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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经典——西方素描艺术的当代价值与流变

西方素描艺术是西方艺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方造型艺术的杰出代表，本书旨在引领读者重温这些人类史上经

典作品：一方面通过新的方式去重新画订这些宝贵的视觉财富，从新的角度归纳、解读这些经典；另一方面，读者会从文化

学、符号学、社会学、艺术风格学等维度出发，重新发现这些作品的当代性价值。这套具有经典史料价值的西方绘画丛书势

必会在重新整理传统的同时，更加使读者建立更为开放而多元的传统观。

同中国的绘画史相比，西方的绘画艺术史是一个连续紧密的历史，尽管不同时期的绘画在主题、风格等方面差异巨大，

但是这些演变都没有离开西方思想发展的轨迹。另外，因为西方艺术中的人文主义线索从未断裂，所以人本主义在西方思想

从本原论到认识论再到主体论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是主线。同时我们看到，由于西方艺术受到个人性、时代性、地域性以及科

学技术等因素的巨大影响，因此，西方的绘画艺术又呈现出极为庞杂、异质而多元的特征。正是基于西方艺术史的连续性，

才使得我们具有将其历史性断代和比较成为可能；同样，也是源于西方绘画异质多元的特质，使得我们对其按照常规方式的

梳理和归纳变得艰难而又复杂。可以说，我们既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素描的总体面貌和轮廓，却又很难利用某一固定的方法

对其进行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基于这种状况，编者放弃了全景式地汇编，而是依据作品的主题将西方素描大体划分为几大

类，每类独立成册并按照历史的先后加以排序。书中选编的作品，一些是观者耳熟能详的经典中的经典；一些是本应该成为

经典却被低估了的准经典；还有一些是对当代具有极强启示性的、被重新发现的经典。

但凡可谓之经典的东西都是被历史证明了有其不可替代性价值的事物，绘画亦然。经典绘画要么代表了历史上某一时

期的价值诉求，体现出那个时代的文化特质；要么体现出具有普世性的意义，代表了人类始终坚守的理想与希冀。从这一方

面来说，经典绘画既是考古学意义上历史回溯的指证物；又是不同时期里人类拥有的共同价值观的象征物。在体制与民众疾

呼“创新”的今天，传统的价值与其当代性意义往往被忽视殆尽，重读经典的行为在当下看起来真的意义重大。为什么这样

说，现当代中国的艺术同政治、文化一样，历经了极为特别的几个转型，在这一过程中，艺术家的艺术观念产生了几次较大

的调整，经典观、传统观也是如此。对待经典，人们在特定的时期会产生不同的错误认识，要么是彻底抛弃传统、在文化上

与传统决裂，在行为上清洗传统；要么是无条件地崇尚传统，在文化上主张回归，在行为上一味地模仿。在我看来，经典作

为传统的一部分，除去代表某一时期艺术的最高成就外，还具有普世性、开放性的价值。同样，当代的经典观应该是对待经

典持有开放的观念。

在编者看来，经典绘画是跨时空、跨地域、跨文化的存在，它既无国别也无时效性；经典绘画又是“母题”存在、是

人类普遍情感与高度文明的具体表征，是直抵心灵的视觉符号；经典绘画又是兼具历史价值与本体价值的（文化意义与艺术

性）物化呈现，是当代人研究艺术本体和文明史的基石；经典绘画又是画家个人诉求与时代精神和普世精神的相遇，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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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时代性、普世性的完美结合；最后，经典绘画更是一个开放性的存在，一切经典都不是封闭的系统，它们永远蕴含着无

限的可能性和当代价值。

西方的绘画系统中蕴含着艺术家对传统绘画本质精神的反思和艺术性流变，这使得我们纵观整个绘画史的过程都能找寻

到有趣的脉络和线索。正如沃尔夫林在其《艺术风格学》中阐释的那样，原点的绘画因素往往会决定艺术风格的走向，基于

这一原理，编者认为，重温这些绘画经典，首先绝不会妨碍“此刻”的创造，相反，所有艺术上的突破和推进都是基于对经

典的认读和超越。经典也许因为其完美和崇高，成为了后人的标准和范式，但是经典绝不应该成为退回传统的理由和借口，

更不应该成为部分艺术家泥古与复古的托词。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经典不是用以景仰、崇拜和全盘学习的，相反，经典只

是一个参照系，它只告诉我们，曾经有人做过什么，并且已经做得有多好；我们应该去做点别的什么，并且绘画的品质应该

是什么样子的。西方的绘画史不是一部重复经典的历史，尽管不同时期都有这样那样的经典存在。这些经典一直都以开放式

的方式存在着。从古希腊西方理性精神的开创到中世纪宗教理性对科学理性的替代；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对泛神论的反思到

现代主义主体论的觉醒，无论哪一时期，都有既属于这段时期又属于整个人类史的经典被创造出来。去比较经典与经典的差

异恰好能揭示精神流变与本体变异的本原，也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知现在，尤其是思索未来艺术的归宿。

  我们知道，在评价一件当代艺术作品是否具有成为经典的可能时，离不开对以下几个方面的考察：它是否具有创造性

的同时兼具唯一性；它是否具有个人性的同时兼具普世性；它是否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同时兼具国际性和全球性。这套丛

书希望能够在梳理西方素描经典绘画的同时，展现出优秀视觉艺术应该具备的内涵和价值，也希望这样的品质和价值引起人

们更为深入的思考。我们重温经典，更为重要的是从经典里发现属于当代的价值和由此引起的流变的空间和可能性。这正如

普桑之于塞尚、浮世绘之于印象派、非洲艺术之于立体派、伦勃朗之于弗洛伊德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价值不仅仅

在于典藏传统经典，更在于直面当下和未来。

                            

李书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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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7 102% 

坐着的女人

色粉笔 画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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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1 D37 F65 99%D28 98%

约伯的习作 1612—1614年 色粉笔 画纸 57 cm×44.4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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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1 D37 F65 99%

跪着的男人 约1609年 色粉笔 画纸 52 cm×39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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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 F105 扫散页 E34 D36 F37 扫散页 

《但以里在狮穴中》的习作

   约1615年
   色粉笔 灰色画纸

   50.7 cm×30.2 cm



Rubens ■ 1577-1640 9

H1 F105 扫散页 

坐着的男人背部 色粉笔 画纸 37.5 cm×28.5 cm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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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3  F69  扫A123 扫D34 

蹲伏着的男人

1610年
色粉笔 画纸

46.5 cm×32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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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D34 

抱着十字架的男人

约1601年
色粉笔 画纸

36 cm×26.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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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A109扫A108

人体解剖习作

1606—1608年
鹅毛管笔 棕色墨水 画纸

27.9 cm×18.7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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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A109

搏斗中的男人

1606—1608年
色粉笔 画纸

29.1 cm×2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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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A104

三个男人习作 
1606—1608年 
鹅毛管笔 墨水 画纸 
29.1 cm×19.7 cm

扫A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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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A105

举起左臂的男人习作 
1606 —1608年 
色粉笔 鹅毛管笔 墨水 画纸

29.8 cm×17.2 cm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