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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和陈卓在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共事十余载，素知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古陶瓷、历代书画以及博物馆学
的研究。
尤其是在担任原天津市艺术博物馆陈列部主任期间，更是承担着馆内所有文物展览的策划、布展工作
。
原天津市艺术博物馆作为国内最早的艺术类专门性博物馆，有着令人称羡的历代书画收藏，同时书画
类藏品也是馆内研究和陈列展览的重头戏，陈卓也因之涉猎了中国书画的陈列、研究工作。
《中国历代书画收藏论纲》就是他十数年书画陈列工作与研究心得的思考和总结，此书不仅构筑了中
国历代书画收藏的清晰脉络，更是一部翔实的关于中国书画研究、收藏、著录等文献资料的集成，为
书画研究和爱好者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资料。
《中国历代书画收藏论纲》首先概述了中国书画发展的历史，言简意赅、叙述得体。
中国书画的发展历史，也是历代书画收藏的历史，陈卓在书中将历代收藏分为历代帝王收藏和私人收
藏两部分，这是中国书画收藏的一大特点。
历代帝王通过各种手段从各地搜罗法书名画并集中在宫中保藏是他们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功绩。
但是，这些宫廷收藏往往随着朝代的更迭而遭受到无以弥补的损毁。
同时，在家天下的封建时代，这些藏品作为帝王的个人财富，或陪其长眠地下，或被损坏性地随意题
跋，或是以赏赐为名将其盗用，如此等等。
可见，历代帝王又是古代书画珍品遭受损失的罪魁祸首。
至于私人收藏，陈卓在本书中列举了中国书画史上许多著名的收藏家的重要收藏著作并逐一评价，这
对古代书画研究者无疑是相当重要的。
当今，研究古代书画家的生卒年代、生平事迹、艺术水平等除了要参考古代书画典籍之外，各种笔记
、历代书画作品的著录书籍等也是极为重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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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历代书画收藏论纲》作者陈卓中列举了中国书画史上许多著名的收藏家的重要收藏著作并
逐一评价，这对古代书画研究者无疑是相当重要的。
当今，研究古代书画家的生卒年代、生平事迹、艺术水平等除了要参考古代书画典籍之外，各种笔记
、历代书画作品的著录书籍等也是极为重要的资料。
从“汉武创置秘阁，以聚图书。
汉明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创立鸿都学，以集奇艺，天下之艺云集”，到清末故宫藏画的大量流失
，中国书画艺术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也凝聚着收藏与散佚的风雨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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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绪论第一章　历史的天空——中国书画的发展与收藏概述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之《叙画
之源流》中记载：“庖牺氏发于荥河中，典籍图画萌矣。
轩辕氏得于温洛中，史皇仓颉状焉。
”陈师曾在《中国绘画史》中开篇也写道：“伏羲画卦，仓颉造字，是为书画之先河。
”这种把中国的书画起源追述到传说时代，当然不可信，但是也有一定的道理，郡就是中国书画起源
的历史已非常悠久了。
第一节 翰墨千秋——中国书画发展史概述(一)秦、汉书画发展概述(二)魏晋南北朝书画发展概述(三)
隋、唐书画发展概述(四)五代、两宋的书画发展概述(五)元代书画发展概述(六)明代书画发展概述(七)
清代书画发展概述第二节 聚散尘缘——中国历代书画收藏与散佚(一)秦汉及其之前书画的收藏与散佚(
二)魏晋南北朝书画的收藏与散佚(三)隋、唐的书画收藏与散佚(四)五代、宋、元书画的收藏与散佚(
五)明、清书画的收藏与散佚第三节 众家掇英——中国古代私人收藏家举要(一)隋、唐、五代主要的私
人收藏(二)宋、元时期的私人收藏(三)明、清时期的私人收藏第二章　  艺文之瀚海——中国历代收藏
著录中国历代文献延续不断地记录了各个时代的画家、作品与收藏和散佚状况。
一千六百多年没有间断的绘画史学传统，为我们积累了极为宝贵的遗产，为我们今天研究书画收藏提
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
第一节 书山集林——中国历代文献与书画收藏概论第二节 墨苑春秋——中国历代史籍与书画收藏(一)
先秦文献与书画收藏(二)正史与书画收藏(三)书画史与书画收藏第三节 烟云秘籍——中国历代收藏著
作举要(一)私人收藏著述(二)宫廷收藏著录第四节 百美新咏——中国历代收藏文献的现实价值第三章
　重生的气韵——现当代书画收藏与保护美术馆、博物馆的性质和作用可从众多角度划分。
它们可作为提高公众文化艺术修养，协助艺术教育，为艺术家创作活动提供交流、借鉴的机会和资料
信息的有效手段。
故而其功能日趋专门化和向多层次方向发展，成为多功能综合体。
有关博物馆的各种知识形成博物馆学，成为新型学科。
我们所涉及的对象基本上为艺术博物馆或美术馆，它们都对书画艺术品的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节 后世永宝——博物馆对于书画艺术品的保护(一)博物馆观念的传播(二)盛极一时的美术展览与
美术组织对于博物馆事业的促进(三)我国著名美术馆、博物馆举要1．从“古物陈列所”到故宫博物
院2．苏州美术馆3．浙江省博物馆4．辽宁省博物馆5．江苏省美术馆6．南京博物院7．上海博物馆8．
中国美术馆9．台北“故宫博物院”10．天津博物馆(四)博物馆对于书画艺术品的保护措施(五)我国博
物馆事业的现状第二节 购求至宝——艺术市场的繁荣对于书画艺术品保护的影响(一)繁荣的艺术市场
促进民间书画收藏(二)书画艺术品拍卖的发展与问题(三)海外书画文物的回流小结参考文献附录附录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附录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附录三：中华人民共和
国拍卖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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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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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自毕业后一直在原天津市艺术博物馆从事义物学、博物馆学的研究以及相关陈列工作，斗转星移，
一晃就是二十余载。
随着对于传统文化认知的深入，自大学时代就种下的对于中国书画的喜爱之情也与日俱增，逐渐成为
心头挥之不去的牵挂。
幸运的是，天津市艺术博物馆丰富的书画藏品为我提供了一个了却这个牵挂的平台。
于足，在研究陶瓷之余，我开始涉猎书画陈列及相关研究。
随着了解和研究的逐步深入，我越发感觉到书画艺术的博大精深和我认知的浅陋，而这也愈发催我奋
进，希望能通过更深入地学习、研究触及到书画艺术的精神内核。
在研究我我发现，历代中国书画收藏、著录之盛在所有文物类别中最为突出，这也反映出历代统治者
和社会上层对于书画艺术的偏好，同时也是书画从最初的“成教化、助人伦”到后来的“志于道，据
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发展演变过程，而一部中国书画发展史无异于一部中国书画收藏史。
因此，在工作和研究中我就比较留心这方面的内容，希望从收藏的角度解渎中国绘画史。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于书画研究虽入门较晚，却终也融汇数年心得草成此书。
在此，我要感谢天津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崔锦先生肯定了我的成绩并欣然为我写序更要感谢天津人民美
术出版社的邢立宏先生在百忙之中为我审稿并一一校正书出疏漏感谢出版社所有为此书m版付出辛苦
努力的同志们。
由于水平有限和时间仓促，书中锚漏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历代书画收藏论纲>>

编辑推荐

《中国历代书画收藏论纲》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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