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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全新视野下的世界艺术史，由杰出的英国画家史蒂芬?法辛（Stephen
Farthing）领衔主编。
与其他之前的艺术史类图书最大的不同在于，本书着眼于培养读者的艺术鉴赏能力。
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艺术史学者、艺术评论家、博物馆学者、作家等数十位强大的专家团队，经
过数年努力推出的这部全新艺术史旨在培养读者敏锐的、入木三分的洞察力，改变观众在游览美术馆
时被动消极的欣赏习惯。
读者只需在家静静翻阅此书，在通俗易懂的文字间，就能发现一个可信赖的艺术鉴赏向导。
书中虽涉及漫长的历史时段和数量惊人的艺术创作流派，但始终遵循一个重要的根本原则，那就是聚
焦于个体影像作品的深入分析。
全书的核心是对收录的大师杰作的丰富内涵加以阐述。
全书超过1000幅精美插图，铜版纸全彩印刷，力求还原艺术作品之美。
通过欣赏艺术家眼中的世界影像，读者将大有收获。

人类社会从不缺少艺术。
一如讲故事和歌唱，描绘、装饰也是人之天性，就像鸟儿筑巢般自然。
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情境影响下，在不同的时代与地域，艺术的表现形式大相径庭。
这些艺术作品的创作意图是什么？
如今我们又该怎样去解读？
为什么在某些历史年代，艺术得以繁荣，而在其他的时段则没有？
某些艺术作品又为何如此重要？

本书开篇深刻的历史综述将艺术置于社会与文化演变的时代情境中来观照。
从国家政权社会形成之前及至现在，这种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一直在全球各地延续。
按照年代顺序，它逐一回溯了各个时期、各种流派的艺术演进。
书中配以丰富的插图，遴选的代表作品浓缩了每个时代或艺术流变的显著特征，极具深度的评述触及
了几乎所有艺术品类，从绘画、雕塑到观念艺术和行为艺术。
它对史上重要艺术家的理念与作品都给以深入阐述与评价，揭示出艺术家们如何彼此影响以及其作品
所蕴涵的意义。
关于时代文化和各位艺术家的详尽大事记，让本书的历史情境视野更加清晰。
从用色、视觉隐喻到技法创新和传统的延续，本书对入选杰作从多重层面进行详尽分析与阐释，让读
者对这些传世作的完整意义有深刻的了解。
读者将惊叹于印度莫卧儿王朝细密画的精妙复杂，将为19世纪日本浮世绘的价值所震撼，将懂得修拉
那幅非凡的杰作《大碗岛上的星期日下午》基于色彩理论背后的科学依据，将明白毕加索的《亚维农
的少女》在当年为何会引起轰动。

自最古老的史前时期雕塑和洞穴画开始，人类便求诸艺术以记录自己的创作冲动。
今天，我们绘画、印刷和雕塑的欲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这种内心的愿望在继续揭示我们是谁
、我们如何生活。
如果你爱好并希望更好地理解艺术，翻阅此书将是你的不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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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蒂芬·法辛（Stephen
Farthing）
画家，伦敦艺术大学鲁特斯坦?霍普金斯基金绘画研究教授。
1990年当选为牛津大学拉斯金绘画学院院长，1998年当选为伦敦皇家艺术学会成员。
自1977年开始一直从事美术教育工作。
主要著作有《艺术通史》《有生之年非看不可的1001幅绘画》《501位大艺术家》《现代艺术指南》等
。
官方网站：stephenfarthing.com
译者简介
 杨凌峰
翻译学硕士，实力派译员；怀疑论者，理想主义者。
现任职广州某高校。
译事探讨：target@yea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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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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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漆器艺术为中国发明，到了曾侯乙的时代，已经高度成熟。
漆是一种持久的高硬度涂装材料，最初用于保护木、竹和其他材质免于受潮和损坏。
这种工艺的装饰与美化功能又很快得到认同，开始用于提升精致器具的外在观感。
漆是有毒物质，从中国本土生长的漆树树液中提取，在器具上涂刷数层后形成光滑润泽的表面。
漆工需要掌握足够的技巧，耗费极长的时间来完成作品，而且作业过程会危害身体健康，因此漆器就
很贵重——后来的一份文献中提到，当时漆器价格是铜器的十倍。
清漆中加入氧化铁后就会变为深黑或饱满的红色。
清漆也可与金粉或银粉混合使用。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终结了战国时代。
作为第～个“皇帝”，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颇具争议的人物。
他启动了一些浩大的工程，包括由真人大小的兵马俑（见46页）守卫的秦始皇陵，其规模宏大，就如
一座城镇，他还修建了一个国家级的道路系统，无数人为之劳碌亡命。
秦始皇的另一工程就是最初的万里长城，长城的修建是为了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
秦始皇在公元前210年去世，他的秦皇朝随后只持续了三年。
秦朝之后是充满活力生机的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黄金时代。
在汉朝，伟大的丝绸之路上商业活动频繁，给中国带来了新鲜的文化元素，也向西方输出了大量中国
的手工艺品。
中国丝绸首次到达了罗马，罗马的玻璃珠也传到了中国。
这个时期的陶器工艺有了重大发展。
墓葬中装饰有大量的雕刻和彩绘陶人，尺寸上比秦朝的则小了很多。
这些陶人称为“俑”，被作为活人的替代物放置在墓葬中。
陶俑中有的是乐师和表演者的形象，这就为研究者提供了当时中国人类生活的有关信息。
所有的艺术门类在汉代都蔚然兴盛，并得到上层人物的资助。
约公元前180年，当时的中等贵族——长沙国丞相轶侯，及其妻子与儿子入葬同一地点。
他们的墓室装饰极尽奢华，其精致彩绘漆棺上覆有锦绣丝缎。
图示一号墓T形帛画即是一例，帛画自下而上分为阴间、人间、天国三部分，描绘了车大侯夫人升天
的情景。
丝绸与漆器在当时是贵族专享，在工艺技15上已经相当精湛。
当时的织工可以加工平纹丝绸、轻纱丝绢、花纹罗绮和织锦丝缎，而绣工们则会使用多种多样的复杂
针法。
汉代延续的四个世纪间，佩玉之风兴起。
在古代中国，玉被认为性属阳，阳则是指宇宙精气，因此玉就有了赋予佩戴者生命活力的意义。
汉代人不仅把玉看成是一种美丽的宝石，而且认为玉象征了卓越、纯洁和美德。
玉材质珍稀，打磨、抛光的加工时间也很长，因此玉器就相当珍贵。
玉的佩戴也按身份爵位分为三六九等：皇帝佩戴的为“镇”，其下五个级别的官侯则分别佩戴“桓”
、“信”、“躬”、“谷”、“蒲”。
这种等级差别也延用于丧葬用玉，因此汉墓出土的玉器形态多样。
汉代玉器中最不同凡响的是整套玉衣盔甲殓服，它被用来包覆高官厚禄者的遗体，并保护其死后不受
邪神恶鬼侵扰。
1968年，在对河北满城山崖间两座不同古墓的发掘中，发现了两套金缕玉衣。
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分别被裹于两件玉衣中，身旁还陪葬有10000多件珍宝。
玉衣是用金丝将大量玉片连缀而成的。
窦绾的玉衣（见下图），现已完全修复，共有玉片2156片，缝缀用金丝约24盎司（700克）。
制作金缕玉衣所费人工无疑非常惊人：每块玉片粗坯都要用简陋的砂水锯从大块玉石上切出，再用研
磨沙钻在玉片四角钻孔，然后还要琢磨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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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金缕玉衣中最复杂精致的一件由4000多片玉石编制而成，1995年出土于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
据推断，其主人为第二代楚王刘郢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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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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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通史》编辑推荐：全球艺术博物馆馆长、艺术史学者、艺术评论家联手打造。
编写体例充分考虑读者需求，成就史上最得心应手的世界艺术史。
超过1100幅高清图片，铜版纸全彩印刷，完美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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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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