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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图式与精神:西方美术的历史与审美》结合审美精神与历史文化演变的分析，以生动的笔触和深刻的
视角阐述西方美术的发展历程。
从远古时代直至现当代艺术现象，理论结构明晰，叙述清晰晓畅。
《图式与精神:西方美术的历史与审美》选题一改一般中文写作的西方艺术史译介式口吻的趋向，一改
艺术史教材罗列基本艺术常识、相对枯燥、缺乏明确理论观点的缺憾；本选题结合美术史学界较前沿
的学术成果，对于西方艺术史的历史演进在技术上、审美上和文化上进行了生动地分析论述，许多视
角打破了我们以往对于西方艺术相关话题的种种“刻板印象”。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图式与精神>>

作者简介

邵大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洪洋，美术史学博士。
邵亮，天津美术学院教授。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图式与精神>>

书籍目录

序论第一章 创造的黎明――原始、古代的艺术第一节 走出冰河时代第二节 尼罗河的赠礼第三节 在那
“两河之间的土地”上第四节 “走进”荷马史诗第五节 光荣属于希腊第六节 凯旋地中海第二章 信仰
的时代――中世纪的艺术第一节 极目天国第二节 早期基督教时代第三节 金色拜占庭第四节 浮出“黑
暗”第五节 罗马式时代第六节 哥特式时代第三章 人的觉醒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第一节 文艺复兴
与人文主义第二节 关于“晚期哥特式”第三节 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第四节 意大利盛期文艺复兴第五
节 样式主义及其他第六节 北方文艺复兴第四章 从天国到凡尘――17世纪、18世纪的艺术第一节 巴罗
克的诞生第二节 巴罗克在佛兰德斯、西班牙和法国第三节 市民艺术的崛起第四节 进入罗可可第五节 
走向世俗的时代第五章 变革与传统――19世纪的艺术第一节 新古典主义第二节 浪漫情怀第三节 现实
的呼唤第四节 印象主义第五节 印象主义之后第六节 世纪末之梦第六章 我们的时代――20世纪的艺术
第一节 现代艺术的产生第二节 现代艺术的拓展第三节 抽象问题第四节 怎样画与画什么第五节 战后的
艺术第六节 广阔的现实主要参考书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图式与精神>>

章节摘录

早在明清之际，西方近代造型艺术就为中国人所接触。
那时，人们对它的认识应该说是相当肤浅的。
这是因为，传到中国的西洋画大多是服务于传教目的的宗教画，水平高超的不多；有深厚文化艺术传
统的中国人，长期受中国画熏陶，又因为长期与西方处于隔绝状态，对西画很陌生，还有一种天然的
“抗拒力”。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对西画的看法不可能是全面和客观的。
郑午昌编著的《中国画学全史》说，清士之论西洋画者，大概为邹一桂所言：“西洋人善勾股法，故
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锱黍。
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色，与中华绝异。
有影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
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
学者能参用一二，亦著体法。
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①。
邹一桂把西洋画法概括为三个方面：立体写实、远近透视、明暗效果。
当然，这三个方面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目的是为如实地描绘。
他认为参用西画方法之一二，是可以的；但用了西法，没有了笔法，即使画得再认真、再工整，也不
能人“画品”，即没有品位。
很明显，这里说的所谓画品，是中国画的画品，是中国人的评画标准。
广泛地说，画画不论中西，均是注重品格或品位的。
中西绘画的品格和品位，既有共同的、共通的一面，也有相互不同的一面。
此外，即使是共同的、共通的一面，中西人们也有相互接触和彼此认识与理解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
便认识到对方艺术中那些与自己相同的方面，更不用说其中的全部奥妙。
邹一桂说，西画之所以不入画品，是因为无笔法。
其实，西画也有笔法，只是笔法与中国画不同而已。
西画的笔法，也是用笔、用刀和用其他工具在画面上涂、抹、刮、擦造成的，涂、抹、刮、擦的轻重
缓急，各种不同工具及画笔，粘附着色彩，在画面上所做的种种痕迹和效果，所制造出来的点、线、
面和色调，乃是西画的“笔法”。
但中国人看惯了传统的中国画，看不惯西画的这种笔触及笔法，便认为它无笔法而加以贬抑。
郑午昌说得好：“其实西洋画亦自有其笔法，不过与中国画法不相入耳。
”②邹一桂之所以对西画作如此评价，是因为在清代西画之风在中国开始盛行，对中国绘画产生影响
，并引起激烈的争论。
“清代绘画，受西风者，不外三派：或取其一节以陶熔于国画，如吴演山画间有之；或取国画法之一
节以陶熔于西画中，如郎世宁画常有之；或竟别国画西洋画为二派，对垒相峙，则在清季有所谓新旧
画派之纷起见也。
”③西画与中国画的恩恩怨怨，从那时到现在，一直没有停止过，两者的矛盾时紧张时松驰，时激烈
时缓和。
中国人一时间尊西画而抑传统绘画，而一时间又抑西画独尊传统。
自然，其间有清醒认识的不乏人在。
从这些恩恩怨怨中，我们似乎感觉到，只有透彻地认识艺术创造的真谛与规律，只有透彻地认识中国
艺术和西方艺术之奥妙，才能对这两种类型的艺术有较为客观、科学和正确的评价。
因为，不仅是我们中国人在认识西洋艺术方面有偏差、有偏见，西方人在认识中国艺术时，也有许多
偏差和偏见，就是像黑格尔这样的大学问家也在所难免。
黑格尔说：“中国人之所以在黑白二色方面经营，是因为不懂色彩，在色彩与色调方面缺乏才能。
”不用说，黑格尔接触的中国绘画太少，也没有看见过像敦煌壁画这样色彩斑斓的艺术品，这是其一
；他不懂得中国绘画在元明清期间发生的变化，文人画崛起，水墨画成为正统，形成中国绘画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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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此乃其二。
黑白交响，是中国水墨有别于西洋绘画的一大特色。
在这特色中，有它的优势：单纯、精练、含蓄、有哲学意味；也有它的不足：雅了些、文了些，缺少
了一些平民气和人间烟火味。
世间一切事物难求完善和完美无缺。
上帝是公平的，把油画的发明权交给了欧洲人，而把水墨画的创造授予中国人。
与油画表现语言相吻合的是欧洲哲学、美学、音乐，甚至地理、自然环境；而与水墨画相适应的则是
中国的儒、道、佛思想，是中国的山水与自然。
这还不是事实的全部。
甚至欧洲和中国近数百年来的社会历史，也为这两个不同的画种创造了条件。
欧洲的工业文明与科技进步观，各种社会、政治、文艺思潮的波澜壮阔，为写实油画发展提供了极大
的发展空间；而中国自宋之后，封建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与束缚愈来愈严，文人受儒、道、佛
思想影响，出世之风盛行，好清逸、好隐避，陶治于山村田野，养情于山水，所以中国的水墨山水画
特别发达；而在欧洲，为社会服务的人物画则一直处于繁荣状态。
总之，西洋油画为世界艺坛上一大体系，而中国艺术为另一大体系。
在各自的大体系中，又有不同的派别、支系。
现在暂且不说这两大体系中的派别与支系，只说这两大体系最主要的差异是什么？
明了这些差异，方能知己知彼、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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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早在明清之际，西方近代造型艺术就为中国人所接触。
那时，人们对它的认识应该说是相当肤浅的。
这是因为，传到中国的西洋画大多是服务于传教目的的宗教画，水平高超的不多；有深厚文化艺术传
统的中国人，长期受中国画熏陶，又因为长期与西方处于隔绝状态，对西画很陌生，还有一种天然的
“抗拒力”。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对西画的看法不可能是全面和客观的。
郑午昌编著的《中国画学全史》说，清士之论西洋画者，大概为邹一桂所言：“西洋人善勾股法，故
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锱黍。
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色，与中华绝异。
有影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
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这是来自邵大箴、洪洋和邵亮主编的《图式与精神(西方美术的历
史与审美)》的节选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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