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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P R E F A C E

中外美术史是人类智慧的形象化结晶，美术作品是美术发展和审美意识变迁的视觉呈现。

因此，一部美术史，从某种角度上讲，也是人类社会视觉方式的演进发展史。

本书以中外美术史的发展脉络为纲，以各美术门类在同一时期的演进为线，紧密结合中外

考古发掘的新发现，以历史文献为主，辅之以传世美术作品，深入浅出地讲述中外美术发展的

历史，使读者能够对几千年的中外美术历史事件和美术作品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读者通过

对艺术史脉络的梳理、经典作品的解读，能拓宽视野、活跃思想、提高趣味。

本教材在编写之初，考虑到美术史教学的实用性与针对性，加之篇幅有限，因而在体例与

内容上不求面面俱到、包罗万象，而是力求顾及内容的涵盖性，强调体例的清晰，突出重点内

容，并且尽可能将知识性、系统性与可读性、生动性融为一体。书中选取最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最能体现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独特审美理想和思想观念的美术种类、美术流派、美术家、美术

作品和美术理论加以介绍，阐释重要风格流派产生的背景及其相互之间的传承关系，并将作品

鉴赏和技法研究置于美术史的发展脉络和人文科学的整体关系中进行研究。历史地、辩证地梳

理美术史发展的基本脉络、趋势以及美术的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因素的关系。在

整合史料的基础上，使读者对中外美术史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及其文化背景有所了解。

本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在强化艺术素养的同时，注重挖掘中外美术历史的

人文内涵，力求内容和结构的创新。本书既可作为高等院校美术和艺术设计专业基础课教学的

教材，也可作为文化创意企业和广告艺术设计公司从业者的职业教育与岗位培训教材。对于广

大工艺美术、绘画及艺术设计、动画自学者来说，本书也是一本必备的学习指导手册。相信有

志于学习美术史的青年朋友阅读此书会有所收获，能为以后进一步研究美术史以及从事艺术教

学和艺术创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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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美术：华夏文明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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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况

300 万年前，人类已出现在地球上。有了人 , 就开始有了人类社会及其历史。旧石器时代

早期约 300 万年前至二三十万年前，这是一个漫长的人类进化的过程。可以直立行走的猿人经

过了长时间的发展，演变成具有一定智慧的早期人类，使得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这被称人类

历史发展的起始。在这个阶段，人类学会了使用原始的工具，主要是一些经过简单加工就可以

使用的工具，例如：木器制成的长矛手柄、骨器制成的骨针、植物纤维制成的渔网等。同时人

类发现和使用了陶器，推进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代表的中国人类的出

现和创造的文明，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历史学将原始社会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在旧石器时代，人们的主要劳动工具

是简单的打制石器 ( 图 1-1）。例如，通过对自然界的石头的选择和打造以获得一些边缘锋利的

石器来切割食物，后来又陆续出现了石斧、尖状器、刮削器等。

旧石器时代人们获得食物的主要方式是采集野生的植物的果实和集体合作的狩猎活动。由

于距离源地较近，捕捉的鱼类也成为主要的食物来源。动物的骨头也成为人类的工具之一，如：

骨针（图 1-2）、骨锥、渔叉、投矛。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在打制石器和制作骨器

的过程中，逐步培养起从功能出发的造型能力，逐渐萌发出功能造型审美观念。锐利的边缘能

完成切割的功能，尖锐的骨器可以实现刺穿动物皮毛的功能，这对于原始人类来说都是希望得

到的造型形态，于是就有了朴素的原始审美。

               图 1-1  旧石器时代砍砸器                           图 1-2  旧石器时代骨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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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距今一万年前开始，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划分新旧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是陶器的

发明和使用以及磨制石器大规模的出现和使用。

在生产生活方面，出现了生产性的原始农业，将采集的野生植物的种子进行耕种。原始畜

牧业，饲养一些以猪为代表的动物以获得稳定的动物食物，在中国古代的图腾和早期玉器造型

中可以找到这些动物的形象。人类改造自然、支配自然的能力显著增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

会组织结构出现了变化。以繁衍为核心的母系氏族公社发展为以物质生产为核心的父系氏族公

社，末期则进入军事民主制阶段。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造型艺术，在彩陶以及绘画、陶塑和雕刻

等方面均有一定的成就。

第二节  原始彩陶与黑陶

一、陶器的发明

人类在使用火的过程中，发现了经过火烘烤的地面变得坚硬了而且可以盛水，于是人们就

利用了这样的特性制作出来各种各样的造型器皿。陶器的发明是人类历史由旧石器时代进入新

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

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和总结：

1. 人类已经有了加工意识，可以利用物质的化学特性，创造新的物质。

2. 能够利用火，人类从保留天然的火种到可以制造火种，利用火的特性，甚至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控制火的温度，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人类开始广泛食用熟食了，这提高了人类

的进化速度和寿命。

3. 掌握了黏土的物理性质，塑造了很多的形态。

4. 形成了原始社会的审美观和造型特征。

二、陶器基本制作手法

（一）早期

捏塑法：是陶瓷成型技法之一。古代一般小型陶器多用手捏的方法。湿泥通过手捏制，在

陶坯上留有清楚的指纹。（图 1-3）

模制法：是一种较原始的制法。将泥料填入模子，制成陶坯，待半干时取出。此法在新石

器时代就被应用。

泥条盘筑法：是一种较原始的制法。做法有两种：一种是将泥料制成长条形，以螺旋式

的方法由下向上盘筑成器型，同时用陶拍拍打，用手蘸水将器内外接缝处抹平；一种是将泥

条圈起，一层层向上堆筑做成器型。用这两种方法制成的陶器，内壁往往留有泥条盘筑的痕迹。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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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捏塑法

（二）中期

慢轮制法：慢轮是新石

器时代的原始人类在学会用

手捏制陶坯后发明的最重要

的一个制陶工具 , 它能使陶

器的器壁厚薄均匀 , 形状更

加美观。（图 1-5 ～图 1-7）
图 1-5  制陶方法   

图 1-6  制陶方法

图 1-7  制陶方法

       图 1-4  泥条盘筑法

（三）后期

快轮制法：轮的结构为，上面是一块圆板，下面支一根圆轴。圆板用脚蹬即可转动，速度

可快可慢，易于控制。陶泥置于圆板之上，用手提拉陶泥，随着圆板的快速转动，一件陶器很

快做成。

用这种快轮制作陶器，不仅效率很高，而且形状规整，胎薄体轻。它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

代晚期的大汶口文化，推广于金石并用时代。（图 1-8 ～图 1-10）

                  图 1-8  陶器制作                                图 1-9  陶器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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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始彩陶

仰韶彩陶文化是中国发现最早的彩陶。

仰韶文化，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

代文化。因 1921 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

县仰韶村被发现而被命名。所谓彩陶，是

指砖陶器的器壁上用氧化铁和氧化锰作呈

色元素，所绘图案烧成后呈赭红和黑色花

纹的陶器。由于时间和地域的不同，原始

彩陶器器型与纹饰，可区分为几种类型，

其中以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彩陶艺术

成就最为杰出。

半坡类型的彩陶：以西安半坡、临潼等遗址出土者为代表。施彩的陶器通常为圈底或平底

钵、平底盆等。花纹绘在陶器的口沿、器肩、上腹等醒目的部位或敞口盆的内壁。花纹图案除

有宽带、三角、斜线、波折等几何纹样外，还有相当发达的动物图案；后者具有浓厚的绘画意

趣与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目前，大多数人都认为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人面纹，与半坡氏族公

社的某种原始信仰 ( 崇拜 ) 有关：①鱼图腾说；②祈求捕鱼丰收说；③祈求生殖繁盛的祝福说。

无论怎样解释，这种耐人寻味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堪称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绘画杰作。（图1-11、

图 1-12）

图 1-10  陶器制作

图 1-11  人面鱼纹彩陶盆（1）           图 1-12 人面鱼纹彩陶盆（2）

庙底沟类型彩陶：以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者为代表。彩绘多施于大口小底、曲腹盆外

壁的上半部，风格轻盈挺秀。纹样多用弧线描绘，除了有鸟、鱼、蛙等动物图形外，最流行的

纹饰主题是圆点、弧边三角、垂幛、豆荚、花瓣、花蕾等，植物纹显著增加。多数图案采用二

方连续的方式构成，具有虚实相生之妙。庙沟底遗址出土的花瓣纹彩陶盆的格调格外华丽优美。

（图 1-13、图 1-14）

       图 1-13  彩陶盆（1）              图 1-14  彩陶盆（2）

新石器时代，

半坡类型彩

陶， 高 16.5

厘 米， 口 径

39.8 厘 米，

1955 年 于 陕

西西安半坡

出土，中国国

家博物馆藏

庙底沟类型，

高 22 厘米，

口径15厘米，

蔚县博物馆

藏

新石器时代，

半坡类型彩

陶， 高 16.5

厘米，口径

39.8 厘 米，

1955 年陕西

西安半坡出

土，中国国

家博物馆藏

庙底沟遗址

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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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窑文化彩陶：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晚

期在甘肃、青海地区的一个分支，它上承仰韶文

化庙底沟类型，下接齐家文化。按时间先后，分

成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等四个类型，彩

陶纹饰各具特点。（图 1-15）

图 1-15  旋纹尖底彩陶瓶

石岭下类型彩陶多为壶、罐、瓶等器型，纹

饰多为变形鸟纹、弧边三角纹及圆圈纹，构图简

洁疏朗。当时制陶业比较发达，陶器以泥质红陶

为主，主要器型有敛口彩陶钵、卷唇曲腹盆、小

口尖底瓶、彩陶罐、大口粗陶瓮等。彩绘花纹有

几何形和动物形两种，几何图案多见平行条纹、

波浪纹、圆点纹、弧边三角纹、圆圈纹、方格纹

等。同时又有一些因素明显地与庙底沟类型相似，

如陶器呈砖红色而不是橙黄色，有些花纹的构图

比较疏朗，很少涂饰内彩等。

马家窑类型的彩陶多瓮、瓶、盆、罐等器型，

装饰面积大，纹样以旋涡纹、波浪纹、弧边三角

纹居多，具有构图繁密、回旋多变之特色。

半山类型的彩陶多小口鼓腹双耳壶、单耳瓶

等器型，造型稳重大方，流行红黑相间的锯齿纹

及旋涡纹，色调和谐热烈。（图 1-16）

图1-16  菱格纹彩陶罐 半山类型彩陶 新石器时代

马厂类型的彩陶，器型与半山类型基本相同，

唯壶、瓶、罐的口沿外侈，双耳增大，彩绘流行

四大圆圈的布局，盛行网格、菱格、米字、波折

及变体人形等纹样，格调庄重刚健。

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马家窑类型的舞

蹈纹彩陶盆，在接近盆口的内壁，绘三组舞蹈纹

饰带，每组五人，皆腰系兽皮，并肩携手，欢快

起舞。画面再现了氏族成员分组围猎野兽的生动

景象，堪称马家窑文化彩陶艺术的杰作。（图1-17）

图 1-17  舞蹈纹彩陶盆 新石器时代

四、龙山文化黑陶

龙山黑陶是继仰韶文化彩陶之后的优秀品

种，是距今 4000 多年前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

种文化。它以黑色陶器为特征，所以被称为“黑

陶文化”。因 1928 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市龙

山镇的城子崖，所以又称“龙山文化”。

分布地域：黄河中下游、东部沿海地区。

主要工艺：轮制成型；烧制末期封闭窑顶并

渗水，实现还原气氛并烟熏渗碳。

主要特征：器物种类增多；器型变化多样；

造型规整、胎体均匀；色彩单纯、质朴；以造型

取胜；主要体现“黑、光、薄、棱、鼻”的特点。

（图 1-18） 图 1-18  猪纹黑陶钵 龙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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