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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商周青铜器之饕餮纹研究》是笔者的硕士毕业论文，或许早就该修订付梓，却因各种原因束之高阁
多年。
期间，因读博的专业方向调整，近年来的研究一直集中于近现代绘画史，与美术考古渐行渐远，以至
更无心于一篇旧稿的整理与发表。
然今年年初，承师兄顾平先生的邀请，合作出版《美术考古学学科体系》一书，却激发了笔者对“美
术考古”的重新思考，以至萌发了将这本论文整理出版的念头。
商周青铜器饕餮纹是笔者接触美术考古的契机，或许正因为这种个案性质的研究契机，使得笔者对美
术考古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独立性质，一直坚持应该从具体研究的需求中发现并定义，而不是从概念
入手进行空中楼阁式的理论构建。
在个案研究的深入中，笔者逐渐发现一类研究与传统美术史学、考古学有所联系，但却也有所差异。
此类研究的对象，多为考古材料中具有美术形态的平面或立体图像，它们在历史中曾经具有一种特定
的人文意指，却因时间与环境的改变而丧失了这种意义指向，成为孤立的、失考的“美术形态”。
那么，对这类材料的研究，目标多集中在它们背后的人文意指，也即通过系统考证，解释这类“美术
形态”曾经具有的意义与内容，进而阐释它在历史进程中的文化价值。
就学理而言，这类研究既不同于美术史以形态美学为中心的研究，也有别于历史学范畴下的考卉学研
究，是一种带有语言学性质的符号意义的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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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青铜器在中国文明的流程中，既是一种象征，又是产生这种象征的因素（张光直语）。
在数量上，我们非常明显地注意到中国所发现的古代青铜器，要比任何其它古代文明中的多。
甚至，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大胆宣称：就目前已经发现的青铜器来说，中国发现的器物总量，可能大
于世界其余各地所发现的青铜器之总和；而中国所发现的青铜器之种类，又可能多于世界其它各地所
发现的青铜器的总和。
在人类的进化史上，不论从“野蛮”到“文明”的转化程序或原因上有多么相似，青铜器的重要性像
在中国这样处于中心性的，是少之又少的。
那么，相对青铜器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重要性而言，在中国古史缺乏可靠的文献记载的情况下，青铜
器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为解读中国古文化必经的，或者说是最重要的途径与手段了。
    对青铜器基本形态的研究，主要分为形制与纹饰两个方面。
其中，对纹饰的研究因为纹饰本身的不确定因素较多、变化较复杂而显得相对困难一些，并且也正是
因为这种相对困难的存在，就越发显得其研究意义之相对重要与有趣。
而在整个青铜器发展的历史中，在它复杂多变的纹饰中，饕餮纹无疑是最为突出的，也是最为重要的
和不可回避的话题。
对于饕餮纹，西方历史学者吉纬德（DaVid Keightley）曾经说过：“你如果不懂饕餮，就无法了解商
代文化”，它是“一个甲骨卜辞昕无法解答的巨大谜团”。
    本书试图从饕餮纹的名实、源流、类型及内涵等几个角度来阐述“这一巨大的谜团”，并进而“以
图鉴史”，明确它在商周文化中所扮值的角色与意义。
    本论文曾获江苏省2002年优秀硕士毕业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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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杭春晓：1976年出生于安徽当涂，2006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获美术史博士学位，现任中国艺术
研究院研究生院学报编辑部主任。
先后于《文艺研究》、《四川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新美术》、《美术研究》等学术期刊
发表《商周青铜器饕餮纹研究述评》、《绘画资源的开放一  古物陈列所与民初中国画》、《重读蔡
元培“实物写生”论》、《认知眼光与二十世纪中国画》、《文人理想的幻灭与重建——文徵明的出
仕、致仕及其心理辨析》等论文数篇；出版《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明代吴门画派》、《艺术中
的女性》；参与编著高校教材《中国美术史》、《中国古代绘画史》；独立承担国家课题“民初美术
改良之价值重审”。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商周青铜器之饕餮纹研究>>

书籍目录

前言  作为“美术形态考释学”的美术考古第一章  概述及研究现状之评述　一、饕餮纹概述　　二、
饕餮纹研究现状之评述第二章  功能论及名实考　一、饕餮纹的功能——理想性　　　二、文献中的
饕餮——贪恶　  　三、善与恶交织的矛盾　　　四、饕餮纹是饕餮吗　　第三章  型式分析及其源流
推论　一、饕餮纹的型式分析　　  　二、型式分析的几点结论　  　三、饕餮纹与其它早期纹饰图像
的比较　　四、饕餮纹源于良渚的可行性之论证  第四章  内涵说及其与股商祭祀礼仪　一、饕餮纹有
无意义　　  　二、饕餮纹是兽面吗　　  　三、饕餮纹是什么　　  结论　　  附录  西方美术考古的历
史、理论与实践　一、萌发期　　　二、初创期　　　　三、发展期　　　　四、初步的美术考古成
果　  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商周青铜器之饕餮纹研究>>

章节摘录

插图：此外，有关饕餮纹的命名问题，还有建立在对饕餮纹含义进行重新诠释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些新
名称，如立体龙、牛头纹之类。
前者如邱瑞中所论：“侧身龙纹、立体龙纹（即饕餮纹）都是彼时祥瑞的象征！
商周饕餮纹应更名为立体龙首纹。
”后者如陈梦家所言：“自宋以来称为‘饕餮纹’的，我们称为兽面纹的，实际上是牛头纹。
”但此类说法大都因为它在诠释饕餮纹意指时范围过小，难以界定所有饕餮纹的内涵，故而皆不适用
。
B、饕餮纹“起源论”有关饕餮纹的起源问题就是指饕餮纹的产生与其他早期历史图像存在着怎样的
联系和继承关系，它相对饕餮纹“名实考”显得更为复杂而敏感，因为它甚至涉及到中国文明是自发
产生还是他发产生的问题。
这里，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文化传播学的方法论上做一些反思，即我们不能单单以不同文化在某一局部
产生某种相似就得出某某文化影响并决定了某某文化的结论，这是研究人类早期历史的一个重大误区
。
文化传播的效应应该首先建立在文化传播的手段之上，抛开当时历史背景下文化传播方式与途径而妄
言文化传播的结果，是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和非常危险的行为。
对此，笔者想指出：在早期历史中，除了“文化传播”，还存在着一种情形——“相同问题情境下的
相似解决方式”。
所谓“相同问题情境下的相似解决方式”，就是指当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的人群因为某种相同的问题背
景而采用了大致相同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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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商周青铜器之饕餮纹研究》为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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