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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刻圣手与绘画巨匠》

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木版画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关于中国古代木版画的研究，已有许多论著问世。本
书把20世纪以前的中国木版画与同时期的西方版画，从形态方面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不仅探
讨两者在形态方面的差异性，而且从社会文化功能、版画本体语言、印刷技术手段、创作主体文化身
份等方面探讨和分析形成两者差异的深层原因。
序
引言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二、本课题研究现状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一章  版画和版画形态的概念
1．1  版画的概念
1．1．1  版画概念的模糊与多义
1．1．2  广义版画与狭义版画
1．2  版画形态的含义
1．2．1  印刷承印物
1．2．2  绘画表现语言
1．2．3  印刷技术语言——印痕、印迹
第二章  墨香图精纸美——中国古代版画形态的主要特征
2．1  形制与呈现
2．1．1  版画形制的演化
2．1．2  版画形制的特征
2．2  图像与印刷
2．2．l图像特征——线条、水墨
2．2．2  印刷特征
2．3  小结
第三章  图像肌理印痕——西方20世纪前版画形态的主要特征
3．1  形制与呈现
3．1．1  早期印刷实用品纸牌、其他印刷物
3．1．2  传播功能型的版画：早期木版画、书籍插图、石版商业招贴画与画报
3．1．3  绘画型版画：复制版画、创作版画和独幅版画的形制
3．2  图像与印刷
3．2．1  图像特征
3．2．2  印刷特征
3．3  小结
第四章  中西版画形态差异的原因
4．1  版画社会文化功能的差异
4．1．1  社会需求与版画类别
4．1．2  中西版画的文化本质特征
4．1．3  书商与画商
4．2  绘画语言的差异
4．2．1  中西绘画媒材
4．2．2  中西绘画表现语言
4．3  印刷技术语言的差异
4．3．1  印刷与印刷术的含义
4．3．2  雕版印屈lJ术发明前的图像复制技术
4．3．3  印刷方式
4．3．4  印刷工具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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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印刷技术流程
4．3．6  印刷效果
4．4  创作主体文化身份的差异
4．5  中西版画形态的共眭特征
结语
致谢
主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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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墨香图精纸美——中国古代版画形态的主要特征　　中国古代版画肇端于公元3～4世纪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千佛名经》，成熟于公元9世纪佛教版画，之后随着国家对书籍出版的大力推广
而由佛教版画扩散于其他领域的书籍插图。“宋、金、元历朝木刻版画艺术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不
仅艺术的水平与技术的能力有了改进，插图的范围也由宗教扩展到社会上的各个领域，如艺术、考古
、博物以及儒家经典等。题材内容也不局限于佛家故事，而扩展到风景、人物肖像、图样设计、日常
生活、娱乐游戏等，从各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生活与情景。，　　中国古代版画主要由单页宗教画、印
刷实用物、书籍插图、民间木版年画和书籍形制的版画嘲组成。总体来看，以单页佛教版画或宗教宣
传品持续时间为最久，以各类书籍插图雕印为最精，以画谱、图谱、笺谱艺术成就为最高，以民间木
版年画传播受众面为最广。其中以书籍插图和书籍形制的版画最具古代版画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原因
有五：　　其一，在古代出版的书籍中，插图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版画的兴盛发展轨迹
和书籍出版业基本一致，但凡历史上书籍出版繁荣发达时期也是版画的高产期，不但数量多，而且刊
印精美。书籍出版行业从宋开始繁荣，形成官刻、坊刻、私刻三大出版系统，并持续发展至l7～18世
纪到达出版业的黄金鼎盛时期，后逐步衰落并延续至l9世纪末。自宋以来，由于出版业的市场竞争，
书商为了增加书籍的美感，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效仿佛教经典插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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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主要是我不是很懂雕刻这些，不过会研究研究~~
2、一部版画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印刷史，是一个观念于技术同进步的课题，直到一百年前版画才能说
是脱离了绘画复制的阴影，安迪·沃霍尔成为版画史上绝对的顶峰。很棒的理论工具书。
3、非常严谨，各部分论述得非常充分，很精彩，看了很有启发。从版画的概念入手，到中西版画的
深入全面的比较，虽然并不是什么新课题，但是能够写的如此认真，论证得如此深入全面，文字组织
得如此周密，也只有学位论文才能做到。书籍设计、装订的效果不错，不过书名没有什么吸引力，象
这种严谨的论述性文字，竟然用了带有几分娱乐性的词汇，不解？还不如直接叫“中西版画比较研究
”之类的更能说明问题。美术类学生要写论文，可以用来参考。
4、182页 “荣立郎” ⋯⋯写论文太危险 不读书一秒就能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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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阅读《刀刻圣手与绘画巨匠》让我越发地厌恶诸如此类的书籍，学者学者，恐怕中国的学者都不
会生活，长久在此类书籍中失去了本性，失去了用口说话的本能。此书为陈琦的博士论文，理论水平
高，很佩服此类人，字字句句都是文化底蕴。可是，社会上又有多少人买这样的账呢？同类人和想成
为同类人。或许有些东西，便是在这途中迷失。下午，无法集中看，把书，笔记移到床上，越看越浮
躁。这本书涉及内容材料之广，（当然，都是版画）是第一次见到此书的人会有的反应，深读，确实
另种意思。这可能是中国学术类书籍的通病，过分强调学术化，硬生生的把学术本可以亲民的一面孤
立起来，立起一道伪高尚的墙.梁思成不喜欢自己的学究气太浓，他认为徽因的文字能为他的建筑研究
注入清泉般的活力，不至于太过单调，林徽因的文字，语调跳跃优美，但毫不空洞。如张清平所说，
林用散文的笔调写论文，赋坚硬的建筑以柔情，给冰冷无生命的物体以色彩。梁思成是结构，而徽因
则是飞檐。两者结合，才相得益彰。生活，少了知识不行，多了单调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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