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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盛唐画家吴道子被尊为“画圣”，其画迹似早已成绝响。然一幅秘藏日本千年之久的佛教绘画《比丘
与雄狮》，数年前现身于世，为揭开“画圣”之谜提供了线索。此幅绘画最初或由遣唐使请去日本，
国外可见其众多的古代仿本（皆为日本绘画，现多被各大博物馆和寺院庋藏），最早可追溯至十二、
三世纪，揭示了他曾经显赫的地位。
鉴定如同破案，本书综合图像学、标型学、考据学、统计学等学科，选取壁画、雕塑、丝织品、绘画
、金银器、陶瓷等资料，结合唐、宋文献，以庖丁解牛的方式寻找并组建网状证据链，发现其为吴道
子所绘的可能性极大，成书作假设验证。同时，书中作者也对早期山水绘画及佛教美术中一些关键问
题做了新的思考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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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太好了！难得见到的好书，太值了。
2、作者下了功夫，敬佩！
3、魔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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