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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的地缘性》

前言

　　2005年五六月间，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尹吉男先生来重庆，晤谈间，尹先生说及组织兄弟
院校同行举办美术史学年会的设想。我和牟群教授即表示赞成，并希望在央美举办首届年会后，就由
我们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承办下届年会。尹先生说另有两家发起单位，第二届由谁承办还需到时候
讨论决定。2005年末，尹吉男先生邀约兄弟院校美术史论系负责人在中央美院举行&ldquo;全国高等艺
术院校美术史论年会筹备会&rdquo;。筹备会商定此年会旨在促进全国各高等艺术院校与研究机构之间
艺术史研究的交流与协作，并为艺术史研究成果提供制度化的展示平台，年会由各院校美术史论系（
或人文学院）相继承办。2007年4月，&ldquo;首届全国高等艺术院校美术史学教育年会&rdquo;由中央
美院人文学院承办在央美成功召开。会议期间，在年会工作委员会上，我们终于如愿争取到第二届年
会由我们四川美院美术学系承办的决定。对此，我们十分感谢工作委员会诸公的信任。　　2007年99
，参照首届年会的模式，我们确定了第二届年会的研讨主题是&ldquo;美术的地缘性&rdquo;，总的话
题是讨论地缘因素对美术和美术史研究的作用和影响，拟分设六个论题专场，并决定第二届年会
在2008年4月中下旬召开。我们发出了年会的约稿函，得到各院校同行们的积极响应。　　2008年4
月19日至20日，山城重庆春光明媚，来自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西安美
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浙江大学、四川大学、
西南大学、重庆大学、四川音乐学院美术学院及绵阳艺术分院，以及我们四川美术学院等高校的五十
多位教授、专家同行会聚重庆，&ldquo;第二届全国高等艺术院校美术史学教育年会&rdquo;如期在四
川美术学院黄桷坪校区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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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美术的地缘性》

章节摘录

　　从&ldquo;九鼎&rdquo;到&ldquo;丹鼎&rdquo;：四川汉代&ldquo;取鼎&rdquo;图像的嬗变　 
&ldquo;泗水取鼎&rdquo;是西汉中期至魏晋时（公元前1世纪一公元3世纪）流传甚广的画像题材，山
东、河南、四川等地的画像石或画像砖都再现了秦始皇在泗水打捞周鼎却遭受失败的传说。这一传说
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郦道元的《水经注》则表明，  &ldquo;泗水取鼎&rdquo;的故事到北魏时
尚在山东民间流传。汉代的记载认为秦始皇听说东周末年遗失的周鼎出现在泗水，派人前往打捞却没
有发现，而郦道元特别提到了一个新的说法：周鼎被发现了，但在打捞过程中，却被一条龙所破坏。
这一传说构成了汉代&ldquo;泗水取鼎&rdquo;画像的核心情节。　  日本学者鹤间和幸  1994年发表的一
篇文章中，整理了21幅汉代至魏晋时期的&ldquo;泗水取鼎&rdquo;画像，其中山东16幅、河南4幅，四
川l幅。2这个统计虽不全面，但足以显示&ldquo;泗水取鼎&rdquo;这一题材主要流行在山东和河南。此
外，山东地区的&ldquo;取鼎&rdquo;画像出现较早（公元前1世纪中前期），并持续到汉末（公元3世
纪初期），在超过3个世纪的历史脉络中，尽管相同主题的图像之间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差异，但在形
式上仍体现出一定的连贯性，并都保留了&ldquo;泗水取鼎&rdquo;的基本叙事情节。3而四川地区可以
确认为&ldquo;泗水取鼎&rdquo;的图像虽仅一幅，但却从&ldquo;取鼎&rdquo;图像中衍生出一系列新的
、以鼎为中心的图像。通过比照山东、河南与四川&ldquo;取鼎&rdquo;画像的差异与联系，可以看出
四Jll地区&ldquo;取鼎&rdquo;图像的衍生过程，以及&ldquo;取鼎&rdquo;主题的变迁。&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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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水平参差不齐，有不少是随感，而非论文，倪志云关于赵孟頫《秀石疏林图》一文深得我心
2、今天晚上开始。
3、美术史教育年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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