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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奚静之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坚强、纯朴、热爱生活的民族。
俄罗斯文化深沉、博大，具有理想主义情怀。
　　俄罗斯地处欧洲和亚洲内陆，从文化体系来看，它属于欧洲范畴，但它也吸收了亚洲文化的营养
，并善于把两种文化的长处融合在一起，创造了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民族气派的文学艺术。
　　俄罗斯人属于斯拉夫族体系。
斯拉夫族的根源可追朔到远古时期。
东斯拉夫人曾居住在流入黑海的第聂伯河沿岸以及北部的伊尔门湖周围。
俄罗斯的名称来源于公元6世纪，居住在第聂伯河支流罗西河沿岸的斯拉夫人用河流的名称称呼自己
的部族为“罗斯”或“罗西”，并在东斯拉夫语的基础上发展了标准语言，即古俄罗斯语。
在古俄罗斯的疆土上有许多分裂的公国，如基辅，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符拉季米尔，苏兹达尔等
等。
公元9世纪时，形成了以基辅为中心的早期封建国家，称为基辅罗斯，即基辅公国。
基辅公国在地理位置上与拜占庭接近，因此接受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宗教信仰也由多神教改信基督教
。
　　基辅公国时代（公元10 12世纪）有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如歌颂古俄罗斯英雄的叙事诗壮事诗等
。
有史诗价值的作品《伊戈尔远征记》（12世纪末），被认为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丰碑。
除文学作品外，如基辅城内的索菲亚教堂（按君士坦丁堡索菲亚教堂修建）及其内部的壁画和镶嵌画
，一直流传至今，保存完好。
　　在古俄罗斯民族内部，由于封建割据的影响以及生活和文化习俗的不尽相同，逐渐划分为有自己
方言的民族集团，原来的古俄罗斯民族分化出三个分支：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
　　13世纪时，蒙古鞑靼族从亚洲草原侵入斯拉夫领土，俄罗斯人奋起抗击。
直到15世纪末彻底摆脱蒙古鞑靼的统治。
地处奥卡河支流的莫斯科公国在这个历史时期起了重要作用，成为反抗蒙古鞑靼的中心。
从这时开始，三个支族中的俄罗斯逐步强大起来，莫斯科的居民有十万多人，城市建设发展也很快，
现在看到的克里姆林城墙，即建于15世纪。
在卫城附近的红场，曾是进行贸易、举行仪式及游乐活动的地方。
红场这个名称，人们常和十月革命常用的“红”字联系，其实红场早就存在，因为俄文的“红”
（KpacnMH）字，不仅指色彩，还有美好、美丽、鲜艳的意思。
　　16世纪。
俄罗斯逐渐形成中央集权国家。
从伊凡雷帝（1533 1584）开始，俄罗斯的最高统治者称为“沙皇”。
莫斯科作为俄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直到1712年。
　　18世纪初俄国历史上的著名帝王彼得大帝（1672_l725）进行大规模改革。
根据政治和改革的需要，彼得大帝决定迁都彼得堡。
彼得堡于1703年5月16日奠基，l712年定为国家首都。
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彼得大帝进行一系列改革的结果。
彼得大帝及其后继者们推行的文化政策，对俄国文化艺术的繁荣起了推进作用。
从18世纪开始，俄国文化开始和西欧文化融汇，成为欧洲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
　　19世纪俄罗斯奠定了自己的民族文化。
在俄罗斯文化史上产生了许多杰出的文艺家，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
斯泰、格林卡、柴可夫斯基以及列宾、苏里科夫、谢洛夫、列维坦、弗鲁贝尔 他们的创造都是具有世
界意义的艺术瑰宝。
　　1917年在俄国发生了伟大的}月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
1922年12月成立了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简称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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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1991年12月21日，“阿拉木图宣言”宣布苏联国家停止存在，原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各自独立。
作为加盟共和国之一的原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它是加盟共和国中最大的一员，占有全
苏四分之三的领上和一半以上的居民）成立为独立的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美术史话》写的是从基辅公国开始到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的俄罗斯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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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俄罗斯美术史话》用历史的长线串联起一幅幅精美珍贵的图画，再现灿烂辉煌的美术史，带你
走近艺术家的人生历程，成功与失败，快乐与悲辛，以及他们画幅中所表现的那些知名或不知名的历
史人物变化所隐藏的悲欢故事。

　　本套书还包括：日本美术史话、意大利美术史话、美国美术史话、英国美术史话、德国美术史话
、希腊罗马美术史话、现代派美术史话、印度美术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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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奚静之，1935年生于江苏常州，1954年肄业于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1960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
列宾美术学院艺术学系；1960年至今在中央工艺美术学员任教。
1983至1995年为工艺美术史论系主任，现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名誉教授。
著有《俄罗斯苏联美术史》，《俄国巡回展览画派》，《列宾》，《苏里科夫》，《夏加尔》，《欧
洲绘画简史》（合著）等，为《外国美术名家传》主编之一；译著有《穆希娜论文艺》等；任《中国
大百科全书·美术》编委兼东欧分支主编。
《俄罗斯苏联美术史》（1990年《艺术家出版社》版本）1995年获俄罗斯艺术院学术成果及国际文化
交流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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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狄德罗写道“您的马并不是一匹最美的活马的拷贝，就像德尔法的阿波罗不是最美的人的重复
一样，您的马高大而又轻巧，健壮而又敏捷，它充满着活力。
”        纪念碑的底座，给法尔科内带来了许多难题。
马和人，不是在虚设的峭壁上，而是在自然形态的峭壁——巨大的花岗岸底座上。
在法尔科内最早的草图中就有这块巨石底座，一块未经人工雕凿的巨石。
为得到这块巨石，法尔科内多次写信给叶卡德琳娜女皇，说明这块巨石的重要性。
领导这项工程的拜茨基，在1768年5月的参政院会议中提出了得到这块巨石的难处。
他认为，按雕刻家的要求，找到长6俄丈，宽和高各3俄丈(1俄丈=2．134公尺)的巨石是困难的。
即使找到了这样的巨石，又如何把它运到彼得堡呢?这在18世纪的运输和起重技术上尚无先例。
因此他提出了用拼铸焊接的办法，用几块石头代替一块整石的意见。
    由于法尔科内的坚持，艺术院任命石工专家到波罗的海沿岸去寻找石。
寻石小组是在1768年8月出发的，不久便在拉赫吉地方找到了一块理想的、重十万普特(1普特=16．38
公斤)的巨石，并克服了种种困难。
经水路运到了彼得堡。
    1770年，参政院广场上的巨石按法尔科内的设计进行了加工。
以“野生的”岩石作底座，法尔科内遵循的是启蒙学派的“从自然来，忠于自然”的美学原则。
当然，把自然形态的石块放在大型纪念碑中，并非从法尔科内开始。
意大利的贝尼尼在罗马那瓦纳广场上的装饰雕刻中已经采用过，象征河流的形体被塑造在乱石之中，
用未经加工的石块作为对比，提高了艺术形象的表现力。
法尔科内自己也曾用过自然的石块，他为巴黎圣罗赫教堂中的基督受难小教堂所作的装饰雕刻中，用
粗糙的灰色石块与平整的白色形体相对比，也有较好的艺术效果。
    在彼得一世纪念碑中自然石块的意义要大得多，造型不规则的底座前端，宛若高山的悬崖，骑士就
在崖顶，岩石后端刻有倾斜的、通向悬崖的路。
最高处骑士的前面是一个陡峭面，这个陡峭面形似水浪，从侧面看去，它组成了两个重复的节奏，马
头与马腿所形成的两个曲度，与水浪形成的两个曲度平行，加强了整个构图的动感。
巨大的底座和隐藏在它自身之中的力量，使纪念碑的构思更加突出。
    彼得一世纪念碑于1782年8月7日在礼炮声中揭幕。
参政院广场从此成为18世纪举世瞩目的场所。
法尔科内没有参加揭幕典礼，他在四年前当雕塑基本就绪之后已离开俄国，纪念碑的一切善后工作，
都由他的俄国助手，雕塑家戈尔杰耶夫负责完成。
    在纪念碑建成整整五十年之后的1833年，俄国伟大的诗人普希金听到⋯⋯书摘1    1899年，弗鲁贝尔
在中断了几年的天魔题材之后，又重新迷恋起这一题材。
这次他画的是《飞翔的天魔》。
这幅画与《坐着的天魔》相隔了整整九年。
从1890到1899年，俄国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在1905年俄国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前夕。
知识分子在激烈的社会动荡和严峻的阶级搏斗中产生了极为复杂的情绪。
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斗争的行列，另一些人则投入了统治者的怀抱，更多的人对现实生活不满，思想
上傍徨苦闷，他们既不想加入斗争，又不甘与统治者为伍，他们逐渐接受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哲学思
潮的影响。
这时俄国文坛上的诗人勃洛克、勃留索夫、画家列利赫等，在自己的作品中敏锐地反映了知识分子的
不安和痛苦的呻吟。
弗鲁贝尔是个非常敏感、十分自负的人，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庸谷和虚假十分厌恶；作为一个正直的
画家，他钦佩谢洛夫在艺术中的直言不讳，他也钦佩同时代作家契诃夫对现实生活无情的揭露，但他
并不属于谢洛夫和契诃夫的类型，他不想参与斗争，他力图避开这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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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隐约感到天魔的性格特征中似乎有自己的影子。
于是他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题材，以此寄托自己的情绪。
    《飞翔的天魔》已完全不同于《坐着的天魔》，因为此时的弗鲁贝尔已非同昔比。
他的妻子莎贝拉在1901年给李姆斯基一柯萨科夫的信中悲哀地说：“他的天魔是不一般的，不是莱蒙
托夫的，而象是当代的尼采学说的信徒。
”从莎贝拉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到弗鲁贝尔的思想状态，他显然受到了对当时欧洲思想界和文艺界有
极大冲击的尼采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他把宇宙、社会、文明和人类都当作敌对的、盲目的力
量，他蔑视资产阶级的虚假道德，认为理性的过分发达促使了现代文明的衰退，因此他对现实产生了
极度的悲观。
在弗鲁贝尔的这幅画中，似乎也回响着他同代诗人勃洛克的心声：“⋯⋯在密布乌云的黑暗中，我们
在可怕的深渊上空飞翔。
”    《飞翔的天魔》画面阴暗得近乎可怕，色彩与构图显得章法混乱，尽管画家自己作了很大努力。
由于心理上的矛盾，他没有把这幅画最后画完。
紧接着在1902年，弗鲁贝尔又画了幅《被翻倒的天魔》，在构思上是《飞翔的天魔》的姊妹作。
他把这幅画带到彼得堡去参加“艺术世界”的展览。
由于他觉得此画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因此在展出以后仍然每天到展览厅去改画。
据当时人们的回忆，每天清晨到中午十二点，可以看到弗鲁贝尔在画幅前不断地修改，画面上每天都
有新的变化，天魔的脸越来越可怕、痛苦、构图也变得愈加沉闷和封闭，色彩也更暗淡了。
他的朋友，包括谢洛夫在内，都劝他别再修改了，他们相信如果这样改下去，弗鲁贝尔的这幅画会越
发不可收拾。
    在《被翻倒的天魔》中，天魔从高空中跌落下来，摔倒在山谷间，他的四肢折断了，翅膀跌散了，
头部与肢体已经分裂。
但他没有死，他圆睁双眼，发出愤怒和仇恨的光。
画面上的黑色，和蓝、绿、灰、紫组成冷色调子，肢离残缺、不能成形的天魔给人以压抑之感。
而画面上所表现的天魔悲剧性的毁灭，却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这一点上，当时担任歌剧《天魔》主角的金喉歌手夏里亚宾说，费鲁贝尔“天魔”所表现的激情，
给了我极大的启迪。
    弗鲁贝尔的这两幅“天魔”，无疑是他当时内心苦闷的写照。
艺术探索中的艰辛，他内向和孤独的性格，人们对他艺术语言的生疏甚至指责，使他几乎失去自信和
继续奋进的力量。
    1902年，年已46岁的弗鲁贝尔，迫不及待地等候儿子的诞生。
小生命的出世给他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伤感。
他的儿子有一双非常漂亮的、酷似母亲的眼睛，可惜他带着先天的缺陷——豁嘴。
弗鲁贝尔用水彩画了《在摇篮中的儿子》，画中充满了父亲的爱怜和悲剧的气氛。
小弗鲁贝尔活了没有多久，便因感冒死去。
儿子的死，加上那张《被翻倒的天魔》无终止的改画，他终于病倒了。
    他住进了精神病院。
心灵上的创痛，艺术探索中的挫折，使这位自尊心很强、对艺术充满感情、而在现实生活中感到惶惑
不安的画家放下了画笔。
在1906年以前，他的病时好时坏，在病情好转时，他仍然不停地画。
其间他画过《自画像》、《白桦树前的莎贝拉》等等。
弗鲁贝尔给莎贝拉画过多次肖像，他十分爱他的妻子，他尊重莎贝拉的演唱。
她的嗓音委婉细腻，有表现力。
弗鲁贝尔曾向友人夸赞她说：“歌唱家们唱得动听，而娜佳（莎贝拉的名字）唱得动人。
”他为妻子画像时，常用柔和的、旋律很强的线条，用淡雅的色彩刻画她内在的美。
在他不同年代所作的莎贝拉肖像中，她总是沉静、安详、温柔，但却照例带着弗鲁贝尔笔下特有的那
种哀愁和眼神中流露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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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6年。
弗鲁贝尔的病情加重，双目失明，在极端的痛苦中折磨了四年。
直到1910年去世。
    弗鲁贝尔的创作，用新颖的艺术语言。
反映了19世纪末俄罗斯社会人们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感情。
他的作品，乍看起来似乎如梦非梦，超尘脱世，离现实生活很远，但是它们的艺术魅力往往透过那层
有神秘色彩的面纱，深深地打动读者的心。
沉闷、忧郁的时代产生了沉闷、忧郁的弗鲁贝尔。
    弗鲁贝尔是时代的逆子，他想打破束缚他和束缚别人的精神枷锁，可是他没有找到汲取力量源泉的
钥匙，因而他终于无法从苦闷和压抑中解脱，所有这些，都鲜明地反映在他的艺术中。
                              8．巡回展览画派的尾声    90年代，巡回展览画派的盛势已逐渐远去，在强努之末，有
几位画家（列维坦、谢洛夫、弗鲁贝尔在前面已经述及）或遵循画派的方针，或另辟新径，创作了富
有时代特色的作品，为19世纪末期的俄国画坛增添了亮丽和生气。
    卡萨特金（1859—1930）是这一时期在题材的开掘上颇有新意的画家。
他的一套矿工生活组画清晰夺目，是他的前人和同辈都未曾涉及的新领域。
这套组画中的《捡煤渣》，是构思最早的一幅，也是描写矿区的、带有风俗性的风景画。
在已经开采过的矿山上，矿工们的家属在捡煤渣。
丈夫和儿子在矿上挖煤，而自己家中却没有煤烧。
另一幅《女矿工》是一个乐观、开朗、豪放的女工形象，沉重的劳动没有使她失去青春和活力，这是
新一代的、有意志力的劳动妇女。
第三幅《换班》，是前两幅构思的进一步发展，描写了换班时刻的矿工。
从旧式升降屉中走上地面的矿工们，有体力健壮的。
有在矿井中受过伤的，还有在矿下成长的童工。
他们经受了一整夜的艰苦劳动，仍旧身心硬朗地、有秩序地离开矿井。
    卡萨特金从1892年起整整十年中，常在顿巴斯煤矿居住，与矿工们交朋友。
矿工及其生活，成为他创作的主要题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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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序                                                            ·奚静之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坚强、纯朴、热爱生活的民族。
俄罗斯文化深沉、博大，具有理想主义情怀。
    俄罗斯地处欧洲和亚洲内陆，从文化体系来看，它属于欧洲范畴，但它也吸收了亚洲文化的营养，
并善于把两种文化的长处融合在一起，创造了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民族气派的文学艺术。
    俄罗斯人属于斯拉夫族体系。
斯拉夫族的根源可追朔到远古时期。
东斯拉夫人曾居住在流入黑海的第聂伯河沿岸以及北部的伊尔门湖周围。
俄罗斯的名称来源于公元6世纪，居住在第聂伯河支流罗西河沿岸的斯拉夫人用河流的名称称呼自己
的部族为“罗斯”或“罗西”，并在东斯拉夫语的基础上发展了标准语言，即古俄罗斯语。
在古俄罗斯的疆土上有许多分裂的公国，如基辅，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符拉季米尔，苏兹达尔等
等。
公元9世纪时，形成了以基辅为中心的早期封建国家，称为基辅罗斯，即基辅公国。
基辅公国在地理位置上与拜占庭接近，因此接受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宗教信仰也由多神教改信基督教
。
    基辅公国时代(公元10 12世纪)有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如歌颂古俄罗斯英雄的叙事诗壮事诗等。
有史诗价值的作品《伊戈尔远征记》(12世纪末)，被认为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丰碑。
除文学作品外，如基辅城内的索菲亚教堂(按君士坦丁堡索菲亚教堂修建)及其内部的壁画和镶嵌画，
一直流传至今，保存完好。
    在古俄罗斯民族内部，由于封建割据的影响以及生活和文化习俗的不尽相同，逐渐划分为有自己方
言的民族集团，原来的古俄罗斯民族分化出三个分支：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
    13世纪时，蒙古鞑靼族从亚洲草原侵入斯拉夫领土，俄罗斯人奋起抗击。
直到15世纪末彻底摆脱蒙古鞑靼的统治。
地处奥卡河支流的莫斯科公国在这个历史时期起了重要作用，成为反抗蒙古鞑靼的中心。
从这时开始，三个支族中的俄罗斯逐步强大起来，莫斯科的居民有十万多人，城市建设发展也很快，
现在看到的克里姆林城墙，即建于15世纪。
在卫城附近的红场，曾是进行贸易、举行仪式及游乐活动的地方。
红场这个名称，人们常和十月革命常用的“红”字联系，其实红场早就存在，因为俄文的“红
”(KpacnMH)字，不仅指色彩，还有美好、美丽、鲜艳的意思。
    16世纪。
俄罗斯逐渐形成中央集权国家。
从伊凡雷帝(1533 1584)开始，俄罗斯的最高统治者称为“沙皇”。
莫斯科作为俄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直到1712年。
    18世纪初俄国历史上的著名帝王彼得大帝(1672_l725)进行大规模改革。
根据政治和改革的需要，彼得大帝决定迁都彼得堡。
彼得堡于1703年5月16日奠基，l712年定为国家首都。
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彼得大帝进行一系列改革的结果。
彼得大帝及其后继者们推行的文化政策，对俄国文化艺术的繁荣起了推进作用。
从18世纪开始，俄国文化开始和西欧文化融汇，成为欧洲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
    19世纪俄罗斯奠定了自己的民族文化。
在俄罗斯文化史上产生了许多杰出的文艺家，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
斯泰、格林卡、柴可夫斯基以及列宾、苏里科夫、谢洛夫、列维坦、弗鲁贝尔    他们的创造都是具有
世界意义的艺术瑰宝。
    1917年在俄国发生了伟大的}月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
1922年12月成立了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简称苏联。
俄罗斯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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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21日，“阿拉木图宣言”宣布苏联国家停止存在，原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各自独立。
作为加盟共和国之一的原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它是加盟共和国中最大的一员，占有全苏
四分之三的领上和一半以上的居民)成立为独立的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美术史话》写的是从基辅公国开始到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的俄罗斯美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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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俄罗斯美术史话》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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