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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美术史话》

内容概要

《英国美术史话》用历史的长线串联起一幅幅精美珍贵的图画，再现灿烂辉煌的美术史，带你走近艺
术家的人生历程，成功与失败，快乐与悲辛，以及他们画幅中所表现的那些知名或不知名的历史人物
变化所隐藏的悲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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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美术史话》

作者简介

李建群，1955年生，198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
史系副教授。1992年至93年作为访问学者赴英国伦敦大学考陶儿艺术研究院进修，主攻西方美术史。
一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血与火的文明——古代墨西哥雕刻艺术》，《失落的玛雅》，《二十世纪的
拉丁美洲美术》，《二十世纪的英国美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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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美术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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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前言 世界是一个整体
序
一、刻板的英国人——荷加斯以前的肖像绘画
二、啼笑人生——威廉·荷加斯的风俗画
三、崇高与庄严——雷诺兹和皇家美术学院的建立
四、来自原野的清风——庚斯勃罗的人物与风景画
五、湖畔的诗意——英国风景画的兴起与发展
六、恶梦与激情——威廉·布莱克与浪漫主义历史画
七、悲壮的史诗——透纳的风景画
八、乡村牧歌——康斯泰勃尔的风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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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罪恶的芳香——比亚兹莱的世纪末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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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美术史话》

章节摘录

书摘1    风景画艺术特别与英国有缘：从17世纪晚期英国就开始出现了水彩风景画和油画风景，并在18
世纪中期得到发展。风景画在英国的发展，导致以后一系列杰出的风景大师产生，这主要是因为当时
人们对英国自然风景的认识和热爱而产生的结果。在18世纪，随着法国古典主义风景画的大量输入，
法国风景画被许多人收藏。许多英国贵族和文人前往欧洲大陆旅行．他们对美丽的欧洲风光的欣赏记
录在诗歌和文学作品中，逐渐将风景形象注入文字中，并常常显地借助于艺术家的绘画作为比喻。而
同时，英国美丽的田园景色日益为人们所注意，许多欧洲大陆的人们前来不列颠周游，寻找值得描绘
和歌颂的美景。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山中和河谷中，人们发现了足以与阿尔卑斯山或意大利景色相媲
美的壮丽和“如画’’的风景。由此，英国成为欧洲人旅游欣赏风景的一个重要目标。英国静谧如梦
的田园风景也触发了浪漫主义诗人的丰富想像，唤起艺术家的创作激情，导致英国画家把目光从意大
利、法国的古典风景画转向新鲜的本土自然风光。风景画不再是一所房屋或一个地方景色的陪衬，不
再只是肖像画的背景，也不再是古典风景画的模仿，而是具有英国特色的自然景色，并成为表现各种
浪漫情调的一种手法。    风景画在18世纪上半期逐渐形成了两个主要的风景画类型，即古典主义风景
和地形图风景。古典主义风景以17世纪法国画家克劳德．罗兰和普桑的风格为基础，以“历史”主题
为主，常常是大型制作；而地形图风格则是以确切地描绘某地风景为基础，以自然为对象，以荷兰17
世纪风景画为楷模，其中主要是雷斯达尔和雅各布的作品。        在很大的程度上，地形图可以说是英
国风景画发展的主要基础。地形图是一种实用的绘画，英国由于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地
形图和地图需要画家来绘制。地形图要求如实地画出地形地貌，以作为一种实用的图画。最初画家用
钢笔画轮廓，然后再敷加水彩色。后来技法逐渐熟练，画家们就直接用水彩色来制图。英国属于海洋
性气候，天气多变，空气潮湿。有利与水彩画的从容衔接。而水彩画作为一种透明度较高的材料，也
特别适合表现英国那种雾气迷朦、云层浮动、烟雨笼罩的气氛。所以，英国的地形图促进了英国风景
画的发展，而水彩画则是英国风景画的一种主要表现手法。⋯⋯书摘2    《市场运货马车》表现了庚斯
勃罗所见的另一种田园生活，显然是丰收的主题：货车上堆满了农产品，赶车人充满着快乐与满足，
高大丰满的树丛以及翻滚的云彩似乎也在回荡着丰收的笑声。高大壮观的大树构成了一个大型的纪念
性的、庄严的构图。这一作品是庚斯勃罗成熟期的风景风格，达到了透纳与康斯泰勃出现之前的风景
画的顶点。在这里庚斯勃罗创造了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的风景画，他使风景画不再是作为装饰或陪衬
，而是作为一种感情和观念的诗意化的绘画表现。这种创作态度表达出一种新的观念，一种人与自然
的新关系，它预示着即将到来的英国风景画的繁荣。    在他的晚年，庚斯勃罗想与雷诺兹和好，希望
从雷诺兹那里得到学院的最后承认，他派人把雷诺兹请了来。雷诺兹一向认为庚斯勃罗的作品包含厂
过多的折衷和混杂的因素，没有画出学院派所规定的用历史画的方法画出那种纯想像的作品来，因此
他指出：“他有一双画家的眼睛，却没有一颗画家的心。”虽然这是从学院派的观点去看庚斯勃罗，
而庚斯勃罗则强烈地否认这种评论，但这阴影却一直笼罩着他。当然这些评论似乎更激发他对风景画
和写实风格的重视。在他临终前，雷诺兹充分肯定了他，说：“他现在开始看到他缺少的是什么了，
并且他自认为这些缺欠在他的晚期作品中已经得到某种程度的弥补。”正因为如此，在庚斯勃罗死后
，雷诺兹在皇家美术学院所作的第14演讲中，把庚斯勃罗称为复活英国画派的奠基人之一。庚斯勃罗
的风景画是在他死后才为公众所知，并对以后的整整一代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康斯泰勃尔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五  湖畔的诗意——英国风景画的兴起和发展    风景画艺术特别与英国有缘：
从17世纪晚期英国就开始出现了水彩风．景画和油画风景，并在18世纪中期得到发展。风景画在英国
的发展，导致以后一系列杰出的风景大师产生，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人们对英国自然风景的认识和热爱
而产生的结果。在18世纪，随着法国古典主义风景画的大量输入，法国风景画被许多人收藏。许多英
国贵族和文人前往欧洲大陆旅行，他们对美丽的欧洲风光的欣赏记录在诗歌和文学作品中，逐渐将风
景形象注入文字中，并常常明显地借助于艺术家的绘画作为比喻。而同时，英国美丽的田园景色日益
为人们所注意，许多欧洲大陆的人们前来不列颠周游，寻找值得描绘和歌颂的美景。在威尔士和苏格
兰的山中和河谷中，人们发现了足以与阿尔卑斯山或意大利景色相媲美的壮丽和“如画”的风景。由
此，英国成为欧洲人旅游欣赏风景的一个重要目标。英国静谧如梦的田园风景也触发了浪漫主义诗人
的丰富想像，唤起艺术家的创作激情，导致英国画家把目光从意大利、法国的古典风景画转向新鲜的
本土自然风光。风景画不再是一所房屋或一个地方景色的陪衬，不再只是肖像画的背景，也不再是古
典风景画的模仿，而是具有英国特色的自然景色，并成为表现各种浪漫情调的一种手法。    风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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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美术史话》

在18世纪上半期逐渐形成了两个主要的风景画类型，即古典主义风景和地形图风景。古典主义风景
以17世纪法国画家克劳德·罗兰和普桑的风格为基础，以“历史”主题为主，常常是大型制作；而地
形图风格则是以确切地描绘某地风景为基础，以自然为对象，以荷兰17世纪风景画为楷模，其中主要
是雷斯达尔和雅各布的作品。    在很大的程度上，地形图可以说是英国风景画发展的主要基础。地形
图是一种实用的绘画，英国由于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地形图和地图需要画家来绘制。地
形图要求如实地画出地形地貌，以作为一种实用的图画。最初画家用钢笔画轮廓，然后再敷加水彩色
。后来技法逐渐熟练，画家们就直接用水彩色来制图。英国属于海洋性气候，天气多变，空气潮湿，
有利与水彩画的从容衔接。而水彩画作为一种透明度较高的材料，也特别适合表现英国那种雾气迷朦
、云层浮动、烟雨笼罩的气氛。所以，英国的地形图促进了英国风景画的发展，而水彩画则是英国风
景画的一种主要表现手法。    风景画最早的杰出代表是乔治·朗伯特(George Lambert，1700-1765)。他
早年的风景画具有罗兰的程式，有开放的前景，如同一个舞台，常常是一边有树丛，一边有相应的主
题，一条弯曲的小路引导人们的目光延伸向光明的远方。他的主题经常是古典的风景，有树丛和不同
层次的小路和几组人群、湖、建筑和远处的城市伫立在山坡上。这种古典的风景始终有很强烈的意大
利风格，所以朗伯特的风景是有非常非英国化建筑和田园为基础的。    但他也画地形图风格的风景，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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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美术史话》

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世界是一个整体                                                                刘小路    早在2500年以前，伟大的孔子就说过：“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孔子时代的四海是指中国，今天我们理解的四海则指全世界。人类自古就互
相交往，尤其大航海时代以来，东西方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冲撞和交流，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把
它们分开。今天，有人说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已经到来，文化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1996年在
哈佛大学讲演时，我提出“世界是一个整体”。    十几年前，我担任过《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的
责任编辑，对中外美术的研究和出版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早就想编一套中外美术史话。到美国和日
本讲学时，看到各种肤色的人在美术馆前排起长队，更深切感到美术教育的普及对于提高国民素质的
潜移默化作用。中外美术史话，不就等于一个没有围墙的美术馆吗?我国已经出版过一些中外美术史著
作，却还没有一套分国的美术史，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随着我国与外国交流的日益增加。世界文化
一体化时代的到来，这套丛书的重要意义更不言而喻，而选题的设想也逐步形成了。    非常幸运，这
个盛世修史的选题设想得到国内最权威的美术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经
与人民美术出版社装帧设计室主任胡建斌先生协商，很快得到社长郜宗远、总编辑刘玉山、副总编辑
程大利先生亲切关心和鼎力支持，这个选题终于决定下来。同时，人民美术出版社正与荣宝斋、连环
画出版社等国家最高的美术出版机构联合组成中国美术出版的第一大集团——中国美术出版总社。所
以，这套丛书同时荣幸地成为中国美术出版总社的重点项目。    我们计划先编10本外国的美术史话，
每本大约12万字、100幅图片。图片全部是彩色随文插图，便于大家阅读，并且在20世纪内出齐。这10
本是：希腊罗马美术史话、意大利美术史话、法国美术史话、德国美术史话、英国美术史话、俄罗斯
美术史话、美国美术史话、日本美术史话、印度美术史话、现代美术史话。条件成熟后，还想再编两
河美术史话、埃及美术史话、非洲美术史话、拉丁美洲美术史话⋯⋯等等。这样，外国美术就初步形
成了一个完备的体系。    这些国家的美术，实际上我国国民并非完全陌生，许多年轻人甚至能滔滔不
绝地说出一长串艺术家的名字、作品和事迹。但是，要想把该国美术发展从头到尾理清楚却绝非朝夕
之功。而且，西方的美术史往往是按照原始、古典、中世纪、文艺复兴、近代、现代等时代顺序编写
，各国的独自发展脉络反而不太清晰。所以，编写分国美术史实有必要。也许有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外国美术史应该由外国人来写，中国人写的外国美术史行吗?其实，外国人也会碰上中国人同样的问
题，他们也同样是本国人写外国美术史。他们也许对本国美术是权威，但对于本国以外美术的研究未
必就比中国学者高。我到国外的深切感受之一就是：中国学者的水平绝不亚于国外学者，尤其是在对
第三国的研究领域。我的一些同学在美国留学西方美术后曾深有感触地私下对我说：“美国教授固然
对欧洲美术有其见多识广的长处，然而我终于认识到他们研究的深刻性并没有超过我的硕士导师吴甲
丰先生，遗憾的是吴先生却是直到功成名就的晚年才去过一次荷兰。”我亦有同感。在读研究生时，
我也受过吴先生的教诲。他虽去世有年，但他的修养和文采使我记忆犹新。    外国美术史话丛书所邀
请的作者都是长期从事相应国家美术研究的学者，懂得相应国家的语言，大多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具
有副高以上职称，并且具有到相应的国家和地区留学、访问或工作的经历。有的还长期旅居国外，甚
至做过驻外文化参赞。记得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时，曾有一个口号，叫作“最合适的人写最
合适的条目”；那么，外国美术史话编写的口号就是“最合适的人写最合适的书”。因是史话，我们
力求文字优美，通俗易懂，写法大致统一，而又保持个人风格。    青年是世界的希望，也是21世纪的
希望。所以，这套书主要是面向普通的大学生朋友。但我们期待它不仅对于大学生，而且对于所有的
朋友都适用。我们希望：它将是献给21世纪的一份厚礼。    让中国更了解世界，也让世界更了解中国
。    1998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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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美术史话》

编辑推荐

《英国美术史话》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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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美术史话》

精彩短评

1、英国的美术确实不行啊，强拼乱凑成了一本书
2、除了错字太多，其他还是不错的。
3、谁说英国缺大师的来着⋯⋯
4、文不通字不顺还是教科书
5、为了写论文买的，还以为会很厚结果不是，整体还不错~~~
6、当年凡是和英国有关就买，这本书确实不错！装帧精美，还有许多名画插图。
7、必须和别的艺术史类书一起看，相互补充。
8、这图多是够多了，但是印得都不怎么样⋯这种快掉页的感觉以及不少的错字让人怀疑这真的值这
个价吗？
9、非常好的艺术鉴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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