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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体，拥有着自然界中几乎所有美的元素，既展示壮美、博大，也彰显优美，是多种审美符号的
综合体。其物态中所流露的思想与智慧，打动了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所有人的心灵，并使他们从中寻觅
到抒发情感的机会，来显示各自的审美趣向。　　人体，其形态组织有圆的、方的、直的、曲的、长
的、短的⋯⋯或是平缓的，或是激烈飞扬的⋯⋯艺术家从无限信息中提炼、概括、抽象出几何元素，
且随着情绪的参与使人体美赋予更广阔的意义。　　人体，无数艺术家因为她而惊叹，带着感动的情
绪去演绎对物象的主观认识，触动的是艺术家内心的感受，激活的是艺术家的想象，显现的是美的形
式。　　人体，在艺术家眼里是美的化身，不仅包含了取之不尽的造型元素，同时又是能与艺术家沟
通对话的生命体，人体艺术的发展过程仿佛就是一部浓缩的西方艺术史。　　我们无论以怎样的方式
去体验人体美，去赞美这一自然界中的客观存在，必定会质问：驾驭这一美的构造又是怎样呢？这样
首先要面临结构解剖理解的挑战，既是一道阻隔主客体之间的阴霾，又是认识理解对象的基础，也是
艺术家走出迷茫而不可逾越的必经之路，更是必要的理论；隹备。正所谓未雨绸缪，这一点前辈艺术
家以他们的努力为我们做了极为精彩的示范⋯⋯　　全书共分四章　　第一章：为绪论，简要概述东
西方艺用解剖发展史以及学习方法和目的。　　第二章：为基本理论部分，从艺用角度详细解读人体
构造的基本内容。　　第三章通过对现实环境中的对象进行结构体块分析，从而加深基本理论的认识
，使理论升华为形态理解。　　第四章.运用分析大师的作品，从中体会艺用解剖认识的意义，并为我
们的理论学习和实际应用提供多重途径，并获取最直观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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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艺用人体解剖与应用学》

内容概要

《新艺用人体解剖与应用学》是“浙江省十一五重点建设教材”之一，全书共分4个章节，主要对新
艺用人体解剖与应用学知识作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艺用解剖学发展简史、基本体态特征、人体全身
骨骼与肌群、动态与结构体块分析、关于人物整体作品分析等。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
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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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兴军，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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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艺用解剖学发展简史一 原始时期二 古希腊时期三 中世纪时期四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
——现代五 人体解剖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古代)六 近代七 结论第二节 结构认识途径一 由里到外的认知
理解方式二 区域分割的理解方式三 整体与局部辩证统一的理解方式四 认知与体验的分析理解方法第
三节 依理明道思悟而造分析练习题第二章 基本理论第一节 基本体态特征一 基本比例人体基本比例对
照表二 男女基本形态差异三 区域与方位第二节 人体全身骨骼与肌群一 全身主要骨骼(一)全身骨骼概
述(二)骨骼总汇A表二 全身主要肌肉(一)肌肉的概述(二)肌肉总汇A表第三节 区域认识一 头颈部(一)骨
骼总汇B表(二)肌肉总汇B表二 躯干(一)骨骼总汇c表(二)肌肉总汇c表三 上肢(一)骨骼总汇D表(二)肌肉
总汇D表(三)骨骼总汇E表(四)肌肉总汇E表四 下肢(一)骨骼总汇F表(二)肌肉总汇F表(三)骨骼总汇G表(
四)肌肉总汇G表五上肢与下肢结构比较第四节 关节认识一 骨骼总汇H副表二 骨骼总汇H表三 肌肉总
汇H表分析练习题第三章 动态与结构体块分析第一节 总体分析第二节 局部分析分析练习题第四章 大
师作品解剖应用分析第一节 关于人物整体作品分析第二节 关于人物局部作品分析分析练习题附一 术
语总汇附二 汉英对照常用解剖学名词附三 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Page 5



《新艺用人体解剖与应用学》

章节摘录

　　第二节 结构认识途径　　希腊人很早提出的模仿自然，在中国古代画家理论家谢赫“六法”中应
物象形，随类赋“彩”，同样得到过总结。要达到真正意义的模仿来还原现实对象，就必须根据物象
内在的本质特征去描述、归纳它，并以外部的特殊性创造出可以区别其他且可以辨别的客观真实的形
象。然而要做到这些，完成对自然的模仿就应该认知某类别物体的构造原理，掌握最可靠的支持，这
样才能做到“六法”中所称的“传移模写”吧。　　人体作为视觉艺术的客体，通过极其丰富的造型
元素之间不同的排列组合所造就的总体形态来刺激我们的视觉。在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造型体验的
同时，又迫使我们去应对许多疑惑和追问，积极寻求物态造像成因，成就观察、理解、表述的理性支
持。数百年来，先辈大师们亲历艰辛探究人体解剖结构的客观存在，为我们留下了丰富宝贵的图典和
文献。我们既能从中见到米开朗琪罗、达·芬奇、伦勃朗、阿尔比努斯等诸位大师致力于人体解剖探
究的足迹，又能有幸读到通过解剖学家合力积淀而成的理论典籍。　　研究分析人体构造是为了让我
们明晰所见形态的本质内在成因，为我们再现对象，激发潜在想象力，进而传递审美情趣，提供主客
体链接的科学逻辑支持。让我们的观察、理解、表现变得游刃有余，正所谓未雨绸缪。这样，对人体
解剖结构的认知已悄悄成为我们的需要，是不可忽略的。那么该如何面对呢？在这一点上存在着不同
的心态。既有图解式的只注重概念不关注现实物象纯理论性被动的接受，也有得过且过地回避物态客
观本质的纯粹感性的观物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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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其实不适合我去读，估计没什么以外的话，这辈子不会读这类的书了，我没画画的天分和激情。
2、有很多人体的照片以及相应的肌肉改变形状的图，收益很多=v=
3、《“新艺用”的提法》——前半部比较凌乱，人物、风景搀杂在一起，主题比较涣散。后半部以
经典美术名作作例子分析，人体解剖与绘画、雕塑的关系比较，一目了然。就是模特寒碜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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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记得以前曹兴军老师写过一本中国美院出版的《解剖》，当时就觉得条例很清晰，介绍也很全面
，不愧是国家重点级教材，那日去书店无意发现了这本曹老师的新作，延续了以往的品质，非常不错
⋯⋯本书最大的特色是采用一样的光线与动态的实体人物照片和肌肉骨骼解剖图深度解析了大师作品
。
2、艺用就是艺用（造型用、非医学用），新在哪？铜版纸，印刷效果不错。很多艺术作品都太小，
不适合收藏；但是近６０的价格、沉甸甸的分量，又不适合教学。大概是供学校或者院系图书馆买来
，作为教辅、教参吧。前半部比较凌乱，人物、风景搀杂在一起，主题比较涣散。后半部以经典美术
名作作例子分析，人体解剖、骨骼肌肉与绘画、雕塑的关系比较，一目了然。很好。再搭配真人模特
做现场演示，想法不错。就是模特寒碜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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