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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近代以来，美术在中国专指造型艺术；在西方，很长一段

时间以来，艺术史实为造型艺术史。以绘画、雕塑、建筑为主要

内容的造型艺术在中西方都有悠久的发展历史，相关的理论研究

也浩如烟海，不胜枚举。从古丝绸之路打通到现在世界地球村格

局的形成，中西方的交流一直都未曾中断，艺术创作是其中人类

重要的精神生产活动，中西方的艺术学者早已在各自的造型艺术

纹样图式中发现了彼此的身影，并以探索的方式对彼此的理论进

行了研究与比较。这种比较多是以他者的眼光进行的对比与审

视，而对比与审视的结果更多的是对各自艺术特点的发现与认

识。

２０世纪以来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在当今电子网络

时代每个人都已不由自主地陷入了中西交汇的潮流之中，中西方

美术的交流也几乎无处不在。面对这一现象，对中西方美术学的

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在中国，美术学是近代以来受西方造型艺

术理论影响形成的学科，这一学科既根植传统画学、书学等理

论，同时又受到西方造型艺术理论体系的影响。当前笔者以为只

有立足于自己的特色理论，同时构建起自己的理论体系，才能在

中西文化交流的潮流中发展与完善自己的理论。比较研究在文学

领域已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方法经过了影响研究、平行研

究，已经发展至跨文明研究的阶段。这些研究的方法与范式无疑

可以为中西方美术学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目前美术学领域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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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研究可以说还在蹒跚学步，但任何学术研究的发展都不可能一

蹴而就，必须经过前期的基础研究与积累才能逐步走向完善。本

书致力于通过对中西方美术学理论研究的全面梳理，在 “同源

性”的影响研究与 “类同性”的平行研究基础上，发现中西方美

术学可比性，为下一步的跨文明的异质比较、异质文化融会研究

等奠定基础。在当代，中国艺术思潮与艺术作品备受国际学界与

市场追捧，深入分析影响艺术发展与表现的文化、经济等社会背

景，对于揭示跨文化影响与交流下的艺术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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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中西美术学研究综述

第一节　中国美术学研究情况

一、中国传统画论研究概况

中国传统中并没有美术理论之说，而是以 “画论”表述。中

国传统画论历经千年的发展，有着丰富的积累，仅明清两代的画

论著述数量就极其庞大，远超历代总和。关于中国传统画学的著

录，近代画家、著名画学家郑昶在其所著 《中国画学全史》附录

《历代关于画学著述》之中提到：“按 《四库提要艺术类》及 《艺

术存目》所列关于画学之著述，凡六十八种， 《佩文斋书画谱》

纂辑书籍目录，共一千八百四十四种，《历代画史汇传》引证书

目，共一千二百六十三种。其中较似专著或确为专著者，在 《书

画谱》约七十种，在 《画史汇传》约百种。”① 而这些论著按体

裁分，有专著、随笔札记、语录、画跋、题画诗等；按研究形式

分，有以品级品评、画录等；按理论的内容划分，有画史、画

传、画学、画法、绘画品评、绘画鉴藏及画家传记年谱、笺注疏

证等各种形式。

南齐谢赫的 《古画品录》总结形成了绘画 “六法”，并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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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上海书画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４６８页。



了以品评体方式撰史的风格，《古画品录》作为第一部以人物画

为评述对象的画论著作对后世美术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

代朱景玄所著 《唐朝名画录》（又称 《唐画断》）是现存最早的

断代画史。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则是第一部中国绘画理论通史

著作，此书既有画史又有画评，既有鉴识知识又有画家传记。而

裴孝源所著 《贞观公私画录》是我国现存所见最早的画录。此后

绘画史著作日渐增多，自五代至宋，山水画、花鸟画发展至鼎

盛，与之相关的画法与创作理论大量涌现。这一时期画学包括了

荆浩的 《笔法记》、郭熙的 《林泉高致集》、黄休复的 《益州名画

录》和韩拙的 《山水纯全集》以及南宋邓椿的 《画继》等，而关

于山水画表现方法的阐释早在魏晋时期就有宗炳 《画山水序》以

及王微 《叙画》。宋代设立画院，皇帝对于书画的偏爱促使了绘

画艺术的发展，皇室宫廷广泛搜罗名画，并将藏画编录为 《宣和

画谱》。在中国绘画史上，少有以 “史”为名的著作，凡缀以

“史”者，以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所做 《画史》《书史》最具代表

性，《画史》为绘画批评著作的代表。宋代异军突起并盛行于元

代的 “文人画”对神韵意趣的审美追求，促成了绘画史上笔墨情

趣的艺术创作风格的形成。元代笔墨技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以 “元四家”为代表，他们分别是吴镇、黄公望、倪瓒和王蒙。

他们将笔墨趣味运用于山水画的创作之中，以抒发自然、宁静、

淡泊之情，刻画生命本真之情。黄公望的 《画山水诀》是这一时

期山水画画论代表性著作，王绎的 《写像秘诀》则是对人物肖像

画理论的概括总结。在绘画评鉴方面，汤垕的 《画鉴》对不同画

家的笔墨特点作了精辟的阐释。李衎著 《竹谱详录》对古人画竹

经验进行总结，成为有谱有画最早的代表性著作。而夏文彦所作

《图绘宝鉴》作为元代画史代表，对前人论画与鉴赏等进行了汇

总编撰。明清时期画论长足发展，著述丰富，仅数量上就是历代

画学著述总量的二十倍。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画论著作是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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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作论著作，如董其昌 《画禅室随笔》、石涛 《石涛画语录》。

同时，明清时期画论著作在编撰上体现出了多样性，著名画家、

画论史家温肇桐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的发展，第一是总结性质的

编撰之作，多为官方编纂。如 《佩文斋书画谱》（清康熙）、《古

今图书集成·艺术典·画部》（清雍正）、《四库全书·子部·杂

家·艺术家类》（清乾隆、嘉庆）、《石渠宝笈》（清乾隆）。第二

类包含了专门类、地方类以及断代画史传等多种著述，如清代厉

鹗记录南宋画家史实的 《南宋院画录》，以及清代汤漱玉在仿厉

鹗所编 《玉台书史》的基础上，对妇女画家史实予以记录的 《玉

台画史》。而如清代徐沁所作 《明画录》仿 《史记》编纂之法收

录清画家４５０人的传记作 《国朝画征录》，还有冯金伯收录清初

至乾隆年间画家共计９００余人传记所作 《国朝画识》，这些成为

了断代画史代表。再次明清私家编纂盛行，如在鉴赏方面明代张

丑所著 《清河书画舫》对书画名迹的流传和题跋进行了叙述，并

提出了各种鉴赏之法。又如吴门派代表文嘉的 《钤山堂书画记》、

清代安岐的 《墨缘汇观录》等。最后是以诗词题跋论画，其在这

一时期成为风范，且出现了极具代表性的论著，如清代恽寿平

《南田画跋》《题画诗》、郑燮 《板桥题画》、吴修 《青霞馆论画绝

句》、金农 《论画杂诗》，等等①。

然而与明清画学著述数量相比较，其质量则被学界认为是

“滥恶者众多”，对此凌利忠 《明清画学著述的反思及启示》一文

进行了分析。他引清人陆时化 《书画说铃》对清代画学研究的分

类，指出：“撇开 ‘正说’‘杂说’‘小说’‘邪说’主要是就所著

述的内容而言不论，所谓 ‘剿说’‘阐说’‘创说’，正可作为明

清画学著述的三种主要治学方法或方式。而方法方式的不同，根

本上正是取决于研究者主体条件、素质的不同，也牵涉到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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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温肇桐，《中国古代画论要籍简介》，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７页。



的问题，由此所形成的著作成果，其学术价值也大相径庭。”①

就此凌利忠分别从剿说类、阐说类以及创说类角度阐释了这三种

不同的治学方式对于学术价值的影响。其中剿说类著述在清画学

著述中所占比重最多，且多为抄袭、辑录和实录。阐说类著述则

多用描述、复述与阐释，相较剿说类而言具有一定见解与立场。

与前两类相比较，创说类著述所占比例最小，但却包揽了多种治

学方法，如实录、辑录、题跋、复述、描述、阐释等，并在前人

基础上又提出新见。这一类著述被多被学者认为是这一时期最具

学术价值的著述。凌利忠就此提出优秀的中国古代画论著述的成

功在于论著者取径于 “知行合一”，能识且能画。他以此评点了

２０世纪中国画学研究特点，认为在８０年代之前中国画学研究极

具学术价值的著作很少，而在８０年代之后则又因西方学术理论

的大量涌入，而没有正确认识与接受传统画学理论，进而造成了

传统画学理论的断层。凌利忠对中国传统画学理论在当代危机的

认识与分析不无道理，现如今学术领域同样存在对时尚的竞相追

逐，名利场逻辑同样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传统画学理

论的当代危机。但如果仅仅将未能 “知行合一”看成是中国近代

以来画学著作 “滥恶众多”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有失偏颇，且

以为强调 “既能识，也能画”在一定程度上未免有排他之嫌，进

而禁锢了学术视野，画地为牢。２０世纪著名史学家徐复观在

《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引晋卫夫人 《笔阵图》中 “善鉴者不写，

善写者不鉴”的观点指出 “创作欲批判、考证，本是出自两种精

神状态，需要两种不同的工夫。……以动的观点代替静的观点，

这是今后治思想史的人所必须努力实践的方法”②。徐复观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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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利忠，《明清画学著述的反思及启示》，载 《朵云·５２集》，上海书画出版
社，第２０１－２０２页。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４页。



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在画论思想研究中，善鉴与善画并非一

定要做到统一不可。且他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提出，在史学研究

中，以动代静应是更为科学的方法。不能否认中国传统优秀画学

著者多既是画家，又能品鉴画作，这与中国文人的治学方式有着

密不可分的联系。但追根溯源，中国传统文人的治学方式与作为

其根底的哲学观以及所处社会环境之间密切相连，如果脱离了对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与认识，其理论的深度

与价值都令人怀疑。笔者以为美术史家严善錞和黄专两位学者在

其专著 《文人画的图式、趣味与价值》中对于中国传统文人画历

史的终结的阐释更能揭示传统画学理论之现代危机的根源：

如果说宗炳 《画山水序》是文人的序曲，那么康有为的

《万木草堂藏画目序》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看成是它的挽歌。

当然这并不意味康氏的文章具有学术总裁的权威。事实上，

文人画的终结，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只是趣味或风格

的问题，与文人画的起源———文人对艺术价值的选择方式不

同，它的终结，并不是文人主动地放弃了这种选择，而是历

史将 “文人”这一个选择的主体给抛弃了。我们明显地看

到，正是在康有为的那个时代，传统意义上的 “文人－士”

阶层已无法挽回地在社会－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这是社会变

革和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而不是艺术自身发展的逻辑事

实。①

文人画的终结是社会变革和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这一论断

无疑为现代社会传统画论面临的断层危机提供了更为可信的阐

释。当曾经的社会－历史舞台消失，现代的社会生活所决定的审

美趣味导向就会造成人们与传统的隔阂，而西方艺术理论的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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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严善錞、黄专，《文人画的趣味、图式与价值》，上海书画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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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现代社会必然走向多元化。传统画学

理论的阐释与建构都必须根植于传统文化、哲学与社会，若传统

文化的社会－历史舞台已消失，即便仍坚守传统画学治学方式并

非完全不可能，但能做到的必定是少数，正如严善錞和黄专所指

出的， “二十世纪杰出的画家潘天寿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事

实……在他以后我们很难再找到一位从传统文化素养、人格标准

和艺术风格上更接近传统文人画要求的画家”①，由此不难理解

何以传统画学理论发展至近代难以再延续或超越前代的辉煌。

二、近代中国美术学学科建设史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学科教育的建立，“美术史”课程出现

在艺术专业教育学校课程设置中，“美术学”正式作为一门学科

出现。“美术”一词为舶来词，在传统中国画论中并无这一词，

英语中它是 “ｆｉｎｅ　ａｒｔ”。晚清政府改革教育制度，在全国推行系

统学制，是年 （１９０３年）为癸卯年，故此学制被称为 “癸卯学

制”。这一学制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精神指导下，主要借

鉴邻国日本教育体制，当时学者在西学的译介与引进中多直接搬

用日本已有翻译，将 “ｆｉｎｅ　ａｒｔ”译为 “美术”。正是受这一潮流

影响，王国维在其著作 《伦理学》所附术语表中即采用了 “美

术”这一词汇，此后更多次在其著述中论及 “美术”并阐释了自

己观点②。正是在以王国维、黄宾虹等为代表的近代学人的影响

下，“美术”这一术语被广泛地运用。

中国近代第一部专业现代学校教育制度法令 《学校系统令》

于１９１２年公布，该学制史称 “壬子癸丑学制”。这一学制设置了

专门学校教授各类高等艺术，包括音乐、美术，促使了近代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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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的发展。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 《美术的起源》

（１９２０）中对 “美术”的内涵进行了阐释：“美术有狭义的、广义

的。狭义的，是专指建筑、造像 （雕刻）、图画与工艺美术 （包

括装饰品等）。广义的，是于上列各种美术外，又包含文学、音

乐、舞蹈等。西洋人著的美术史，用狭义；美学或美术学，用广

义。”① 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西方艺术观念对当时中国现代美术

学概念的影响。蔡元培这里所提出的狭义概念，其实质是西方传

统艺术观，即以造型艺术，包括建筑、绘画、雕塑和工艺美术，

为研究对象的艺术观。这也就造就了中国自近代以来以美术指代

造型艺术的学科分类，本书也以此概念为阐释基础。自此之后以

“美术”为名的专门学校纷纷成立，如 “上海美术院”“北京美术

学校”“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等。这些学校开设了 “美术史”

“美学与美术史”“艺术概论”等专业课程，在学科设置方面大都

开设了 “中国画科”“西洋画科”“实用美术科”，如１９３４年国立

北平艺术专科学校 （前身为北京美术学校）设有雕塑、图工、绘

画三科。蔡元培关于广义的美术的阐释，提出的是 “美学与美术

学”的观点，其实质就是我们现在广泛使用的 “艺术”这一概

念，也即广义的美术，包括了从哲学角度研究的艺术哲学、艺术

理论等。对此学者陈池瑜的阐释是：“广义的美术是艺术，所以

研究广义的美术就是研究艺术，这种学问就是艺术学同时也就是

艺术哲学或美学。……中国的美术学和艺术学这两个学科从一开

始就结下了不解之缘。”② 陈池瑜的阐释可以说清楚地揭示了当

时国内对于美术、艺术和艺术学的关系的认识———狭义的美术即

西方造型艺术，广义的美术即艺术，而关于广义美术的研究即艺

术学。这一认识也始终存在于中国美术学科的建设过程之中。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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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这一时期为了适应现代学校教育的要求，与课程相关教材的

编撰显得迫切而必要。因此在当时的美术学科建设方面出现了两

种趋势：一方面是为译介与借鉴西方艺术学科相关的论著，设置

如 “艺术概论”“西方美术史”等课程；另一方面关注现代中国

美术史，编撰 “中国美术史”教程并设置课程。这两种趋势共同

构成了２０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学科的学科建设历史，从这两个方

面入手分析可以厘清中国美术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现状，这也

是本书所研究的对象。

第一，中国现代美术学科在建设过程中，十分注重对西方艺

术学科相关论著的译介与借鉴。

第一本由中国学者编写的美术学论著是１９２７年著名学者黄

忏华所著 《美术概论》。作者早年留学日本，受到黑田鹏信所著

《艺术学纲要》的影响，故此书在内容体例安排上借鉴了后者。

而黑田鹏信的 《艺术学纲要》在１９２２年已由我国学者俞寄凡翻

译为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艺术学纲要》全书共十章，包

括艺术和艺术学、艺术要素、艺术分类、艺术制作、艺术的手法

样式及流派、艺术鉴赏、趣味、艺术起源、艺术和国民及时代精

神以及艺术的效果。这种体例的安排与划分对于后来中国学者的

美术概论类专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与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对日

本明治维新的肯定有密切关系。当时国人普遍认同日本明治维新

对西方的学习，认为其成功经验可以为中国的改革提供有效的范

例，由此形成了以近邻日本为中介的向西方学习的治学路径。对

此张之洞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曾指出，“西学甚繁，凡西学不

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

半功倍，无过于此”①，这无疑概括了当时日本的学术著作作为

中国了解西方的瞭望口，对中国近代学术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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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忏华所编著的 《美术概论》在体例的安排上可以看出来自黑田

鹏信的影响，全书共八章，同样采用了本质、要素、制作、分类

以及 “美术和别的文化底关系”的划分方式，所不同的是此书着

重论述了 “绘画”“雕刻”两类艺术。这一编撰方式是中国传统

画论研究中从未有过的，其实质是遵循了西方逻辑知识体系建构

的模式，而这对于中国后来的美术学科发展与走向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以西方逻辑知识体系为范式的建构造成了传统画论与现代

美术理论之间的完全割裂，进而造成了传统画论在现代出现断层

的现状。传统与现代之间转换过渡阶段的缺失，与当时社会历史

的情境密不可分。在闭关锁国两百年之后，与其他国家之间交往

的缺失，影响了对先进科学技术与文化观念的借鉴与吸收，也就

造成了传统文化在现代转型过程中过渡阶段的缺失，既无法形成

对传统文化合理有效的继承与发扬，又无法做到批判地对待西方

的文化。当社会遭遇到激烈的转型与变革时，传统文化所赖以生

存与发展的社会根基遭到彻底破坏，代表 “传统”的一切不得不

被束之高阁而消失在历史的舞台。自清末起，中国政府大量派留

学生留学英美日等国家，这些留学生在海外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文

化教育，在回国之后大力翻译与介绍西方重要著作，进而掀起了

近代中国 “西学东渐”的热潮，如：陈师曾译，大村西崖著 《文

人画复兴》 （中华书局，１９２２）；俞寄凡译，克罗齐著 《美学纲

要》（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２）；雪峰译，卢那卡尔斯基著 《艺术之社

会的基础》（水沫书店，１９２５）；丰子恺译，黑田鹏信著 《艺术概

论》（开明书店，１９２８）；鲁迅译，板垣鹰穗著 《近代美术史潮

论》（上海北新书局，１９２９）；丰子恺译，上田敏著 《现代艺术十

二讲》（开明书店，１９２９）；雪峰译，普列汉诺夫著 《艺术与社会

生活》（水沫书店，１９２９）；彭兆良译，罗斯金著 《近代画家论》

（中华新教育社，１９２９）；鲁迅译，普列汉诺夫著 《艺术论》（上

海光华书局，１９３０）；胡秋原译，佛理采著 《艺术社会学》（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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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光社，１９３１）；武思茂译，马查著 《西方艺术史》（开明书店，

１９３１）；钱君甸译，木村庄八著 《西洋美术史话》 （开明书店，

１９３２）；王任叔译，让·马里特·居友著 《从社会学见地来看艺

术》（大江书铺，１９３３）；克己译，弗理曼等著 《苏俄艺术总论》

（国际书局，１９３３）；倪贻德译，外山卯三郎著 《现代绘画概论》

（开明书店，１９３４）；赵如琳译，戈登克雷著 《舞台艺术论》（动

员书店，１９４０）；周扬译，车尔尼雪夫斯基著 《生活与美学》（延

安新华书店，１９４２）；柏园、水夫合译，凯缅诺夫著 《论现代资

产阶级艺术》（时代出版社，１９４７）；沈起予译，伊波利特·丹纳

著 《艺术哲学》（上海群益出版社，１９４９）。在这一时期译介的重

要著作中包含了相当一部分日本学者所著关于西方理论的著述，

还有一部分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与学者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而翻

译的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者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艺术的

著作，其中也有英、法学者的代表性著作。这也揭示出西方艺术

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与译介的一个重要现象，即在５０年代之前中

国国内关于西方的重要艺术理论与思潮多经由日本、俄国传入，

而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经由这两个国家的文化过滤，因此

中国美术学科的建设体现出这两个国家文化的影响。

除了译介国外重要的艺术理论著作之外，不少留学英美等国

家的学者在回国之后，将自己在海外学习与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编

辑出版，同时介绍并借鉴国外在这些学科的先进成果，促成了这

些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在西方美术史方面不能不提到的学者是著

名翻译家、艺术评论家傅雷。傅雷１９２８年留学法国，学习艺术

理论，１９３１年回国之后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授美术史

课程。这一时期他所编撰的课程讲义——— 《世界美术史名作二十

讲》被认为是西方美术史的经典之作，后多次再版。此作虽篇幅

短小，却字字珠玑、热情洋溢，表达出对文艺复兴艺术精神的深

刻感悟，深受读者的喜爱。中国近代著名美术理论家和评论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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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铮自法国留学归国以后发表了长篇论文 《何谓艺术》，后于

１９３１年以此为题名结集出版专著，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学人出版

的关于艺术学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在艺术学理论研究方面，１９３３
年张泽厚的 《艺术学大纲》（光华书局）可以说是以艺术学命名

的理论研究早期著述，此书在开篇即探讨了艺术理论的前提条

件，从社会、哲学等层面展开论述。此后在１９９１年张泽厚出版

了另一艺术学专著 《现代艺术学导论》。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

艺术学为名的基础理论研究逐渐成熟，如１９９４年李心峰著 《现

代艺术学导论》，张道一主编 “艺术学研究”丛书，彭吉象主编

《中国艺术学》（１９９８）等。在艺术社会学理论方面，这一时期大

量译介国外理论，对我国艺术社会学学科产生影响，１９４３年我

国艺术学学者、人类学学者岑家梧完成了 《论艺术社会学》；同

年，另一位学者蔡仪的 《新艺术论》成为我国学者自己编撰的理

论代表性著作。在艺术心理学方面，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我国著名文

艺理论家朱光潜自德国留学归来之后，出版心理学研究三部曲

《变态心理学》 （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１）、 《悲剧心理学》 （１９３３）、

《文艺心理学》（开明书店，１９３６）。这一系列著作的出版标志着

中国现代形态的文艺心理学的成熟。诚如我们所知，德国于１９
世纪在心理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直接推进了心理学作

为一门学科的建设的发展。心理学被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广

泛地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方面，艺术也不例外，特别是以

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学者将精神分析法运用于艺术作品的分析，获

得了极大的成功，从此心理学作为艺术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论，也

直接促成了艺术心理学学科的建设。另一位中国现代哲学、美学

大师宗白华先生，自１９２５年德国留学归来后致力于中国现代美

学思想的建设，在中西方艺术理论的研究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

这一时期其所发表的论文 《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１９３４）、

《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１９３６）可以说是中西方艺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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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早期经典之作，揭示了世界艺术相互交流与融会的必然

趋势。宗白华关于艺术与审美的论述后被结集为 《美学散步》出

版，此书全面展示了宗白华关于艺术美学的理解，在美学以及艺

术学领域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除了在艺术基础理论的阐释方面，国内学者借鉴与

吸收国外研究之外，还有不少专业画家成为了中国近代美术学科

建设的先行者，他们更加注重绘画技法与实践方面理论的介绍。

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家、画家姜丹书不仅出版了中国近代第一部美

术史专著，更致力于中国美术教育工作，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

者，如丰子恺、潘天寿、郑午昌、来楚生等人。姜丹书在其学术

生涯中还致力于解剖学、透视学以及摄影理论的研究，他编著出

版了中国近代最早的解剖、透视学相关理论著作 《艺用解剖学》

（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０）、《透视学》（中华书局，１９３９），并于１９５８
年又出版了专著 《艺用解剖学三十八讲》，成为这一领域代表性

著作。不仅如此姜丹书还为中小学手工课程编撰了相关教程，如

《新中华小学教师应用工艺教材》（１９３２）。另一位画家、美术教

育家俞寄凡自日本留学回国之后，除了致力于西方艺术理论的译

介外，还积极参与中国美术教育工作。在美术专业教材的编撰方

面，他与姜丹书于１９２３年编撰了最早的中学工艺教材 《初中手

工教本》 （泰东书局），且他自己编撰了数量颇丰的绘画技法教

材，包括 《色彩教材 ＡＢＣ》（１９３１）、 《小学教师应用美术》

（１９３３）、《小学美术教学的研究》（１９３４）。在具体的绘画技法与

实践教材编撰方面，还有中国近代著名画家丰子恺留下著述。丰

子恺在１９３４年出版了 《开明图画讲义》（开明书局），从什么是

图画入手，分别阐释了中学生应当学习什么样的图画以及基本的

绘画技法。他还编撰了 《绘画概说》 （上海亚细亚书局，１９３５）

介绍绘画基本理论。除了上述绘画教材外，还有周方白 《绘画艺

术理论》、陈抱一 《油画法之基础》、温肇桐 《色彩学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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