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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理论联系实际，以山两典型的一绿细画、五彩画和金青画为对象，通过田野调查结合文献资料的
方法，从风土彩画本身、风上彩画与官式彩画的联系，以及风土彩画的技术特点三方面入手，对晋系
风土彩画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分析。
    全书共分三大部分。
首先，在口述史料与实地考察等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由整体到局部，从构图、色彩、纹样等方面分别
对晋北地区的五彩画，以及晋中地区的一绿细画和金青画进行了详细而客观的分析。
其次，结合史料对晋系彩画进行了整体性的分析解读，包括影响因素、历史渊源、突出特征和技法发
展等。
此外，还引入了风土彩画与宋、清官式彩画之间的对比，特定构图与纹样对彩画发展的作用，以及僧
人与商人的主体作用等。
最后，以匠师访谈为主干，结合历代文献，从原料、工具、工序、技艺等方面初步理清了晋系油作、
彩画作的技术特征，及其与宋、清官式做法的交流与传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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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绪论　　1.1 选题目的　　晋系风土彩画的研究具有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重要意义。
就理论而言‘，晋系彩画的系统整理有助于填补以往的空白，从而增加传统彩画研究的整体性和连贯
性。
就实践而言，晋系彩画形式与技艺的总结则有助于传统彩画的修复与更新，进而促进传统建筑文化的
延续和发展。
　　1.1.1 理论意义　　对传统建筑系统性的调查与研究始于l930年创办的营造学社。
新中国成立后，文物部门、考古部门、高等院校和建设部门通力合作，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全方位的建
筑历史研究工作t。
彩画是中国传统建筑装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弗莱彻建筑史》对明清建筑五大特征的归纳中，就包括了“鲜亮的色彩（Bright Colours）”2而传统
彩画自然是造成鲜亮色彩的重要原因之一l。
伊东忠太甚至提出，“中国之建筑，乃色彩之建筑也。
若从中国建筑中除去其色彩，则所存者等于死灰矣”3。
此言虽极端且片面，但足见中国传统彩画在国外学者眼中的重要性。
国内的前辈学人梁思成通过拜访匠师祖鹤洲而对清代彩画加以总结4，刘致平同样提出了将彩画在旧
有基础上发扬光大，使建筑生色的观点5。
　　目前学术界对传统彩画的研究集建筑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伦理学和符号学等学科为一
体，取得了大量的成果。
其中以官式彩画的研究成果最为集中，从晚期的明清彩画到早期的宋代彩画，从总体把握到细致做法
均有涵盖。
除散见于各类学术期刊之外，以明清官式彩画为重点的专著包括马瑞田的《中国古建彩画》、何俊寿
的《中国建筑彩画图集》及近期蒋广全的《中国清代官式建筑彩画技术》等。
以宋代官式彩画为重点的专著则有东南大学吴梅的博士论文“《营造法式》彩画作制度研究和北宋建
筑彩画考察”与清华大学李路珂的博士论文“《营造法式》彩画研究”。
涉及彩画技术的有梁思成的《营造法式注释》、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技术
史》、王璞子的《工程做法注释》、王世襄的《清代匠作则例》等。
然而，针对风土彩画的研究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
如东南大学陈薇教授对江南明式彩画6的研究等。
虽然前述专著也部分涉及风土彩画的内容，但多数仅作为官式彩画的补充而出现，并未形成完备的体
系。
事实上，同北方各地丰富多彩的风土建筑一样，北方的风土彩画也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
对其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获取风土彩画本身的历史信息，而且能够在相互比较中得到官式彩画的演化
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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