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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7—18世纪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发生过一段插曲，就是欧洲产生了一种东方情调的装饰艺术风格，
这种风格也称为“中国风格”或“中国风”。
说这是一段插曲，却也持续了一百余年，它融会在巴洛克、洛可可风格之中，为欧洲上层社会奢华的
生活增添了几分异国情调。
然而，当时欧洲艺术家眼中的中国风景和人物是如此的奇特，它们既像中国，又不是中国；他们既有
中国人的温文而雅，又透露出西方贵族的矫揉造作。
实际上，这是15世纪以来欧洲人想象的东方、想象的中国，而且是一个无比富庶和美好的中国，其中
又掺杂着对印度和日本的印象。
　　为什么欧洲在这个时期忽然对东方大感兴趣呢？
因为17—18世纪的欧洲，开始盛行巴洛克，继而盛行洛可可这样的矫饰之风。
而此时正逢中国的明末清初，中国出口的陶瓷、刺绣、漆器、木家具等，装饰风格偏重华丽、繁缛、
精巧，工艺技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这些手工艺品所展现出异国情调的矫揉造作倾向，恰好迎合了欧洲贵族的口味。
当然，欧洲本土的艺术家和工艺匠师不可能深入地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在商品生产中又要考虑欧洲
人的喜好，必然创作出不洋不中的奇特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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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6世纪欧洲至东方的航线开辟以来，“中国贸易”兴起，中国的瓷器、家具、丝绸等艺术品大量
输入欧洲，在欧洲掀起了一场波及诸多领域的中国热。
17世纪中期，由于中国明清易代的动乱，对外贸易一度停滞。
以此为契机，欧洲的中国风设计兴起，并最早在陶瓷和家具中体现出来。
　　欧洲中国风设计的依据，一是以中国为主的东方外销艺术品，二是17—18世纪中国游记等著作中
的插图。
欧洲还对中国瓷器和漆器的制作工艺进行研究，成功地创制出自成体系的制漆与制瓷技术。
在不同的国家，中国风设计的流行与表现形式有所差异。
它兴起于荷兰，却在法国得到最充分的表现。
此外，德国、英国、意大利、北欧、俄罗斯、波兰等国家，也不同程度地流行过中国风。
　　从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中国风设计分别体现出巴洛克与洛可可艺术的特点，特别是与洛可可艺
术水乳交融，华托、布歇、胡特、毕芒的作品是其中的代表作。
18世纪晚期，新古典主义兴起，中国风设计退出流行。
在艺术风格上，中国风设计具有鲜明的特色。
它主要表现在装饰艺术领域，以中国人物或中国动植物、风景为题材；在色彩配置、构图形式上，也
部分地借鉴了东方艺术的特色。
此外，它对园林设计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中国风设计虽然血统混杂，不中不西，却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已经成为欧洲近代艺术遗产的一部分
。
它见证了17—18世纪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对今天的艺术设计也不无启迪。
　　《十七至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风设计》分别写东西方相遇、吸收华风的再创造、汇入时代的主流
、多样化的集合体、中西合壁的吸引力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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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汇入时代的主流　　17—18世纪，当中国外销艺术品大量输入欧洲时，欧洲并不是一个风
格的真空，等待着东方风格去充实。
事实上，欧洲艺术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规律，从文艺复兴晚期风格到17世纪的巴洛克风格，再发展到18
世纪的洛可可风格，晚期则过渡到新古典主义风格。
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无论欧洲艺术处于哪一个阶段，都少不了中国的影响。
中国风格就像风格之河中的一条粗壮的支流，不断地为欧洲艺术带来新的生命与活力，提供给艺术家
以想象与激情，甚至在河中激起汹涌的浪潮，但它并没有改变这条河的总体流向。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艺术的支流最终融入到主流之中，成为欧洲17—18世纪传统风格的一部分。
　　因此，17世纪以来，欧洲装饰艺术中始终存在着所谓“中国风格”，并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不
同的风貌。
这与欧洲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有关，也与不同时期欧洲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及其文化的想象有
关。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回溯历史的纵向发展脉络，考察欧洲装饰艺术中的“中国风”设计经历了怎样的
变化，以及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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