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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术考古学属于考古学和美术中相互渗透的学科增长点，它同时注重发挥美术学、考古学、历史学、
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和图像学等学科与之交叉的优势，从而形成的新学科。
过去，我们对美术考古学的认识，通常都将其归属于考古学或美术史学，近几年国内外学术界对美术
考古学的研究表明，美术考古学属于独订的新学科是不争的事实。
为此，展开对美术考古学学科的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独立学科的美术考古学，它的研究不是简单地对“逝去”物品的发现与发掘，重要的是通过美
术考古的重新审视：以文化的理念，揭示对象的文化意义，因为任何一件“过去”的物品，随着时间
的流逝，物品之中总在不断地沉淀着文化；用审美的眼光，发现对象蕴涵的美的因子，从而再度激活
起这些物品。
正是因为美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广博性和重要性，以及研究层面的不可替代性，使美术考古学近年来
在国内外有了较快的发展。
    然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其学科的系统研究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美术考古的研究，一方
面是注意于方法层面的开展，另一方面是学科的意义主要隐于考古学或美术史的研究之中。
近年来，随着人文科学研究整体化，学科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交叉越来越频繁，边缘新兴学科也随之
不断涌现，作为学科的美术考古学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重新又进入人们的学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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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亮亮，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教师，《中国美术研究》执行编辑，　研究方向为艺术史、美术考古参
与《美术考古一万年》等专著的编写，并发表有《翁方纲关于米芾改名的论断有误——米氏“黻”、
“芾”改名考辨》、《“米家山水”研究之研究》等数十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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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论第一章　图腾史鉴孝悌信义——美术考古与中国古代绘画研究  第一节  史前彩陶上的绘画  第二节
 古代地画、岩画    一、镌刻在崖壁上的图画——1976年內蒙古阴山山脉狼山地区岩画的发现    二、岩
画上的“东方天书”——1979年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的发现    三、神秘的史前绘画作品——1982年
甘肃秦安大地湾地画的发现  第三节  帛画和漆画    一、长沙出士的战国、汉墓帛画    二、漆画　第四
节　古代建筑壁画  　一、秦都咸阳宫殿遗址的壁画残迹  　二、西善桥《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
画  　三、敦煌藏经洞中的壁画　第五节　古代墓室绘画　　一、画像石、画像砖　　二、汉代墓室
壁画　　三、隋唐墓室壁画　　四、五代、两宋墓室壁画　　五、辽代墓室壁画　　六、金代墓室壁
画第二章　雄壮写实质朴多彩——美术考古与中国古代雕塑研究  第一节　原始社会的雕塑    一、陶雕
   二、石雕    三、木、骨、牙雕、摆塑及铜器雕铸艺术  第二节  商周时期的青铜雕塑及墓俑    一、青铜
器雕塑        二、墓俑的兴起      第三节  秦汉时期墓俑的艺术特征    一、埋藏在地下的千军万马——秦始
皇陵兵马俑    二、汉代墓俑的艺术特征  第四节  汉至唐、宋的陵墓雕刻    一、汉代陵墓雕刻    二、唐代
陵墓雕刻　　三、宋代的陵墓雕刻第三章　营造法式　宫苑市井——美术考古与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第
四章　陶写性灵　手工之美——美术考古与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研究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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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图腾史鉴孝悌信义——美术考古与中国古代绘画研究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绘画史的著作，
最早的是以陈师曾、滕固、潘天寿、郑昶为代表的相关美术史著作。
在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滕固的《中国美术小史》、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以及郑昶的《中国
画学全史》中，关注的是中国古代绘画史中的著名画家的经典作品，以卷轴画的发展史为主要脉络。
除此之外的彩陶、岩画、帛画、壁画等绘画形式通常被忽略或者说提及甚少。
这些以往被忽略的绘画形式应该被作为中国美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以文人士大夫为主角的绘画
史，特别是各个时代代表性画家及其代表作品，显然是无法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绘画发展的历史，
也无法理清绘画发展的脉络。
自20世纪初考古学成果的陆续发表，特别是近年来美术考古学的兴发，一大批出土的美术资料充实了
美术史研究的对象，也延伸了美术史关注的线索。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秦安大地湾地画被发现，将中国古代绘画的起始年代向前推进了上千年。
这一重大发现，立即引起了美术史家的关注。
所以，自80年代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史教研室编的《中国美术简史》开始，几乎所有的美术史著作
都以秦安大地湾地画作为中国古代绘画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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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美术考古与美术史》是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组织编写的“美术考古学丛书”中的一本，是在美术考
古学学科体系探索中的一次有益的尝试与实践。
美术考古与美术史的关系研究可以说是一个亟须深入分析的问题，基于此，作者试图从对美术史的构
建产生影响的美术考古资料入手进行研究。
但凡美术考古研究的对象都进入到了美术史所研究的范围，所以《美术考古与美术史》所分别论述的
四个篇章：绘画、雕塑、建筑、工艺几乎涵盖了整个美术史的范畴。
在具体的撰写中又结合了美术考古的学科性质，将考古发掘的材料进行了再梳理，着力于美术史观照
下的美术考古资料的再研究。
《美术考古与美术史》由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教师朱亮亮和王韧博士两位年轻的美术史学者共同撰写
，具体撰写内容分配：引论、美术考古与中国古代绘画研究、美术考古与中国古代雕塑研究由朱亮亮
撰写，美术考古与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美术考古与中国工艺美术研究由王韧博士撰写。
在《美术考古与美术史》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胡光华教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在此由衷地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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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术考古与美术史》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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