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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学科名师研究：温肇桐》追溯名师的生平和事艺轨迹，揭示名师的创作和
教育思想，评析他们的学术成就，诠释他们的治学风范。
在研究中尽量避免只是停留在史料的钩沉、资料的编辑上，而是能向纵深推进，由表及里地作立体性
的观照，让名师们的教育思想、学术精神，在时代的光照下，面貌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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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以唯物主义史观为前提，温肇桐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古代绘画批评的发展过
程时认为：“人类自从创造了绘画艺术，随之而来的，必然会产生绘画批评。
可以想象，原始的绘画批评，只能是反映观赏者对于原始的、稚拙的绘画作品所表示的好恶，也就是
凭着个人需要对之所作的选择而已。
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绘画艺术也就逐渐从实用价值方面向着美学价值方面发展。
自新石器时代几何纹样到鱼类纹样以至于人物舞蹈纹样的彩陶开始，逐渐发展成为动物和人物纹样的
商周与战国时代的青铜器。
在楚国，则出现了神话传说与历史故事的《天问》大型壁画，和现存的《龙凤夔人物帛画》、《人物
御龙帛画》等等。
这些器物纹样与绘画作品的产生，说明了艺术实践的发展和提高，也反映了人类对艺术认识的发展和
提高。
绘画的批评是人类对艺术认识的体现，因而艺术认识的逐步发展，就形成了绘画批评的历史。
”由此，绘画批评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对于绘画艺术实践审美认识发展的历史。
 “绘画批评的核心，是对艺术的认识问题，也就是对美的认识的问题。
什么是美？
怎样才是美？
历来是美学所探索的中心问题，也是绘画批评的根本问题，是进行批评的理论基础，它对于绘画批评
标准的确立，美学价值的衡量，批评方式的规定，批评方法的使用等等，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抓住了绘画批评的核心问题，温肇桐列举了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美学家与艺术家他
们对于艺术和美所发表的言论著述，叙述了先秦诸子以至清末各家绘画批评的各类方式方法，并在此
基础上将绘画批评发展的历史分为“萌芽时期”、“独立形成时期”、“繁荣时期”以及“多方面发
展时期”四个阶段，结合对于绘画批评能够产生影响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学、哲学等因素，阐发
了审美标准和批评方式的变化过程，初步揭示了中国绘画批评的历史发展规律。
 温肇桐将专篇画论出现之前的先秦至西晋划定为中国绘画批评的萌芽时期。
根据我国现存的文献资料，可供作为美学思想考察的最早论述当数春秋时期孔子在《论语·述而》中
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十二个字明确反映出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
于包括绘画在内的艺术的评价标准。
关于“什么是美”和“怎样才是美”的根本问题，孑L子则认为“美”是以“善”来体现的，而“善
”就是“礼”、“仁”和“德”。
“善”是艺术的内容，“美”是艺术的形式，内容可称为“质”，形式可称之为“文”，只有内容和
形式统一的艺术作品才是具有较高美学价值的作品。
孔子的这些言论是先民对于本国艺术认识程度的肇始，之后墨翟、孟轲、老子、庄周、荀况、韩非等
人均阐发了自己对“美”的认识。
“从孔子到韩非为止的先秦时代主要美学思想，其中包括美的本质，艺术与政治，内容与形式，批评
方法等方面的认识。
这些认识关系到绘画批评的根本问题，并在理论上奠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对于后代绘画批评的
实践，不仅可以作为理论基础，同时还可以起着指导和推动的作用，在中国绘画批评史上也具有极为
重要的地位。
”就发现的情况而言，秦汉至西晋的绘画批评，“和先秦诸子的美学思想一样，尽管同是片言只语，
可是对于绘画批评的独立形成，从内容上说，是作了极为重要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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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学科名师研究:温肇桐》在研究中尽量避免只是停留在史料的钩沉、资料的编辑
上，而是能向纵深推进，由表及里地作立体性的观照，让名师们的教育思想、学术精神，在时代的光
照下，面貌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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