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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风格与观念：高居翰中国绘画史文集》主要是提供一个历时与共时的坐标，以考察一代大学者
承前启后、开宗立派的学术成就。
借助这个坐标，我们可以将悠久的中国绘画史纳入全球视觉文化生态之中重新加以定位。
由于20世纪以来中国绘画史研究的跨文化特点，高先生和各国的学者一道，不但挑战并丰富了中国绘
画史学的古老传统，而且回应并促成了西方美术史学的新方法，在拓宽艺术史研究的范式方面，呈现
给我们一个宏大的学术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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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他山之石：跋高居翰中國繪畫史文集
序二 跨語境之鑒：高居翰中國繪畫史文集序
導言 高山仰止 高居翰教授與中國繪畫史研究
第一部分
　中國繪畫史三題
　序李鑄晉撰
　導論
　一 中國畫中的政治主題
　二 中國山水畫的意義和功能
　三 中國繪畫的率意與天然：一種理想的興衰
第二部分
　一 關於中國畫歷史與後歷史的一些思考
　二 明清繪畫中作為思想觀念的風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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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者按（一）：这是我15年前写的论文，收在纪念列文森的文集中。
列文森是一位杰出的中国思想史学者和教师，不幸于1969年在一次事故中去世，那本文集就是为了纪
念他而编写的。
我用这篇论文发表了一些有关董其昌“南北宗说”的想法，以及我认为列文森在早几年写的《从绘画
所见明代和清初社会中的业余爱好理想》之所以有问题的原因。
他提出了那种他非常欣赏的悖论，即为什么董其昌在其绘画作品上（有意识地）取法于古代大师卸要
提出一套基于禅宗自发性观念的美学理论？
这两者不矛盾吗？
一个人怎么能既持有禅宗理论又进行儒学实践呢？
我认为列文森的悖论在两个方面都有问题：一方面董其昌只是取譬于禅宗的“顿”、“渐”两派，并
不意味着禅就是他“南宗”理想的内容；另一方面，不管他在自己的画跋中写些什么，他的画并不真
的是保守和派生的。
相反，它们是创新的，甚至是革命性的。
　　除了这个看法，——对此我现在的表述可能有所不同，（我想我最近关于“南北宗”问题的论文
将在松江召开的董其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用中文刊出）——我还提出了关于晚明绘画以及如何理解
它的其他一些看法。
我觉得其中有的见解仍然是有道理的，例如关于“仿”的问题，倘若只停留在理论上做文章，不看它
在实践中、在具体绘画作品中如何起作用，那么任何解释都不会讲到点子上。
　　但今天重读这篇论文，使我感到最不满意的是文章快结束时的一段话。
那段话认为，后期的中国画家因为极其专注于画风而对绘画主题失去了兴趣，以致“可以并不夸张地
说，后期的绝大多数绘画和其中大部分精品，都没有主题”。
这段话和接下去的论述，我现在觉得过于夸大了，并愿意放弃这个观点。
我在最近的文章里转而强调中国画家如何在一种宽泛的意义和作用中为了不同的场合与用途，采用那
些传统的主题类目，或者完全舍弃它们。
的确，我以前说过对江景和其他画不厌的题材的程序化表现是后期中国画的主要内容；但我现在更倾
向于认为，它们总的来说没有其他类型的昼来得有趣和有意思，它们也不算最好的典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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