体脉络。从
史学角度和观念上看，《中国雕塑史》对中国美术很重要的一个门类进行了系统地梳理，联系实物阐
释中国雕塑的发展特点及其演变过程，并且注重对具体的雕塑作品做细微的风格分析。在编撰方式方
面，也具有开创先河的作用。这些特点对于我们是很有启发性的，在考古材料日益丰富的今天，作为
美术史工作者则应该对考古新发现予以更多关注，需要更加敏锐的眼光和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美术
史的研究和编辑工作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任务。注释：（1）�见《中国雕塑
史》前言，梁思成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2）�同（1）（3）�见梁先生在东北大学时的讲课提纲
，成于1930年。（4）�同（3）（5）�见《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薛永年。（6）�同
（5）（7）�费慰梅（Wilma Fairbank），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妻子，研究东方艺术
的专家。参考文献：（1）《中国雕塑史》  梁思成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2）《中国雕塑艺术史
》  王子云著（3）《图像中国建筑史》  梁思成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4）《梁思成传》   林洙
著
3、梁先生的书，这本是拜读的第一本，《中国建筑史》是第二本。也是在那书店，昏暗的角落里，
无聊的目光晃过一本本书脊停在这薄薄的小册上⋯⋯回宿舍后用了两个晚上读过。感觉嘛，已经记不
清了，给我的影响却是多方面的、深刻的，直至现在。我们与过去的联系，不可割裂，不可漠视。现
在、将来⋯⋯
4、这本书读完有一段时间了，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写书评。因为想等多看几本雕塑史之后，再写，可
以有一个比较。最后还是决定先写一点吧：）这本书是根据梁思成先生上课的讲义写成的，因为是讲
义，所以很多地方都只是捡精要处提纲挈领式的讲述，并没有铺陈开来。虽然如此，这本书还是很值
得一读。梁思成的文字雅驯,初读之下,可能觉得貌不惊人,过于平淡,然而仔细读来,却是简洁典雅。本书
很注重文献，许多地方是直接引用原典，因为许多古代作品已不可见，唯一可供参照的就是文献资料
。我之前看过别的艺术史，一般是比较注重实物资料，在对实物的分析下，写出美学评价。其实在没
有实物的情况下（尤其是历史久远的年代，留下的实物比较少），文献资料是很好的辅助。比如晋朝
的雕塑家戴逵在当时和历史上的影响都很大,虽然没有作品留下，却是雕塑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环，梁思
成就写到了。并且对文献资料的运用和考证是颇见功力的一件事。梁思成的引用是信手拈来，运用自
如，可见其对史料之熟，譬如阳陵虎符，罗振玉认为是秦虎符，但是梁思成则认为：“阳陵地名，实
景帝改弋阳后始有之，故当是汉景帝时物”。另外一个细节就是文中所使用的时间，有西元的注明，
但大多数地方是直接运用年号，这可能是当时著书的习惯，但是也侧面反映了作者的历史修养。另外
就是对文献的甄别，比如《古玉图谱》，作者认为：“其图皆欠精确，无以见其精美，更无从辨真伪
，兹不赘”，寥寥数语，显示出作者的判定。对于各个时代的作品，作者不仅进行了时代特征的分析
，还有美学价值的鉴别，意简言赅，切中肯綮。对佛教造像的分析，还联系同时代印度造像的特征进
行比较。 在对器型的特征分析上，则兼顾学术上的发展，颇具专业性，如对汉代铜镜的分析，就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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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欧洲学者的研究。我一直不喜欢一些艺术史的写作只注重普及学科知识，不兼顾专业性，使人读完
之后，仅仅是满足了猎奇和一般信息的获取，而不是建立关于这一学科的发展框架。本书还有一个很
大的特点是，宋以后几乎没有多少内容，只有寥寥数语，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当时资料不足，无物可写
。另一方面则可能是作者认为没有写的价值。元明清距离作者生活的年代较近，按常理应该会留下更
多作品，但是作者只用“四百年间，殆无足述也”一笔带过。所以，后一种推论似乎更为合理。这促
使笔者思考：艺术史是否就是艺术资料的堆积？ 还是，艺术史应该是在艺术历史上有价值事物的历史
？如果是后者，一件事件或作品只是产生，是不能进入历史的。究竟什么样的作品才能被称为艺术品
，艺术的标准是什么，这就是作者的判断了。这本书虽然是写史，其实却暗含了作者的美学判断，比
如笔者很喜欢的唐代陶俑，尤其是各种仕女陶俑，作者就一笔带过，没有详述，也没有进行美学分析
，我猜想是因为这些作品并没有进入作者的艺术史结构。如果我是作者，必然会给这些仕女陶俑单独
一个章节来描述，这就显示出艺术史写作的不同可能性。艺术史，不仅仅是史料的聚集，也是这些资
料聚集的方式和它们所形成的结构和脉络，在这些表层的背后，是个人的美学判断，思维的轨迹和思
想的样态。这本书虽然篇幅不长，却内容紧凑细密，值得细读，所以最最让人遗憾的也是，写作不充
分。如果这不是一本讲稿而是一本完成的书稿，想必很多地方都会论述得非常精彩。写作的缺憾是不
能弥补了，在排版上则是可以改进的，尤其是书中插图的摆放，与文字非常不默契，有时要向前或是
向后翻十几页，才能找到与文字对应的图片，令看书之人不免有些恼火。
5、这本书应该是讲义，要是林徽因先生写也许更好。梁先生写的态严谨了，如同写建筑。雕塑的美
学意义还不够深入，但所写之余留给我们很多功课。至少梁先生没有写糊弄别人也糊弄自己的文字。
另：期待着有个好的再版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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