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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回答：15、16世纪明朝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艺术何以会是今天所见的这般景象？这
是一个困惑人心、令人着迷的问题。由此问题引领，本书借15、16世纪明朝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
家与消费者之间不同关系形态的考察和比较，从政治、经济、思想等诸多领域，层层剖析，步步深入
，回答艺术何以如此呈现的比较之问。本书因问题而开启，又因问题的回答而关闭，其间，不断的剖
析与追问就是情节，故本书叙理娓娓道来，环环相扣，场面宏阔，而又别饶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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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万康，1972年生于四川泸定，1995年毕业于重庆师范专科学校数学教育专业，1998年考入西南师范
大学攻读中国美术史硕士学位，2003年又入首都师范大学攻读中国美术史博士学位。主要研究中国美
术史，旁及艺术市场学，著有《艺术市场学概论》（2005）。此外，论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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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文艺复兴艺术的辉煌你久已闻说，明朝绘画的风度你却了解多少？儒生与画家之间的分野，乃是
中西艺术各自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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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艺复兴艺术的辉煌你久已闻说，明朝绘画的风度你却了解多少？儒生与画家之间的分野，乃是
中西艺术各自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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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赞助人”研究的坚决反对派。只重文人画，对于“赞助人”也似理解固化。中国部分显然比意
大利部分靠谱得多。
2、真正的儒生比“画家”，是要好的多，可是也许这只是自命为超凡脱俗的中国人才这样认为，作
为中国人，就是追求这种调调，那你又奈我何
3、艺术究竟是一门技艺，还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行业？
4、最后一章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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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大约没有多少人读过这本书，但这丝毫无损于这本书的优秀。看了豆瓣里至今唯一的一篇评论，
确有失偏颇。首先是书名之辩。封面上的一句话是很好的回答，也是对书很好的总结：儒生与画家之
间的分野，乃是中西艺术各自的不归路。作者微观上着眼“15、16世纪明朝与意大利绘画史的多维比
较”，考证之严谨详实，内容之旁征博引，足以证明这是一本用心且真诚的学术著作；此外，作者宏
观上将中西方美术的不同归结于不同文化传统的区别，即“儒生”与“画家”的区别，亦足以说明这
是关乎独道且深刻的文化感悟。二是全书的写作方式，并不是以中方为主，西方穿插的，两者是并列
交织的关系。作者每言中，必以西作比，再总结深化。着眼于书本身，作者在探索为何西方绘画求“
形似”“逼真”，而中方绘画却将一味描摹视为最下时，给出了三个答案：一、西方视角里，画家是
“生产者”，一些名流显贵是画作的“消费者”。艺术品的生产和消费是分离的。而在中国传统中，
是“弄笔自娱”的，不存在一种生产消费的关系，这种“生产者”“消费者”的角色是混同的。作者
继续追根溯源至西方二元对立的思想，及农业经济与商品经济之区别，有许多非常有价值的结论。我
觉得第一章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丝丝入扣，逻辑严密，把中西方艺术比较得非常彻底。二、西方画
家由于依附于雇主，不得不顺从其爱好作画，稍有不合意，则衣食难保，因此西方画家在很大程度上
是没有创造自由的。中国文人则寄情山水，随意挥毫，有着绝对的自由，然而他们却在政治上备受君
主集权的压制，个人才能得不到发挥。于是寄情山水成了精神上获得自由的唯一方式。作者从同行的
竞争，艺术的评价体系，及对自由的诉求多方面展开了论证。三、西方画家作画为生计，利在先。中
国传统文人受儒家影响，重义不重利，以画作为精神与人格的外延。作者还着重考查了画家和其资助
人之间的关系及艺术市场的差异。全书以故事为引，穿插史料，重在说理，更可贵在观点新颖，鞭辟
入里。个人的角度来说，这本书确是给了我不一样的视角。高中做为精神支柱的书是罗曼罗兰的《名
人传》，我曾反复读着书中那些铸就了伟大的痛苦的折磨，将人生定义为与磨难抗争的过程。这本书
里也引用了《名人传》里米开朗其罗的例子。作者说：“可是，米开朗其罗的痛苦真的超越了凡俗的
生灵与功利？”“他时时都处于利益的纠葛之中”“一半慑于权威，一半心仪厚利”。他的痛苦来自
与对手的成功和金钱的诱惑，“没有半点升华的迹象”。我读的时候有一些感到偶像的幻灭。的确，
与中国文人相比，米对于外在事物的执著会被儒生不齿。内容和布局，都是雇主按自己喜好定下的，
画家自己作画的目的，不过是赚取为生的必需品，而驱动力则是从同行中脱颖而出。反观中国传统价
值观，伟大的作品之后必有伟大的人格，因而士“志于道”而“游于艺”。那么艺术的崇高真的需要
一颗与之相匹配的灵魂么？如此看来，西方艺术除了技法，还剩下什么？或许这个问题不需要答案，
对事物的解读本该是多样的。执著于一种一厢情愿的迷信不如放开视野，学会接纳不同的观点。最后
很喜欢作者在自序里写的话：“三年前我开始写此书时，评职称拿学位还早得很，所以一门心思想弄
明白的就是15、16世纪明朝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艺术为什么非得是这个样子”。一个单纯，
执著而又有热情的学者形象。如今写畅销书的人多了，学者少了。
2、逛书店时偶然发现的此书。一、题目的不解。既然是中西绘画史，涉及的当属画家，与中国的儒
生怎又扯上了。很想求教于作者。副标题完全可以扶正，做书名。二、开篇以一件小事情起始，慢慢
展开，有《万历十五年》开篇之风格，很是欣赏。三、既然是中西比较，通览全书，某些章节以中方
资料居多，西方只是穿插其中，不符合中规中矩的比较方式，却很是新颖。四、对书中有些观点存疑
。仅举一例，见55页：“人类有两种主要的社会经济架构：一是城邦架构，一是农村架构。”“15
、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实质是希腊城邦制的复兴，目前的西方是希腊城邦制社会经济架构的发展
，也是《理想国》的实践。”首先“架构”一词用在这里是否合适值得推敲；再，作者想表明的是农
村与城市的对立。但城邦的具体含义既不同于欧洲11、12世纪出现的城市，更不同于今天的城市。所
以“目前的西方是希腊城邦制社会经济架构的发展”当属作者臆断。五、既然是中西比较，前提是有
可比点。应该说作者这点做的不错，也有新意。
3、确实如此，表面上挺唬人的，其时内容逻辑混乱，先入之见和价值判断太重，犯了学术研究客观
科学的大忌。作者序中义正言辞地批评当下学术风气的浮躁，可笑的是书中材料东拼西凑的背后难道
就是作者所自鸣得意的“学术”！
4、这是我看过少有的能切中关键问题，并且用一个更广阔角度来帮助读者理解艺术的书。东方强调
私德， 西方画家的公心对称彼此都散发着魅力。而从经济模式和政治结构的不同来推导，却是显得十
分的功力。向李万康先生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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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最近跟的课题与他的论点有关，所以在关注他的文章与书，非常乏味，逻辑不清，很难遇到有书
读不下的时候，但这本书，绝对让我读之无味，很刻意地在用艰涩深奥的理论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却
前后矛盾非常多。从文章与这本书中，表面上，李万康先生敢于质疑权威，看似正义，但是难掩一知
半解的冲动，赞助人方面的学术研究还没有定论，各家只是阐述自己观点，李万康先生如此急躁的否
定他人，实在显得不够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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