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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风格与世变》的初版距今已有十二个年头。
在这十二年里，许多人与事都经历了可观的变迁，但我个人的学术兴趣大体维持末变，一直在设法以
自己认为最适当的方式去说明中国古代绘画的历史发展。
本书所收的十篇论文，可说是我自一九八四年踏入研究生涯后第一个阶段的成果，记录着那十二年中
个人在面对这个课题的一段心路历程。
在这个记录里，有我对某些画史段落的认知，也有一些个人对文化与历史的感触。
过了十二年再来看这些文字，虽然有些地方难称完美，但总的说来，尚觉仍可坦然面对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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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本书以十篇论文，散点式地论述了中国绘画从唐到清演变的一些关键问题。
2.该书通过一些具体问题详尽地阐发了一个画家的绘画风格是如何在文化环境中形成和互动的。
例如唐朝人为什么喜欢画肥马，明朝初期苏州画家何以崛起等等。
3.本书探讨的绘画与通神、劝诫、送别、贵族、隐居、伪造等话题十分有趣，而书中三百幅插图很多
为台北故宫和海外珍藏，难得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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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守谦，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艺术史系毕业，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及考古学博士。
曾任台大艺术史研究所所长、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
他是台湾新艺术史研究的开创者，以文化史的角度研究绘画取得了很多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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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文化史范畴中的画史之变；二，盛唐白画之成立与笔描能力之扩展；三，感神通灵观在中国画史
上的没落；四，南宋的两种规谏画；五，有关唐棣及元代李郭风格发展之若干问题；六，浙派画风与
贵族品味；七，《雨余春树》与明代中期苏州之送别图；八，嘉靖新政与文徵明画风之转变；九，示
意文士的避居山水；十，石涛、王原祁合作兰竹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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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唐代艺术的“拿来主义”（摘选于第二章）　　�——本土艺术传统与外来刺激　　由盛唐白
画所见笔描传统的创造性复兴，也代表着中国画史中古典传统在各时代不断铸新的一种典型模式。
光由线描形式的表面上看，由汉至唐似乎有如张朋川所说的，没有太大的外貌上的变动；但由线条的
结构意义来观察，这实是一个逐渐丰富的过程。
在这过程之中，画家并没有放弃传统线描的表现能力，而是逐渐地将学自西来凹凸法的描绘结构之能
力，拿来增加了传统所喜爱的笔描内容。
其结果便是笔描旧传统在盛唐时的再生。
此再生不仅使盛唐的笔描大异于汉晋者，而且也不同于凹凸法所附带的线描性格。
以对传统的再生而言，此过程实是后来宋元明清各代绘画中，复古主义所取途径的一个典型。
其间所不同的只是此时激发画家对传统再思考的因素为外来风格，而后来的复古运动则经常与对本土
古典作品的再发现相依存。
　　当然，我们在此也应考虑此激发因素的区别是否有其意义，亦即考虑凹凸风格在此一笔描能力扩
展的过程中，是否确实占着一个不可或缺的影响地位。
如果照张朋川与Mary Fong的说法推论，上文所述之扩展过程可以是中国传统本身内在自足的渐变；随
着佛教而来的凹凸风格的存在虽是事实，但充其量只是个发展的诱因，并非一定有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这个推论容易引起一些不合理的了解。
假如接受这个传统内部渐变的说法，等于在说汉晋的笔描与盛唐者之间并无本质上的差异，有的只是
成熟度的不同。
意即谓盛唐笔描对形象立体结构之掌握能力，是一个时代进步的产物，汉晋者之未备只是画家技巧及
意念上的不成熟，或曰幼稚的表现。
如此推论下去，可能还须将宋代及其后笔描与唐代者之差异，看成是由成熟转向衰老现象的表征。
这种单线的，由幼稚到成熟而至衰老的历史演化观的缺点，已有多位学者论及，其弊可知 。
由对笔描能力的考察看来，汉晋与唐的区别可以说是属于不同领域的表达。
前者乃是在概念化形象处理过程中，针对其韵律生命的捕捉而发；后者则是在对形象逼真效果的要求
上，再追求象外的韵味而来。
两者对象外之韵的兴趣虽有相承续的关系，但基本上的理念与结构观已经完全不同。
汉晋画家显然并非不知物体表面有高低明暗的不同，这些现象毕竟是在视觉经验中经常可以接触到的
。
但因他们志不在表达物体之立体结构，因而也没有发展相应的规格画法。
相对的，他们反而在使笔以及形象间韵律的追求上大有所获。
由今日的观点看来，他们对立体结构现象重视的多少，根本无关于当时绘画的旨意。
而盛唐笔描所示对表达物象结构的要求，显然属于与汉晋者不同的系统，而在创作意念上呈现了一种
大的改动。
西来凹凸法所引进对物象结构的重视，正是造成此变革的源头。
中国画家在六朝至隋唐一段时间中，对此外来风格的了解与演绎，也正是盛唐笔描之所以成立的不可
少的过渡。
　　笔描在此一段时间内成功地吸收外来风格，进而转化、丰富传统形式的历程，较之明末清初、清
末民初在接触外来风格之后所生不同的表现而言，显得相当地特殊。
凹凸风格之所以能顺利地起其影响作用，在当时与其系伴随佛教而入的事实有关。
佛教在中国自汉末以来的逐渐传播，并没有遭受太大的阻力，中间只有少数几次的废佛运动，但并没
造成根本的破坏，而且，佛教在发展上又配合了大量的庙宇、佛像、壁画及其他艺术工作的进行。
在此大量的需求中，凹凸风格随着佛教由天竺、西域而进入中土，确实面对着一个最佳的客观环境。
由于需要量多，佛教绘画的制作遂成当时中国画家必须具备的技能。
这个外来的风格也就在画家汲汲不倦的工作中，逐渐起了巨大的影响力量。
除此客观环境因素之外，中国画家之能顺利地接纳外来的凹凸风格，与当时本土艺术传统之尚未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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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外性也有关系。
至盛唐为止，所有艺术创作活动还都只是单纯的艺术行为，并没有文化层次高下之别。
此时不仅尚没有高层文人艺术与低层工匠艺术的敌对，也还没有中原“进步文化”对诸夷“落后文化
”的歧视。
对画家与批评家来说，中土风格与外来风格是两个具有同等分量的选择；只要最终能达到画家及观者
所要求的目标，不论是本土的传统，外来的风格，甚或将两者混而用之，任何选择都会受到最热诚的
欢迎。
在此情况之下，风格的转借与融合便得以因无“外力”的干涉，而自然而顺利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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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1.本书是研究中国美术史的经典，这是首次在内地得以出版。
2.作者对许多中国艺术史问题的精细描述能带人进入中国艺术观念瑰丽世界。
例如对杜甫评价韩干《照夜白》的诗歌分析中，作者最后考察出来，杜甫看似贬低韩干的诗句，实际
上是担心韩干的画将现实生活中的真马的“魂魄”取走，这其实是对韩干绘画才能的曲折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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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风格与世变：中国绘画十论》具有以下特点：　　1.就目前而言，台湾在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方
面要强于大陆。
而该书则是台湾艺术史研究中的开创性著作。
2.由于作者充分实践了绘画和文化环境的互动研究，所以书中不止展现了绘画风格的演变，还展开了
文化史的瑰丽画卷，涉及了韩干、马麟、赵孟頫、文徵明、沈周、石涛等文化巨匠的起落遭遇；3.书
中所配200多幅插图很多为台北故宫、日本和美国的私人收藏，平时难得一见，可以大飨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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