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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绘画艺术源远流长，从最初的岩画、陶绘、壁画、画像砖，再到卷轴画、扇画，构成了琳琅满目
的绘画史长廊。
    远古的岩画、彩陶、青铜纹饰，是先民们用绘画形象撰写的一部无宇史书，记载着人类从生产、生
活、征战到祭祀、物像崇拜的各项活动，表现出原始人类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先秦两汉时期，开启了传统绘画的基本样式，有表彰功臣、劝谕世人的宣教类壁画，有装饰宫殿、
衙署、神庙的壁画，有墓室壁画、帛画、画像石、画像砖、漆画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战乱，朝代更替频繁，文化思想活跃，绘画艺术得以蓬勃发展，卷轴画开始
兴起，出现了开宗立派的专业画家、书法家，绘画理论研究也开始发端。
卫协、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画家的出现，使原本由画匠工匠从事的画绩之事，转变为
文人士大夫修身养性、抒情达意的寄托手段，也大大提高了绘画的文化品位。
同时，佛教绘画艺术也作为重要的艺术内容而存在，带动了绘画美学和技法的新变。
    隋唐五代绘画对前期绘画艺术有所融合并发扬光大，南朝的华美与北朝的雄浑相结合，孕育出豪放
的特征，是中国绘画走向成熟的时期。
期间，山水画独立成了专门画科，展子虔开“青绿山水”一派，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创“金璧山水”
一路，阎立本、吴道子、张萱、周防的人物画独具个性，一代大师荆浩、关仝开北方山水画派，董源
、巨然开南方山水画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以“孤幅压五代”的气势独立于世，黄筌父子的
“黄家富贵”样式和徐熙的“徐家野逸”风格共同著称于花鸟画坛。
    宋代是中国绘画艺术全面成熟的时期，宫廷绘画的兴盛，职业画家的活跃，文人作画的雅趣，使画
坛非常活跃，画风多样，题材众多，绘画作品丰富而精致。
山水画派，李成、范宽分别以画平远寒林和崇山峻岭称善，与荆浩、关全并称为北方画派。
南宋山水更讲究意境创新，李唐、马远、夏圭、刘松年因各有创新而并称为“南宋四大家”。
肖像人物画至宋时达到高峰，李公麟、梁楷等所创人物画技巧，反映了画家的精神追求。
花鸟画经宋徽宗的倡导，繁荣发展近百年。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代表了风俗画的最高成就，名闻四海，光照千秋。
苏轼、黄庭坚、文同、米芾竭力倡导文入画，“不求形似，但求意达”，“画中有诗，诗中有画”，
至南宋米友仁、赵孟兆页、扬无咎等将其发扬光大，以梅、兰、竹、菊、石为抒怀对象，寄寓清高的
人格理想。
    元代文人画家多因怀才不遇而逃避现实，以绘画寄托性情，抒发忧愤，因此文入画成为绘画主流。
赵孟頫、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等开一代画风的山水画大师相继出现，他们在山水画中抒发感情
，表达自我情绪及人格，对笔法技法的追求也空前热情。
元时的花鸟画讲求天然情趣，清润秀雅，钱选、李衍、柯九思等。
均为颇有成就的花鸟画大家。
    明代绘画出现许多区域性画家和流派，以戴进为代表的“浙派”，以吴伟为代表的“江夏派”，以
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为代表的“吴门画派”，以董其昌为代表的“华亭派”，在明朝大兴文文
字狱，整个艺术表现刻板、拘谨的气氛中，创造出各具特色、蕴藉风流的艺术流派及艺术成就。
元代花鸟画，以徐渭艺术成就最高，人物画以陈洪绶最有声望、版画、插画、民间年画也已盛行于民
间，成为大众艺术。
    清代画坛风格多样，文人画形成巨大潮流，讲究诗、书、画、印结合，风恪上提倡“士气”，贬斥
“匠气”，既师法造化，又抒发个性。
以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为代表的“正统派”，在山水画中表达一种淡泊、与世无争的情怀。
以朱耷、石涛、髡残、弘仁为代表的遗民画家，内心抗拒清朝政府，艺术上张场个性，反对循规蹈矩
。
“扬州八怪”众画家强调绘画以情为主，形式上不拘一格，进一步发展了文人写意画。
晚清的“海派”画家，以书法融于绘画，讲求笔趣墨韵。
年画、版画、画报继续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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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现代画坛涌现出一批杰出画家，以吴昌硕、陈师曾、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为代表的画家，坚持
传统绘画，借古开今，创造出雅俗共赏的风格。
以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为代表的画家，引进西方艺术，实行中西合璧，将生命体悟融入艺术创作
中。
以张大千、傅抱石为代表的画家，借助西方技法对中国绘画技法进行改革，留下了可贵的足迹。
    与西方绘画相比较，中国绘画更讲究“画为心声”，画家于笔墨勾勒挥洒中，或抒志向，或富情趣
，或寓禅意，表现清高人格，表达或淡泊、或失意、或激愤的情怀。
所以，读中国绘画艺术史，也是在倾听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心声，体悟中华文化与民族心理之间的联系
。
忧患之时的感伤，亡国失地之时的悲愤，太平盛世之中的淡泊宁静，都是中国文人士大夫表现在绘画
艺术中的心灵绝唱，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艺术精华。
愿读者能同我们一起，倾听这一曲曲心灵圣歌，培育人文精神，丰满人性。
    因水平有限，作品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和专家指正。
    作者    200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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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岩画，又称岩壁画、崖画、岩刻、石山画、岩石艺术等，是一种刻凿或画在岩石上的图像。
岩画艺术遍布世界各地，仅内蒙古阴山山脉、贺兰山北部、乌兰察布高原等处，发现的岩画就有两万
多幅之巨。
    史前文化艺术研究者认为：岩画艺术是产生在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最早的艺术形式，是远古人类聪明
智慧的展现。
岩画是远古人类在文字产生之前的艺术萌芽，是原始造型艺术语言的重要部分，是史前时代用形象撰
写的“百科全书”。
    内蒙古是岩画遗存最多的地区之一，发现的岩画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分布之广，是非常罕见的
，可称为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内蒙古阴山山脉西段的毫牙尔宝格达(二狼山)和鄂尔多斯高原北部的阿尔巴斯(桌子山)岩画，可以说
是中国最早期岩画的代表。
    中国北方的原始民族，用最简陋的工具，完成了他们最初的思维印迹。
从各种动物到日月神灵，从生活、生产、征战舞蹈到生殖崇拜，看似简单的画面，却蕴含着丰富的内
容，表现出原始人类强大的生命力和非凡的创造力。
    内蒙古的岩画不仅代表了远古草原文化，也是全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规模宏大的岩画，对现代人研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文字史学、历史学、民族学以及美学、艺
术史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内蒙古的岩画中，有直接表现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场景，也有崇拜和祭祀图像。
人面像岩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存在，它可能代表太阳、月亮、星星等崇拜物像
，还可能代表某种神灵、巫师或某种恶魔，这些都源自北方原始先民崇敬日月星辰和神灵的传统心理
和习俗。
要完全解读岩画的内容和意义，或许是一个永远的难题，因为它们可能是在一种神秘的、变了形的神
人同形论的意图下制造出来的。
    原始先民面对具有无限威力的一切自然力量，最直接的思路就是把它们人格化，认为它们有灵魂、
思想、意志和情感，通过对它们的虔诚的膜拜，达到驾驭它们的目的。
他们画上狩猎的场面，是祈愿每次出猎都能满载而归；画上男女交媾，是祈求子孙繁衍生息；画上男
人女人生殖器，是把生殖看做是最为神圣的事业⋯⋯在远古，人类渴望战胜洪荒猛兽，祈求人口繁多
，那时的巫师为了顺应原始先民的意愿，把各种寓意深刻的生殖崇拜图像刻画在岩石上，作为顶礼膜
拜的圣物。
    岩画中，也有面目诡异的脸，形状各异，神情不同，均无耳朵，这些神秘莫测的形象，可能是祭祀
活动中能够通灵的巫师。
    原始人的巫术活动与艺术活动相互交织融为一体，在今天看来属于艺术活的岩画与原始人的歌唱、
舞蹈，其实首先都是祭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宁夏贺兰山到甘肃祁连山一带，也有大量岩画，其中贺兰山是岩画分布丰集中的地方，离银川四十余
公里的贺兰山口尤为典型。
这些岩画是历史上于此间的史前人类和不同游牧民族在不同时期刻画的。
    贺兰山的岩画也以人面像，生殖崇拜、狩猎、放牧、动物、舞蹈、星辰等内容为主，反映了远古先
民的生存景象和精神追球。
    岩画遍布全世界，从某种角度说，它是超越空间、超越时间的文化现象，是原始人的普遍语言，它
使人类文明史追溯到比文字记录的历史远为悠长的过去。
    《内蒙古阴山人面纹》(新石器时代，内蒙古狼山)中，符号般的简练刻画，既似人物面部和须发，
又像光芒四射的太阳图案。
类似这样的图形，在同一时期其他地域的岩画中也大量出现。
无疑，这是人类童年时代一种共同的信仰和愿望。
    《将军崖稷神图》(新石器时代，江苏连云港)，这些图形线条稚拙，造型简朴，却不易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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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将它们看做植物和农作物，象征原始人类与初期农业之间的联系，并暗示着人与自然之间必然相
关的命题。
有人则把这些图形视为神奇的性灵之物，那放射状的树冠图形应是戴着光冠的太阳神；其他大小不同
的圆形是各种神灵的面具，其中一个扁圆形面具上的菱形是女阴的象征，是生殖崇拜以及母系权力的
体现；另外的几个简略符号，应是巫师在主持着祭典的形象。
    《战争庆典牧放图》(新石器时代，云南沧源)，作品由祭典舞蹈、村寨牧民、战争对抗三个部分组
成。
在岩画的中心部分，一条横线表示村道，人畜在村寨中和平相处。
画面的下方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拼杀械斗场景，人们或搭弓引箭，或挥舞枪棒，或拳脚相向，尸首横卧
地面。
画面的上方，有一群大小不同的舞者，他们边跳边摇晃着手上的器具助威，同时口中还念念有词地祷
告着。
    《太阳神祷祝图》(新石器时代，云南沧源)，岩画上，一个头顶着长长羽毛状饰物的人面对着太阳
，右手指向太阳，左手端着一把弓，仿佛在向太阳神祈祷，希求获得神力。
画面左侧有一轮闪耀着光芒的红日，红日中央，一位身材魁伟、形态矫健的人在拉弓搭箭。
也许此画寓意神巳被祈祷人的虔诚感动，正在给他施发神力。
    《猛虎捕食图》(新石器时代，甘肃嘉峪关黑山)，岩画中，一只硕大的凶恶猛虎正撒开四蹄追逐一
群可怜的弱兽。
猛虎粗壮有力的前爪下踩踏着一只猎物，其余幸免于难的弱兽正惊惧地各自奔逃。
这是一幅先民们对猛兽威力的崇拜图，也表现出他们的敬畏心理。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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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伊丽达、海韵、萨仁、王俊杰编著的《图说中国绘画艺术》——一部通俗晓畅的“中国绘画史书”；
一条认识中国绘画艺术的捷径；一部凝聚中国文人高尚情操的图志；一曲中国绘画艺术的心灵绝唱！
    中国绘画艺术的长河，汇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精髓，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欣赏这些艺术珍品，可以激荡心灵，陶冶性情，开启你的多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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