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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艺术史》：这部艺术史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由欧洲四个不同国家——德国、波兰、葡萄牙和法
国——的四位教授共同撰写的。作者们曾反复切磋，交换对于艺术史的观点，从而产生了介绍艺术史
实的一种革新的办法。这部著作研究了西欧从起源直至现代的艺术，面向所有感到有必要去探索艺术
世界的人，努力使用简洁准确的词语，对繁多的专有名词、日期、风格作明确划分和排出顺序。

Page 5



《西方艺术史》

精彩短评

1、这本书和同系列的《欧洲史》都被不约而同评价为“不适合入门者”⋯⋯⋯⋯⋯⋯⋯⋯＝ ＝ 
2、苦逼考研路
3、翻译太烂
4、一直把她当成百科来读。
5、语句不通顺，结构有点乱
6、看的是二手书店淘来的旧书，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带着噪点的黑白照片呢。
7、翻译实在差强人意。
8、450页介绍完西方艺术史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本书写的简明扼要又不失分寸，三分之一的历史介绍
清晰明了，是本好书，适合有西方历史背景的人看看
9、这本书还行，可惜被我在大学毕业时候卖了。
10、高中的时候买来装逼的。同学索要过，没给，经常随手翻翻而已。
11、限于时间，不然就读第二遍了。
12、J11/51
13、书比较早。叙事方式很“学院派”。只能说很专业。如果有“通俗版”的可能更好。
14、差评
15、这本书居然还在家里。大学或者高中的时候买的。还有一本欧洲史，毕业时卖了。
16、黑白配图实在是...
17、很喜欢。
18、没读完就还了，一般般啦
19、只是我家有这本书而已

20、和欧洲史一个系列，总体来说，写的很不错~
21、大学的教材书~那是回忆啊~~~
22、并非入门读物
23、哈哈，大学时候买的二手书，挺有意思的
24、翻译。。糟透了！讲的太少了！！非常之不适应！！！
25、西方艺术简史
26、看西方艺术史，最震撼的一点就是，同是春秋战国时期，西方的艺术创作偏写实，中国一直到现
在为止，讲究主要都是以意境为主。这估计跟东西方的哲学方向一脉相承。 西方即使讲抽象的哲学，
也是比较具象化地细化。而中国的哲学，以治国之术，自然之术，比较玄的道为主。
27、艺术已经向着我越来越不能理解的方向发展了
28、也许是因为盗版，也许是因为翻译，读来比较晦涩，对各个时期西方艺术特点的归纳也不够明晰
。
29、再读起来很不错～感慨艺术的发展越来越大众～也越来越廉价～
30、繁琐，只留几页附表做了笔记
31、读着很痛苦 因为要根据中文猜测画家的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名字
但是也很难得的读到中国人参与的艺术史著作
32、图片不是彩印差评
33、简介概要 入门不错 深入学习需要更多信息
34、扫盲
35、浮光掠影 不够精美 各种主义 注意到政治、社会与思想发展对艺术的影响 提及的思想家如孔德、
费希特、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维纳等
36、小時候十塊錢三本的記憶，也不知道為什麼就買了這本，當時一堆破書在一起打折，半懂不懂學
了幾個藝術名詞，洛可可之類，也算一種啟蒙吧。
37、人名 物名 许多专有名词翻译与平常看到的不同  阅读起来很痛苦
38、好吧，书中的那些历史什么的还真是没有记住呢，还是再看完全球通史，还有欧洲历史这两本书
再来看这 本书吧，这样完全没有历史背景的，这些历史人物还真记不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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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借了两次都没读完，今天去图书馆一问下架了。。
40、印刷质量不够好，我只看画了~~画还是黑白的⋯⋯
41、对入门者太难，我因书中大量偏向建筑而看不懂关于建筑的结构及专有名词。并且因为对欧洲古
代史不了解，很多地名在现代已经消失，在定位地理范围的时候比较麻烦。太多作品没有配图，又因
为翻译不准确，很难找到人名，尤其是作品或者建筑物的原文名称再去搜索图片。要靠耐心查阅其他
资料来辅助。
42、这本书适合专业人士休闲时读，如果你想获得非专业的赏析或体验，本书不是最佳的选择。另：
排版不好。
43、一不小心买了盗版书，印刷之差，令人发指；翻译虽然是徐悲鸿的长子，但坦白地讲，感觉里面
的文字很拗口，不得不怀疑是不是翻译有问题。
44、艺术这个东西，不直接感受具体的作品仅去看历史完全无意义。有了具体感受的经验再来梳理脉
络才有点意思。 这本几乎仅罗列了各时期各派的代表作，并未理出艺术发展的线索，记得是某年去北
京看音乐节的高铁上翻完的，若不是某种好奇心支撑，看不下来，浪费时间。 艺术史对艺术的意义也
仅相当于鸟类学对鸟类的意义吧。
45、海南出版社的书评论有余，深度同样不够。当然，该书对一些具体作品的赏析值得肯定。
46、它很傲骄，无需点缀，完美的自成一体。做梦都想以后能教授这门课
47、淘到一本《西方艺术史》，01年版本的老书。开心。它的独特在于是由欧洲四个不同国家—德国
、波兰、葡萄牙和法国的四位教授共同撰写的。他们曾反复切磋，交换对于艺术史的观点，从而产生
了介绍艺术史实的一种革新的办法。这部著作研究了西欧从起源直至现代的艺术，面向所有感到有必
要去探索艺术世界的人
48、凑合看。优点是脉络清晰。
49、如果按这个方式考我就直接放弃了~
50、笼统的介绍，内容缺乏深度，可读性不强。想要深入的了解西方艺术，或许只能亲身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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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显然不是一本西方艺术史的入门读物，内容不够详实，略去了很多关键人物和作品，最囧的是
翻译不准确，译者似乎根本不懂艺术史，书中所列艺术家姓名和作品，统统照着法语原版音译\直译过
来，帕米贾尼诺变成帕尔马桑，古赞父子不分，荣军院整成残废军人宫，卡皮托利牝狼雕刻的说明含
糊其辞，安康圣母教堂被弄了个面目全非的怪名......初学者如果拿它当教材会很杯具。但是，已经研
读过艺术史的人应该会喜欢这本书，作为辅助读物，哪怕是边看边修正，也不会影响阅读的乐趣，不
同于“正史”的严肃拘谨，全书用一个个颇具特色的小标题“分镜”，作者以一种直抒胸臆，风趣幽
默得近乎调侃的语调向读者讲述艺术的故事，辅以丰富的图示，令人十分愉悦。
2、这本书以时间为线索,分别以5编介绍了西方的艺术发展史,为古代艺术/中世纪艺术/15-18世纪艺
术/19世纪艺术/20世纪艺术.基本的比较大线条的勾勒西方艺术发展的过程.比较全面,也比较初略,适合
对西方艺术感兴趣的入门者阅读.基本上是一些事实的阐述,比较少评论或者观点.此外,有许多某艺术形
态的图片可供参考个人感觉,比国内编的教材好很多
3、450页的篇幅，使得介绍的浓缩性极高，有一定西方艺术史知识的读者看起来会有一定的收获，初
学者会感到吃力，大量人名和提到的作品并没有适量的文字和图片介绍，需要自行查阅。翻译方面，
如其他西方艺术书籍翻译中的出线的问题，有些地方大量的直译，甚至产生了幽默的效果，不知是不
是出于故意，很多华丽的形容词在一个又一个的定语从句句式中，搭配得让你在阅读中不得不调整呼
吸节奏，然后倒回重读。即使如此，我们仍能体会到原作者在对某些艺术形式的感叹时语言所表达的
心旷神怡的那种感觉。值得一提的是书后面附的整个美术史各时期流派发展编年表，系统而直观。
4、像我这种刚接触的门外汉，读此书灰常的不适应。主要是因为繁多的希腊-罗马-拜占庭等专有的人
名/地名以及非常多的专业术语，尤其是在建筑这块，洛可可，拜占庭，哥特建筑==，会让人很难简
单凭借术语产生形象。。虽然每一章节前都有关于这个艺术派别的社会历史简介，但是后面却是纯美
术展示，如果每个派别的发展阶段与社会历史进程穿插说明可能效果会更好。如果是已经学过的同学
读起来可能更顺吧。初学者还是看国内的艺术史吧，毕竟读起来通顺。。因为我还是初学者，所以对
这书的评价可能并非准确，请诸位勿认真！
5、读国内的艺术著作，已经十分厌烦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陈词滥调，因为考试，但又是刚入
门，所以选择一本好书是非常重要的。 之前读的李春的书，内容庞杂好些总感觉也不怎么专业，虽然
是央美的美术史教授，出于对老人的尊重，也就不过多的贬低些什么。 　　在书店找了好久也就找到
了这么一本外国著作，看了开头就决定买了。 　　跟李春的不同，全书各章节论述各个时期的艺术概
况非常均匀，而不是文艺复兴以前的艺术史叙述的简略，文艺复兴后的艺术史就很繁琐。 　　其中对
于重要作品的分析非常细致入微。而不是象中学历史中所叙述的那些名作。
6、每本书都有它的初衷，有的是拒绝大众，把自己故意置身于某一小团体中，因为有些艺术确实是
不能从高台上放下的。放下后难免会失去它本身的魅力。《西方艺术史》也有它的初衷。译者是著名
画家徐悲鸿长子，徐庆平先生。先生为人朴实，虽为艺术家，但于穿着方面却不是过于讲究，谈吐淡
雅，没有架子。我校里每次稍微重要的小事，他必亲临，时而挥毫泼墨，时而婉言达意。我相信，他
是愿意把悲鸿精神在青少年中传播下去的，并且他有绝对的耐心。他在本书序言中写道：“不懂审美
的人不能称为完整，而懂得美的民族必定伟大。当时，我便萌生了为我国的学生和美术爱好者翻译一
本好的适合的西方艺术史的想法。17年后的今天，我终于找到了这样一本书，了却了这样一个心愿。
”由此，可以看出他是致力于传播审美文化的，并且他把本书的定位在学生和美术爱好者团体。于是
，这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它是否真的适合一个初学者，或一个猎奇者。当我向美术教师询问他有关美
术方面入门书时，我说：有没有关于艺术史的，又特别适合非美术专业但很喜欢艺术人看的。他推荐
了这本。阅罢此书，我有些失望。失望的原因是它没有让我得到丝毫的满足。于是我开始回到读书的
原点，问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艺术史，过于泛泛了。艺术史不是线性发展的，到后期更是变得非
常复杂。我自己想理清它的思路，这是我读书的一个原因。第二，受专业影响，我更青睐于审美方面
的文字，比如，梵高的一副《星空》，怎么美？我想获得的是这个。但很显然，我没有在书中得到它
。书中的梵高更是一笔带过。我曾问过关于梵高，“他的技巧实在一般，思想太完美了”。很显然，
正是技巧上的缺陷，让他迷失在了这部艺术史中。这就呈现了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译者初衷是向
学生群体介绍一部艺术史。很显然，它应当是简单的，到位的，又有点专业的。那么，它浅显在哪儿
？我认为，如果你是一位久经艺术浸染的人，那么本书一定是你最好的选择。本书由四个国家的四位

Page 8



《西方艺术史》

教授共同撰写，行文丝毫不见做作之笔，有些沙龙闲谈的味道。面对一副作品，语言简约到极致，评
论中也丝毫不见任何文学色彩的运用，有的只是专业的调侃和专业范畴内的公理。正是，这样一种风
格，我们这样的猎奇者就受到了冲击和制约。我们想看那些有关艺术萌发的原因和历史背景。可惜，
我们并未得到满足。它只是了了几页，而且都是那些我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掌故。就比如，在论及
文艺复兴艺术时，它这样写道：“文艺复兴是一场复杂的运动，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其主要特点
是想要全面复活古代的意志。其艺术方面则被视为人类进步的发动机，处于这一复兴的核心。&quot;
后边具体论述时，写道：”如果认为中世纪完全忘却了对古代的继承，那将是一种谬误。恰恰相反，
它曾通过修道院中修士的临摹，试图把古人的只是保存下来，并且还尝试过复辟西罗马帝国和长久地
坚持它的艺术形式。”萌发由何而来？在这里变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背后语言和知识背景。这又怎能
起到启蒙的作用呢？书中，关于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是如此。有时又有些不够“严谨”。当然，严谨
这个词是在我这个门外汉看来的，这些知识在专业领域根本不会成为讨论。比如，哥特式建筑，作者
说，意大利有些拒绝这种艺术形式，留有的只是表面。但为何隔几页后，举例米兰大教堂是燃烧的哥
特式呢？网上有人说它是巴洛克的。看来迷惑的不知我一个啊。全书，最为精彩的部分从巴洛克时代
开始。巴洛克，我们并不了解。但作为一个名词，我们运用的频率却非常高。如果家中装修，但凡带
点欧式风格的，我们非专业人士就会往巴洛克上靠。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校新址建成后，尽管有人说
它不是什么风格，但领导一直对外宣称巴洛克风格的原因。我们只是喜欢让这个词传到一定人群的耳
中，听起来有点艺术而已。艺术史，在相机发明之后，进入了黑暗时期。但书中并未论述，似乎有意
避开。这也导致书的末尾有些仓促和审美疲劳。我们还想获得某种审美体验。还是受专业限制，我们
的审美体验更倾向于文字表达出的效果。比如上文提到的“燃烧的哥特式”，我们期盼有一段描写，
描写它的精神，它的燃烧，可惜在书中这些话语根本看不到。我想，这与领域的不同是有很大关系的
。有些话语非专业人士是不能感受的，但如果他浸淫多年，便也会变得和专业人士一样，从而认为本
书是一部最好的启蒙读物。它的读者群体是受限制的，那些专业的调侃，我们只能感悟到形式而非本
真。如果我们一味的较真，也许会说作者没有尊重创作。这大可不必吧。就好比一个搞科普的，天天
叫嚣文学创作，也没什么大意思。

Page 9



《西方艺术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