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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卷是《中华艺术通史》的第七卷。
五代十国的小朝廷艺术承递着晚唐的余绪，畸形繁荣，并在递嬗中出现新的气质、风格与形式。
宋朝乘时而起，新的文化凝聚点在新的政治经济基础上形成，酝酿出宋代艺术的一代繁盛。
宋代虽然在疆土、国运、气势、境界方面不如汉唐的博大开阔、沉雄浑厚，然而它却以郁郁乎文哉的
君子风范、厚积薄发的文化修养、幽雅醇清的艺术气质、丰富细腻的审美感受．通过全面而又极富时
代特色的创造，修建起一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灿烂无比的艺术殿堂。
宋代的诗、词、古文、书法、山水花鸟画、瓷器、建筑、园林皆继承前人而臻于完善：市井文化的繁
荣则带来通俗文艺的极端兴盛，后世一切通俗文艺品种几乎都在此时产生．小唱、鼓子词、诸宫调、
词话、讲史、说经、杂剧、南戏、傀儡戏、影戏、版画、招贴画、话本、剧本、词曲本、小泥塑，应
有尽有，这在中国艺术史上造成一个大的转折。
而那些与宋朝形成南北对峙之势的北方民族，辽、西夏、金则在与中原文化的交往中汲取了丰富的艺
术汁液，创造出本民族艺术的独特风格，金朝并在最终入主中原之后，把宋朝市井艺术推向了新的高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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