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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中国美术史纲要》是参照美术专业自学考试《中国美术史自考大纲》和高师本、专科中国美术
史教学大纲的要求编写的。
其目的是向美术专业的学生、普通高校公共美术课以及美术爱好者提供学习的教材和参考书。
考虑到自学考试的要求和大专院校教学的实际状况，本教材在各章中没有平均花费笔墨对美术的各门
类（绘画、建筑、雕塑、工艺及法等）进行描述，而是在对各时期的美术发展进行总体把握的情况下
，侧重对最能体现那个时代艺术精神和美术成就的方面加以介绍。
这样难免产生挂一漏万或“厚此薄彼”之嫌，然而，自学考试和教学的实际状况使作者只能这样做。
    本书尽管是按教材的形式写的，我仍然企求文字的简洁、生动、流畅和可读性。
这仅是自己的愿望，实际上这一点做得并不尽人意。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著名美术史家、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生导师林树中教授和西南师大美术
系符易本教授的指点和帮助，并借鉴和吸取了他们及其他先生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傅孝修先生，拨冗审稿，花费了不少心血。
在此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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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原始社会的美术第一节　概述中国是全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考古学的成就证明中国在
殷商时代就有了灿烂的文明。
高度的殷商文明是在此以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中国文明的发展的渊源可以上溯到遥远的年代。
从远古时代起，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活、繁殖在祖国的南北各地。
“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原始人类体质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即猿人阶段、古人阶段和新人阶
段。
目前我国境内发现的猿人化石有：距今2000万年左右的东方人、蝴蝶人、巫山人（四川）；170万年前
的元谋猿人；60～80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和40～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等。
古人阶段有：距今20万年前的大荔人，10～20万年前的马坝人和丁村人。
新人阶段有：18000年前的山顶洞人，7000年前的资阳人（四川）等。
北京猿人因已具有打制石器和用火的能力，而已超过了一般的动物阶段，实为开了人类文化的张本。
我们的祖先在长久岁月的实践中，不断改变着自然界，不断改进着劳动工具，从而不断地改进着自己
本身（从猿人到古人，从古人到新人），并逐渐产生发展着自己的思维能力、审美能力和美术创造能
力。
原始时代的美术的类别大致有：石器、陶器、雕塑（陶塑、石雕、玉雕等）、绘画（岩画、壁画、地
画及器物装饰画等）以及建筑和编织工艺等。
尽管至今还未发现我们祖先在旧石器时代留下的可视的图像（美术作品），但是，这个时期先民们对
石工具的制作和石工具类型及形制的演进，展示出人类在创造性劳动中由最初的生物本能的被唤醒、
初开发，进而到初级审美能力的形成和审美意识萌芽的清晰脉络。
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中国美术史掀开了辉煌的篇章。
特别是仰韶文化彩陶和龙山文化黑陶，以丰富优美的纹饰和造型成为这个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星斗，以
至有人把它们称之为造型艺术的出发点和自觉审美时代到来的标志。
除了陶器物以外，这个时期的雕塑、玉器、岩画、地画等作品以及建筑遗址，数十年来源源不断地被
发掘出来，展示在今天的人们面前，使我们对先民们所具有的对物质材料的驾驭和审美创造能力，有
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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