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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书业绘画史论集（上下册）》

内容概要

本书是童书业先生绘画史论著的结集，童先生对于中国绘画的流派、技法及材料均有精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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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童书业先生，字丕绳，号庸安，别名吴流、冯鸿、冯梅、冯友梅、章卷益、讷*、童疑，一九0八年五
月二十六日生于安徽芜湖，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卒于山东济南。原籍浙江鄞县，清末，其祖任安徽道
员，奉家迁居安徽，辛亥革命后定居上海。童书业先生是我国现代历史学家，在古史古籍学舆精神病
学研究等领域皆硕果累累。　　童先生出身仕宦世家，自幼体弱多病，故延师在家受旧式传统教育。
他以超常的记忆力将若干经典古籍熟记于胸，直至晚年尚能背诵如流。这为其治学打下极其深厚的学
术根底。　　一九二九年童先生让到古史辨，他在自编简谱中说深受影响，在一九三三年开始作文时
即《治经史渐取古史辨派门经，以顾颉刚为私淑之师》。一九三四年即在杭州舆顾埚刚先生相见并约
定翌年至北平做顾颉刚先生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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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论著  唐宋绘画谈丛    著者说明    吕序    自序    回溯（上）    回溯（中）    回溯（下）    所谓“六法”的
原义    气韵说的演变    山水画的创立    山水画中的吴道玄和李思训    水墨渲淡法的出现    所谓“南北宗
”说的批判    北方派的山水画    江南派山水画的出现    花鸟画的创立    徐、黄二体辨异　　花鸟画的转
变　　郭熙　　江南派山水画的确立　　徽宗皇帝　　山水画的全盛　　人物画的转变　　宋代画论
中所表现的宋画特色  谈画　　释“气韵”　　汉画　　　　“咫尺千里”的中国山水画　　敦煌壁
画管窥　　王维的画格和他在唐宋时的地位　　五代的董源、巨然和米元章眼里的董源、巨然　　徐
熙、黄筌与“没骨花”　　荆、关、李、范与李、刘、马、夏　　二米与三赵　　宋徽宗和宋代院画
　　所谓“元画”　　“浙派”与“吴派”　　董其昌等与山水画“南北宗”说　　四王、吴、恽　
　正统派以外的清代绘画　　中国画的前途  云蓝先生画譍  枞川画论  南画研究论文札记和随笔  中国
美术史札记资料  怡斋漫录（绘画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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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论著　　唐宋绘画谈丛　　气韵说的演变　　“六法”中以“气韵”说最为难究，后来的意义也
愈变愈多而愈远，现在乘便再将自唐至明的气韵说鸟瞰一过，既可证明上节的结论，并可借此窥见后
世绘画理论变迁的一斑。　　唐僧彦惊《后画录》评江志道：“笔力劲健，风神顿爽。”可见“风神
”靠“笔力劲健”而爽快，这正与谢赫的议论原意相合。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古之画
或能移其形似而尚其骨气⋯⋯今之画纵得形似而气韵不生，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夫象
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至于台阁
树石车舆器物，无生动之可拟，无气韵之可侔，直要位置向背而已⋯⋯至于鬼神人物，有生动之可状
，须神韵而后全；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也！”“吴道玄之迹，可谓
六法俱全，万象必尽⋯⋯所以气韵雄壮，几不容于缣素；笔迹磊落，遂恣意于墙壁。”“顾恺之之迹
，坚劲联绵⋯⋯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张氏也以“形似”与“气韵”对
举，又以“骨气”为“气韵”，与谢赫原意相去不远。他更以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添出
了一个意字，较为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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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童先生本生就是一个有成就的历史学家。运用历史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画，注重来源考证与同一问
题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变化.一些札记和随笔能够给大家带来不同于时人著作可以获得的收获和体会。
2、不能不买，这一代人的志学精神，是吾辈没法比的，一代不如一代吗？
3、听别人介绍的 还没有看  貌似很好
4、收到太慢了！见意别用邮政了
5、书很好，是老师推荐的，值得一看
6、作者对于山水画和中国古代艺术史有着相当精深的研究，字里行间充满了真知灼见，且是行家所
言。难得一见的版本，强烈推荐！！
7、童书业先生的治学范围极广，诸如中国史，古代地理，中国历史分期，古代东方史，中国手工业
商业史，先秦诸子思想，中国绘画史，瓷器等方面都多有建树。计由专著14部和论文129篇。这不仅反
映了先生有着旺盛的学术生命力，更主要的是因为先生有着有异乎常人的洞察力。童先生是在旧社会
自学成才的，并没有什么专业的文凭。抗战期间，顾颉刚先生搬到大后方后，他留在皖、浙、杭一带
，生活上遇到很多困难，杨宽先生曾给予过很多帮助。1945年，杨宽在上海博物馆工作，聘童先生为
上海博物馆历史部主任。但博物馆工作并不是童先生的长处，而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童先生利用在博
物馆中常接触古画和瓷器的有利条件，对古代绘画和瓷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逐渐发现了绘画史和瓷
器史上一些模糊的地方，凭着他深厚的古文化功底，他进行了缜密的考证，将一些不正确的传统说法
改正过来，写出了诸如《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新考》、《没骨花图考》、《唐宋绘画谈丛》、《中
国瓷器史论丛》等一些倍受专业人士赞誉的论著，成为学术界的美谈。
8、内容是不错的。但是印刷感觉怪怪的， 不是太像正版。
9、大家的精心结撰，汇为一集，省却多少翻检搜罗之劳。这样的好书如今实不多见。
10、老爷子很认真也很低调，改叫《唐宋绘画史论》，更贴切。
11、挺长见识的。
12、1980年以前，學術界處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主流影響下，童書業是大陆少有的能夠在60年代對
“四王”進行相對客觀研究的學者。
13、史学家对于画学的理解有些不一样，不绕弯子，直指本源真理，譬如谢赫六法，直接从原作中寻
找注释，直指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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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童书业，字丕绳，号庸安。我国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之一。1908年5月26日生于安徽，1968年1
月8日卒于山东济南。童书业出生于官宦世家，自幼阅读经史典籍并学习书画，为其后来的学术研究
打下深厚的国学根底。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致力于研究中国上古史，其才华为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所
欣赏。30年代，童书业任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助教，兼任禹贡学会及其杂志的编辑。抗日战争时期，
曾任上海光华大学历史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教授，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博物馆历史部主任、
总务部主任，并在复旦大学、光华大学历史系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山东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山
东省九三学社科学研究委员、山东省科学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政协委员。　　童书业一生在多个学术
领域皆硕果累累，特别是在历史古籍的考辨、古代地理的研究、先秦思想史的研究、历史理论的探讨
、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各领域具有重大影响，而他在美术史研究领域的成果却不为大众所知。近年来，
随着《童书业美术论集》、《童书业说画》、《童书业说瓷》等著作的陆续出版，特别是2008年《童
书业绘画史论集》、《童书业瓷器史论集》的出版，将其在美术史领域的研究成果清晰地呈现在世人
面前。　　作为一名古史研究者，能够在美术史研究方面取得如此卓著的成绩，离不开他的家庭背景
、个人经历及时代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从著作《从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以及童先生
的友人、学生的相关回忆文章中可知，童先生自小学习书画，15岁后曾先后师从当时的名家缪谷瑛、
王季欢、胡佩衡。在很大程度上，他的山水画技法取法胡佩衡，1929年曾仿胡佩衡的《山水入门》等
书著有《学画初步》；王季欢先生不仅善画，其精辟独到的画学见解也给童书业以深刻影响。如果从
时间上看，童书业对绘画问题的关注其实是早于其后来颇富盛名的古史研究。此后，虽然童先生将史
学研究的主要精力放在上古史、思想史、经济史等领域，但他并没有放弃绘画史研究。20世纪30、40
年代，他在绘画史和瓷器史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是与其在博物馆工作和大学的教学经历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60年代，由于思想史、经济史的研究与当时政治环境之间的联系过于密切，童先生不得不将
自己的研究重点转向美术史研究。　　童书业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绘画史和
中国瓷器史上。正如前述，其绘画史研究源自他小时候对绘画的爱好和老师的深刻影响。早在1931
至1934年，童书业就曾自作两大本美术史研究的札记，正是在此基础上，他于1936年写成了《中国山
水画南北分宗说辨伪》一文。由这篇论文开始，童书业在美术史学界崭露头角，并结交了俞剑华、启
功等师友。在进行古史研究的同时，他并没有放弃绘画史研究，抗战时期写成的《中古绘画史》后改
名为《唐宋绘画谈丛》，于1958年由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1950年后，他的绘画史研究曾略作停
顿，60年代又完成《南画研究》（后收入《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期）和三卷本的《中国美术史札
记》（本书是一部总结性的重要著作）。《顾颉刚读书笔记》中曾记载了童书业写给顾颉刚的一封信
：“学生过去著述上最大之成绩，实为绘画史之考证。古史之著述不过补订我师之学说而已。”可见
，童先生自己也认为，其实绘画史研究是他最大的、特有的成就。　　与绘画史研究相比，他开始瓷
器史的研究要迟得多。1946年，童书业出任上海博物馆历史部主任和总务部主任。由于终日接触古器
物，耳濡目染，开始对其产生研究兴趣，陆续撰写并发表了一些文章，如：《从文法来考察“毛公鼎
”的年代》、《“床”与“胡床”》、《明器中的“辟邪”器座》、《“团扇”和“折扇”的源流》
、《唐代妇女的围巾“披帛”考》、《唐代妇女的西装——胡服半袖裙襦考》、《唐代妇女“红妆”
考》等。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将古器物研究逐渐集中到古代瓷器上，发表了《郎窑考》和《郎窑再考
》等论文，1953年还接受了讲授《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的教学任务。1957年，他将1949年以前发
表的有关瓷器史方面的论文进行修订，编成《中国瓷器史论丛》出版。60年代出版的《中国美术史札
记》和《谈艺随笔》中也包含了他在瓷器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概括而言，1949年以前，童书业在古瓷
器领域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清前期瓷器史；60年代，他将研究重点转向了宋代，完成了《宋代瓷器史上
若干问题的研究》一文。他的绘画史学研究和瓷器史研究成果现由其女儿童教英整理为《童书业绘画
史论集》和《童书业瓷器史论集》出版。　　童书业先生的中国美术史研究，注重从历史文献的整理
、考据与辨伪展开对绘画史、瓷器史的研究，这种方法和他在历史研究中的方法一脉相承。其女儿童
教英教授在评价其父的绘画史学研究时认为他研究中国绘画有两个高峰，“一是1949年前；一是上世
纪60年代”，这同样适用于童先生的瓷器史研究。两个高峰的取得一为新中国成立前，一为新中国成
立后。社会环境及各人的生活际遇都会影响到他的美术史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童先生的美术史
研究中，对于考据辨伪方法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　　利用文献的整理、考据与辨伪展开研究，主要
体现在其1949年以前的绘画史、瓷器史的研究中，他的关于山水画“南北宗”说的辨伪研究即是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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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在论文《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辩伪》中，他对若干问题进行了考证。他将明末“南北宗”说
出现之前的画史古籍进行认真梳理，揭示了当时画界存在的门户之见。该文当时首次在深入考证历代
画论著作和大量典籍的基础上，以专文形式对流行画界三百余年的山水画“南北宗”说提出质疑。在
花鸟画研究方面，童书业也通过一系列的辨伪工作，对绘画史学界一直以来关于徐熙创“没骨法”、
黄筌创“钩勒法”的定论，进行了一定的修正。抗战胜利之后，他撰写的中国绘画史方面的论文，如
《论汉代人像画的技术》、《论六朝人像画的技术》、《唐代的人像画》等，同样体现了其研究方法
中的考据思路，其论著《中古绘画史》重视对文献史料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瓷器史研究领域，童先生同样注重运用考据方法修正若干问题。如在《郎窑考》和《郎窑再考》二
文中，童先生从《茶余客话》六种版本的细微不同之处，考订郎窑的作者不是郎廷佐，而是郎廷极，
并从与郎廷极有所来往的同时代人的记载文字中，找出史料加以证实，逻辑推理严谨细密。又如《清
初官窑瓷器史上几个问题的研究》之《“年窑”督造者的问题》部分，他通过对史料的认真分析，发
现《陶务叙略》中记载的唐英于雍正二年督景德镇窑有误，“二”应为“六”，这是在辗转刊印时出
现的错误，并列举出若干古书辗转刊印时也将“六”误排为“二”的情况。因而，唐英督景德镇窑不
应是若干古书所说的雍正二年，应为雍正六年。这个结论后来获得了相关实物的印证，《江西方志
》1994年第5期载詹开通所作《介绍唐英撰文的一方青书瓷版》一文中有“雍正六年戊申之冬，余奉命
司陶，迄雍正十三年”之语，可见童书业运用严谨的文献考证方法所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　　20世
纪60年代以后，是童书业中国绘画史研究的一个新高峰，成果主要体现在《南画研究》、《中国美术
史札记》、《谈艺随笔》中，和前期研究相比，由于时代政治、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等因素，其研究
也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其一，是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尤其注重从社会的经济根源探求美术发展的原
因。如其《清末上海画派的历史作用》一文，他将上海画派的产生与鸦片战争后上海市民经济的发展
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其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刻揭示美术流派的本质。他在《南画研究》中不仅阐
述了南北绘画在地域和画风上的差异，还从阶级的角度揭示出，“南画”和“北画”的斗争实际反映
了士大夫、文人和贵族、工匠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双方都具有进步、落后的两面性。其三，考据思
路从繁复向精简的转变，注重理论与考据的融会贯通、相得益彰。其60年代的著作《中国美术史札记
》及《谈艺随笔》就体现了这种特点，其中《中国美术史札记》表现得尤为突出。札记的第一卷为建
国之前所作，二至四卷为建国之后所作。相对而言，建国之后的札记比前者要简略，文字中少见对史
料的罗列，更加重视对绘画规律的探求和理论的总结。由民国时期史学界注重考据的“疑古派”的一
员健将，到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南，童先生研究风格上的变化无疑与建国后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传播，以及20世纪50、60年代史学界对考据方法展开严厉的批判密切相关，也显示了童先生
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后，开始将考据从对单纯事件的求真升华到对历史发展面貌的求真的转变
，注重理论与考据的辨证统一。　　文献考据方法始终是童书业在美术史研究中坚持的基本方法，他
在《怎样研究中国绘画史》一文中曾指出：“文献上的记载也不是完全可以当做正确史料运用的。文
献也有真伪，有先后，有可靠不可靠，须得用考据的方法去审查它⋯⋯考据工作完事了，进一步才可
以写作贯述大势的通史。”虽然，由于时代及个人等因素，童先生未能完成相关通史的撰写，但他在
中国绘画史、瓷器史的研究中首倡文献史料考据，对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美术史研究来说具有独特价
值。薛永年教授就曾指出“20世纪开始之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一大进展，便是讲究文献史料的考据
，师从顾颉刚的历史学家兼美术史家童书业，更明确提倡以考据方法研究画史。”与传统美术史只讲
求著录、传记有很大不同，这一方法表明了新史学的影响，使学者在广泛收集史料的前提下，力求对
画史人物或画史事实辨明真伪，尽可能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今天回顾20世纪中国美术史学的研
究成果，童书业的一些研究观点仍具有参考价值，这是因为童先生的研究是建立在坚实的文献考据基
础之上，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回顾20世纪中国美术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时不可以忽视童先生的独特意
义之所在！童书业主要著作：《童书业绘画史论集》（全二册），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年版。《童书
业瓷器史论集》，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年版。《童书业说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童书业
说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童书业美术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唐宋绘画
谈丛》，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版。《中国瓷器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李小汾  浙
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博士（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09年第11期）
2、上海古籍出过《童书业说画》，然中华书局此书一出，则上古那本基本可以废掉了。中华这本的
好处，是包括了上古本的所有文章而又多出许多。上古版的《童书业说瓷》和中华版的《童书业瓷器
史论集》也是上面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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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本书对中国画史的很多认识都比较少见，比如山水方面，作者认为董巨柔润一派的风格很可能
来自米芾的伪造。我在母校见过一副巨然画的小轴，和五代主流的硬朗画风一致。但画史上却绝少谈
巨然此类画风。童先生就认为这和米芾当时的标新立异有关，而后来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又对董源巨然
的此类画风加以追捧，导致董巨画风的真实面貌现在不是那么清晰。比普通的照办传统的画史认识深
刻很多！提出了很多其中追溯本源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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