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道与正纬》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原道与正纬》

13位ISBN编号：9787548001409

10位ISBN编号：7548001401

出版时间：2010-4

出版社：江西美术出版社

页数：35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原道与正纬》

内容概要

《原道与正纬:首届全国美术院校博士生学术论坛论文集》内容简介：论坛的主题定为“原道与正纬”
。近年来，以西方话语权为主导的艺术格局正遭受着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其前景愈加变得模糊难辨
。中国式的禅思能否带来文化的自信与自足？传统文化资源又如何被我们深层探秘和重新激活？西方
艺术如何给我们以参照？我们该重续末竞之渡，找寻我们自己的文化之源，还是重蹈西方艺术的覆辙
？这些都需要我们从自身的方位出发，寻求为自我加冕的理性理由。回到艺术本体中，回到自我的指
向中，我们最大的幸运在于我们现世的此时、此在，而此时的智性思考便提示了我们的真实存在。我
们应该努力地“原道与正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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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道与正纬》

书籍目录

序：博学慎思，激浊扬清毛建波（中国美术学院）壹：艺术史研究中的思想呈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浅谈中国画的为学次第和画道传承何士扬（中国美术学院）明清肖像画的演进与美学意蕴朱万章
（中国艺术研究院）汉代石雕的兴起与外来文化的影响陈柳玲（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泰国籍）画体视角
——由“水墨”一词而展开的相关概念梳理及关联王雪峰（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后）对“水不容泛，人
大于山”误用之批评——反思古代美术史研究的一个视角孟宪平（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试论“金陵八
家”说的形成与演变吕晓（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后）清代台湾代表画家及其绘画特质汪世基（中国艺术
研究院中国台湾）汉“伏羲女娲画像石”新考胡俊（中国美术学院）论中国画的“形”与“象”问题
查律（中国美术学院）仿作何以成为创作？——董其昌与明清山水画“预成图式”李安源（南京艺术
学院）贰：当代视野下的艺术境遇策划人没有道路，只有方向张晴（中国美术学院）当代艺术的现实
性与现代性，以及其他自身的形式朱其（中国艺术研究院）后理论时代的中国图像曹田泉（中央美术
学院）何去何从？——反思全球化语境中的地域美术傅丽莉（南京艺术学院）叁：实践类艺术和艺术
方法论研究《莫兰迪绘画方法研究》——第二部分节选蒋梁（中国美术学院）传统书法在当代语境下
的文化角色转换郭怀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当代版画细密画风初探闻松（中国美术
学院）对“观念至上”的绘画当代性的反思蒯连会（南京艺术学院）绘画的方位顾黎明（中国美术学
院）材料、方法与艺术史哲学——对艺术史研究和写作中的一些问题的思考曹天成（中央美术学院）
真实景观的艺术虚构——明清苏州传统园林空间设计研究的途径之一邰杰（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差异
或高低——中国艺术研究中的他者与自省汪贤俊（南京艺术学院）从董其昌的“山水决不如画”说起
——艺术史重新阐释中的价值取向孙恩扬（中国艺术研究院）肆：设计艺术研究或谓，山季伦的“白
接蘸”连冕（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人间·空间·时间——城市形象系统设计研究成朝晖（中国姜术学
院）论苍山民间泥塑造型与心理实用性顾浩（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陕西皮影中的丑角艺术王侃（西安
美术学院）中国手工艺发展的产业前景徐东树（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后）“日常生活记忆”之于当
代设计的方式陶音（中国美术学院）城市意象的连续性研究邹涛涛（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时空观念下的建筑设计转向夏娃（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从“瓦西里”到我们的生活：钢管椅的设计及
演变王敏（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契合之道——再读“巴塞罗那椅”吴屹（中国美术学院）“自然”的
三张面孔——以德莱赛的图案设计为主要例子麦静虹（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设计的边界——女性
主义与设计的可能性张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世博会中国馆建筑的传统元素与国家政治文化诉求胡
斌（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城市色彩的趋同与特色黄斌斌（中国美术学院）关中传统民居建筑装饰及
现代传承性分析周靓（西安美术学院）附录：1．首届全国美术院校博士生学术论坛开幕式发言2．首
届全国美术院校博士生学术论坛专家点评及自由发言3．北京大学朱青生教授关于国际艺术史大会的
演讲4．首届全国美术院校博士生学术论坛入选博士生（后）名单5．入编论文集博士生（后）简历6．
首届全国美术院校博士生学术论坛与会代表、专家合影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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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段评论透视出曾鲸特有的技法：每画一图，必经反复烘染，甚至达到数十层，这在以往的肖像
画创作中是极为少见的。据此可知，曾鲸在技法上的变革成为他艺术上匠心独具的标志。不仅如此，
他在题材上也是几乎无所不能，如高士、仕女、僧尼以及山水衬景等，突破了普通民间画工仅专一能
的局限。在人物的刻画方面，他特别注重面貌表情，能把人物的“神”表现得惟妙惟肖，达到“咄咄
逼真”的艺术效果。　　徐沁在《明画录》则称其为“落笔得其神理”，这与姜绍书的“妙得神情”
之说可谓如出一辙。该书还特地谈到曾鲸的传人，主要有金毂生、王宏卿、张玉珂（琦）、顾云仍、
廖君可（大绶）、沈尔调（韶）、顾宗汉、张子游（远）等，并称他们“行笔俱佳，万历间名重一时
”。此外，还谈到他的儿子曾沂则不以人物见长，以山水著称于世。　　蓝瑛、谢彬在《图绘宝鉴续
纂》中评道：　　善写貌，大小影像，无不俨然如生。兼得笔墨之灵，衣纹配合，各得其当。　　这
里除论及曾鲸的画与上述两家的得其神韵之说（“无不俨然如生”）相似外，还谈到一个笔墨问题和
衣纹配合的问题。虽然只有简短数言，但亦可窥见曾鲸在肖像画方面特有的艺术技巧。　　古人的画
评，往往极为抽象，甚至不乏辗转摘抄，以讹传讹者。但以上三家之评论，除徐沁之评颇感空泛外，
另外两家无不各得其要领。从这些评论不难看出曾鲸在时人（姜绍书、徐沁、蓝瑛、谢彬）眼中的显
赫地位和艺术成就。但仅仅这些评论还远不足以概括曾鲸艺术的全部。我们要全面认识其肖像画的艺
术特色，必须从他的作品本身入手。　　以前述《赵赓像》（图3）为例，曾鲸所画之人物大多正襟
端坐，面部所用之材料出现泛白的现象。在人物的结构和比例方面，似乎受西洋画的影响，有着透视
的功底。这应该是和明代中后期以来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西洋画及其相关技法并在沿海一带产
生一定影响有很大关系。曾鲸出生在福建沿海，寓居南京，并曾游历江浙一带，在广泛的社会交往与
活动环境中，是有机会接触到西方传教士或者西洋画的。从这一点来讲，曾鲸应该是中国画早期改良
派的先驱。”。曾鲸在人物的刻画中，侧重的是人的面部表情。为了避免喧宾夺主，他所画的衣服一
般较为简洁，很少有繁缛的渲染，大多用一些线条勾勒出衣纹，寥寥几笔即可传递出像主的身份、神
态，与面目相得益彰。在衬景方面，有论者认为，他“也是尽力追求简洁明快，以最能够表现所描绘
对象精神生活和个性特征的小物品入画，甚至于不用任何衬景就可以将人物的性格、身份表现得恰到
好处”，这是对其画的较为准确的评述。这在《赵赓像》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该画仅用几案、画卷
、石桌、小香炉等仅有的几件物品作陪衬，这种陪衬正是像主清雅、高洁生活的体现，一目了然地衬
托出像主的身份与性格。　　曾鲸的这类肖像画在其传世画迹中占据主流，可以将其归纳为具有观赏
性的肖像画。　　此外，曾鲸还有一类带有娱乐性的肖像画。这类画大多是与人合作。一般是曾鲸写
像，合作者布景，如广东省博物馆所藏的另一件曾鲸作品便是他与沈士鲠合作的《徐元亮像》。从该
图的题识可以看出，画中的松树、溪流等衬景为沈氏所画，而像主徐元亮则是曾鲸所写。像主的衣纹
与帽子与《赵赓像》颇为雷同，但人物的神态与面部表情则各有千秋。这说明曾鲸在面部以外的衬景
中有程式化倾向，其长项则专注于人物的“神理”。曾鲸与他人合作的其他作品如《侯峒曾像》（与
张种合作，上海博物馆藏）、《顾梦游肖像》（与张风合作，南京博物院藏）等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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