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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大思精 全面融通

——评唐林《四川美术史》
1

田忠辉

唐林先生的《四川美术史》煌煌三册，是西部文化大省四川省的第一部美术史著作。作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

《四川美术史》体大思精、全面融通，填补了地域美术史的空白。《四川美术史》写作范围从史前时代直至晚清，其内容涵盖

了绘画、书法、建筑、雕塑和工艺美术五大领域，探索了历史发展进程中四川美术的风格流变。《四川美术史》2015年 8月出

版了上册一百万字，2017年 8月出版了中册一百万字，厚重的成果展现在面前，让我们看到了“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

句空”的典范。笔者阅读这一巨著，感慨颇多，下面从《四川美术史》的叙述方式、突出特色和如何阅读三个方面谈一谈自己

的学习心得，肤浅之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四川美术史》的叙述方式

从叙述方式角度看，《四川美术史》既遵从了传统美术史的建构方式，又能从四川地域的美术发展状况入手，体现了规范

与特色的统一，特别是其“长历史”的视角，将四川美术的发展状况全面的展示了出来。

从王朝闻的美术史写作“划分法”出发。如何建构美术发展史？是依据材质的不同，还是依据造型方式的差异？这是在传

统美术史建构中，写作者必须面临的问题。《四川美术史》的作者唐林先生遵从了《中国美术史》作者王朝闻先生的写作方式，

采用了以造型艺术为标准的建构基点来写作，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四川美术史》与《中国美术史》勾连相通，有利于将《四川

美术史》放置在中国美术史的宏观背景上展示出来。另一方面，在美术史研究方面，这样的建构方式也有利于将四川的美术发

展与中国历史的美术状况联系起来。《四川美术史》的这种写法，既从理论上保障了自己的研究有强大的贯通性支撑，又在实

践方面为四川美术研究奠定了宏阔背景。同时，通读全书，以造型艺术为划分依据，完全能够涵盖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和

工艺美术几个门类，这是一种尊重传统的叙述方法，从这一方面来看，《四川美术史》是成功的。

“大四川”的描述与建构。在尊重传统的同时，有时地方美术史的建构容易被大美术史所湮灭，反过来过于偏重地域性，

过于强调某家某派，也容易狭隘化。《四川美术史》为避免某派某家思想，或某人某书画这一狭隘视野的出现，采用了“大四

川”的描述建构方式，笔者认为，在具体的写作中。“大四川”叙述视角是成功的。“大四川”的描述与建构，一方面突破了

某家某派的地域狭隘的美术史写作思维模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打开了四川美术史叙述建构的地域限制，有利于站在中国美

术史视野对地方美术发展作全方位描述和理解。在具体写作中，作者一方面强调美术源头的广泛性，另一方面，在具体内容写

作时，将美术家的创作历程贯通起来，而不是单纯将美术家的归属限定在必须处于四川地域，这样就将美术家的创作以“四川”

为结点，凝聚贯通了起来，这是《四川美术史》在“大四川”视角方面的成绩。同时，也正是通过这一视角，《四川美术史》

的“大四川”视角，实现了美术史在描述中充分、在建构中全面的目的。

“长历史”视域的美术史写作。与“大四川”视角相关，作者在《四川美术史》写作中，突出了“长历史”的视域，从而

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的四川美术发展长卷。作者的写作从史前时代开始，一路延展下去，像奔腾不息的江河，

构筑了以“四川”为核心地域和核心结点的美术画卷。整部《四川美术史》分为上中下三册，上册主要包括三编，分别探讨了

先秦时期、秦汉三国时期和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美术史状况，中册主要探讨了五代和两宋的美术史发展状况。由于作者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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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册和中册是在不同时期，因此也根据写作的具体情况作了叙述方面的调整。最突出的就是第二册根据内容范围重新做了调整，

因为五代和两宋时期的美术发展极其丰富和辉煌，作者便将五代和两宋单独成册，这种实事求是的撰写精神，是值得赞佩的。

下册目前还没有出来，从已经出版的两册写作水平看，唐林先生的写作有不断精进的特点，比如和上册比较，中册展示的历史

更加丰富细致，“长历史”的视域更加具体明了，所以可以预料，下册的写作也将更细密丰富，璀璨华丽，不仅体现了历史的

“长”，而且将体现“长历史”的丰满和厚重。

二、《四川美术史》的突出特色

体大思精、全面融通是《四川美术史》最突出的特色，具体表现为资料丰富、叙述恰当、整体把握、风格贯通。

体大——《四川美术史》的构成。《四川美术史》的构建雄心勃勃，他将整个与四川关联的美术史内容全部纳入视野，资

料极其丰富。仅以中编为例，作者原本是打算写“五代、两宋、元、明”的美术史，结果在成书的时候，作者根据资料的情况，

在中册中仅仅写五代和两宋的发展状况，就用了一百万字。中册的目录编排和上册也不完全一致，在严格依据造型艺术的五大

类划分法基础上，在每一类的写作上，更加突出了艺术家成就的叙述。在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和工艺美术的顺序叙述中，

不同于上册更多的概述，而是大量的艺术家专论。这样的写法将五代和两宋美术灿烂的星光显示了出来。阅读这一册，一方面

你会感慨四川美术的丰富厚重，另一方面你也会发现四川美术史上的作品多，而且还精。因此，体大不仅仅是指量上的概念，

还指质上的丰富精彩。

思精——《四川美术史》的水平。在细致全面的资料梳理基础上，《四川美术史》庞大的史料显示出了叙述恰当、详略得

体、突出重点的风格，在呈现四川美术水平时，展示了“思精”的写作特色。如中册写到绘画，就将绘画详细分成了五个类别，

对其中花鸟画、山水画和人物画这三类，基于五代和两宋杰出的画家多的特点，作者就进行了更加详细充分地展示。而对于壁

画和石刻线画，根据材料则进行了简略的概述。同样对于画派、画史、画论和鉴赏，择其大者，也进行了简明精当的介绍。在

具体画家的介绍方面，也是注重整体面貌、选取其最具代表性的内容突出介绍，展示了撰史者把握精髓的能力。特别是对艺术

世家的描述，充分展现了唐林先生的功力，除了眉山三苏，还精细地介绍了成都黄家、画坛五高、广汉三丘、简阳张家、盐泉

苏家、双流李家、阆中陈家、绵竹三张、安岳文家、北方伏家，这些风流千古的艺术家，涉及到书法、雕塑和绘画各个门类，

可谓群星璀璨。

全面——《四川美术史》的贡献。本书既然称《四川美术史》，作为地域美术历史的把握，就要对“四川”这一地域做一

准确的描述。按照作者的观点，本书的空间地域范围，是以历史上的四川地域作为界定范围的，即以 1997年 3月四川省和重庆

市分治之前的四川行政区域作为研究对象的存在空间的。这样的整体把握非常有利于历史性的集成资料、总结状况和概括水平

特质。历史上的美术创作，巴蜀地区一向是繁荣丰富的，作者的这一地域把握，就避免了依据现实行政区划容易引发的割裂问

题，相反，历史性的整体把握，则有助于历史上美术发展的全面实际状况。从作者的叙述结果看，这一全面原则得到了有效的

使用，产生了应有的效果，展示了历史上四川美术发展的全貌。

融通 《四川美术史》的风格。《四川美术史》分为上、中、下三册，又是在不同的时间撰写的，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叙述

风格的差异，因此，必须有行之有效的办法，使不同时期的四川美术发展有一个风格贯通的过程。融通，是唐林先生写作《四

川美术史》贯通的风格。一是采用王朝闻先生的造型艺术分类法，这就可以保证叙述内容的一致性。二是将地域限制打破，以

人物的美术创作贯穿全书，呈现其美术贡献。三是尊重美术分类，又能将艺术家的各种艺术行为结合起来考察，使其得到完整

地呈现。比如写到眉山苏家，既能整体描述，更能在各个门类分门别述。目前，《四川美术史》下册还没有出来，站在前两册

的基础上，相信随着下册的出版，这一巨型的地域美术史著作，将会比较完整融通的展示四川地域美术史的立体画面。

三、阅读《四川美术史》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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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面了解地域美术史需要出发的阅读。四川美术精彩纷呈，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某些时候达到了当时的巅峰状态。比如

商周时期是中国青铜器极盛时代，当时的四川美术发展就达到了顶峰状态。从目前出土的文物看，四川出土的青铜器精美程度，

其丰富性、其艺术性，可以说冠盖商周时期所有的青铜器。既使从世界当时的青铜器发展水平角度看，四川青铜器也是处于领

先水平。大家只是知道三星堆和金沙作为考古的遗址存在，其实它们也是美术的博物馆，特别是青铜器展示的博物馆。读《四

川美术史》，可以从全面了解地域美术史需要的角度出发，进行针对性的阅读。

从体会艺术的普通与艺术本质的融通角度阅读。作为一本历史类专书，《四川美术史》完成了它的历史叙述，所以作为读

者一方面要从知识角度阅读，掌握史料，另一方面，也要从体会艺术的普通与艺术本质的融通角度阅读，从接受艺术风格、品

类、水平等角度阅读。《四川美术史》既能提高阅读者的知识视野，其叙述水平也能有效的丰富阅读者的艺术理解能力。特别

是唐林先生借助历史材料的展示，从而呈现出来的史识和睿智的判断，非常有助于提升读者的艺术鉴赏力。换一个角度看，这

也是对撰写者的一种肯定，毕竟一本历史性书籍不能单单是材料堆砌，而更应当是历史观的展现。在这本《四川美术史》中，

更进一步的，它还是一种艺术鉴赏力和艺术品位的展现，这些方面的理解和关注，也是提升阅读质量的有效方法。

从中国美术史的大背景角度阅读。《四川美术史》虽然是一部地域美术史，但是，由于历史的实际情况，在大部分时期，

四川美术史的水平也标志着古代中国美术发展的水平。因此，放在中国美术史的大背景角度阅读《四川美术史》，特别有助于

理解四川美术发展的面貌。从研究角度，这一大背景视野也有助于理解中国美术的整体状况、理解中国古代艺术家、艺术品和

艺术行为的流转迁徙情况。对于今天的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这一阅读角度也是必要的，这也是从整体看待中国艺术思维的一

个维度，对于继承传统文化、振兴国粹，它也是具有多重意义的。

总之，唐林先生的《四川美术史》展示了地域美术发展的广阔画面，展示了中国古代美术发展的璀燦景观。作为几百万字

的煌煌巨制，《四川美术史》体现了一位美术史家的坚持和热爱，体现了唐林先生孜孜以求、不缀砥砺的学者风范。《四川美

术史》是冷板凳与热心肠的结合，是坚持和热爱的结晶，经年累月，这样的坚持和热爱，终成华章。


