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十五世纪欧洲绘画风格史及哥特风格史研>>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十五世纪欧洲绘画风格史及哥特风格史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30540374

10位ISBN编号：7530540378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天津人美

作者：郑春泉

页数：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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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十五世纪欧洲绘画风格史及哥特风格史研>>

前言

　　著名的物理学家大卫·格罗斯曾经说：“知识最重要的产品是无知。
当我们知道得越多，就会发现我们不知道的也越多。
”就西方艺术史而言，我们总以为自己对欧洲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最为熟悉和了解，认为那个时代
所崇尚的人本主义、科学研究、理性精神和写实风格也为我们这个时代所推崇，在这个领域中我们取
得的成果似乎也较为丰富，许多专门的历史和理论著作先后出版。
但事实是我们对那个波澜壮阔的史诗时代并没有真正深入的了解，有一些所谓研究成果并没有能够揭
示历史的面目，让我们更加接近真实，而是平添迷雾，让我们产生了更多的误读。
我们不仅误读了作品，误读了画家，甚至误读了整个时代。
更为糟糕的是面对那个时代，我们感觉不到自己的无知。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总把文艺复兴看作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运动，这个时代与它所连接的中世纪决然断
裂，它总是以一种彻底的批判精神来否定中世纪。
一切主张和口号，诸如以科学反对神学、以人权反对神权等似乎是在一个明确的时间段里突然得以彰
显。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文艺复兴不是一个政治运动，它的本质是一场文化的承继和创造。
既然是文化的，它的起始和终结就很难找到明确的界限。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旧文化的衰败或新文明的诞生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往往是一种新文明引以为自豪的特征在它所继承的旧文化中就已经萌发，只不过是不太明显罢了。
就这个问题，荷兰著名的文化史家海津加在他的《中世纪变革的方向》中曾经这样说过：每次，当人
们想要划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间的清楚的界线时，这条界线好像在努力往后退移，直退到中世纪的
深处。
在中世纪极盛时期，具有文艺复兴时代烙印的形式和活动已有一定的地位，而文艺复兴的概念为了把
这些现象都包括进去，不得不把界线扩大，一直扩大至一切可能性都穷竭为止。
同样的文艺复兴的影响并没有止于17、18世纪，即便在精彩纷呈、多元变化的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感
受到它的存在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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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旧文化的衰败或新文明的诞生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往往是一种新文明引以为自豪的特征在它所继承的旧文化中就已经萌发，只不过是不太明显罢了。
就这个问题，荷兰著名的文化史家海津加在他的《中世纪变革的方向》中曾经这样说过：每次，当人
们想要划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间的清楚的界线时，这条界线好像在努力往后退移，直退到中世纪的
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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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民族学和批评美学上的两大方向支配了‘哥特式’观念的发展”。
这是戴恩斯在《观念史大词典》中对哥特式概念所作的分析的一句话。
的确，“哥特”一词首先是民族历史的概念，涉及欧洲历史中在罗马帝国末期民族大迁徙中的哥特人
，这部民族迁徙的历史如果采用意大利艺术史来改写就会成为在中世纪胆敢进犯伟大罗马的野蛮民族
，毁灭意大利及伟大的罗马，使那些伟大建筑和文明尽成废墟的罪魁民族，瓦萨里在《意大利艺苑名
人传》第一部分序言中写道：“一切精美绝伦的塑像、绘画、镶嵌画及湿壁画等都葬身火海，罗马完
了，罗马不仅丧失了她昔日的庄严伟大，而且也丧失了她的特征和生命。
”’意大利在罗马毁灭之后所有的艺术辉煌随着外族的入侵完全丧失了诸多形式的存在，历史翻开了
新的一页。
这一页并不像罗马人征服希腊，将爱琴海的文明一并收入并予以发展的一页。
“野蛮”的外族人（以哥特人为主要族群）在这个时期定居于阿尔卑斯山的北面，山南的意大利不断
地衰弱和山北的“哥特人”不断地发展形成了这段历史中民族“国家”的基本态势，于是我们就看到
了被瓦萨里称之为缺乏秩序、优雅、比例（或原则）的新的建筑风格的出现，瓦萨里写道：“新的建
筑师们为当时的野蛮民族创造了一种新的建筑风格，我们称它为‘哥特式’。
”’从瓦萨里的“哥特式”一词所指和瓦萨里《意大利艺苑名人传》的上下文来看，这个新风格应该
指的是由法国圣丹尼斯修道院教堂12世纪中叶的修建所引发的北方建筑样式风行欧洲三百年之久的哥
特式教堂建筑风格。
当然瓦萨里定义哥特风格不仅指示了建筑，而且涉及全部的视觉艺术门类，如雕塑、绘画、彩绘抄本
以及彩色玻璃画。
现在我们检讨起来，瓦萨里的一些观点未免失之偏颇，但是瓦萨里却准确地道明了哥特风格的独创性
。
虽然北方人称颂的哥特风格是无限美好，但瓦萨里却斥之为丑陋，显然这里就涉及了戴恩斯所谈到的
批评美学。
我们知道，哥特艺术的最伟大的成就集中表现在哥特式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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