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前　　言

“艺术是一种文明的象征”，因为全人类都创造了艺术，成为一种文化

实体的一部分。

绘画作为人类创造性的开创活动之一，成为人类文明成果之一。绘画

从初步的异想天开、主观臆想到认识自然、反映自然。古今中外各民族在

发展的漫长岁月中，以勤劳和智慧为人类文化历史创造了境界独到、风范

高雅、魅力永恒的艺术样式，浸透着各自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突出 “绘画知识普及性读物”的目标，认识绘画

是人类社会的文化资源，从而唤起青少年更加热爱绘画艺术，更加珍惜人

类丰富的文化遗产，并提高艺术素养。

本书分为８个部分：漫步绘画长廊、纵览绘画种类、认识绘画工具、领

略绘画术语、探寻绘画技法、绘画流派一览、绘画名作欣赏、拜访绘画名

家。浏览古今中外绘画艺术发展情况，介绍古今各个时期影响深远的绘画

流派，尽展绘画名家的卓然才气和执著追求精神，逐一略述了人物画、山

水画、水彩画、油画等中外绘画的迥异风格，对各时期极具代表性的绘画

代表作品做了重点说明。通过中国文房四宝和国外颜料、乳剂为特征绘画

工具，可以了解艺术在不同时代环境下的智慧表现，呈示了人类社会不同

文明特征的风采，一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璀璨一笔。

欢迎青少年翻开本书，走进异彩纷呈的绘画世界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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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绘画长廊

蒙昧时代中萌芽

１．中　国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是世界上原始农业文明的发祥

地之一。与其他古文明相比，中华民族生存繁育的黄河与长江流域，是世

界上唯一的东西流向的大河流域区域。

绘画是人类最普遍的艺术活动之一。在中国，绘画起源于古代象形字，

伏羲画卦、仓颉造字，是书画的先河。有趣的是，文字与画图开始是没有

区分的，书法作为中国特有艺术门类，向来有和绘画同源的说法。

人鱼纹彩陶盆

最早的中国绘画是绘在原

始陶器表面或者绘在地面、墙

壁上的作品，它们属于距今五

六千年之前到距今１万年前新

石器时代在黄河流域的广大地

区，人们发现了广泛存在于绘

在陶器上的纹样与具有绘画性

的图形，甚至在甘肃省秦安大

地湾遗址中，还发现了绘在地

上的人物形象，色彩缤纷，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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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丰富。通常将这些陶器称为 “彩陶”。将画在地面和墙壁上的绘画分别称

为 “地画”与 “壁画”。

内蒙古阴山岩画，苏北的连云港孔望山将军崖岩画，是中国绘画艺术

的起源萌芽时期，大约在旧石器时代。在长达１万年左右的时间内，先人们

创作了许多图像，这些互相连接的图像把整个山体连变成了一条东西长达

３００千米的画廊。此期岩画反映的是人类狩猎、舞蹈、祭祀和战争等活动。

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图案

质朴明快、绚丽多彩，是我国先民的杰出创造。据推测，是宗教或巫术的

感召促使先人们不辞辛劳地创作了这些图像。

２．国　外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即距今３万～１万多年间，西方人最早的美术作品

产生。最杰出的原始绘画作品，发现于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北部地区的几十

处洞窟中，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的拉斯科洞窟壁画和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

洞窟壁画。所绘形象皆为动物，手法写实，形象生动。

进入奴隶社会，文明古国谱写了人类美术史的辉煌篇章。

奈奥夫妇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

之间的地区，称为两河流域。

那里的美索不达米亚雕塑，如

巴比伦王国的 “汉谟拉比法

典”浮雕，表现亚述王国战争

和狩猎的紧张场面，手法极为

写实，充满激烈动势。

古埃及的庞大金字塔建

筑，按照正面律程式雕刻的人

像雕刻和神秘威严的狮身人

面像。

古希腊的自由民主制度创

造了具有民主思想的建筑、雕



· ３　　　　 ·　　

刻和绘画作品，其中留存于世的不少健美而优雅的雕刻形象，如 《掷铁饼

者》、《米洛斯的维纳斯》等，具有无穷的魅力。

古罗马美术继承了古希腊的传统，规模巨大的科洛西姆竞技场和万神

庙是古罗马建筑的杰出代表。而曾被维苏威火山灰掩埋达１７００多年的庞贝

壁画，则给我们展示了古罗马绘画的独特面貌。

文明时代中发展

１．中　国

我国秦汉时期，绘画成为一种宣扬功业，显示王权的艺术活动，宫殿

壁画建树非凡，祥瑞图像及表示忠、孝、节、义的历史故事成为画家的创

作题材。此时的艺术以深沉雄大的气魄，在中国美术史上放射着夺目的光

彩。这时的绘画作品，手法极其熟练，有着非常高超的技巧，特别是在用

笔上，常常有一种运笔成风、以少胜多的感觉。寥寥数笔勾画出人物的动

态与神情，往往体态飞舞、神情自若。人物的身份、关系与姿态交代得有

条不紊。在着色与布局上也较自如。

魏晋时期画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

迎来了继往开来的变革时代，

佛教艺术的传入给绘画注入了

新的血液。遍布在全国各地的

许多石窟，保存至今，石窟艺

术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艺术宝

库。此期的绘画走向成熟，专

业画家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

带来了新的绘画艺术。南方出

现了顾恺之、张僧繇等著名画

家，北方也出现了杨子华、曹

仲达、田僧亮诸多大家，画家

的身份逐渐进入了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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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越发重要的角色。

在这一时期中，发展得最为突出的是人物画和走兽画，而中国绘画中

的其他各科还远未成熟，山水只是作为人物故事画的陪衬之景，包括东晋

顾恺之的传世作品 《洛神赋图》在内，山水画的逐步独立直到南北朝后期

才将完成。

２．国　外

自公元４７６年开始，欧洲历史进入封建中世纪。受基督教制约，中世纪

美术不注重客观世界的真实描写，而强调所谓精神世界的表现。拜占庭教

堂、罗马式教堂和哥特式教堂，各具艺术上的创造性。与宗教建筑相结合，

雕刻、镶嵌画和壁画也取得了一定成就。

异彩纷呈迎辉煌

１．中　国

在中国绘画发展史上，隋唐时期各科画家先后涌现，风格渐趋健美

飞动。

隋代绘画风格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有 “细密、精致、臻丽”的特点。

画家来自各地，集中于京城，大多擅长宗教题材和描写贵族生活。山水作

为人物活动不可缺少的环境，较好地表现出了 “远近山川，咫尺千里”的

空间效果，山水画开始独立出来。

唐代的人物鞍马画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青绿山水与水墨山水先后成熟，

花鸟与走兽也作为一个画科，获得了独立的地位。

初唐时的山水画沿袭隋代的细密作风，花鸟画已经出现个别名家，宗

教绘画的世俗化倾向逐渐明显和增多。盛唐时期是中国绘画发展史上一个

空前繁盛的时代，也是一个出现了巨人与全新风格的时代。以吴道子为代

表的人物画 （包括宗教画）与山水画，展现了唐代绘画的卓越成就。

水墨山水画家名人如林，群星灿烂。他们大都是失意文人，有的被罢

官，有的仕途不顺而退隐山林。他们不论在生活习惯方面，还是思想、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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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风格方面，都有许多共同点，可以看出当时水墨山水绘画艺术的全貌。

宗教绘画更趋世俗化，经变绘画又有发展。不同地区的画法交融为一，

产生了颇受欢迎的新样式，以 “丰肥”为时尚的现实妇女进入画面。以吴

道子、张萱为代表的人物仕女画，不再描绘初唐的政治事件，转为描写日

常生活，造型更加准确生动，在心理刻画与细节的描写上超过了前代的

画家。

花鸟画的发展虽不像人物画和山水画那样成熟，但在牛马画方面却名

家辈出，如曹霸、韩干、陈闳、韩滉、韦偃等。此外，著名的画家王维、

卢稜伽、梁令瓒等也很有名气，到了今日还能看到他们的传世作品或者后

世的摹本。

中晚唐的绘画，以周昉为代表的人物仕女画及宗教画更完备。而王墨

等人的山水画则发生了变异，盛行树石题材，渐用重墨，泼墨山水画也开

始出现。边鸾、滕昌佑、刁光胤等的花鸟画作品则体现出了花鸟画的日臻

完善。

五代时期，绘画史上产生了一批大宗师。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都

继承了唐代的传统，并出现了新风貌。山水画发展了唐代的水墨一格，出

现了荆浩开创的北方山水画派，南唐创立了画院，山水出现了以董源为代

表的江南山水画派。花鸟画也大有发展。

宋代的画院 （朝廷办的机构），对绘画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同时培养了

一大批绘画人才。山水画更加注意写生和技法的探索，呈现出巨匠辈出的

繁荣景象。花鸟方面，发展的成就突出，花鸟画家比较注重师法自然，注

重写生，同时也强调了花鸟画的思想内涵。人物画，尤其是人物故事和社

会风俗画得到了高度发展。文人画南宋绘画的活动中心，仍集中在画院。

南宋山水画构图简洁，意境完整，主体鲜明，笔触大胆泼辣，水墨发挥得

更加充分。文人画开始出现，强调绘画的意境，追求简单的水墨表现风格。

在实践中创造了杰出成就，梅、兰、竹、菊四君子画，成为文人画的特殊

题材。

元代绘画注重诗书画的结合，舍形取神，简逸为上，重视情感的发挥，

审美趣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体现了中国画的又一次创造性的发展。

明代是中国书画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一些以地区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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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家和流派，如以戴进为代表的浙派，以沈周、文徵明为代表的吴门派，

董其昌、赵左的松江派，华亭派，苏松派，蓝瑛的武林派，等等。山水画、

花鸟画成绩卓著，前期以仿宋院体为主，中晚期水墨文人画占据主流。

清代的绘画中文人画日益占据画坛主流，山水画的创作及水墨写意画

盛行。画坛流派之多，前所未有。清代绘画，分早、中、晚三期，初期以

“四王”为代表，江南出现了反正统的画家。同时，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扬

州，掀起了一股新的艺术潮流，形成了以 “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

对近现代的花鸟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仿董北苑山水图

２．国　外

日本浮世绘艺术始于１７世纪，它着

重描绘社会风俗，代表市民阶级的趣味，

但在初期，这种绘画含有批判与嘲讽封

建统治者的色彩，具确进步意义。它与

我国明代的版画发展相呼应，在一定程

度上受我国版画的影响，对欧洲近代美

术有很大刺激力。

波斯地处欧亚两洲的中间地带，所

以它的艺术兼有西方艺术的影响和东方

文化的痕迹。波斯古国的文化虽然历史

久远，１４世纪以后独特的细密画为全世

界熟知。因这种细密画最初只被允许在

回教内部 “通行”，因此，它长期来一直

被收藏在清真寺的图书馆里。１６世纪的

波斯沙伐维时代，细密画已及于顶峰，

然而其风格仍是幼稚和精细兼而有之。

从此世纪中叶开始，对土耳其与印度的

美术仍有很大的影响。印度半岛北部的

莫卧儿帝国的绘画，就是这种细密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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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

１４～１６世纪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绘画艺术以坚持现实主义方法和体

现人文主义思想为宗旨，在追溯古希腊、古罗马艺术精神的旗帜下，创造

了最符合现实人性的崭新艺术。

意大利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是文艺复兴美术的三位代表。

达·芬奇既是艺术家又是科学家，其杰作 《最后的晚餐》、 《蒙娜·丽莎》

等皆被誉为世界名画之首。米开朗基罗则在雕刻、绘画和建筑各方面都留

下了最能代表文艺复兴鼎盛期艺术水平的典范之作。他塑造的人物形象，

雄伟健壮，气魄浑宏。拉斐尔则以塑造的秀美典雅的圣母形象最为成功。

他的圣母像寓崇高于平凡，被誉为美和善的化身，最充分地体现了人文主

义的理想。

１７世纪，意大利出现了巴洛克美术，风靡全欧。它追求激情和运动感，

强调华丽绚烂的装饰性。这一风格体现在绘画、雕塑、建筑等各个美术门

类中。鲁本斯是巴洛克绘画的代表人物，他的绘画热情奔放、绚丽多彩，

对西方绘画具有持久的影响。同时代的现实主义大师如荷兰的伦勃朗、西

班牙的委拉斯贵支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巴洛克的特色。

伊苏斯之战

１８世纪，法国兴起罗

可可风格，随后波及欧洲

其他国家。此风格的特点

是追求华丽纤巧和精致。

代表画家有法国的瓦托、

布歇和弗拉戈纳尔。１７８９

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到来，古希腊、古罗马的

英雄主义精神又一次重振，

进步的美术家们开展了一场新古典主义艺术运动。代表画家是法国的大卫

和安格尔。浪漫主义随着新古典主义的衰落而兴起。法国的热里柯的 《梅

杜萨之筏》被视为浪漫主义绘画的开山之作，而这一运动的主将却是德拉

克洛瓦，其绘画色彩强烈，用笔奔放，充满强烈激情，代表作有 《希阿岛

的屠杀》和 《自由领导着人们》等。法国吕德的 《马赛曲》和卡尔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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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都是杰出的浪漫主义雕塑作品。

１９世纪中期是现实主义美术蓬勃兴旺的时期。法国画家库尔贝是现实

主义的倡导者，他的代表作 《奥南的葬礼》可称绘画中的 “人间喜剧”，其

中 《石工》深刻揭示了社会的矛盾，表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农民

画家米勒勤劳朴实，以醇厚真挚的感情，歌颂了辛勤劳作的农民。政治讽

刺画家杜米埃创作了大量石版画和油画，思想深刻而形象夸张。德国女版

画家柯勒惠支，创作了铜版画和石版画，反映工人运动和农民革命，具有

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和鲜明的个人风格。俄罗斯产生了列宾、苏里科夫等杰

出的批判现实主义画家。法国雕塑大师罗丹的作品也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

品质。

到了１９世纪后期，印象派在法国产生，受到现代光学和色彩学的启示，

注重在绘画中表现光的效果。其以创新的姿态出现，反对当时已经陈腐的

古典学院派的艺术观念和法则，代表画家有马奈、莫奈、雷诺阿、德加等。

继印象派之后，还出现了修拉和西涅克为代表的新印象派画家，塞尚、凡

·高、高更等为代表的后印象派画家。凡·高的绘画着力于表现自己强烈

的情感，色彩明亮，线条奔放。高更的画多具有象征性的寓意和装饰性的

线条和色彩。塞尚绘画则追求几何性的形体结构，他因而被尊称为 “现代

艺术之父”。



· ９　　　　 ·　　

纵览绘画种类

人物画

人物画是以人物形象为主体的绘画的通称。中国的人物画简称 “人

物”，是中国画中的一大画科，比山水画、花鸟画等出现得早。大体分为道

释画、肖像画、历史故事画等。人物画力求人物个性刻画得逼真传神，气

韵生动、形神兼备。其传神之法常把对人物性格的表现，寓于环境、气氛、

身段和动态的渲染之中。故中国画论上又称人物画为 “传神”。

在周代即有劝善戒恶的历史人物壁画。至战国秦汉，以历史现实或神

话中人物故事和人物活动为题材的作品大量涌现。战国楚墓出土的 《人物

龙凤》与 《人物驭龙》帛画是已知最早的独幅人物画作品。魏晋时期，思

想的解放，佛教的传入，玄学的风行，专业画家队伍的确立，促成人物画

由略而精，宗教画尤为兴盛，出现了以顾恺之为代表的第一批人物画大师，

也出现了以 《魏晋胜流画赞》、 《论画》为代表的第一批人物画论，奠立了

中国人物画的重要传统。现代的中国人物画，更强调深入研究传统，还广

泛吸取了西洋技法、技巧，表现新的时代生活，在造型和布色上有所发展。

中国人物画家主张以神 “画形”，紧紧抓住有利于传神的眼神、手势、

身姿与重要细节，强调分别主次，有详有略，注重传情的面部手势而不注

重衣冠，注重人物活动及考虑呼应而不注重环境描写。在人物活动与环境

景物关系方面，抒情作品常借创造意境氛围烘托人物情态，叙事作品采取

横幅或长卷构图，用环境景物或室内陈设划分空间，采用主体人物重复出

现的方法，把发生在时间过程中的事件一一铺叙，突破了统一时空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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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意人物画中，笔墨相互为用，笔中有墨，墨中有笔，一笔落纸，既

状物传神，又抒情达意，还显现个人风格，难易程度远远胜于山水花鸟画。

人物肖像画，展现人物气质品格的特定景物，具有不同于一般肖像画的特点。

山水画

山水画是以山川自然景观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中国画，简称 “山水”。山

水画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但尚未从人物画中完全分离。隋唐时开始独

立，五代、北宋时趋于成熟，成为中国画的重要画科。中国山水画相比西

方风景画，起码早了１０００余年。从山水画中，可以集中体味中国画的意境、

格调、气韵和色调。传统上按画法风格分为青绿山水、金碧山水、水墨山

水、浅绛山水、小青绿山水、没骨山水等。

艺术不但是一种征服自然的想象，还是一种征服自然想象的象征。先

人与自然一开始便用艺术的方式对活，自仰韶文化起，人与自然的关系便

具有了象征性。沧源文化的 《村落图》，用岩画形式记述了人类对农耕定居

的 “家”的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就这样伴随着艺术，

不断地深化与发展。

现今，用 “确立”二字来正名山水画的是顾恺之。这位 “发前人所未

发，开后人之师承”的艺术家，第一次将山水搬上了中国美术的表现舞台，

他的 《画云台山记》可算山水画论的开山之作。被称为中国第一篇山水画

论的是宋宗炳的 《山水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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