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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跟年轻一代的学生们讲中国美术史，一直是我多年来的心愿。
在欧洲读书的时候，很羡慕西方国家整理出来的，各式各样的儿童读物和青少年读物。
这些读物大多是深入浅出地，把他们民族文化的传统，用一点也不艰深的方式介绍给下一代。
这些介绍传统文化的书籍，虽然出自重要学者专家之手，却绝不故作高深，没有学究式排比资料的自
我陶醉，也没有炫耀专业知识的虚荣。
他们似乎非常清楚，所谓“传统”，就是活着的文化，不但活着，而且不能只活在学者专家身上，必
须活在众人百姓之中。
他们也了解到，传统的介绍，不只是考证复古，而是要启发现代人的生活，使现代人生活得更活泼、
更圆满，而不是更窒息僵化，不是用传统压死下一代活泼的生命力。
这样一个心愿，多年来我不敢实现，是因为有着主观和客观的许多障碍。
当然，最主要的，是自己始终也没有干净地摆脱“学者”的陶醉罢。
下过几次笔，吊书袋子、卖弄考证、炫耀专业知识的毛病，不觉就要流露出来。
我知道，我还没有资格写一本单纯教导学生们爱美之心的书。
我因此要特别感谢卓刘庆弟女士，没有她一清如水的对孩子的未来近于梦想的爱，我想，这本书我还
是迟迟不敢下笔。
因为她的鼓励，我开始重新思考，如何可以摆脱学者的卖弄，如何摆脱知识专家的炫耀之心，单纯地
像孩子一样，去再一次观看那中国古老的彩陶、斑驳的青铜器；看故宫博物院一片一片发黄残破的绢
帛上，晋唐人的字迹和墨痕；看矗立在石壁上巨大的北魏石刻佛像的庄严；看深藏在洞窟中暗无天日
，然而依旧灿烂夺目的敦煌彩绘⋯⋯这个民族，历经数千年不曾停止的对美的信仰，下一代还有福分
继承吗?我想反复叮咛，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咛，因为那永不停止的对美的信仰，才是年轻一代真正应
该读的“中国美术史”啊！
这本书写作期间，为了了解年轻一代的阅读能力或思考范围，我不断以我的干女儿姚若洁做对象，作
为我叙述的对象参考，她是这本书的“顾问”。
我相信，这本书尚有许多不完备之处，但是，我高兴自己在“美”和“年轻人”间找到了一种自在，
使我重有了观看一切美丽事物的单纯之心。
写到最后，我只是觉得在不断把年轻人带领到“美”的面前，使你们聆听“美”的言语，使你们在“
美”的面前惊讶、好奇、流连、低回，使你们在此后可能辛苦艰困，也可能丰富灿烂的一生中有所依
伴，知道无论在如何的处境，不能放弃了对美的信仰。
这本书因为两个都有孩子之心的好友而完成，因此这本书也应当属于她们——卓刘庆弟及姚若洁，以
及更多的青年朋友，谢谢。
蒋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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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统文化是活着的文化，不但活着，而且不能只活在学者专家身上，必须活在众人百姓之中。
”本着这个信念，作者摒弃学者的卖弄和专家的炫耀之心，与年轻一代娓娓交谈。
依照朝代的次第，本书周密地连缀起各个流派与名家，文笔简明生动，亲切有趣，闪烁着真知灼见，
最终成为一本有血有肉的中国美术史入门书。
这一深受欢迎的代表作今以横排本与读者见面，增订图版计二百四十余帧，图文辉映，精彩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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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勋，福建长乐人。
1947年生于古都西安，成长于宝岛台湾。
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艺术研究所毕业。
1972年负笈法国巴黎大学艺术研究所，1976年返台后，曾任《雄狮美术》月刊主编；先后执教于文化
、辅仁大学，后任东海大学美术系系主任；同时多次举办画展。

    作者近年专事两岸美学教育的推广，出版有小说、散文、艺术史及美学著作数十种，包括《美的沉
思》、《艺术概论》、《写给大家的西洋美术史》、《梦想与创造》、《舞动白蛇传》、《舞动红楼
梦》、《天地有大美》、《破解达文西密码》、《破解米开朗琪罗》、《孤独六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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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绘画的开始——绘画的观察、思考与表达象形文字  　旦  　象　彩陶  　半坡出土的彩陶  　中国北
方出土的彩陶　直线和曲线  　线条、涂面和留白　黑陶  　刻、印、拓商周——农业社会对绘画题材
的影响　铜器  　动物画  　人物画春秋战国——绘画观念和技巧的大进步　帛画  　写实肖像画汉——
绘画的多样化以及书画同源　帛画  　写实和想象的结合　壁画  　墓室壁画的人、事、物　砖画(画像
砖)  　社会生活的景象  　神话　漆器　彩绘陶　　线条和色彩　　由色彩走入线条毛笔勾勒　隶书　
　书画同源　　毛笔的妙用魏晋——“屯垦”制度下的人民生活记录画　壁画（砖壁画）　　嘉峪关
古坟壁画东晋——“春蚕吐丝描”画出的贵族和文人生活　砖画　　“竹林七贤、荣启期”砖画　　
顾恺之和“春蚕吐丝描”北魏——受外来民族影响的宗教艺术　敦煌艺术　　千佛洞的佛像壁画与彩
塑　　佛教故事画西魏——佛教的汉化及绘画新风格的形成　壁画　　宗教画　融合的神话绘画　写
实绘画的再现唐——国势鼎盛为艺术文化带来伟大、特殊的色彩五代——分裂局面下绘画的新风貌宋
——文人社会的“格物”精神使宋代绘画艺术登峰造极元——四大画家笔下的宁静与动态、平凡和伟
大明——用入世精神来描绘社会的各种现象清——西方绘画观念、技法的影响与绘画职业化清末民初
——中西交会，传统与代现的融合图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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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象形文字　　彩陶我们现在画画，多半是画在纸上。
但是，纸是人类相当晚的发明，等我们谈到画在纸上的画，这本书大概已经进行一半了。
前面提到，图像文字是用刀刻在牛骨或者龟甲上的。
当然，更早的中国人，用树枝、石头，在土地上画画，也是很普遍的。
我们小时候，大概也都有用树枝在地上画画的经验罢。
回忆—下。
如果你去过海边，看到海边沙滩平坦得像一张纸，是不是忍不住就会在上面用树枝或指头画画呢？
这些都是最早的绘画，可是，都不一定用笔，也不一定用纸。
有一些最早的中国画，是画在陶器上的。
我们现在吃饭用的碗、盘子，都是陶器演变的。
早在七千年以前，中国人已经知道用泥土来制作器皿了。
他们和我们一样，小时候也许都喜欢捏泥巴。
泥土掺水之后会变软，好像一团面。
我们用手可以捏塑各种不同的形状。
早期的人类，没有碗。
他们喝水、吃东西，就用手。
如果没有杯子或碗，你怎么喝水呢？
试试看，也许你就会用自己的两只手合在一起，利用凹下的部分来盛水罢。
这合在一起的两只手，中间凹下去，像不像一个碗呢？
古代的人，就用这种方法喝了几万年的水。
直到有一天，一个聪明的人，忽然想到要用玩泥巴的泥土捏一个凹下的形状，终于捏成了人类第一个
碗。
这个碗是泥土捏的，很软，不小心就损坏了。
这个聪明的人捏完以后，丢在一旁，也并不管它。
也许，在一次偶然的火灾里，这只用泥土制作的碗被掩埋，又经过高温煅烧，变得非常坚硬。
聪明的人回来，整理火灾现场，发现了这只碗，觉得很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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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新版)》作者蒋勋，他试图用最简约的篇幅、最概括的手法和最通俗的语言
，勾勒出中国美术的诞生、演变及其发展脉络。
全书搜罗了大量的中国画家的经典之作，作为他的文字的补充。
这个民族，历经数千年不曾停止的对美的信仰，下一代还有福分继承吗？
我只是觉得在不断把年轻人带领到“美”的面前，使你们聆听“美”的言语，使你们在“美”的面前
惊讶、好奇、留连、低徊，使你们在此后可能辛苦艰困，也可能丰富灿烂的一生中有所依伴，知道无
论在如何的处境，不能放弃了对美的信仰。
——蒋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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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台湾学者蒋勋所著的《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是一本别具一格的学术著作。
他试图用最简约的篇幅、最概括的手法和最通俗的语言，勾勒出中国美术的诞生、演变及其发展脉络
。
全书搜罗了大量的中国画家的经典之作，作为他的文字的补充。
这部《中国美术史》虽然未必尽善尽美，但这种尝试和开拓精神是值得赞赏的。
（陈诏《域外读书生活杂记》）——蒋勋在台湾教授中外美术史，所著《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影
响很大。
他善于举重若轻地将艺术历史浅显讲出，并将艺术人物、事件和作品与政治人文社会的历史相勾连，
立体地写出其内在血脉关系，同时轻轻地点缀一些鲜为人知的艺术家轶事。
（宋文京《诗意的缺失》）——一提到美术，更多人最先想到的是达芬奇、是梵高，而对我们自己的
美术史却知之甚少，这本书正是写给所有华人青少年和他们的家庭的。
让我们在长者的带领下，来到‘美’的面前，聆听‘美’的言语，在‘美’的面前惊讶、好奇、留连
、低徊。
作者摒弃学者式的考据来写这本书，与年轻一代娓娓交谈，谈中国美术的历史和方方面面，旨在培养
年轻一代对美的信仰。
（香港商报）——中国美术史，并不是只有美术学院的学生才需要读。
《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蒋勋著，三联书店出版，定价95元），是一本大家需要读也读得懂的美
术史。
本书作者就是“单纯的像孩子一样，去再一次观看那中国古老的彩陶、斑驳的青铜器；看故宫博物院
一片一片发黄残破的绢帛上，晋唐人的字迹和墨痕；看矗立在石壁上巨大的北魏石刻佛像的庄严；看
深藏在洞窟中暗无天日、然而依旧灿烂夺目的敦煌彩绘。
”（《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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