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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术是运用一定的工具和材料制成的，可以被视觉直接感受的艺术形象。因为美术是占有

一定空间的形象艺术，美术也被称为空间艺术或造型艺术。一般认为，美术包括绘画、雕塑、

建筑、工艺美术四大类。事实上，美术全面渗透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美术起源于远古人类的劳动生活及巫术活动。旧石器时代人们为了生存活动所制作的石器

工具以及为了祈求获得狩猎成功而在洞窟中绘制的动物形象就具有一定的审美因素，也可以说

是人类美术活动的开端。陶器及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有了质

的提高，尽管当时人们制作这些器物的目的是使用为最终功能， 但其中精美的造型和图案完

全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在这一时期，人类真正进入到了文明时代。

    在美术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古埃及的艺术体现出宏大、庄严、肃穆、神秘的特点，古希腊

把理想美推向极致，创造了一系列美的经典。意大利文艺复兴是人类历史上一场伟大的革命，

尤其是美术史上的“三杰”并起，创造了名垂青史的不朽佳作。法国 19 世纪涌现出众多的艺

术流派，其中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印象派，可谓一浪高过一浪。这一时期，俄

罗斯的“巡回展览画派”的崛起，与西欧诸画派并驾齐驱、争相辉映。中国作为东方的古老文

明古国，在世界美术史上的地位是不可等闲视之的，不论是工艺美术、建筑、雕塑还是绘画，

都为人类美术书写了辉煌的篇章。“后印象派”的画家们更以革新家的气魄，将美术推向了传

统的另一面，打开了人们审美的新的视野，同时为 20 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派美术开了先河。

   自从走出洞穴，人类从来就没有停止探索改变自然环境的努力。埃及金字塔、希腊巴底农

神庙、巴黎圣母院、卢浮宫、米兰大教堂以及中国的故宫等等都是建筑史上的璀璨明珠，凝聚

着人类的智慧。

    工艺美术对人们来说是最有实用价值的，但凡人们的衣食住行，大到航天器，小到一枚纽

扣，其造型、色彩、用料、工艺，无不包含审美因素。人类进入数字时代的今天，艺术设计也

被插上了腾飞的翅膀，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艺术设计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各行各业之中。这

部中外美术史教材，就是为满足我院的艺术基础课教学的需要而组织部分教师编写的。希望学

生通过本学科的学习能较系统地了解中外美术史的发展、变化，掌握主要的流派，著名美术家

及代表性作品，并从美术这一侧面，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开阔视野，了解形式美法则，提

高审美能力，为专业学习打下基础。

                              

                                                                                                                         
                                               编者

                                                                                                                                                    
                                                          201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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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中国美术史
 

               第一章  史前美术
                                                                                             
通过考古发掘，我国史前人类的美术活动起始于石器时代，历史学家把制造并

使用石器工具的这个时期叫做“石器时代”（公元前 200 万年—公元前 4000 年之

间）。石器时代通常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在考古学上是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文明发展阶段，距今约 250 万

年至约 1 万年前，我国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等基本上都处于这一时

期。中石器时代大约出现在距今 2 万年前，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

段。新石器时代距今约 1 万年到约 2000 年前，以磨制石器为主，还发明了陶器。

在石器时代，随着石制工具的演进，我国古人类的经济生活形态从旧石器时代

的采集、狩猎逐渐发展为新石器时代稳定的农业、畜牧业经济，而社会组织也从杂

交群落、血缘家族过渡到母系、父系氏族公社。社会组织、生产工具及其自然经济

的发展，为人类早期的生殖崇拜、自然崇拜、鬼魂崇拜以及巫术、献祭等原始宗教

模式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宗教观念，或者说早期人类的思想活动，与生存目的紧密

结合，成为该时期的美术的内容（实用性），决定和锤炼了早期美术形式的产生。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美术                                      

旧石器时代出土的简单的生产工具—石器，以及同时存在的骨器、木器和后期的装饰品，

让我们惊奇地发现原来早期人类的生活已积淀了关于“美”的体验。这种体验主要集中在物件

的造型与结构的认知上，如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或者叫北京猿人（1927 年在中国北京

市西南的周口店龙骨山发现）的石器是用从河床上拣来的砾石（鹅卵石）打击而成的，他们对

砾石的边沿加以敲打，做出厚刃，作为敲砸的工具使用；又或者是从石英砾石上打下一层一层

石片，做成一种薄刃的刮割用具。这种厚刃或薄刃的造型是通过对石材的结构进行人为的改造

而获得的，虽然制成的形状不规整，且无二次加工，但相对于漫长的人类进化而言，这些经验

的积累是其意识形态发生改变的重要组成成因。

从距今 20万年左右的丁村人（1954 年 11月在山西襄汾县丁村发现）遗址里出土的石器，

明显已略有规则，一部分石片上有了第二步加工的痕迹，并有一定的石器类型。二次加工这个

制器步骤甚是关键，它说明人类开始关注形式上的完整。如丁村人的三棱大尖状器（图一）尖

刃的对称加工，而同时期的陕西大荔人则选取了色泽优美的玛瑙作为石器原料，增强其形式美

感。

距今大约 5 万至 3.7 万年的河套人（1922 年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乌审旗萨拉乌苏

河河岸砂层中发现）的打制石器的制作技术有了更加显著的进步。石器按照不同的使用目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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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多种加工，如修理石核台面或是采用间接打击石片法，能打制出较薄的和长形的石英石片，

还采用石髓、玉髓作为原料，使器物色彩更加瑰丽多彩。

                  

               

   
        图一 三棱尖状器 旧石器时代中期 1954 年山西省襄汾县丁村出土

1 万 8 千年前的周口店山顶洞人的石器打制技术进步不是很显著，但磨制和钻孔的技术却

是突飞猛进，已接近新石器时代的水平。山顶洞人已经能用石珠、兽牙、贝壳等材料制成“美”

的装饰品。人类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之时，就是开始装饰美化自己的身体之时。我们在山顶洞人

的遗物中发现除石器外，还有表面磨得非常光亮，上面刻有纹饰的鹿角短棒和磨制得很精致的

一端有孔、一端尖的骨针（图二），以及磨制的骨管等，这些石器选料一致、长短粗细一致、

磨光面一致，对事物的同一性（同样大小或同类物件穿在一起）有了要求。其中制作水平最高

的是一些穿孔的石珠、兽齿、砾石和蚶壳等装饰品，钻孔的表面均匀光滑。钻孔可以说是一种

新的结构的发现，它对材料的改变不再局限于外部的呈现，而是开始了内部结构的探索。如傅

天仇先生在《移情的艺术—中国雕塑初探》中所说：“钻孔，是人工找到的深度和厚度的劳动。

钻孔冲破平面，它是三度空间的第三空间，是雕塑造型的基本因素，这是立体装饰的开始。”

而磨制技术则体现出人类对于某些形式（形体的光滑规整等）的特别的偏好与追求。

 

图二 骨针 长 6—7厘米  约

18000年前山顶洞人的钻孔技

术

另外在山顶洞人遗址还发现一些作染料用的赤铁矿的碎块和碎粒，以及一些用赤铁矿染红

的椭圆形砾石。学术界认为，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宗教观念。山顶洞人穿戴都用赤铁矿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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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尸体旁撒红粉，可见红色对他们来说不仅是生理上的一种刺激或是一定程度的装饰意图（色

彩的鲜明突出），还可能包含或者提供某种观念，体现出原始人类的一种趋利避害的宗教心理。

这种宗教心理还体现在我国最早的一件刻划作品上，1987 年在河北兴隆发现的距今约 1

万 3 千年前的赤鹿角枝残段，上面用阴刻线条表现了三组直线、曲线装饰图案，且刻纹被染成

红色，据推测这种无实际操作功能的制作行为可能是为了满足狩猎的巫术仪式的需要，与此同

时，我们亦看到我们的祖先自然流露出的对“美”的形式的企图。

               

              第二节  中石器时代美术                                          

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在我国东北和广西武鸣都曾发现。哈尔滨附近的顾乡屯遗址曾被认

为是中石器时代的。中石器时代文化中已出现了形状细小的石器。这种形状细小的打制石器的

使用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通常称为“细石器”。这一时期的细石器遍布在内蒙古、长城地

带，沿着戈壁的边沿，直达新疆。黑龙江满洲里附近的扎赉诺尔，曾发现一二万年以前的人头

骨化石和石器、骨器，在扎赉诺尔出土的细石器可以认定是中国境内最古者。齐齐哈尔的昂昂

溪，也曾发现细石器。此外，在内蒙古的林西、赤峰和长城附近地区，都曾发现和陶器伴随出

土的细石器，并且和中原地区的以彩陶为特征的文化相混合了。在黄河中游的三门峡地区的陕

西朝邑、大荔的砂丘地带，最近也发现细石器文化的遗址（暂称为“沙苑文化”），河南辉县

曾在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中发现一片细石器，这些都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中石器时代的石器作品。

磨制石器在中石器时代开始应用，在新石器时代普遍使用。中石器时代的石器，以磨和钻

孔（也是一种利用磨擦的加工）的技术和极整齐对称的形式（方的、长方的、圆的等等）成为

石器工具发展的高级阶段。

第三节  新石器时代

我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近万处，西到新疆，东到吉林、山东、江浙和台湾，北

到内蒙古北部，南到广东海滨区域，文化类型约 50 多种。除延续下来的石器制作之外，新石

器时代最大成就是发明了陶器，陶器区别于石器的物理性状的改变而是一次真正的创造，采用

化学原理创造出自然界中不存在的新材料。因此，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按出土的陶器的特点而

加以区别，例如彩陶遗址、黑陶遗址等等。陶器是新石器时代在造型美术方面遗留下来的主要

创作。 

古代陶器的起源，根据考古学家的推测，是由于用粘土涂在编制或木制的器皿上而产生的，

目的在使其能耐火。人们逐渐地发现，成了形的粘土，脱离曾赖以成形的器皿，也可以适用于

这个目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类型繁多，遍布生活方方面面，简单地按用途划分，可分为汲水

器、饮食器、炊煮器、储藏器。汲水器多为尖底瓶，方便提水。饮食器多为敞口的盆、钵 碗、

杯、勺、豆等。炊煮器通常有三足，可以架在火上烹烧，如鼎、鬲、鬶、甑、釜等。储藏器多

呈球体或半球体，有较大容量，如壶、罐、瓮等。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除了能满足当时生活上的

需求，还在器表进行装饰，且制作工艺多样，在我国不同地区，根据当地的原材料与地域特色

创造出各异的陶器文化，为后世的美术工作者们所津津乐道。

在陶器文化中，彩陶的艺术成就比较突出。若是追溯绘画的渊源，大多数人首先会联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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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新石器时代那些画在陶器上的纹饰。彩陶的原料为普通的黄土（不含钙质和钾质），加

细沙及含镁的石粉末，然后经过精细的澄洗。这样的陶土中含铁量很高，在 10% 以上，使其陶

器烧成后成为黄色或红色。再在打磨光滑的橙红色陶坯上，用天然的矿物质颜料进行描绘，其

中赭石和氧化锰作为呈色元素，绘好后入窑烧制。最终，我们看到了在橙红色的胎地上呈现出

赭红、黑、白等诸种颜色的美丽图案，形成纹样与器物造型高度统一，达到装饰美化效果的彩

陶器。我国彩陶制作的年代大约在距今 3000—5000 年间，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最集中的地

区是青海、甘肃、陕西南部和河南北部。其中最早发现，最具代表性的遗址是仰韶文化的彩陶

艺术。仰韶村（1921 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首次发现）及其他性质相同的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

文化称为“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 5000—前 3000 年，历时 2000 多年，是中国先民所创造的重要文

化之一。根据这些遗址上的发现可以知道当时人们过着长期定居的生活，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

产。手工业除了陶器外，纺织与缝纫也已很普遍。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彩陶可以分为早晚不

同的数期，但从器型种类和装饰纹样方面看，艺术成就最为杰出的是半坡型和庙底沟型彩陶。

半坡型彩陶的典型分布是在西安半坡村、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等遗址。典型器型为圆底钵、

盆或是卷唇盆、折腹盆、细颈大腹壶、葫芦型器等。纹样主要有人面纹、鱼纹、鹿纹、蛙纹和鸟纹，

以及宽带、三角、斜线、波折等几何纹。不论是象形纹样还是抽象纹样，线条表现粗壮有力，

点、线、面结合有序，图形创作具有非凡的想象力。如在半坡彩陶中有几件人面鱼纹的彩饰盆，

其中一件《人面鱼纹彩陶盆》（图三）人面概括成圆形，额的左半部涂成黑色，右半部为黑色

半弧形，眼睛细而平直，鼻梁挺直，神态安详，嘴旁分置两个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轮廓重

合，加上两耳部位相对的两条小鱼，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纹样，人头顶的尖状三角形物，

可能是发髻，加上鱼鳍形的装饰，显得威武华丽。整个画面黑白处理于对称中突出变化，方、

圆对比使得画面生动有力。至于这个图形的由来，很多学者还是把它归功于早期巫术，有的学

者根据《山海经》中某些地方曾有巫师“珥两蛇”的说法认为人面鱼纹表现的是巫师珥两鱼的

意念，寓意为巫师请鱼附体，进入冥界为夭折的儿童招魂。半坡遗址的发掘者认为：“在原始

社会生活里面，图腾崇拜是精神生活和原始信仰寄托的象征。因此人们的艺术活动里，往往与

图腾崇拜相关联，图腾徽号往往被刻在某些器物上，我们推想，半坡彩陶上的鱼纹，可能就是

半坡图腾崇拜的徽号……他们把鱼当做图腾来崇拜了。” 不论是巫术仪式还是当地的图腾崇拜，

都反映出人类对自身生活的环境的观察与感受。半坡人在河谷阶地营建聚落，过着以农业生产

为主的定居生活，兼营采集和渔猎，这种鱼纹装饰即是他们生活的写照，与他们的生活形成了

密切的关联，人、鱼结合的形象被赋予了某种力量，并作为一种符号应用在器皿上，传达人们

的信念与情感。

图三 人面鱼纹盆 新石器时代 20 世纪 50 年代陕西

省西安市半坡村出土

庙底沟彩陶中也有一件颇具意味的作品，河南

临汝阎村出土的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图四），画面

中有一只嘴里衔着鱼的大鹳，旁边是一把装饰考究

且带有“X”形标记的石斧，据推测，这把石斧应该

是古代社会的权力棒，而整幅画面应该是在记载一

段历史事件—鹳氏族兼并了鱼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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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四   鹳鱼石斧纹彩陶缸 新石器时代 河南临汝阎村出土

以上两件具有典型绘画特征彩陶上的纹饰都反映了新时期时代图腾崇拜的思想，这是一种

最古老的社会现象和最原始的宗教形式，是在氏族的形成过程中，每个氏族都选择某种与自己

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动植物作为本氏族的标志，并把血缘关系推广到这些动植物，把它们视

作自己的亲属、自己的祖先，相信图腾祖先是氏族的保护者，并对它崇拜，并形成相应的礼仪、

制度、禁忌和风俗。

仰韶文化晚期在甘肃、青海地区又先后出现了石岭下、马家窑、半山和马厂类型彩陶。这

些彩陶纹饰中包含了大量的抽象元素，并初步形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纹样的形式特征。如石岭下

的变形鸟纹（凤纹）、马家窑的繁密丰满的漩涡纹、半山粗犷的锯齿纹和变体蛙纹，以及马厂

大气的折线纹等，代表了后期仰韶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变的地域性。在众多的动物纹、几何纹中，

我们也同样发现了有趣的人形纹样，青海大通孙家寨出土的马家窑类型的舞蹈纹彩陶盆（图五），

在盆口的内壁，绘有三组舞蹈纹饰带，一组五人，手拉着手，欢快地舞蹈着，下面还绘有宛若

水纹的多行条纹。这种巫舞形式在青海地区其它遗址多次出现，说明这是新石器时代日常生活

中的常见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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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五 舞蹈纹彩陶盆 新石器时代 1973 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

 

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装饰手法非常成熟，在半山彩陶中，还有在不同视角可以呈现出不同图

案样貌的 “双关图案”（图六）。总体看来，在该时期的彩陶图案中已经熟练运用了现在常

见的—些形式法则： 1. 对比，是图案的形式法则中常用的重要的表现手法。在彩陶图案中大

量地运用着对比的手法，通常用等量形的对比和不等量形的对比两种形式。2. 变化，是在统

一的基调中的形态不同，以细微的差别使图案具有含蓄的艺术效果。3. 反复，彩陶图案也常

运用反复的手法，尤其以同一纹样反复地出现，以加深人们对这种纹样的印象。4. 对称，是

彩陶图案中经常运用的格式。对称也是一种重复，是位置对等的等量、等形的重复。5. 共同

形的使用，与变化中蕴含统一。6.相错，以相同纹样的相间交错的手法，使两组纹样紧密相衔，

非连似连，而使图案结构错落有致，十分紧凑。7. 重置，利用不同纹样的重叠，造成视觉上

的错觉，来加强层次感。8. 点、线、面造型三元素的恰当运用。

         图六 双关图案 半山陶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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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彩绘之外，陶器器表的装饰类型还有“坯体装饰”，后来又发展出规整的弦纹、精美

的镂刻装饰（龙山黑陶）等，此外，陶器上还会使用跟后来的雕塑手法极其相似的贴塑技巧和

拟形陶器。甘肃省永昌县鸳鸯池 1973 年出土的马厂类型杯，几何纹的底部贴了一个突出的人

物头部的陶塑，青海省民和县山城 1971 年出土马厂类型壶的上腹部也贴了一个鼻孔朝上的人

头像，虽然都是陶器的从属装饰，但人物的面貌却非常写实，五官都有所表现，面部扁平，额

头较窄，基本符合东方人的面目特征。

拟形器要比这种局部的陶塑装饰更加生动，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地将形式与功能作了完美地

结合。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猪形陶鬶，江苏吴江梅堰出土的良渚文化的水

鸟形陶壶等，有的拟形器甚至无需作出头部的塑造，我们都可以发现一种仿生的形态美感。

我国早期雕塑的概念也在这个时期慢慢形成，不仅仅是器皿的依附体，还可以看成是独

立的浮雕、圆雕作品。迄今所知黄河流域年代最早的一件陶塑人像为裴李岗文化陶塑人头像，

1977—1978 年在河南密县莪沟北岗遗址发现，属距今 7000 多年，头像用泥质灰陶制成，高约

4 厘米 , 颈下部分残缺，扁头平顶，宽鼻深目，突颏瘪嘴的造型，具有老年妇女的形貌特征，

其塑造手法比较稚拙，但是，其略加锥划表现老妪特征的做法，却甚是质朴传神。仰韶文化出

土的人、兽陶塑较丰富，其中甘肃礼县高寺头 1964 年出土的圆雕少女头像（图七），是仰韶

文化陶塑人像的杰作。头像残高12.5厘米，用堆塑与锥镂相结合的手法制成，颈下部分已缺，

头顶锥刺着一个小孔，前额至后脑堆塑着半圈高低起伏的泥条，仿佛盘绕在额际的发辫。脸形

丰满圆润，五官部位安排准确，嘴巴微微启动，神态颇为优美，是我国原始社会人像雕塑的优

秀之作。1982 年，在我国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中，发现了一批小型陶塑孕妇像，

此后又在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发现一件与真人等大的泥塑女神头像，五官清晰，造型逼

真，目光炯炯，嘴唇掀动，颇具神秘色彩。研究者一致认为这些女性雕塑可能是当时人类崇拜

的丰收女神或是地母神的形象。

 

 图七 圆雕少女头像  陶塑 仰韶文化  甘肃礼县高寺头出土

这些早期的陶塑人像与该时期的石刻人像，在形貌上基本一致，如河北滦平后台子红山文

化早期遗址中，出土的几件石人，五官清晰，脸型丰满，身躯呈溜肩鼓腹状，造型颇似孕妇，

与当时流行的生殖崇拜、女神崇拜的宗教观念息息相关。

中国古代还有极为发达的玉石工艺，在古代称之为玉的矿石，一般好的矿石，所谓“美石”（坚

硬有光泽、有色彩）都可以称为玉，作为制作原料。新石器时代后期在甘肃仰韶文化中和山东

龙山文化中都发现了玉石器物，不是作为单纯的劳动工具，而是可能同时作为一种在形式上有

诱人的力量的美的对象而存在。而我国史前玉雕作品以 1971 年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他



·8·

拉村出土的红山文化壁玉龙、1986—1987 年在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出土的透雕神人玉

冠饰、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的玉雕人像等最为出色。三星他拉村出土的玉龙体高 26 厘米，整

体呈玦形，墨绿色，龙首似猪，斜目方鼻，鬃鬣向后贴身弯曲上翘，龙身蜷曲，尖尾，无四肢

及鳞甲。龙背居中处有一穿孔，可系绳悬挂，全龙呈垂首拱背勾尾的形态。浙江余杭反山 12

号墓出土的大玉琮与玉钺上，运用浅浮雕与阴刻线雕出神人与兽面组成的图案，形象神秘威严。

这种图形或简或繁地出现在反山和瑶山出土的大量玉器上，应是良渚部落的神圣徽帜，代表军

事或宗教首领的权威。

古代玉器的形式是由石器而来，制作技术也是由石器而来。处理玉的原料，因其硬度较高，

需要特殊的技术，其主要的如：剖、磨、琢、碾、钻等，都是在制作石器的长时期的劳动过程

中所掌握的。此外，有关玉器的原料的各种知识，无疑地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了制作石器而获得的。

           

         

          
  图八  红山文化壁玉龙  1971 年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

1987 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了仰韶文化早期遗址的一座墓葬（距今约 6000 年），在男

性墓主身旁首次出土了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形象，作为墓主权威的象征，布局是东龙西虎。这

是中国墓室装饰的开端。其中龙长 178厘米，形体特征与后世的龙接近，体态修长，曲颈昂首，

有前、后肢，足趾有利爪，是我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造型最大的龙图形，被誉为“中华第一

龙”。

而中国发现最早的古老的壁画遗迹在辽宁建平、凌源交界处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出

土的壁画残片，用赭红色画成勾连纹图案，或用赭红间黄白色彩描绘三角纹图案。此外，在宁

夏固原店河村齐家文化遗址，于一座房屋残垣的白灰面上，发现用红彩描绘的几何纹装饰壁画。

同西方美术史一样，我国在这个时期也发现了大量的岩画。中国不但是世界上最早有文字

记载岩画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岩画遗迹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目前包括台湾在内已有 18 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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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的 100 多个市、县（旗）发现有岩画。可能由于中原地区岩画破坏较大，目前发现的岩

画所在地点几乎都属于古代的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创作。北方的创作年代，上可以推至 1 万年

以前，南方岩画上限则在公元前4000——前2000年之间，岩画内容涉及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如狩猎、放牧、祭祀、手印、脚印、图案、符号（有些近似于文字），堪称原始社会的百科全

书。北方草原地带以动物、狩猎等内容为主，西南地区以人物等内容为主，东部—东南—西南

沿海地带的岩画则以巫术祭祀内容最为突出。

岩画是用矿物质颜料涂绘（以动物血或皮胶做调和剂）或用石器磨刻、敲凿乃至用金属工

具刻划在山崖石面上的图画。中国岩画分为南北两个系统。南系除广西左江流域，还有四川、

云南、贵州、福建等地。南系岩画大都以红色涂绘，颜料是以赤铁矿粉调合牛血等而成的。制

作年代较晚。这个时期的岩画大多属于北系，北系岩画以阴山、黑山、阿尔泰山等为主，绵延

数千里，气势宏阔。北系岩画大都是刻制的，刻制又包括磨制、敲凿与线刻。制作时间的跨度

很大，最早的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最晚的在元代。

在黑龙江、内蒙古阴山山脉、贺兰山北部乌兰察布高原等地是北系岩画集中的地区。北方

岩画多表现狩猎、游牧、战争、舞蹈等，图形有穹庐、毡帐、车轮、车辆等器物，还有天神、

地祗、祖先、日月星辰、原始数码以及手印、足印、动物蹄印等。贺兰山的岩画，形象古怪，

面目各异。新疆岩画多为生殖崇拜的内容。这些图像大都凿刻在深灰或灰蓝色的岩石上，凿刻

或磨刻的图像斑驳、稚拙、粗犷、简洁、浑然而多变。连云港的岩画刻在深褐色的岩石上，岩

画的纹路和岩石的色彩既一致，又有微妙的变化。色彩的深浅交替，使图像产生一种跃动的感觉。

在南系岩画中，人们发现这些原始岩画作品普遍用红色涂染，这同原始艺术中习惯使用红

色的现象是一致的。原始人在他们频繁的狩猎和战争活动中，鲜血不断地刺激他们的视觉神经，

导致红色在视觉中的稳定性。红色那炽热的调子和生命之火相呼应，使岩画获得了无限的生命

力，当红色置于某种祭祀仪式氛围中，红色和血色，使岩画产生强烈的刺激效果，从而具有了

一定的恐惧感、神秘感。

随着气象变化，岩画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从而使岩画具有不同的整体效果。岩画和巫术

仪式的结合须要选定某个特定的季节和时间，以增加仪式的空间氛围。比如内蒙古阴山磴口县

莫勒赫图沟崖壁上刻有的人面形岩刻，结合周围巨石兀立，深谷苍凉的地貌，容易使人产生敬

畏感。江苏连云港将军崖的岩画，刻在锦屏山南面入口处凸出的巨石上，形似穹窿，灰蒙蒙的

色彩给人造成神灵如在天上飘然而立的感觉，令人肃穆。绘于河流转变处峭壁上的花山岩画，

由近两千个红色人形构成的巨大场面，造成随时有可能压迫过来的沉重感。岩画对面是开地，

高耸的画壁同绿色植物形成强烈的对比，与江水的流动合成一种神秘而凝重的氛围，在阳光或

月光下呈现出奇异的色彩。可以想象，祭祀中人们的歌声、水声、鼓噪声混合交织，响成一片，

红色岩画也仿佛和人们一起跃动起来，产生了难以言喻的庄严神秘的效果。

   绘画、雕刻等艺术样式的雏形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已然成立，结合早期的宗教观念，使得这

些早期作品在今天看来也充满魅力，虽然它们承载的实用性已经发生了转变，但其艺术表现可

以作为独立的形式元素愉悦视觉，更可以传递给华夏后人中国这个地域的久远的文化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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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先秦美术

先秦包括夏、商、周（西周、东周）三个时期，大约从公元前 21 世纪到公元前 221 年，

这是一个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演变的漫长时期（春秋以前属奴隶社会，战国进入封建社

会）。这一时期，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工艺美术、雕刻、绘画、建筑等都获得较大发展，尤其

是被奴隶主视作财富、地位和权势象征的青铜器，发展的水平最高，艺术成就也最为突出。因

此，先秦时代又被称作“青铜时代”。

 

                   第一节  青铜器艺术

在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制作取得很大的成就，青铜工艺被视为当时社会文明的标志。

最早的青铜器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出土了青铜铸造的铜镜。其中商代是青铜艺术由成熟达到

鼎盛的时期。

青铜是红铜加锡的合金。熔点低、硬度大。融化的青铜在冷凝时体积略有涨大，所以填充

性好，气孔少，成器细腻而坚固耐用。青铜的合金成分，视用途与器类不同而有不同的铜锡比例，

在《考工记》中记载了“六齐”，即为六种不同性能的铜锡配比。春秋以后除模铸法外，还发

展出了失蜡法、焊接法、冷锻法和热锻法等，并采用金银错、蚌泡镶嵌、髹漆彩绘等装饰工艺。

青铜器在先秦时期器型繁多，几乎涵盖了所有日常及礼仪所需，主要分为礼器、乐器、兵

器、工具及车马器四大类。在崇尚“礼治”的奴隶制社会，青铜器物被奴隶主当做“礼器”，

成为祭祀礼仪之器和等级、权力的象征。青铜器的多寡和规模大小，往往象征着特定的等级和

权力。传说，夏朝禹铸九鼎，于是九鼎便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象征。后来，人们把九鼎的迁转

当做国家政权更换的标志。史书中记载楚庄王曾向周王的使者问起九鼎的大小轻重，“问鼎”

故事后来被视为有夺权野心的代名词。西周中期以后青铜器随葬品的数量之多和等级之清晰都

达到顶峰，各等级统治者可以享用的青铜器形制、数量、质量、品种和组合方式都明确规定，

最高等级是天子九鼎，以下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依次递减。而到了东周，低等级的统治者

使用高等级青铜器的僭越行为逐渐成风。

青铜器作为工艺美术的重要品种，其图案、线条、构图、形态等等都能够真切地反映出当

时人们的美术水准与审美标准。它是从原始美术中衍生出来的艺术综合体，其单独分离出来的

“礼器”，反映了此时人们对于“美”的进一步要求。

夏代（公元前 2070—前 1600 年）是奴隶社会的形成期，也是青铜时代初期。河南偃师二

里头遗址，年代约在公元前 2080—前 1580 年之间，出土了戈、戚、铃等青铜器，种类不多，

器型较少，质地单薄，纹饰尚不发达。1981年在该地还出土了两件青铜镶绿松石的兽面纹饰牌，

工艺精美，色彩华丽，结合粗犷的兽面轮廓，散发出神秘的魅力。

商代（公元前 1600—前 1046 年）是奴隶社会的重要发展阶段，也是青铜艺术由成熟到鼎

盛时期，除铸造工具、武器外，还制造大量青铜礼乐器。商代前期的青铜器，以河南郑州二里

岗与杜岭、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青铜器为代表，造型规整庄重，器壁较薄，纹饰简洁疏朗。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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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后期，青铜器的铸造工艺更加精湛，器型丰富，流行饕餮纹（或称兽面纹）、云雷纹、夔纹、

龙纹、象纹、鹿纹、牛头纹、凤纹、蝉纹、人面纹等纹饰，通常在云雷纹地纹上再加浮雕式的

主题纹样，铭文简短，多系几个字的族徽图像。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方鼎，安徽阜南出土的

龙虎纹尊，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及人面纹方鼎，江西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虎耳四足的大铜

甗等，皆具形制凝重结实、纹饰繁丽雄奇的特征。

司母戊大方鼎（图九）是现存商、周青铜器中形制最大的鼎器，长 110厘米，宽 78厘米，

连耳高 133 厘米，重达 875 公斤。大鼎腹内有“司母戊”三个籀文体铭文，从这三个字中不但

可以看出商代文字已具有相当高的书写艺术水平，而且也说明这是一尊统治者为祭祀其母亲所

造的青铜礼器。这尊圆形柱足托起的长方形大鼎，立耳、折沿突出其体量感，给人以稳重、庄

严的整体印象。鼎上的装饰主要由兽面、夔、牛、虎等高度夸张的艺术形象组成，增强了神秘、

威慑的震撼力，是青铜器中罕见的艺术珍品。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图九 司母戊方鼎 商代晚期 青铜 1939 年在河南安阳出土

西周 (公元前 1046—前 771年 )是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沿袭商代后期凝重典雅的风格，

铭文加长，陕西临潼零口乡出土的武王伐商簋，铭文记载了武王伐商的重大历史事件。北京琉

璃河出土的伯矩鬲，器盖与器身铸饰着大小不同、样式奇丽的牛头，可视为西周早期青铜器之

杰作。西周中、后期，奴隶制趋向停滞衰落，形制与纹饰日趋简率，饕餮纹已不多见，带状花

纹增加，长篇铭文习见。陕西扶风出土的毛公鼎（图十，铭文长达 497 字，今藏台北故宫博物

院）、大克鼎及史墙盘，眉县出土的盝方彝及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四虎镈等，皆属西周中、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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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典型器。其铭文属于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与甲骨文差不多同样古老，笔画比较粗壮，大

小也比较匀称。

     

    

       
       图十 毛公鼎 西周晚期 青铜 高 53.8 厘米  口径 47.9 厘米 陕西扶风出土

东周时期在历史上可分为前期春秋、后期战国两个阶段。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

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奴隶制逐渐瓦解，呈现“礼崩乐坏”的局面。青铜冶铸业不再为周王室

所垄断，各诸侯国的铸器增多，形成不同的地区风格。春秋中期流行繁缛的蟠虺纹与蟠螭纹，

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盖顶莲瓣丛中直立着一只展翅欲飞的仙鹤，壶身附着龙虎，气势升

腾，结构不凡，具有社会大变革时代的艺术特色。

战国时期（公元前 475—前 221 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物质文化已进入铁器时

代。战国青铜冶铸业，以制造精致灵巧的日用器为主，生活气息浓郁的狩猎、习射、采

桑、宴乐、攻占、台榭等图案纹饰的广泛流行，是各国新兴的封建统治者推行奖励耕战政

策在青铜艺术上的反映。河北唐山贾各庄出土战国早期的狩猎纹壶，据传出自洛阳金村、

今藏日本永青文库的错金银骑士刺虎纹铜镜，歌颂了人们战胜猛兽的大无畏精神，体现

了人类对自身力量的信心。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北京故宫博物院收

藏的采桑宴乐攻战纹铜壶，描绘战国时代贵族演礼的各种场面，是时代特色最鲜明的战

国青铜器。此外，湖北随县曾侯墓出土的蟠虺纹铜尊盘，表现了失蜡法铸造工艺的继续发

展，同墓出土的大型铜编钟，音调洪亮悦耳，造型恢宏庄严，堪称战国青铜器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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