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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文化艺术，源远流长，宏博华赡，既有与其他国家和民族艺术形式相同而风格迥异的部类（如音
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又有其他国家和民族所没有的独特艺术形式（如书法、篆刻），
是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为了让广大读者朋友，尤其是青少年朋友，能在最短的时间里了解和欣赏中国艺术这一人类共有的文
化遗产，提高自身的文化艺术修养，本书精选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艺术名作百余件，用深入浅出的文
字对它们进行较扼要的介绍。
艺术的包容量是非常巨大的，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照顾到每一种艺术门类，在这里，我们只选取了
雕塑、书法和绘画。
时间，是从远古到现代。
限于篇幅，我们的选择或许会挂一漏万，但是，我们所选取的，绝对都是精品，是“名作”。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快读”这些艺术名作，我们设置了以下一些栏目，从不同的侧面介绍这些名作
，帮助读者轻轻松松地对它们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
背景搜索 对该作品的性质、尺寸、作者、时代、风格、流派、收藏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作简要介绍。
了解这些背景知识，对理解和欣赏作品是非常重要的。
作品赏析 是全书的主体部分，从不同的角度对作品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说赏析。
作者隽语 荟萃作者对艺术创作的精辟见解，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作者和作品。
见仁见智 收集了历代名人对作者和作品的评论文字，贵精不贵多，可以帮助读者更全面地理解作者和
作品。
收藏佳话 旨在介绍作品在发掘、流传、保存、转移的过程中，历经坎坷的轶闻趣事。
流风遗韵 介绍该作者或作品在艺术发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以及对后世风格流派形成的影响。
本书由四川师范大学黎孟德主编并撰写部分篇目。
参加编写的人员有：王菱（绘画）、王庆（绘画）、萧雪梅（绘画）、夏天（雕塑）、杨菁（雕塑、
书法）、蔡金廷（书法）。
图片提供者：黎孟德、罗韵希。
摄影作者：罗韵希、黎孟德。
本书特聘请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美术学博士生导师欧阳中石为顾问。
愿本书能成为青年朋友们学习和欣赏外国艺术的好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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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让广大读者朋友，尤其是青少年朋友，能在最短的时间里了解和欣赏中国艺术这一人类共有
的文化遗产，提高自身的文化艺术修养，《影响孩子一生的中国艺术名作》精选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
艺术名作百余件，用深入浅出的文字对雕塑、书法和绘画三大门类进行较扼要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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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龙凤人物图》帛画设色。
纵37.5厘米，横28厘米。
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1949年，在对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的发掘中，出土了一件稀世之珍——《龙风人物图》帛画。
此画一出，即引起轰动，因为它填补了我国先秦绘画的实物性空白。
 这幅看似简单的画，却在后来的研究者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这幅画究竟象征着什么，
图中的女子是谁，图中的龙凤代表着什么。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许多问题，都还有待研究。
但不管怎么说。
它却实实在在地至少让我们看到了先秦时期楚地绘画的真实面目。
 1973年，在再次清理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时，又发现了一幅楚墓帛画。
尺寸大小竟然与《龙凤人物图》一模一样。
画中是一男子驾御着一条巨龙。
它堪称为《龙风人物图》的姊妹篇。
 作品赏析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地不同于北方，没有峻岭荒漠，莽莽黄沙。
这里山清水秀，柳绿花红。
生活在这里的楚民，也比北方人民更多一些浪漫主义的情调。
伟大诗人屈原在《九歌》中，就为我们勾匦了一幅幅楚地神话传说的精彩画面。
 展开《龙凤人物图》，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画的下方稍靠右，一位侧身而立的女子。
她面目姣好，身材修长，头后绾了一个发髻，上有饰物。
她腰身紧细，让人想起“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楚俗。
曳地的长裙向四面撒开。
她两手合十，神态肃穆而宁静，有某种宗教的意味和感觉。
 在她的上方，几乎占据画面中心的，是一只飞腾的凤鸟，它昂头展翅，尾羽飘飘。
两只足一前一后，似阔步向前，又似争斗之状。
 画的左边，是一条蜿蜒的巨龙，它没有传说中的角，身上也没有鳞，而是有着像蛇一样的花纹。
它也是昂头向上，尾巴弯曲。
 整个画面充满一种神秘的气氛。
有人说，画中的女子是“巫”，也就是楚地传说中可以和神交流的女子，她正在为墓中的死者祝福。
而龙和凤。
则是在引导死者的灵魂升天。
也有人说画中的女子就是墓的主人，她正在龙凤的引导下升入天国。
 现代大学者郭沫若认为，画中左侧的动物不是龙而是夔。
凤代表善良，夔代表邪恶，整幅画表现的是正义战胜了邪恶。
 在图腾崇拜的远古时期，我国西方民族崇拜的图腾是兽，包括蛇，而东方民族崇拜的图腾是各种鸟类
。
在各个氏族部落的融合中，西方民族的图腾融合成了龙，东方民族的图腾融合成了凤。
从画面的情况看，龙和凤确实有争斗的痕迹，而且凤明显地处于优势地位。
联想到楚民族和中原民族的多次战争，也许画中的龙凤图案确实有某种象征意义。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影响孩子一生的中国艺术名作>>

编辑推荐

《影响孩子一生的中国艺术名作》将百部中国艺术名著精华汇聚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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