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绘画的知识考古>>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古代绘画的知识考古>>

13位ISBN编号：9787811183733

10位ISBN编号：7811183730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时间：上海大学出版社

作者：胡懿勋

页数：31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绘画的知识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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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春天，我从台北到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接下艺术市场方向研究生的导师工作，这个工作极度吸
引我的兴趣，让我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开展这个新兴学科的教学，更重要的是如何把过去在市场、博物
馆、媒体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归纳成有系统的理论，使这门学问不至于成为简单的经验传授而已。
2007年艺术研究院策划全体教师进行“美术考古学丛书”的学术行动，我受到每位老师对学术探究的
积极性感染而参与其中，也因为带些被动因素的驱使，让我勉力而为地完成这本书。
我跟着阮荣春院长及几位教授的步伐与写作的节奏，逐渐明白如何调整自己带着怠惰缓慢的步调，不
至于拖沓丛书的整体进度。
海峡两岸奔波使我的教学、研究和日常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繁琐的转机到便利的两岸直航，似
乎光景越来越好。
我只身在上海完成这本书的后续编撰工作，应该先要感谢内子，她在台北照料一双儿女的学业和起居
之外，还负担着处理本书前期的图文数据搜集、录入、整理这些琐碎却很重要的工作，为我分担许多
杂务，使写作的工作能更有效率。
我的父母虽然年事已高，却有健康的身心，坚持不需要儿女的晨昏照料，让我能安心工作，无后顾之
忧。
我的年轻学生们也无形中给我些协助，我经常在和他们讨论关于艺术社会学或者傅柯理论时，从中获
得对问题的思考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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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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书主要论述了中国古代艺术的美术考古学线索，谱系形成的发掘，绘画风格的生态观，艺术社会学
分析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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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懿勳，出生于台湾桃园，祖籍南京市。
专事中国美术史、艺术评论、艺术市场研究与实务工作二十余年，历任艺术顾问、资深策展人、科研
项目负责人。
曾任职于台北典藏艺术杂志、画廊等艺术顾问、前瞻公共关系事务所艺术专案部，1985年任职台北历
史博物馆展览组、研究组担任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绘画的知识考古>>

书籍目录

绪论发生论  中国古代艺术的美术考古学线索第一章  岩画体现原始人类的自觉意识  第一节  前言  第二
节  考古年代测定所透露的信息  第三节  关于艺术与创作的观念  第四节  岩画所体现的朴素意义  第五
节  发生论观点第二章  粉本在历史中流布的问题讨论  第一节  风格的概念化  第二节  概念化风格的变
异  第三节  社会角色转换艺术角色第三章  汉代雕塑的三种类型及其背景  第一节  前导与典型  第二节  
汉代雕塑的三种类型  第三节  雕塑类型所显现的背景因素  第四节  雕塑风格的发生线索第四章  美术考
古在古代绘画生态学的铺垫作用  第一节  中国古代风俗图像的发生论  第二节  中国早期绘画的风俗意
义  第三节  中国古代绘画的类型研究图像诠释论  文献与考古的图像学诠释第一章  楚墓“人物御龙”
帛画的考证  第一节  “人物御龙”与“龙凤人物”帛画的研究描述  第二节  楚帛画图像解构的信仰与
习俗  第三节  帛画的视觉形式的深层意义  第四节  小结第二章  《清明上河图》的图像解构  第一节  研
究史上的争议  第二节  图像的风俗意义及内容  第三节  社会风俗及内容第三章  赵孟频《斗茶图》画题
与画意的商榷  第一节  图像中的饮茶题材  第二节  《斗茶图》画题之商榷  第三节  画题与画意的解答
知识考古论  谱系形成的发掘第一章  苏轼的谱系观  第一节  上古至唐代的总结性论述  第二节  苏轼论
述所引发的谱系问题  第三节  苏轼论述的历史异化第二章  《渔父图》的原型考辨  第一节  人与鱼在水
墨绘画中的两个层面  第二节  人与鱼的亲密关系  第三节  渔翁的心思  第四节  小结第三章  古代人间女
性谱系的形成  第一节  古代人间女性的原型  第二节  女性图像的世俗化  第三节  图像谱系的地域性因
素第四章  女性图像谱系形成的途径  第一节  互不相属的图像关系  第二节  古典女性审美模型  第三节  
图像复制与传播社会流动论  绘画风格的生态观第一章  黄慎与闽派的关系  第一节  上官周木刻版画风
格及其背景  第二节  黄慎人物画的时代性与地方性  第三节  黄慎创作的能动因素第二章  社会流动与李
霞绘画风格的互动作用  第一节  李霞在京沪沿线可能的轨迹  第二节  李霞的成熟风格与钱慧安  第三节 
李霞在福建地区成就的画风第三章  清末民初画派与风格的有效样本  第一节  背景略述  第二节  海上派
与金石派的几项差异  第三节  有效样本释析——黄宾虹与齐白石  第四节  黄、齐的绘画风格差异第四
章  齐白石绘画在中国近代美术的层位与变点  第一节  传统绘画的相对层位  第二节  误判的绘画内在意
义  第三节  社会背景变异之下人物作品的自主性第五章  潘天寿绘画风格的时代因素  第一节  环境与潘
天寿的创作  第二节  创作观分析  第三节  绘画风格的时空顺序  第四节  在近代水墨绘画序列的层位定
点艺术生态论  艺术社会学分析第一章  明清文人与世俗交流  第一节  引论  第二节  文艺思潮与世俗文
艺的交叠  第三节  文人品味和民间美术交流  第四节  明清版画中的文人画气息  第五节  结语第二章  文
人雅兴的社会流行  第一节  折扇的时空演变内容  第二节  扇面的艺术性转变  第三节  文人生活的流行
基调第三章  清代台湾地区书画生态与其环境因素  第一节  作者的身份与背景  第二节  清代绘画的转变 
第三节  福建画家对台湾书画活动的感染  第四节  台湾画家的生态  第五节  台湾早期的艺术生态第四章 
日占时期台湾美术生态中的依存关系与选择性发展  第一节  影响教育及展览之前置性因素  第二节  展
览与创作的依存关系  第三节  美术教育与创作的选择性生态  第四节  小结参考文献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绘画的知识考古>>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岩画体现原始人类的自觉意识第一节 前言20世纪以来有关原始艺术的研究史已经说明，艺术
的起源并非单一源头，类近于文明阶段的舞蹈、戏剧、歌唱、雕刻，或者绘画的多样性的发展，在原
始人类尚处蒙昧阶段，便已经是存在的事实。
就现今对艺术表现形式的认知而言，史前岩画是极具视觉性的一种具体样貌，而研究艺术起源的种种
论述中，总是以岩画作为视觉艺术起源的重要对象。
岩画的图像及其所代表、象征的内容与意义，是揭开原始人类生活与心理活动的重要线索，因此，就
艺术起源的观点探讨岩画所能体现的实质意涵是本文主要的重心。
朱狄在《艺术的起源》“探索艺术起源的几种途径”的内容，引发对岩画艺术再思考的主要焦点。
本文主旨所关切的岩画内涵直接指向艺术起源的论述内容，故就其中开展的论题加以分析，并表述自
己与朱狄先生在观念上的若干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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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7年春天，我从台北到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接下艺术市场方向研究生的导师工作，这个工作极度吸
引我的兴趣，让我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开展这个新兴学科的教学，更重要的是如何把过去在市场、博物
馆、媒体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归纳成有系统的理论，使这门学问不至于成为简单的经验传授而已。
2007年艺术研究院策划全体教师进行“美术考古学丛书”的学术行动，我受到每位老师对学术探究的
积极性感染而参与其中，也因为带些被动因素的驱使，让我勉力而为地完成这本书。
我跟着阮荣春院长及几位教授的步伐与写作的节奏，逐渐明白如何调整自己带着怠惰缓慢的步调，不
至于拖沓丛书的整体进度。
海峡两岸奔波使我的教学、研究和日常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繁琐的转机到便利的两岸直航，似
乎光景越来越好。
我只身在上海完成这本书的后续编撰工作，应该先要感谢内子，她在台北照料一双儿女的学业和起居
之外，还负担着处理本书前期的图文数据搜集、录入、整理这些琐碎却很重要的工作，为我分担许多
杂务，使写作的工作能更有效率。
我的父母虽然年事已高，却有健康的身心，坚持不需要儿女的晨昏照料，让我能安心工作，无后顾之
忧。
我的年轻学生们也无形中给我些协助，我经常在和他们讨论关于艺术社会学或者傅柯理论时，从中获
得对问题的思考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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