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画形态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画形态学》

13位ISBN编号：9787302270492

10位ISBN编号：730227049X

出版时间：2011-11-5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作者：马良书

页数：32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中国画形态学》

内容概要

《中国画形态学》系统地研究了构成中国画形态的艺术精神、审美观念、形式语言、物质媒介等层面
所包含的广泛庞博的内容、充实多样的元素、明确特定的个性，以及中国画自魏晋以来形态生成与流
变中所呈现的情形与状况、逻辑与线索。《中国画形态学》力图以全面包容的含量，明白清晰的线索
、完整紧密的体系呈现出中国画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艺术类型的面貌。《中国画形态学》是一部以新
的角度和体系研究中国画艺术思想史与艺术语言史的著作，是一部研究、学习、鉴藏中国画的重要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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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良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业设计系副教授。1966年12月出生于湖北郧西。1989年考入湖北美术学院
美术教育专业；1995年考入该院中国画人物专业，1998年获得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2001年考入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2004年获得博士学位，毕业论文被评为“清华大学校级优秀博士论文”，期间主要从
事绘画创作实践与中西艺术比较矾究。

    绘画作品曾获国家级展览银奖、铜奖、优秀奖等，并被多家国内外艺术机构和个人收藏。出版个人
作品集、学术理论专著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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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画作为本民族的一种艺术类型，具有自身明确的形态特征，以自身显明的绘画材料载体之不
同而区别于油画、水彩画、版画等其他画种，也以明确的绘画方式方法的不同而区别于油画、水彩画
、版画等画种，同时，又以明确的艺术观念的不同而区别于其他地区和民族的绘画艺术形式。这正是
中国画作为独立的一种艺术形态其自身的限定性所决定的。这种明确的形态学界限，对于艺术创新、
创造来讲，就要求无论是何种方式的创造、何种层面的突破、何种风格面貌的建立都必须以中国画的
形态学界限为限度。　　从形态学的角度来讲，中国画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态，在形态内部存在着
众多的、无数的、能体现出中国画基本形态的绘画类型，中国画的形态正是由这些众多的类型集合而
成的。由此说明，中国画形态内部正处于一个不断化合、不断增殖的状态，处在一个不断繁衍、不断
创新的状态之中。　　那么这个形态学的界限是什么呢？凡是在宣纸上的绘画就是中国画吗？抑或说
凡是在宣纸以外的载体上所作的绘画就不是中国画吗？或者说，凡是具有中国奉民族审美趣味的绘画
就是中国画，还是说凡是体现中国文化精神、中国人文思想的绘画都是中国画？这是一些十分令人费
解的问题。如果不从中国画形态学的层面进行研究，这些困惑的问题是很难厘清的。进入现代以来，
这些问题逐步演化成为中国画革新的重大问题。面对新的艺术思潮的冲击、新的视觉环境的出现，中
国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然要改变自身的形态以适应新的文化情境，中国画变革正以多种方式在多
种层面上展开，但真正全新意义上的创造则是新形态的创造。然而，如何改变中国画的传统形态，进
行新的创造？改变了的形态又如何还能够保持中国画的类属特性？当代的中国画形态，这个尚在转变
中的形态，以一个什么样的形态面貌纳入到继唐宋元明清之后的中国画形态的自然延伸之中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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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指出当代中国画的革新可能经由原有结构承统的整合与分化，或以保持基本形态不变为前提
在系统内注入新内容两种途径。著文选题及其所采用的形态学的方法无论对于中国画的创新实践还是
中国画的理论研定都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杜大恺）　
　　　这是一部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文，它以形态学的方法把，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中国画
的载体，层次鲜明地揭示出来。从理论上深入清晰地展开了对中国画文化审美特质空间，以及对中国
画艺术精神的生成过程的论述，从而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画形态的精神性結构。作者以实践者的体验，
结合理论上的深思，在认识上有境界、有感悟、有沉思，有实质。文风清朗，思辨深邃，富有创见。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学院院长（田黎明）　　　　本书着眼于中国画现代形态的创造
这一。前捉，探讨中国画形态本体流变及其延伸的可能意义，选题紧扣当前中国画的实践与创新课題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罗世平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书借鉴俄国和美
国学者有关艺术形态学的方法，及借鉴西方现当代结构主义与文学研究方法，首次运用形态学和结构
分析来探讨中国画的形态与结构，在研究中国画的方法论上具有创新意义。　　——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池瑜）　　　　本书观点鲜明，材料翔实，论述充分，提出了不少创建性的
见解，对中国画的研究具有深化和拓展的意义，对探讨，中国画在当代的发展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北京师范大学美术书法系一主任，教授，睥士生导师（秦永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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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画形态学》运用艺术形态学和结构土义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对中国画的物质媒介、形式语
言、审美观念、艺术精神四个方面的系统研究，梳理了中国画的文化源流、形态演变、精神指向及调
节机制，论证，了中国画艺术形态与文化深层結构的关系，指出了生命精神对中国画深层丈脉的影响
。　　艺术的精神生命承载着人的苦难、希望、美善、智慧和信仰。其间包含着人对内与外的生命情
感体验，对遥遥相距的万物之间内在的相似性和隐秘整一性的发现，对生命内在气息的品味，对不可
言状的生命律动的感知，以及物我交融的幻想对真实存在的象征性表达或暗示。她开拓着人的视野，
启示着人的思想，激发并抚慰着人的精神和情感。生命因艺术被照亮，艺术为生命而点燃。　　艺术
生命的诞生永远处在不可捉摸的境地，她凭爱与自由的直觉智慧，在想象中发现和孕育着自己的生命
。想象带来艺术生命无穷的变幻，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民族以及不同的艺术家，创造了不同特征的
艺术。每个艺术生命都是独特的，背后多有不朽的传奇和精神。艺术没有特征，奇特的活力不复存在
，艺术需要以幻想述说真理，以寂寞坚守美善，以已知养其未知。艺术在时空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发
展的变迁中发生着流变，没有中心、没有边界、没有方向，看似向前走，其实在向后回味和理解。古
老的艺术生命精神像一团生生不息的火，新新不停，繁衍着新型的艺术生命。每个艺术家都不是孤立
的，其创造的活力和精神常被星辰的旧火照亮，因此艺术生命得以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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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些观点还是不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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