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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美术批评史纲》主要讲了：美术批评学是美术学中的一个分支。
美术学所研究的内容已经很古老。
但是，美术学作为一个正式学科的提出，还不到十年的时间。
⋯美学是对理论形态美术的统称，其中诸多理论也有待深入研究。
中国美术批评史的研究，作为美术学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不能回避且应该作出深入系统探讨的课
题。
从国内美术研究状况看，就美术批评研究与美术创作研究相比，就批评史与各门类专史相比，尚处于
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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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批评与批评史
二、中国美术批评发展的五个阶段
第一章 孕育和产生(先秦两汉)
第一节 绘画理论体系的孕育
一、先秦诸子对绘画的认识
二、两汉哲人论画
第二节 工艺、建筑、雕塑理论的孕育
一、工艺造物原则的提出
二、建筑理论的萌芽
三、最初的雕刻理论
第三节 书法批评的率先自觉
一、由字学到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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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范式建构的文化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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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评视野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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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书法楷模的建立
一、发展的四个阶段
二、历史建树
第三节 绘画理论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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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集代绘画批评的发展脉络
主要参考书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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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三、人物品藻之影响美术品评框架的建构是魏晋南北朝美术理论最显著的成就，而这一成就
的取得又与当时盛行的人物品藻之风密切相关。
如果说玄学对传统哲学的重新阐释促进了美术理论体系的确立，那么，人物品藻则是美术品评的直接
来源。
无论是谢赫的《画品》，还是庾肩吾的《书品》，都是人物品藻风气影响下的产物、由品人到品艺的
过程，实际也是美术品评框架的建构过程。
人物品评可以追溯到东汉甚至先秦。
孔子的“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知之者，又其次也⋯⋯”（《论语·季氏》）
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将人的才能和道德修养境界分成三
个层次，实际已开后世品人之先。
到东汉，班固在《汉书》中指出，李广之弟“为人在中下”，又在《书·古今人名表》中把人物分成
“三品九格”，品人的体例已初成。
汉末魏初，人物品评开始受到重视。
“清议”成为重要的政治活动，并出现了郭泰、许劭、许靖等人物品评专家，士人迈向政界经常取决
于这些品评专家的评论品题，曹操未得势前，也请许劭品题。
及至曹魏父子立“九品中正制”，集结统治队伍，品评人物之风日盛。
不过在品评原则上有了一些变化，由原来的偏重道德变为“唯才是举”。
这一变化对后来的美术品评影响很大，“唯才”标准本身直指人的“智、识、性、能”，“举才”的
社会功利所带来的“重才情性貌”之时尚，实际上很快变化成了一种社会认可的对人的判断，使“重
人”的审美准则得以确立。
为了将品评人物的方法标准体系化、规范化，曹魏集团中的刘邵撰写了《人物志》，将“仁、义、礼
、智、信”的“智”称为“德之帅也”，非常重视“智”的作用，他说：“夫仁者德之基也，义者德
之节也，礼者德之文也，信者德之固也，智者德之帅也。
”（八观第九》）这种说法与儒家学派有些区别，儒家学派也讲“智”，但将“智”放在“德”的后
边，先是“德”，后是“智”，道德的地位高于才智。
孔子不忽视才智，但他认为德行较之于才能是更根本的。
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论语·泰伯》）以道德作为衡量人物的第一标准，如果德行上站不住脚，纵便有周公那样的才
能也个足观。
而刘邵则认为首要的是智慧才能，这就从儒家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转向了强调人的智慧才能的重要
性。
到了两晋时期，土族中极为讲求名士风度，人物品评又发展为对人的神识风采的鉴赏。
即品评人物的精神状态、内在修养、举止容貌方面。
在曹魏时期，人物品评还是出于政治目的，刘邵的《人物志》出于为曹氏政治集团集结人才的需要。
西晋以后的人物品评则不再停留在上层政治军事结构的范畴中，而是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
不停留在人才的“致用”上，而是转为对名士风度的审美评价，将“致用”后面的神识风采、才情性
貌作为品评的重点。
这一特点在南朝宋代刘义庆所编的《世说新语》中充分表现了出来。
如评王微“温润协和”，评桓温：“高爽迈出”，评孙绰：“清蔚闲令”，评王右军“飘如游云，矫
若惊龙”，评王恭“濯濯如春月柳”，评骠骑王武子“隽爽有风姿”，评裴叔则“时人以为玉人，见
者日：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评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
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
”着眼点均是对名士们神识风采的评价。
在这里，伦理道德已不见踪影，人物的宦海沉浮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给人的美感、韵致。
《世说新语》所记载的所谓“潘岳之貌”、“看杀卫玢”的故事，未免有些夸张，仍却体现了崇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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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风采的社会风尚。
当审美评价成为人物品评的主要方面后，由人物品评迈向艺术品评就成为自然之势。
在《世说新语》这部人物品藻著述中，已涉及美术品评。
《言语》载：简文帝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日：会心处不必在远。
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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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美术批评史纲》是由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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