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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术考古学属于考古学和美术史相互渗透的学科增长点，它同时注重发挥美术学、考古学、历史学、
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和图像学等学科与之交叉的优势，从而形成的新学科。
过去，我们对美术考古学的认识，通常都将其归属于考古学或美术史学，近几年国内外学术界对美术
考古学的研究表明，美术考古学属于独立的新学科是不争的事实。
为此，展开对美术考古学学科的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独立学科的美术考古学，它的研究不是简单地对“逝去”物品的发现与发掘，重要的是通过美
术考古的重新审视：以文化的理念，揭示对象的文化意义，因为任何一件“过去”的物品，随着时间
的流逝，物品之中总在不断地沉淀着文化；用审美的眼光，发现对象蕴涵的美的因子，从而再度激活
起这些物品。
正是因为美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广博性和重要性，以及研究层面的不可替代性，使美术考古学近年来
在国内外有了较快的发展。
然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其学科的系统研究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美术考古的研究，一方面
是注意于方法层面的开展，另一方面是学科的意义主要隐于考古学或美术史的研究之中。
近年来，随着人文科学研究整体化，学科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交叉越来越频繁，边缘新兴学科也随之
不断涌现，作为学科的美术考古学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重新又进入人们的学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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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术考古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不仅将丰富的考古成果和深厚的美术史积淀互相渗透而寻找到新的
学科增长点，同时也吸收国内外最新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而运用于学科的建设之中。
 本书为“美术考古学丛书”中的一本。
全书是论述与求证美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与美术学交叉新学科成立的必然，其中包括对美术考古出现
的探源、发展历程的梳理、理论的建立与方法的探寻、学科体系的建立与论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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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平，1965年出生，安徽芜湖人。
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新视觉艺术》杂志主编。
出版学术专著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各1项。
获全国美术教育论文评比一等奖、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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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美术考古学的定义与学科前史第一节 “美术考古”与“美术考古学”概念作为考古实践中对
象的一个类别，美术考古属于特殊考古。
类似的特殊考古还有：农业考古、冶金考古、医药考古、天文考古、交通考古、盐业考古、音乐考古
、地震考古，等等。
一般而言，在田野调查与遗迹、遗址发掘中，涉及美术品的考古我们习惯上称之为“美术考古”。
如果说“美术考古”是一种带目的的实践行为，这一目的一旦上升到科学层面就有着“美术考古学”
的指称。
换句话说，“美术考古学”是对美术考古实践现象的学术研究。
将“美术考古学”这个名词引入中国学术界的是郭沫若先生，他在1929年翻译出版的《美术考古学发
现史》一书中，最早使用了美术考古学这个概念。
不过，当时的郭沫若对“美术考古学”并没有多大了解，只是出于翻译的需要套用了这个名词。
到了40年代末50年代初，一些学者在上海成立美术考古资料组，负责编辑、整理当时调查、出土的美
术考古资料，这是将美术考古学运用于学术实践的最早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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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稿是在《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上篇的基础上完成的。
《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由我的老师阮荣春教授主编，由师弟黄厚明、杭春晓与我担任副主编并执笔
。
由此，本书稿虽然由我主执笔与统筹，但成果著作权应该属于我们三人共有。
对美术考古学学科的思考开始于2001年夏，当时我与黄厚明在攻读博士学位，杭春晓攻读硕士学位，
导师都是阮荣春教授。
我们一直对宿白、巫鸿等先生的研究特别有兴趣，尤其是他们研究中的独特视角，并由此延伸到学科
边界的指认上。
我们在思考，他们的研究是在解决考古学问题，还是美术史问题？
是否还有新的学科增长点？
顺着这个思路，后来便有了探索新学科的想法。
我们三人将思考与讨论的想法向导师做了汇报，立即得到阮荣春教授的肯定与参与。
2002年初春，我们在兴奋中，一边分头阅读相关材料，一边联络学者，开始了《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
》的撰写。
对美术考古学学科的认识，也在编写过程中逐步清晰起来。
博士毕业后我进了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开始了新的课题——近现代中国画教育史的研究
，美术考古学学科研究被放置一边。
两年后黄厚明博士毕业进入了清华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他仍然就美术考古学学科建设展开理论研究，
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
杭春晓后来则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也没有再继续美术考古学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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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术考古学学科体系》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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