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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艺术通史》是一部以音乐、舞蹈、戏曲、说唱、杂技、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和工艺等全部
艺术门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大型史论著作。
全书按中国历史发展顺序，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宣统三年（1911年），采取断代分为14卷。
700万字，3000幅图；图文相随，铜版彩色精印。
14卷分别为：《原始卷》、《夏商周卷》、《秦汉卷》、《三国两晋南北朝卷》、《隋唐卷》（上下
编）、《五代两宋辽西夏金卷》（上下编）、《元代卷》、《明代卷》（上下编）、《清代卷》（上
下编）、《年表索引卷》。
这是一部在国内外本领域内填补空白的、具有开创意义的巨型著作。
 　　《中华艺术通史》1995年开始筹备；1996年正式启动；1998年2月被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
准为“九五”规划重大课题；2001年完稿；2002年、2003年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专家意见修改；
从2004 年纳入出版计划，截至2006年底，全书除《年表索引卷》外的13卷全部完成出版。
《中华艺术通史》问世后，已经参加了2006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中国北京国际图书博
览会、全国大学生图书定货会，以及2007年北京全国图书定货会，受到广大读者、专家以及中央领导
一致好评。
各媒体也纷纷给以高度评价。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艺术报》、《文汇读书报》都分别以专版、专访介绍和评价了
《中华艺术通史》的学术价值。
《光明日报》评价此书“宛如徐徐展开的一幅壮丽、流动的巨型画卷，把中华艺术的博大与精深显见
于人”。
　　《中华艺术通史》的编撰出版是一项巨大的学术工程，它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专家为主体，吸收
全国范围内多位卓有成就的艺术史论家参加，历经十载的艰辛努力而完成。
课题组成员63人，特聘审稿撰稿专家16人。
如果算上后期的出版编辑及审核稿，参与这项学术工程的专家不会少于150人。
他们为《中华艺术通史》的完成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牺牲了宝贵的精力、时间和个人利益，甚至于不
惜牺牲个人的健康。
《中华艺术通史》去世的两位编委、常务副总主编兼《明代卷》上编主编苏国荣同志和《五代两宋辽
西夏金卷》下编主编刘晓路同志，都是在交稿不久先后患病去世，应该永远记住他们。
　　《中华艺术通史》的编撰，虽采取断代分卷的形式，却决不是这一时期各艺术门类的重复和拼装
，而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立足于社会总貌和艺术发展的总体把握，重视整体的、宏观的研究，着眼
于概括和总结每个时代艺术共同的和持久的发展规律，将共生于同一社会环境或文化氛围内的各门类
艺术的成就科学地反映出来。
　　《中华艺术通史》的编撰，坚持了辩证的比较研究方法。
编撰中，重视了艺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社会思潮对艺术发展的影响，但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表现
形态以及艺术家主体的思想感情的表达和创造，却始终是这部《艺术通史》探讨、研究的核心。
点面结合，重点突出代表每个时代的艺术门类，杰出的艺术家和艺术品，论述它们对中华艺术以至世
界艺术作出的独特贡献，是这部《艺术通史》所坚持的研究方法。
　　《中华艺术通史》的编撰，对中华艺术精神及其特有的观念体系的探讨中，突出了中华艺术作为
古老的东方传统艺术的代表，与西方艺术传统之不同。
在中华艺术历史发展的主要潮流中，无论是内涵和形式，在创作与生活的关系上则更强调艺术家的心
灵感受和生命意兴的表达，强烈地显示着主体创造的精神情采，并形成了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美学与
艺术理论体系。
　　《中华艺术通史》在编撰中更重视了各民族艺术的融合与中外艺术的交流。
“中华”之得名，由来很久，并且自称“中华”，就蕴含着有文化的民族的寓意。
中华艺术是中华古老文化其中取得最灿烂成就的一部分。
它像中华文化一样，是以汉民族艺术为骨干，融合着中国境内历史上的多民族的艺术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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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艺术通史》的学术价值，首先取决于它涵盖的丰富内容和广博的研究对象。
他将各种艺术门类和样式放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对其发展演变的脉络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清晰的勾勒
，给读者提供了一次全方位的、系统的认识中华艺术发展的历史机遇。
其学术价值，还在于它通过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的方式，令人信服地揭示出中华艺术的美学神韵，及
其形成、发展和升华的过程。
《中华艺术通史》的研究专家们，在客观地梳理和勾勒各种艺术门类样式发展演变脉络的同时，有意
识地站在理论的高度，对各种艺术门类共同遵循和蕴涵的艺术规律和美学神韵进行了提炼和概括，有
助于读者更深刻地认识和感受中华艺术神韵和精髓。
无论怎么说，这部《中华艺术通史》的完成，将在学术性、文献性、实用性三方面体现其价值。
它是对本世纪各艺术门类史研究成果的全面而简要的集成性继承。
克服了以往艺术史研究偏于社会学的单一倾向，在哲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研究
中，阐发了中华艺术审美历史的丰富性；尽可能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资料，提出了新的观点，
对21世纪的艺术史论研究和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有所启发。
这是一部能代表当前国家级水平的艺术史研究著作，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稳定性和不可替代性
。
显示了其历史的文献价值。
这也是一部有重要实用价值的著作，《中华艺术通史》虽然是史的著作，但是具有艺术包括百科的性
质，是各级图书馆必备的书，又是国内外学者了解中国艺术的重要窗户，还是各类院校艺术学教育的
重要教学参考书。
　　《中华艺术通史》，确是一项初次尝试整合的科研课题，参加《中华艺术通史》编撰的各分卷主
编，多是各门类艺术史论，或者是艺术学和美学理论的专家和学者，虽然研究一个时代的门类艺术也
离不开这个时代的社会文艺思潮，以及各门类艺术相互影响与促进，但是一个时代艺术的整体发展，
总还是有更复杂、更深沉的规律与动因。
参加《中华艺术通史》编撰的专家和学者毕竟会受到知识和修养的局限，又是填补这样一部艺术学史
空白的课题，决不可能在第一次整合中就完成的尽善尽美。
中华民族几千年创造流传下来的艺术遗产，既是中华文化的璀灿的标志，也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奇葩
，深入地研究、阐释、和发掘她的宝贵传统是没有穷尽之时的。
因而，这次初步整合的《中华艺术通史》难免留下谬误、缺陷和遗憾，我们期待着未来艺术史论研究
中得到批评、纠正和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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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年表图版索引主要艺术家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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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山东临淄文庙出土一幅汉代画像石刻，前有骏马一匹奔驰，后有一奔马拉一无蓬小车，马、车之上皆
有人凌空飞身跳跃，空中飞人、跳跃飞人等翻滚跳跃技艺表演。
山东出土周仲车马神人画像镜。
铭文：“周仲作竟四夷服，多贺同家人民息，胡虐殄灭天下服。
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
吴胡伤里。
”江苏铜山洪楼出土家居宴饮、车马出行、乐舞画像石。
江苏连云港孔望山发现一组石刻画像。
内容是佛教题材，如涅粲、舍身饲虎等。
江苏吕黎水库出土母子石雕。
江苏徐州黄山陇出土汉代壁画墓。
内容是车马出行、乐舞等。
江苏徐州出土银镂玉衣及黄豆大的玉石雕。
内容是大鸽喂食小鸽。
江苏徐州出土鎏金银嵌兽形盒砚。
江苏丹阳出士鎏金铜羊。
江苏出土尚方车马神人禽兽画像镜。
铭文“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涡饮玉泉饥食枣。
”江苏盱眙南窖庄窖藏出土西汉金兽。
身长16厘米，重达9公斤，罕见的纯金制品。
现藏南京博物院。
安徽定运县霸王庄古画像石墓。
出土有羊、龙、熊、虎及车马出行图等画像石。
安徽合肥出土鎏金铜熊。
四川郫县出土石棺中，刻画了民间燕乐杂技表演。
四川乐山麻浩一号大型崖墓。
崖墓共有画像35幅。
四川乐山城东柿了湾崖墓。
雕刻有蹶张图及董永事父、老莱子娱亲、宴饮及佛像图，其他墓室尚有鼠啮瓜图等。
四川新津县堡子山出土陶质步曲俑。
四川乐山崖墓博物馆藏。
四川成都天迥山汉墓出土陶说唱俑。
四川成都羊子山出土丸剑宴舞，图上悬幕幔，为室内表演，有四个伎人表演，并有三人吹挑箫侍奉。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另有画像砖。
四川成都金牛区曾家包东汉墓出土画像石。
二号墓出土20块画像砖。
内容是丸剑起舞、宴饮、市井、弋射收获、六博、庭院等。
四川成都文管会藏。
四川彭县出土舂米、采芋、乐舞、盘舞等画像砖。
四川新都出土酿酒、盐场、轺车、过桥（桥为拱桥）、西王母等画像砖。
四川新都马家山出土双骑、骑吹、宴饮、骖驾、轩马、武库、对舞、骆驼等画像砖。
四川新都出土陶说唱俑、跨罐舞俑、执镜坐俑、抚琴俑等。
四川新都文管会藏。
四川芦山杨君墓前石辟邪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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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德阳出士播种、轺车、射士、伍佰、伏羲女娲及精彩的“高台顶功”“舞轮”“飞剑”的杂技画
像砖。
四川夹汀杨宗阙。
东阙西阙都有铭文。
四川宜宾县北公子山墓出土3座石棺。
一大二小，均用整石凿成。
四川西昌墓葬出土西王母、日月神、羽人、飞马、朱雀、青龙、车马出行等画像砖。
四川雅安出土子母虎石雕柱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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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华艺术通史》从编撰到2006年出版，历时十年。
《年表索引卷》2004年底开始动手，依据《中华艺术通史》十三卷初定稿进行编辑加工，于2005年底
完成第一稿。
2006年在征求总主编和各卷主编的意见后，又经修改和统稿，第二稿方才完成。
从2007年1月开始，又将年表逐条与各卷出版定稿进行了一一核对后，才是这最后的定稿。
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从事科研管理近二十年，自然知道研究工作不容易，但是真正品尝到个中滋味还
是在这部《年表索引卷》中。
年表索引。
也只是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梳理.都如此地繁琐和辛苦。
那么，参与通史研究的其他同仁。
他们却是从最基础的研究做起，需要动用多少知识积累，需要查阅多少资料。
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在此，我要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当我每每做不下去的时候.激励我的是苏国荣和刘晓路同志。
他们为通史的研究不惜身体透支而早逝，我要永远地怀念他们。
《年表索引卷》分工：原始部分由林秀娣编写，夏商周部分由刘兴珍编写，秦汉部分由刘兴珍编写，
三国两晋南北朝部分由林秀娣编写，隋唐上编部分由付洁编写。
隋唐下编部分由刘兴珍编写.五代两宋辽西夏金上编部分由林秀娣编写，五代两宋辽西夏金下编部分由
刘兴珍编写，元代部分由林秀娣编写，明代上编部分由林秀娣编写，明代下编部分由林秀娣编写，清
代上编部分由林秀娣编写，清代下编部分由刘兴珍编写。
初稿完成后由林秀娣统稿。
索引部分，是在金迪华泰数据有限公司的协助下完成的。
我虽然担任《年表索引卷》主编，但要感谢刘兴珍和付洁的真诚合作，特别是刘兴珍老师不顾自己年
龄大、身体有病，做了大量的工作，毫无保留地给了我很多专业上的指导，我十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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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艺术通史年表索引卷14》是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重大课题之一。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艺术通史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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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