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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這是一部以我國出土的歷代名畫為主要研究對象，考古學為依託，文獻學、藝術學以及美

學、法學、宗教學等學科知識、理論、方法綜合運用，進路體現價值指引，從哲學高度進行全

面深刻闡發的學術著作。時間跨度達五千多年，範圍遍及全國各地，有的還涉及到東亞和南亞

地區。內容形式豐富，有仰紹文化和馬家窯文化的彩陶畫，也有馬王堆帛畫、漢代石刻、敦煌

壁畫、鳳凰山漆畫、西藏的唐卡等，有的還是已經被歷史遺忘的民族如契丹、女真、黨項的傑

作。不少至今無解，有的是學界長期爭執不下的懸疑或熱點。著力探索和創新是本書的顯著特

質，如對上古的象刑製度的發現、古人的宇宙情懷及其心理、佛教伎樂來源中國傳統的音樂思

維、道家的升霞方式設計等，都極具學術價值。研究、寫作技巧圓熟，方法得當，表達瀟灑淋

漓是本書的顯著特色。博學敏思，邏輯嚴密，以理服人，論證見解獨到、深刻，力破難題，走

出了我國繪畫研究的新思路，是本書的突出貢獻。實踐價值指引使本書不僅將中國古代名畫研

究體現在學術本身，同時還具有廣泛的社會意義，讓我們在知識美感獲得以外，能夠正確認識、

深入理解袓國的豐富的文化和藝術，有助於又好有快建設發展當代文化和規範旅遊文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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