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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术鉴赏课程原为美术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即在已有美术史论教学的基础上，对在人类艺术史上产生
过重大影响的流派及其艺术家作品的风格样式进行更具体的分析和欣赏，引导学生在向中外艺术传统
学习的过程中，提高艺术欣赏能力和整体艺术素质，从而启发并激活学生的创造能力。
随着国内教育模式的转变，大专院校性质亦发生了变化，学科专业不断扩充，现代化科技手段日益更
新，各学科学生整体素质都需要得到相应的提高。
而对伟大祖国文化遗产的了解和欣赏，更成为培养学生文化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书尝试打破以往美术专业学生美术鉴赏课程以史为线的模式，以艺术形式诞生的先后为序，从陶瓷
、青铜、雕塑、绘画、书法五个方面人手，分别介绍其诞生的背景、性质及其重要作品。
力求通过对优秀美术作品的介绍和欣赏，培养各科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欣赏水平，引导学生正视中国美
术在世界美术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地位，让学生在得到艺术享受的同时，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增强
学生的爱国意识。
为此，我们特意集结了首都师范大学专门从事美术史教学各个环节的教师，以丰厚的教学经验为底蕴
，发挥各自专业之长，共同编写了具有新意的美术鉴赏课程，希望能在给读者带来艺术享受的同时也
带来文化的享受，寓教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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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尝试打破以往美术专业学生美术鉴赏课程以史为线的模式，以艺术形式诞生的先后为序，从陶瓷
、青铜、雕塑、绘画、书法五个方面入手，分别介绍其诞生的背景、性质及其重要作品。
力求通过对优秀美术作品的介绍和欣赏，培养各科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欣赏水平，引导学生正视中国美
术在世界美术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地位，让学生在得到艺术享受的同时，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增强
学生的爱国意识。
 　　本书为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公共艺术课程系列教材之一。
该教材力求通过对优秀美术作品的介绍和欣赏，培养各科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欣赏水平，引导学生正视
中国美术在世界美术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地位。
全书共分五章，按艺术形式诞生的先后为序，从陶瓷、青铜、雕塑、绘画、书法五个方面入手，分别
介绍了他们诞生的背景、性质及其重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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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青绿游春隋代的美术是南北朝美术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但已出现了向新的高峰发展的迹象
。
由于政治、经济的统一，南北文化交流的加强，隋代美术在绘画和雕塑方面，继承了前代艺术的传统
。
而南北不同风格的互相吸收与融合，也使隋代美术呈现出承前启后的过渡性特色。
《游春图》（图4一18）被宋徽宗赵佶认为是隋代展子虔的作品，图中记录了贵族子弟游春的场景，两
岸山坡上绿树成荫，桃花盛开，水面碧波粼粼，贵族子弟点缀其间，一派春意。
因为图中色彩以青绿为主，故而形成了中国山水画中特有的风格，后人称为“青绿山水”。
展子虔的《游春图》是青绿山水早期的代表作品。
2.历史的记录唐代是中国绘画走向成熟的时期，尤其人物画获得了重大发展。
初唐画坛呈现着南北传统画风与外来风格争相辉映的局面，阎立本以他的画作，形象地记录了历史。
阎立本被唐代美术理论家张彦远称作“六法该备，万象不失”。
阎立本的外祖父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父亲阎毗曾在隋主持修筑了隋代运河在河北从洛口到涿郡一段的
工程。
阎立本（？
～673），在唐高宗显庆元年（656）曾任工部尚书，在高宗总章元年（668）做了宰相。
他以人物肖像画最为著名，传为阎立本的作品并保留至今的《历代帝王图卷》（图4-19），其中包
含13个帝王的肖像：前汉昭帝刘弗陵、汉光武帝刘秀、魏文帝曹丕、蜀主刘备、吴主孙权、晋武帝司
马炎、陈文帝蓓、陈宣帝顼、陈废帝伯宗、陈后主叔宝、北周武帝宇文邕、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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