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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套《中国艺术史》在编写上有如下五个特点。
    一、立论平正，不左不右。
    “左”很讨厌，以其危害而论，又岂止讨厌而已。
即使一些名家之作，因为在特定的年代受了“左”的影响，今日读来，依然难受。
好像粥锅里有了苍蝇，就算这粥能喝，也让人觉着恶心。
    “左”不好，“右”也不好。
现在一些流行书籍，专好作翻案文章。
翻案并非不好，不能一概而论。
比如过去批判曾国藩有些过头，现在就死吹活捧曾国藩；过去对戊戌变法肯定多了，现在又变着法地
给戊戌变法找丑闻，找毛病，这就没有必要。
孔夫子说：“过犹不及”。
说穿了，极左近乎极右，世界上的事常常会物极必反。
    本书持论，不左也不右，吸收最新成果，尊重历史事实，是一说一，是二说二，不存臆想，不尚空
谈。
效果如何，尚待读者指教。
    二、系统安排，分合有序。
    本书的编法，强调专通结合。
严格地说，这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艺术通史，但也不是简单的艺术专业史的集合，而是专通结合，
从通史到专业史，又从专业史到通史。
从内容上看，举凡书法、绘画、戏曲到音乐、舞蹈、建筑雕塑、工艺美术、杂技，以至话剧、摄影、
电影、曲艺，各个专业史，无所不有。
加上前有导论，后有附录——即使它未采用传统的通史编法，却具有通史功能。
全书分为九卷十册，包括十二个专业。
十二个专业之间，有机联系，无机组合。
内容是不可分的，阅读是可分的。
喜欢专攻一业的，尽管先从自己喜欢的专业读起；喜欢统览全局的，也可以满足您的阅读期待，从中
看到中国艺术历史的全貌，又可从中找出中国艺术历史发展的总趋向、总脉络。
    三、以史为本，面面俱到。
    一些旧的艺术史说，尤其是在“极左”路线干扰下形成的艺术史论，完全不能做到以史为本。
写作品，先看人物；写人物，先看政治；写政治，先看所谓的现实需要。
其结果，不免造成对历史作品、历史人物的评价，或者严重失实，或者立论偏激，或者黑白混淆，或
者无中生有。
    一个艺术家，因为他在品质上有些毛病，就对其乱加攻击，连艺术成就中国艺术史·序言也不承认
了；一个艺术家，因为政治上不合某种口味，于是对其几乎抹煞，未及作品，先就取消了他入史的资
格。
    本书既要立论平正，必然以史为本。
对中国艺术史上的人物、作品、事件、流派，兼收并蓄，面面俱到。
作者属于坏人的，但作品不坏，那么也要；作者近乎小人物的，因为创作成就不小，那么也要；原先
被吹得天花乱坠的，因为作品二流，那么，就放到二流的历史格子中去；原先曾被埋没的，那么，现
在就还其本来的历史面目；原来历史上就有重大歧义的，那么，就把这歧义介绍给读者，纵然发表己
见新见，并不强加于人——何况历史屡屡证明，即使你强加于人，人们就能真的接受它吗？
    四、风格亲和，易读易懂。
    在我们看来，凡艺术史，都应该追求文字优美，文笔精彩，令人开卷有益，赏心悦目。
    我们追求这个标准，不见得每个撰稿人都能达到这样的标准。
现实地考虑，文笔精彩、赏心悦目是一种追求，风格亲和，易读易懂则是个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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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着风格亲和，我们反对故作高深，故弄玄虚，把一件原本可以三句话说清楚的事，不要去说五句
，甚至十句。
    为着风格亲和，我们反对所谓“圈内语言”，即除去专家之外，别人不爱听，听不懂，越听越头大
、心越乱的语言。
我们认为，只aAA明白的语言，才是史家语言；只有人人明白，而且引人入胜的语言，才是文学语言
。
    为着风格亲和，我们特为本书配图约1000余幅，或者可以称做图文并茂的了，以求获得更佳的阅读
效果。
    五、篇幅较大，宜读宜藏。
    本书全长约1200多万字。
对这样的篇幅，我们曾反复斟酌，多方考虑。
　　我们觉得这样的篇幅，既能比较充分地展示中国艺术史的全貌，又有利于读者的分卷阅读；既有
利于艺术爱好者和一般研究者查阅，也有益于收藏爱好者的收藏。
    说实在；以中国艺术历史的内容之丰富而言，就是写一万万字的篇幅，也是可能的，但那就不便阅
读了。
以现代中国人的生活节奏看，有一本20万字左右的艺术简史也可以了，但那又不适合收藏，而且难免
删删减减，使许多精美的作品和有趣的人物与读者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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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仲文，男，1951年4月2日出生，研究员。
先后在北京财贸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方工业大学任教，现为北方工业大学公民素质与现代文化研
究所所长，北方工业大学学报副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
专著《美学》曾获北京市哲学与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专著《寻求突破——当代伦理观念新论》曾获
国家民委二等奖；主编的《中国艺术史》为国家“九五”工程重点图书。
主要专著包括：《美学》、《人际关系学》、《人类欲望论》、(《中国人走出死胡同》、《中西文明
的历史对话》、《中国隋唐五代文学史》、《泡沫经济：透视中国的第三只眼》、(《正义，你听我说
》、《世界近代前期哲学思想史》、《世界近代中期哲学思想史》、《民间视点：中国现在进行时》
、《中国六大名著的现代阅读》、《大唐诗史》、(《两宋词史》、《中国艺术史导读》等。
主编的主要丛书、套书包括：《百卷本(中国全史>》、《百卷本》、《中国艺术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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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概述艺术是一切艺术门类的总称，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精神意识和文化行为，是人类社会创
造的一种精神文化产品。
在人类社会的文化分类中，艺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艺术包括文学、音乐、戏剧、电影、曲艺、
杂技、舞蹈、园艺、书法、摄影等等和美术在内；狭义艺术在特定的场合中通常仅指美术，如在叙述
古代美术史时常见到的“古代艺术”、“原始艺术”、“史前艺术”等等概念大多属于狭义艺术概念
。
由此可见，无论是广义抑或是狭义，美术都是艺术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艺术门类。
美术一词源自古罗马的拉丁文“art”，原义是指相对于“自然造化”的“人工技艺”，泛指各种用手
工制作的艺术品以及文学、戏剧、音乐等。
在欧洲，“艺术”和“美术”这两个概念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才确立并被公认的，在古今欧美拉丁语系
国家的语言中，“art”之意既是艺术又是美术，即没有艺术和美术之区分。
中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开始普遍使用“美术”一词，但早期使用的“美术”词义，与欧美国家
的情况相类，即与“艺术”的含义相混。
大约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文艺界、教育界才逐渐把“艺术”和“美术”的概念区分开来。
美术或又被称为造型艺术、空间艺术和视觉艺术；美术中通常又包含着“具象美术”和“抽象美术”
两种形态；美术的主要内涵和品类通常包括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艺术等几大门类。
而绘画是美术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是一切画种和画品及其所有样式、形式的统
称，是用色彩和线条在平面上描绘形象的美术种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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