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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套书包括《江西艺术史上册》、《江西艺术史下册》。
从历史哲学的层面来形容，黄河文明是流动的，长江文明也是流动的。
世界上差不多所有的古老文明都如大河般流淌而泽被于今。
文化像水那样的流灌与漫散。
这种流动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情形可能有些不一样，有时像逢旱的禾苗得到溉润，有时原有的文化生
态突然遭到像洪水那样的吞噬与肆虐。
事实就是这样，文化总是在润物无声般地传播和交流，但文化也伴随着武力的横征而扩侵。
　　近二十几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已经证实，中华史前文化有若干个起源与发展的中心，长江流
域与黄河流域是中国远古最早并行出现的文化发祥地，应并列为中华文明的两大源泉。
在自成系统的长江文化母体的纽带上，文化遗址数量之多、密度之大，可以标示出许许多多文明最初
出现的图点，显然都是适宜于先民生存的山系、平原和依傍江河、环绕湖泊的地方。
这些考古学文化各自产生于一个自然地理单元内，有的体现着早期独立生长和独立发展的特征。
但是在各种子文化陆续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文化的流动也在愈来愈宽广的地域和愈延续愈长的历史
中繁忙进行，又兼容和消弭了一些子文化的个性并融合成许多共同的东西。
后来各种地域文化也都演进并融人到中华早期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中。
　　因此考察和梳理地方的文化历史，需要分析早期历史某些独立文化形态产生的原因，尤其要注意
文化融合对于减少地域封闭性的意义。
显然文化的流动总是在不断地撞击一扇扇封闭的文化大门。
　　在编写这部地方艺术历史著作的时候，检寻史料，考析源流，很容易发现文化在江西这块土地上
也是一直在不断流动、融合、变异与发展的。
　　江西地区远古艺术的最初出现，实际上既是长江文化源头的一则具体例证，也是中华文化混沌初
开的一缕光亮。
而江西艺术历史的发展，则是历经无数文化产生、交融与创造所冶铸的色彩斑斓的艺术结体，又与其
他地域艺术共同构成了中华艺术宏伟瑰丽的庞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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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江西艺术史上册》目录：　总述　　一、原始文化零散初生时期　　二、方国文化兴起及中原文化
影响时期　　三、与中原文化全面融合时期　　　1．秦汉以后，人才文化开始在这个地域勃兴起来
　　　2．与先秦时代江西地区思想蒙昧的情形截然不同，这个时期各类精神文化应运而生，别具创
造　　　3．大一统政治、思想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创新　　四、地方文化艺术发展繁盛时期　　　(
一)江西唐代以来杰出人才与江西文化艺术创造的主体　　　　1．唐以来江西具有代表性的人才群现
象　　　　2．江西各类人才在文化艺术创造方面“各领风骚”的重大贡献　　　　3．书院教育是江
西“代有才人出”的主要原因　　　(二)唐代以来江西具有地域特色的各类艺术及其价值　　　　1．
江西宗教与艺术　　　　2．江西音乐舞蹈艺术�3．江西建筑艺术�4．江西陶瓷艺术�5．江西工艺美术�6．
江西戏曲艺术　　简短的总结　先秦卷　　第一章 先秦实用工艺　　　第一节 凿石为器　　　第二
节 骨、蚌器的加工　　　第三节 玉器的琢磨　　　　一、石器时代的玉器　　　　二、商周时期的
玉器�三、琢玉工艺的完善�四、商周玉器的艺术特征　　第四节 杰出的青铜艺术�一、青铜艺术的繁荣�二
、吴城、新干大洋洲青铜器　　第五节 早期的纺绩印染工艺�一、骨针和纺轮�二、纺织技术的进步�三、
完备的纺织器具�四、精美的丝麻印染织品    第六节 竹木工艺�一、瑞昌铜岭出土的竹木器�二、贵溪崖墓
出土的竹木器�三、髹漆工艺�四、精细的竹编　第二章 先秦建筑　　第一节 史前的建筑活动�一、早期
的栖止之所�二、先民建筑艺术的地域特点�三、从“屋顶形陶塑”看干阑式建筑�四、早期建筑的空间构
成�五、居住规则与公共建筑的形成　　第二节 商周至战国建筑�一、城邑遗址�二、土作、土木混作建筑
出现�三、墓葬的形制和规模　第三章 先秦印纹陶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的软陶艺术　　　一、万年
仙人洞原始粗砂陶器�二、修水山背文化泥质黑陶�三、樊城堆磨光陶和彩陶　　第二节 商周时代的硬陶
艺术�一、万年类型文化遗存出土的陶器　第四章 先秦音乐舞蹈　第五章 与甲骨文时代相当的文字符
号秦汉卷　第一章 汉镜等工艺　第二章 城邑及其他建筑　魏晋南北朝卷　隋唐五代卷　宋代卷《江
西艺术史下册》目录：　元代卷　明代卷　清代卷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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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通过以上所举的涓滴材料，可以对这个时期江西地区文化艺术作出这样几条总结：一是秦汉和魏晋南
北朝时期，所有的文化艺术门类都开始建立。
江西地区的建筑、音乐、舞蹈、陶瓷、书法、绘画、工艺等各种艺术，也都在这个时期南北文化的融
合中逐一建立起来，有些则是在先秦的基础上有所扬弃、有所发展。
前文谈到这个时期江西地区产生了许多文化艺术上的重要成就，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方面也因其对后
世的深远影响而在艺术历史上有着显著地位。
如庐山宗教音乐的影响。
这个时期佛家、道家一如礼教风化那样地对音乐加以利用，应该说也是一种时代的艺术创造。
佛教音乐、道教音乐是宗教仪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音乐中具有特殊功能的品种。
北宋李冲元《莲社十八贤图记》“追写”东晋庐山东林寺歌呗的情形时形容说：“梵呗者，如欲转喉
鼓舌而有云雷之响与海潮之声。
”中国汉地佛曲的发展，是从梵呗开始的。
呗就是赞颂或歌咏，是摹仿印度的曲调创为新声，用汉语来歌唱。
《梁高僧传》卷十三说：“至若响韵钟鼓，则四众惊心，声之为用也”，而“庐山释慧远，道业贞华
，风才秀发，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
晋庐山慧远开创了以音乐作为手段广弘佛法的途径，“后代传受，遂成永则”。
自东晋确立了唱导制度，则为后世的佛教音乐的规范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陆修静也在庐山撰订斋醮仪轨，使正一道音乐初具规模。
其音乐主要运用于斋醮仪式中，根据法事情节的需要，来组合串联各种道曲。
陆修静《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是与音乐关系最密切且最典型的仪式音乐文献，集中反映了陆修静在
道乐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又如宗炳画论的影响。
《东林十八高贤传》记宗炳“妙善琴书”，“凡所游履，悉图之于室”。
他是庐山白莲社中人，也在庐山进行绘画创作。
他作山水画之外，还著有《画山水序》。
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说：“余眷恋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
愧不能凝气怡身，伤砧石门之流，于是画象布色，构兹云岭。
”他是对庐山等地秀美山水的深深“眷恋”而产生了作画冲动，因为“至于山水，质有而灵趣”。
宗炳又说：“且夫昆仑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
诚由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
今张绢素以远暌，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
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
是以观画图者，徒患类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势。
如是，则嵩、华之秀，玄牝之灵，皆可得之于一图矣。
”他在这里所论述的实际也是远近法中形体透视的基本原理和验证方法，并且提出了合适的处理方法
来描写自然界的真实。
宗炳又说：“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
应会感神，神超理得。
虽复虚求幽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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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江西艺术史》是“2006年度文化部艺术科学重点研究课题”，又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十一五
”期间（2006—2010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中艺术类重大学术工程。
值这部著作付梓之际，这里利用《后记》有限的文字篇幅谈一点认识和感受。
首先是对地方艺术历史研究的认识。
地方史的记录与研究实际上时间比较早，就江西区域来说，隋唐以前已有《豫章记》、《寻阳记》、
《鄱阳记》、《南康记》、《庐山记》等书，唐宋以降，这类书籍愈见其多。
尤其是后来方志的兴起，既考前史，亦详本朝，还设定体例分门别类，体现了编纂者在学术方面付出
的劳动。
但今天来看这些文献资料，还远远不能构成地方的历史。
一是旧记的文字大多比较简略；二是有的书籍学术严谨性不够；三是旧方志的体例仅适合当时选择材
料的观念，而不一定适合现在使用材料的需要。
今天的研究则是要建立一部完整的地方文化历史，在工作中需要依赖更为充分的材料。
这里面有几个方面很重要，一是现代考古成果形成的考古学文化，经过学术的谨慎论证可以补充文化
历史，新的考古材料对于不断丰厚华夏的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二是我国遗存的大量古籍为学术
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研究工作者仍然可以从历史文献产生超越或修正前人观点的具有价值的学术
成果；三是今天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背景是全新的，历史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有更多的创新。
从这些方面来看，历史研究是一个有着巨大学术潜力的领域，而地方史的研究还只是刚刚起步。
对于地方艺术历史的系统研究，到目前为止做出来的学术课题还非常的少。
但只有我国各地和各民族的艺术历史都建立起来了，才能真正形成完整的中华艺术历史。
因此，地方的学术力量关注本地区的艺术历史研究是份内的事。
而省级艺术研究机构，近二、三十年来大多承担过我国艺术专业集成志书的编写工作。
江西省艺术研究院的专家曾经主持过《中国戏曲志·江西卷》、《中华舞蹈志·江西卷》等集成书籍
的编写，也初步建立了地方艺术历史的一部分基础资料。
但有的集成志书可能着重点是记录现实传承的艺术状况，工作方法也主要是民间调查，民间艺人口述
的历史往往征涉的时间比较短，同时其可靠性也有待认定。
所以，现实传承的可调查的文艺基础资料对于明清以来的艺术历史有一定意义，而追溯更久的地方艺
术历史，还需要深入地考察历史文献和新近的考古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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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江西艺术史(套装上下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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