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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古代文物中，雕塑艺术品不但内容丰富、种类齐全、时代蝉联，而且质地坚硬、易于保存，是古代
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考古学角度研究雕塑艺术，不仅能利用科学的手段了解雕塑的材质、年代、用途等，还能从时代变
迁角度考察雕塑艺术的发展、演变。
刘风君教授长期从事美术考古研究，是国内美术考古学科带头人。
本书按照时代先后，用考古学方法，结合文献记载，对古代不同类型和不同时期发现的雕塑艺术品重
点作了史学研究和艺术分析，图文互动，深入浅出，既富有学术创见，又具有很强的可读性、知识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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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凤君，山东蒙阴人，197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现为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书法文化研究所所长，历史学、艺术学、考古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术考古和艺术
史教学研究与书法创作研究。

    已出版《中国古代陶瓷艺术》、《考古学与雕塑艺术史研究》、《美术考古学导论》、《山东佛像
艺术》、《美术考古学100问》和《昌乐骨刻文》等学术专著。
2001年10月《美术考古学导论》被《中国文物报》评选为10种20世纪中国文博考古最佳论著之一。

    2002年作者被中国文物报社评为中国文博考古百位名家之一，2004年被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西山
服务局聘为中国当代书法名家。

    作者是中国美术考古学科创建人、“青州风格”佛像提出者、济南四门塔佛头像回归的文化使者、
昌乐骨刻文的发现者和鉴定者、昌乐石祖林的发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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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考古学与中国雕塑艺术史研究雕塑艺术技法的考古学研究远古的美和爱之神——中国史前裸体女塑像
分析镌刻的文明进程——新石器时代与铜石并用时代的雕塑艺术天工造就的美石，如醉如狂的情感—
—中国古代玉器审美古之君子必佩玉——商周玉雕佩饰研究帝国三军，雄风犹存——秦始皇陵兵马俑
在世界古代雕塑史中的地位凝固的民族灵魂——汉唐伏羲女娲画像艺术佛非佛，神仙方术已融合——
中国早期佛教雕塑艺术研究天生奇石鬼斧功，昂首天外群像生——东汉魏晋陵墓神道石雕艺术千古哲
人，永恒妙谛——南北朝佛教的深入传播与佛像雕塑艺术的发展东方神韵，世界佳作——青州地区北
朝晚期石佛像与“青州风格”北朝画像汉时源，孝感动天与时行——北朝陵墓石雕画像艺术的发展与
源流春蚕吐丝刀笔功，美在意外妙传神——隋唐陵墓石线雕画内容与艺术风格虎年谈虎，兔年说兔—
—隋唐墓葬石雕十二属神考君临天下，帝王雄风——唐乾陵石雕的渊源及其对后来帝陵石雕的影响造
型尽是传情处，泥像巧得形与神——晋祠圣母殿宋塑侍女深度的艺术表现力精美的花瓶生命的壶——
明代德化窑瓷塑观音像的时代特征附：昌乐石祖林发现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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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考古学与中国雕塑艺术史研究在古代文物中，雕塑艺术不但内容丰富、种类齐全、时代蝉联，
而且质地坚硬、易于保存，是古代物质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是美术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而且也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因此，考古学与雕塑艺术史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雕塑与绘画、建筑等同属美术范畴，具有史料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的双重性。
目前对于它的研究与它本身在历史上所起过的作用很不相称，虽有时隶属于美术考古，但经常只是作
为一部分次要内容偶被涉及。
考古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多重视雕塑艺术的史料价值，美术工作者多用艺术欣赏的眼光看待它，真正
从社会文化史角度作综合研究者甚少。
基于以上原因，我认为把考古学的研究与雕塑史的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非常必要的。
这样可使二者互相渗透、相互增益，真正成为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中的一门学科。
正如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所说：“满身尘土的考古学家和艺术家之间的鸿沟并没有在日益加宽
，它应该缩小，直至消灭。
”一些横向联系的考古学分支学科的出现，是考古学深入发展的表现。
考古学是一门涉及面极广的学科，与许多学科都有密切联系，只有通过多方面的广泛研究，才能完成
各项研究任务。
考古学与雕塑艺术史研究也是考古学的分支，她将会为考古学的深入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古代雕塑艺术主要是在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可分为雕刻和捏塑两大部分。
雕刻艺术主要有石雕、玉雕、砖雕、骨雕、木雕、竹雕、牙雕和金属雕铸等；捏塑艺术主要有泥塑、
陶塑、瓷塑等。
中国古代雕塑艺术所包含的内容题材非常广泛，刘开渠先生认为，雕塑艺术“有两种创作主流：一是
以服务于封建统治和宗教为目的的；一是以描写社会生活及表现人的思想感情为内容。
前者的作用是教人服从、崇拜、信仰，后者是有启发人向往社会生活和认识人的思想、感情的艺术效
果。
”史岩先生认为，雕塑艺术“大体归纳为工艺雕塑、建筑装饰、陵墓表饰、墓室雕刻、明器艺术、宗
教造像、纪念雕塑以及民间雕塑等类。
”蒙各位先生的指陈，我初步把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分为世俗雕塑和宗教雕塑两大部分。
世俗雕塑先于宗教雕塑，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长河中，它自始至终占居着主导地位，计有工艺雕塑
（主要指一些陈设、观赏、佩饰和作其它各种日常用途的木雕、玉雕、石雕、竹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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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的这本拙著自1991年出版以来，好评较多，比较集中的一点就是夸奖语言优美生动。
在2002年我再版了1995年出版的另一本拙著《美术考古学导论》，我也盼望这本拙著也能再版和读者
见面。
 真是美意遂愿。
2007年10月山东画报出版社秦超编辑告诉我，他仔细看过这本书，并做过市场调查，认为本书值得再
版。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2008年6月校对了第一遍清样。
后来由于我的精力全部转移到编著《昌乐骨刻文》一书，使本书的出版拖延至现在。
2005年我第一次见到和认定昌乐骨刻文，但真正发现它是龙山文化时期东夷族创造和使用的一种文字
，应是2007年7月我见到肖广德收藏的一批骨刻文后。
自此以后，我就把主要精力放在鉴定和研究昌乐骨刻文上。
我拜访过一些有关专家，但使我很失望，他们多数人和我的看法不一样，认为不值得研究。
我认为没有必要争下去，自己努力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和媒体联系，加强宣传；二是抓紧编著
《昌乐骨刻文》一书，争取早日公诸社会。
让全社会都来关注这件事情；三是抓紧和有关专家联系，请他们实地考察和观察分析骨刻文。
我分别在2007年7月30日和2008年1月7日两次邀请北京和山东的专家进行分析研讨，我的发现和鉴定意
见基本得到了他们的赞同。
刻不容缓，日夜忙碌，在2008年12月《昌乐骨刻文》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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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考古中的雕塑艺术》为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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